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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态

7月9日，由接力出版社、接力杯曹
文轩儿童小说奖组委会、评委会主办的

“短中篇儿童小说的艺术特质——接力
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获奖作品新书发布
暨研讨会”在江苏盐城“草房子乐园”举
办。曹文轩、白冰、朱自强、李东华、殷健
灵、安武林、谢倩霓、薛涛、崔昕平、李利
芳、陈香、周益民、张学青、王璐琪、马三
枣、陈梦敏、邓西、王新生等十余位儿童
文学作家、理论研究者、一线语文特级教
师以及“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获奖
作家代表汇聚一堂，对短中篇儿童小说
的艺术特质进行研讨。

短中篇儿童小说虽然篇幅不长，但
是在创作手法、思想内涵方面具有鲜明
的特点，是十分重要的艺术形式。抓好短
中篇儿童小说的创作，有利于夯实作家
写作基本功，为作家进行长篇创作打好
基础。优秀的短中篇儿童小说对少年儿
童读者的阅读和写作也有很大帮助。

此次“新书发布暨研讨会”在曹文轩
先生的故乡江苏盐城“草房子乐园”举
办。盐城市盐都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罗
时荣表示：“‘草房子乐园’的设立建成，
是中国儿童文学事业的进步，作为‘草房
子乐园’开园后的第一次重要活动，‘接
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的会议在此举
办，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作品研讨过程中，各领域专家抒
发己见，从短中篇儿童小说与长篇的艺
术比较，优秀短中篇儿童小说的创作手
法、评选标准、叙事艺术和意义等方面展
开讨论，新观点、新思路、新理念在思想
的碰撞中不断产生。

“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由广西
出版传媒集团主办、接力出版社承办，至
今已经举办了两届，共评选出金奖作品2
部，银奖作品4部，铜奖作品11部。该奖
项旨在促进儿童小说的创新实践，促进
儿童小说精品的涌现，努力提升儿童小

说的品位和质量，推出具有全球视野、创
新精神、创作实力的儿童小说作家，培养
和壮大儿童小说作家队伍，积蓄儿童小
说创作的后续力量，用更多有筋骨、有道
德、有温度的优秀儿童小说作品促进原
创少儿图书出版工作的健康发展，为广
大少年儿童提供高质量的精神养料，提
高他们的阅读水平和素养，为广大少年
儿童的成长打好精神底色。第二届接力
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获奖作品《假装被
风儿吹走了》《琉璃爷爷和琉璃小子们》
《青菀》《百合静静绽放》刚刚上市，这些
作品以现实主义题材为主，涉及中国传
统工艺传承、城乡儿童的校园和家庭生
活等，富有创新意识和探索精神，反映了
当下少年儿童成长的生活现实和心理现
实，也是中国儿童小说创作的新收获。据
悉，第三届“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
征文正在进行之中，我们期待更多更好
的作品与小读者们见面。 （儿 文）

7月24日，天天出版社、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以及美
后肆时景山市民文化中心共同举办了主题为“在知识宇
宙找到快乐星球”的知识脱口秀活动。李天飞、乔鲁京、成
长、林欣浩、罗米以及孙轶飞作为主讲人来到现场，与在
场读者进行了别开生面的脱口秀互动演说。

对于青少年而言，知识读物的阅读与学习，已经从自
然科普读物拓宽到文史哲及博物类人文社科读物，从单
纯了解知识条目深入到学科溯源和学科逻辑搭建的内部
层面。本次，天天出版社邀请到古典文学、三国历史、哲学
思想、博物馆艺术、美学和生物医学六个领域的代表作
家，通过生动有趣的脱口秀形式，带领小读者们走进不同
学科的大门。

在六位作家的趣味脱口秀之后，天天出版社总编辑
张昀韬对本次活动进行了总结致辞。她从各位作者的新作
品出发，同在场读者分享了关于知识和图书的重要性，期
待将知识的魅力通过书籍传达到孩子们心中。知识的海洋
无边无际，希望每个有好奇心的小朋友都能发现知识有趣
的一面，驾着书籍的小船乘风破浪，无畏前行。（教鹤然）

7月10日，由新蕾出版社主办的“吟唱美丽童
心——《鼹鼠的月亮河》出版二十周年纪念会暨精
装版新书发布会”于江苏书展成功举办，儿童文学作
家金波、安武林，特级语文教师、阅读推广人周益民
等嘉宾，以及本书作者王一梅、新蕾出版社代表出席
了此次发布活动，共同分享了《鼹鼠的月亮河》出版
20年来的动人故事。自1994年开始至今，王一梅在
儿童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走出了一段闪光的轨迹，创
作童话、小说等作品200余册。作为王一梅“温情童
话”的经典代表作，《鼹鼠的月亮河》讲述了鼹鼠米加
探索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收获友谊、坚定自信，并
最终实现梦想的故事。作品被改编为歌舞剧、广播
剧，以多种形式走到孩子们身边，陪伴小读者走过了
整整20年，给予鼓励他们健康成长的积极力量。新

蕾出版社副总编辑焦娅楠表示，《鼹鼠的月亮河》精
装版的推出让鼹鼠米加将走到更多小读者的身边，
成为他们多彩童年的温情陪伴，这本书也是出版社
与王一梅多年合作的回顾与整理后的再出发。未来
将以更大力度推动“王一梅童书”品牌获得更高品
质、更多元化的发展，以优秀作品吟唱美丽童心。本
次纪念会上，苏州歌舞剧院排演的同名舞台剧开场
舞将大家引入了对《鼹鼠的月亮河》的回忆中。伴着
一曲《月亮河，童话里的河》，书籍出版20年来的点
点滴滴涌上大家的心头。因为《鼹鼠的月亮河》，作者
王一梅的内心始终流淌着一条河，她谈道：“从2001
年的那个充满了青橄榄味道的夏天开始，这条河奔
腾不息，这条河里有月光、时光、文字和爱。”

（少 文）

《鼹鼠的月亮河》出版20周年纪念会
暨精装版新书发布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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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阅读束沛德先生的《儿童文苑纵横谈》的时候，一面
翻阅，一面感慨，敬佩之情、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我想，这不
仅是我一个人的感想，也是许多儿童文学的作者、编辑、组
织者共同的感觉。

束沛德先生在1956年、1957年分别撰写了评论文章
《幻想也要以真实为基础——评欧阳山的童话〈慧眼〉》和
《情趣从何而来——谈谈柯岩的儿童诗》。从那时开始，他
便与儿童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近70年的时光里，他书写了大量的有关儿童文学的
评论文章。在担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的日子里，他还亲自
起草了许多有助于儿童文学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和文件。
束沛德先生勤勤恳恳、谦虚质朴，发言书写却睿智简洁、条
理清晰，文采洋溢在字里行间。他撰写了很多具有历史价值
的重要文章，是当代儿童文学的见证者、参与者。他高屋建
瓴地把握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发展的全局，可以说是一幅
立体的当代儿童文学地图，也是儿童文学史上的重要坐标。

《儿童文苑纵横谈》这本书分为两大部分，一为《文苑观
察》，二为《作品评说》。前者涉及了儿童文学的许多历史发
展进程，后者品读了50多位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创作和
评论是文学发展繁荣的两个翅膀，每当我们获得奖励和赞
誉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那些站在我们身边鼓励我们、批评
我们的默默的耕耘者。

束沛德先生的评论还有一个可贵的特点，不但有表
扬，还有批评。以我的作品为例，他在评价我的两篇作品

《非法智慧》和《千雯之舞》（汉字奇兵）的时候，
除了鼓励以外，还指出了缺点和不足。虽然篇
幅不大，但那些金玉良言才是能够促我前进
的真正鞭策。

这本论著的最后，束沛德先生语重心长
地说出他的三点希望：一是各个部门无论如
何不要把儿童文学的研究、评论置于一个被
冷落、遗忘的角落，应当经常给予足够的重
视；二是希望儿童文学批评研究后继有人；三
是树立和发扬公正、健康、科学、说理的批评品
格，呼唤一种生动活泼、自由辩论的学术空气。

感谢束沛德先生，也祝福中国的儿童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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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中国儿童文学版图中，王勇英是一个不可
忽视的文学存在，这不仅在于王勇英以上百部儿童文学
作品执著地书写自己的童年关怀与成长精神，在于她的
独特的文学态度、创作活力与纯正的儿童叙述视角，在于
她有根性的艺术创作，二十年如一日扎根八桂大地，对民
族、土地、传统有着非同寻常的文化自觉，始终以强烈的
艺术探索精神，深入广西民族民间文化并创造众多不可
复制的乡土儿童形象，还在于她扎根儿童世界，葆有可贵
的童心与童真。她作品的朴素与浓烈、灵性又传奇，现实
与魔幻、明丽又诗意，是一幅幅颇具稚真而神性的民族风
俗画。

王勇英近10年的创作之路，本身就是广西文学扎根
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性作家，也是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
典型个案。如今，对儿童文学一往情深的王勇英，对民间
文化，对爱、善、美的关注目光与发现表达，变得更为深刻
与宽阔了，她的笔墨也愈发童趣横生、率真灵动、质朴诗
性，多才多艺的她凭借大学时期服装设计的专业训练，不
懈的艺术探索，不断突破自我与文体边界，继续民族民间
文化与现实魔幻主义相结合，自己写、自己画，画广西、画
童真，为儿童文学之树哺育出两枚绘本奇异果。

我们知道，孩子理解生活是从听故事开始的，而图画
书便是孩子成长的阳光雨露。绘本《蓝靛布 花衣裳》《蓝
花山 白森林》分别以两位少数民族女孩的视角描述她们
眼中的五彩世界，传统与现实、民族与民俗、唯美浪漫与
哲思智理相生相应，五彩色块与流动线条相映成趣，使乡
土童年的欢乐小河，自由自在地灵动流淌。王勇英喜欢苗
寨侗寨，常常把自己的童年关怀与成长精神扎进寨子，融
入乡土儿童的生活，并于此找到自己的艺术切入点，以浓
墨重彩描绘自己的内心。为与绘本中穿制麻衣的故事内
容相应，她选择麻布为画布，以线条为主，辅之色块堆积
来与自己的内心、与孩童与世界对话，她强烈的情感使绘
本扑面而来的是靛蓝、葱绿、鲜红的色块，是流动的线条、
跳跃的孩子、舞动的仙子，时有飞白，透出画布的底子，使
麻布更有质感。笔墨鲜艳妖娆的造型和色块彰显着纯粹、
自信、明丽和魔幻，生长着传说中只有孩童能看见的精灵
与仙子，加上简洁而诗性的文字，形成了简单而美好的故
事。故事与孩子的生活息息相关，关于爱与家庭、自然与

民俗、劳动与美关系等概念。让小读者在浓烈优美的绘画
之中看到自己生活之外的、在青山绿水的苗寨里同龄人
的别样生活与成长，领略到人类如何用劳动创造美，并由
这美的路径走向更宽阔深厚的文化和人生。

广西有12个世居民族，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彼此交
融，王勇英最着迷其中的苗族服饰、木楼、特色小吃以及
节庆等，她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画一本油画绘本，
结合广西民间传说讲一个故事，用油画的色彩把我最喜
欢的苗族服饰的绚丽表达出来”。于是，善于用儿童的眼
睛看世界的她，借民间传说的魅力打开想象的空间，以
美幻的故事和油画的浓烈色彩来呈现一个个繁花盛开的

儿童世界。
《蓝花山 白森林》描绘了一个充满色彩和生气的

美丽空间——苗寨。穿着花一样衣裳的女孩蓝巴，住在
花儿盛开的蓝花山下。蓝花山上有一片不断变白的美
丽森林。“每棵都要换好几次白色的衣裳。它们脱下的
衣裳能做纸，还能做染料。人们到白色的森林里收集树
皮。”白森林下还有五彩的鲜花，蓝巴被森林的美丽神
秘迷住了。因为“风吹过蓝花山，白色树木摇起来，阿奶
说，森林里的树仙子在跳舞。”“蓝巴伏在木栏上，看着

森林里那些白色的树。树为什么会变白呢？”读者便随着
蓝巴的好奇心，对未知的山林进行探索与想象。阿奶说，
蓝花山住着一位树婆婆，她一生气，头发就变白，蓝花山上
的树都是她的头发。任何一位孩子都会有自己的心灵世
界，王勇英说，此书灵感正是源于“小时候，村子后面有一
个山包，山上树木浓密。对一个五六岁的孩童来说，山里三
四棵树可能就是一片森林，足以盛装许多幻想”。蓝巴就在
自己的白森林里如蓝花山万物那样恣意生长，树仙子与
树、花、羊群和人们一起成长，瑰丽灵动，令人神往。

《蓝靛布 花衣裳》借用蓝靛仙子、花仙子的民间传说
来讲述苗族同胞收麻、捻麻、染布、绣花做衣裳的故事，王
勇英是以苗家女孩花衣的叙述视角，描述了一个青麻蓝
靛制花衣的丰润故事。故事以花衣的好奇心为推动力，为
什么人人都会穿五彩麻衣？花衣是如何制成的？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一片青麻地，一群穿五彩麻衣的姑娘，在用青
麻织出新的更美的花衣，而制好的百褶裙上“绣的花朵也
从布里钻出来，站起来，跳出来，纷纷盛开”，甚至连“绣花
鞋上绣的花朵，也呼啦啦长出许多花花草草”。惊喜交加
的花衣抱着花儿在森林里边跑边喊“我看见花仙子啦”，

“花衣梦到花仙子。花草树木是仙子的头发。花衣的衣裳
上，草在生长，花在盛开”。阿布奶低声说着：“我的花衣

哟，你就是一个小小花仙子嘛。”在作者眼里，所有的孩子
都是花仙子。

绘本以人与自然相生相应、天人合一收束，不仅令小
读者领悟到大自然对人类的无私馈赠，更体会到在劳动
中创造美，能使美变得更美，给民间传说与乡土传统赋予
了现代新意。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王勇英创作思想的深
刻性与艺术的探索追求。此外，绘本的创作还融入了知识
性以及互动的元素，用附录形式帮助孩子指认图画中蜡
染制衣工艺的关键信息。

王勇英善于用儿童的眼睛来看世界，善于与自然对
话。两个绘本都是以孩子的好奇心推动故事发展，以儿童
视角追问大自然，孩子们相信，自己与自然独语，一定会
有回应和回话，因为对世界怀有美好之心，定能欣赏这个
世界的美好之处。为此，王勇英的作品蕴含着天籁般的稚
真与大爱，弥漫着人间天性的欢乐与温情，她在远离喧嚣
的自然乡土中书写自己的童年与成长，构成了精灵而温
暖、质朴而诗意的梦幻风格与童话世界。在一定程度上，
那是一个托尔金《论童话》中所说的“边界极远、极深又极
高，万物都在其中”的文学世界。

在王勇英的创作中，这种旁若无人的自信表达一以
贯之。她知道笔下抒写的人文地理中的情绪从何而来，又
到哪里而去。这个根扎在蓝花山苗寨山水里，魂也是广西
多彩地域的民族文化。这种精神上的根性写作不仅体现
在两个新绘本中，还贯穿着她近10余年的乡土儿童文学
创作中。如儿童长篇小说《乌衣》在描山绘水的一往情深
里，回响与闪跃的是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歌唱与舞影。具
有浓郁的民族意识、文化自信，以及艺术神性的还有“弄
泥的童年风景”系列和《木鼓花谣》《巫师的传人》《雾里青
花泥》等。在《木鼓花瑶》里，一个城市单亲家庭的少年木
鼓，遇到山野中的留守女童花瑶，他们在青山绿水的苗寨
里共同成长。在《巫师的传人》中，表现了少年“舞风”如何
完成民族文化传人“鸟麻”的身份认同，是个灵性四溢、巫
气横生、唯美超凡、多民族文化与现实魔幻相映成趣的故
事。而《雾里青花泥》则是一幅温馨而略有凄美的民族风
俗画，“叙写一个少女离去又回归的感人故事，传达了感
恩、反哺的价值理念和深厚的家园意识”（李朝全）。相较
之下，书写母子共同成长的《一土小时候》则明亮温暖多
了。她的作品散发着一种神性，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以及
神灵，不仅指向特定的民族文化元素，还在点亮盲童青麦
子、单亲孩子木鼓、留守女童花瑶、服刑人员后代小城等
孩子心灵上的明灯，指引他们走出阴影，快乐生长。

近10年，王勇英重新寻找到自己的南方的民族的文
学根脉，将广西民间神话传说和童年魔力重新注入自己的
创作，回归儿童文学本质来审视自己的创作，以少儿的心
性体悟广西民族民间风物，以现代视域观照乡土中国的文
化、人文印迹，及其民间美善、传统伦理，以传承民族传统
文化为根系。同时不断突破自我，不断突破文体边界，自己
写自己画，用心建构自己新的灵动的文学世界。可以说，王
勇英把南中国之南的独特大自然，以及少数民族的民俗元
素演绎得风生水起，绚丽多彩，她以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通续接承，创造了独特的乡土童年的中国故事。

看到绘本这种天堂般的哑光的靛蓝色，令我想起有
一种蓝色叫“弗里达·卡罗蓝”。三年前，我在墨西哥看到壁
画时，曾被弗里达浓烈的画风迷住了，建议王勇英有意识地
学习一下墨西哥艺术，尤其是弗里达的蓝调以及虚实相生
的超现实风格。也许王勇英早期的作品有些拘于写实，但
如今的绘本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终得文学虚实之道的
她，走出了一条充满浪漫想象和缤纷色彩的文学新路。

根性写作是不可复制的，它令我们感知到作者的血
液流动与心脉跳动，感知到作者在她独有的文学世界里
生长，根深就能叶茂。

苗寨女孩的五彩世界
————读读王勇英的《蓝靛布 花衣裳》《蓝花山 白森林》 □□张燕玲张燕玲

■关 注

我在鲁迅文学院工作时，
办过一期儿童文学班，班上的
学生是全国的中青年儿童文学
作家，萧萍就是其中一位。我记
得，她的博士学历在班上是比
较突出的，可称为学者作家，因
此她搞创作也搞评论。更难能可
贵的是，她的舞蹈也跳得很专
业，舞姿如梦，形舒意广，若出水
白莲，这也关系到她在儿童文
学创作中的艺术气质和艺术感
觉。通过这个班，我发现写儿童
文学的作家比其他作家更单纯、
透明、积极，萧萍也是如此。

儿童文学作家是特殊的家长，他们的作品里少不了自己孩子的身影。
萧萍的长篇小说《沐阳上学记》是陪伴型写作，以非虚构的方式记载了自
己伴随孩子成长的经历，因此具有亲切的纪实性、现实感和温馨的感染
力量。全书由72个故事组成，但作者并不很看重故事性，她追求原汁原
味的生活表达，以孩子们最熟悉的生活场面吸引小读者，帮助他们咂摸
生活的滋味，体验成长的乐趣。每一部分都以“童诗现场”“沐阳讲述”和

“老妈日记”三种文体组成复调结构，形成了实验性较强的儿童文学文
本，体现了萧萍与众不同的艺术追求和写作观念。一个好作家，总是视
创新为生命的。

沐阳和他的老妈是作品里的两个中心人物，把两人写好了，也就基
本成功。但写好他们又并不容易，这是由于萧萍的谋篇为自己增加了难
度。她写沐阳，一半通过母亲视角叙说，另一半却通过沐阳自己的视角讲
述。作为大人，她如何模仿一个六七岁孩子的口吻，怎样逼真地描绘孩子
的所见所闻呢？这对于萧萍的确是个考验，但她做到了。

萧萍并没有跟着孩子去上学，却出色地描写出沐阳在教室、操场、老师
办公室和同学家遇到的一切，并且使所有场景渲染上了孩童眼里的色彩。
小说里有许多场景都很精彩，映衬出一个对世事还半知半解、懵懵懂懂的少
年的心理，生动呈现出孩子的感知世界。成人写儿童文学，最难莫过于需要回
到儿童时代，摒弃所有成人经验与习惯，重新学会用幼稚的语言实现表
达，而且表达中还应充满童趣。在这方面，萧萍展示了自己成熟的技巧。

作者还需要写好自己——一个母亲的形象。作家写自己有难有易，
人难有自知之明，也难于通过别人的感受定位自己。如果她想写出儿子
心目中的母亲，做起来也比想象中的困难。可是萧萍写得大胆而出彩，
为作品增色不少。

在沐阳眼里，老妈“微胖”，但也爱美，是位“蜈蚣娘娘”（鞋多），想让别
人把她看作一朵玫瑰花。她实施过减肥计划，不过两天后就宣布活动结
束。她试衣服时常要儿子从旁评价，孩子越说好看，她越会试更多的衣服让
孩子欣赏。从诸如此类的细节中我们看到，其中有的来自于作者的自省，有
的作者则跳开自身，站到孩子那边去观察，这也是一种写作上的突破。

两个人物写活了，再写家庭教育就有了基础。萧萍写这种教育，并非
有主有客，并非做出教子有方的示范。我们在情节中更多看到的是母子间
的交流和影响，互动和牵制，甚至没有明显凸现出教育产生的效果。但一
切都在正常顺利地发展，沐阳在一天天长大，逐渐养成健全的人格。沐阳
是数学天才，小学时就把初中数学课程自修一遍，而母亲对他有这个特长
似乎不很兴奋，也没有勉强他改变自己的兴致。母亲对儿子的培育经常通
过玩游戏，他们一起制造“毒药”，一起往楼下扔纸飞机，孩子买陀螺要写
申请，妈妈为孩子倒垃圾要加分，游戏规矩中又包括孩子承诺遵守那些生
活守则等等。在潜移默化中，沐阳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一些初步和基础的理
念，这些理念的树立将使他终身受益。

故事中的母亲不是传统意义上意志十足、望子成龙、不使孩子出人头
地誓不罢休的母亲，有时，她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做出令人意外的举动。譬
如，当她发现沐阳视力有所下降时，马上主张儿子暂时休学，认为身体比
学习重要；自己去美国做访问学者时，想带沐阳一起去一年，让他离开学
校轻松一下，呼吸乡村的新鲜空气。这表明母亲的脑子里有现代观念，摆
脱了儿童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使人多少有些反感的家长类型，哪怕她最终
没有实现初始的意愿，也很令人起敬。让人感到身边如果有这样一位母
亲，孩子的身心一定会得到更健康的发展。

相信阅读这套书的小读者们或家长们，大半只熟悉自己的家庭，当他
们初次进入小说现场，了解到另一个孩子的家庭时，可能会发出感想和追
问。只要他们喜欢上沐阳和妈妈，产生些新的活跃念头，他们就已经有所
收获了。

陪伴式写作的成功
————读萧萍《沐阳上学记》 □□胡胡 平平

阳光书房

花篮山上有树仙子花篮山上有树仙子，，蓝靛草深处也有蓝靛仙蓝靛草深处也有蓝靛仙
子和花仙子子和花仙子

蓝巴伏在木栏上看着森林里的树蓝巴伏在木栏上看着森林里的树

绣花鞋上长出花花草草绣花鞋上长出花花草草

《灯塔守护者》插图，【英】本吉 ·
戴维斯 绘，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1
年 7 月出版。

■评 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