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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沛德先生曾经长期担任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主
任，多年负责与儿童文学相关的组织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
见证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推动
着儿童文学各项工作的繁荣。同时，束先生笔耕不辍，写出了
很多有水平、有价值的评论文章和散文、随笔。《耕耘与守望》

《坚守与超越》《缘分与担当》三卷本文集是他多年来创作的
评论和散文的结集，记录了他似“孺子牛”般辛勤潜耕在文学
特别是儿童文学园地里的成果，体现出他对文学的拳拳热爱
和赤子之心。综观这三本文集，我认为有以下几个的特色。

微观剖析与宏观扫描相结合。《耕耘与守望》收入了束沛
德先生对各种体裁、样式儿童文学作品的评说赏析，其中包
括童诗赏析、小说漫评、散文琐谈、童话探讨。童诗赏析一辑
收录的《情趣从何而来》一文，对柯岩儿童诗中体现出的儿童
情趣进行了多角度的阐释，作者对趣味性这一儿童文学独特
美学特征的肯定，对创作有高尚、健康趣味的儿童文学的呼
吁，在上世纪50年代的理论界显得弥足珍贵，被认为“深深影
响了一代儿童文苑”。小说漫评一辑，涉及了众多当代儿童小
说作家的创作，其中有对张之路、黄蓓佳、曹文轩、秦文君、常
新港、郁秀、金曾豪、殷健灵等作家创作的细致点评。束沛德
先生在对这些作家的创作进行评论时，并不是一味的“唱赞
歌”，而是始终有评论者自身的感受和见解，在肯定作家创作
特色、新意的同时总有对于作家创作更上一层楼的期望。对
散文和童话的评论文章让读者更加
了解他在儿童文学评论中一直秉持
的准则：好的儿童文学要有对少年儿
童内心情感世界的关注，对幻想、幽
默的提倡和张扬以及对儿童文学自
然美、心灵美、人性美的追求。

《坚守与超越》与《耕耘与守望》
采用散点透视、细致入微的写作方法
不同，书中收录文章大多采用宏观扫
描、整体鸟瞰式的方式对当代儿童文
学发展进行勾勒。如《开拓·探索·创
新·嬗变》一文，从文学观念，创作题
材、形式、风格，创作队伍等方面对新
中国 60 年来儿童文学创作的收获、
成就、特色作了概括式的评述，并提
纲挈领地总结出取得骄人成绩的主要经验。《繁荣迈向新世纪的幼儿文学》一
文，从拓宽幼儿文学观念和路子、揭示幼儿内心世界、张扬游戏精神等方面阐
释了对新世纪幼儿文学提高创作质量、增强艺术魅力的看法和意见，这对新世
纪幼儿文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起到了正确的指引作用。《新景观 大趋势》一文
回望总结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态势、美学观念、作家队伍等，
鲜明地提出了作者向往、期待的新世纪儿童文学发展的新格局。

评论工作与文学组织工作相结合。束沛德先生从1986年到2007年一直担
任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负责人，长期从事与儿童文学有关的组织工作，参
与起草了中国作协关于改进与加强少年儿童文学工作的指示、决议等重要文
件，主持两次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会议，多次儿童文学创作评奖和数不胜数的作
品研讨会。与诸多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者不同，束先生的评论文章与儿童文学组
织工作及儿童文学创作现状紧密相关，其评论文章有很多是由于工作需要撰
写的。这些评论文章虽大多是“因事而作”，但从中依然能够感受到作者对当代
儿童文学发展的整体把握。

如发表于1986年的《关于儿童文学创新的思考》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创
新是文学艺术的生命，当代儿童文学要在思想、艺术上创新、出新。该文主要从
塑造80年代少年新人典型形象、深入研究当代儿童的特点、儿童文学创作中
的借鉴问题，这几个方面阐述了对儿童文学创新问题的思考，概括地总结了新
时期以来儿童文学的创作经验。随后，在束沛德先生执笔起草的1986年中国
作协《关于改进和加强少年儿童文学工作的决议》中又明确地把创作思想、艺
术上的创新作为当代儿童文学在创作和理论方面的新的、重要的问题加以提
出，从而对推动儿童文学创作进一步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束先生巧妙地将文
学组织工作与文学评论工作相结合，将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与坚守儿童文
学的特征、品质、理念相结合，在文学组织工作和文学评论写作上努力为儿童
文学的发展“摇旗呐喊”。

上世纪50年代初，束沛德先生即进入作家协会工作，有机会接触到许多
儿童文学作家、理论家。《温故而知新》一文，作者将自己亲闻亲历的有关陈伯
吹先生于上世纪50年代、80年代在中国作家协会举行的几次会议上提出的重
视小学语文教材书、提倡科学文艺等意见和建议进行了介绍和评述。在文章
中，作者借着向冰心、张天翼、金近等作家汇报文学评奖情况，听取对作协工作
意见或合作共事的机会，用饱含着浓厚情谊的文字记录了自己对这些作家的
印象，从而为儿童文学提供了一份珍贵的研究资料。

尊重小读者，充分考虑少年儿童的接受心理、审美情趣。束先生始终坚持
儿童文学要走进儿童的内心世界，儿童文学作品要以情感人。《我的第一个上
级严文井》中记录了严文井在谈儿童读物的创作时说：“现在儿童读物的缺点，
也是爱教训孩子。孩子不爱听枯燥的说教，我们应当把作品写得生动有趣一
点。”束沛德先生在这篇文章中提到，“他的这番话，使我较早地领悟到：儿童文
学要讲究情趣，寓教于乐。”尊重小读者，充分考虑少年儿童的接受心理、审美
情趣是束沛德先生评论文章一以贯之的准则。在《倾情关注儿童心灵成长》一
文中，束先生概括地提出了自己一直以来提倡与弘扬的文学理念：“对儿童情
趣的赞美和倡导；对艺术创新的鼓励和支持；对小读者的关注和尊重；对儿童
文学走向的观察和把握”，其中他依然坚定、明确地把关注、尊重小读者，作为
从事儿童文学评论重要的价值取向。

《更贴近大时代，更贴近小读者》《让儿童文学走进小读者》《让优秀儿童读
物赢得更多小读者》《回应亿万小读者的热切呼唤》等文章都极其鲜明地提出
不仅要从社会大背景下考察儿童文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也要从接受者、欣赏
者的角度，从小读者的角度来审视和研究考察儿童文学的发展趋势。作者对“为
儿童的儿童文学”的热切呼唤，可说是贯串在他所有文章、讲话的字里行间。

文学评论要有“胆”有“识”。《坚守与超越》中当代文林拾叶一辑体现出一
位儿童文学评论者应有的思想深度与理论高度。作者的视野并没有局限在儿
童文学的小天地，而是将笔触放到整个当代文学的大进程中。为了促进文学创
作思想、艺术质量的提高和整个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大力提倡文艺批评的

“胆”与“识”。
《做文艺批评战线上的勇士》一文指出：文艺评论工作要有“胆”，“就是要

敢于肯定、扶持社会主义文艺的新生事物，敢于批评错误的文艺思潮、创作倾向,
敢于在理论上进行大胆的探索和创造”；又要有“识”，“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和党的文艺政策有深刻的理解，有对生活的真知灼见和对艺术精辟独到的见
解”。《把文艺批评提高一步》一文提到了文艺家应该建立正确、严肃的批评态
度，反对批评中“文人相轻”的嫉妒态度和一团和气的“什么都好”。《需要有胆
有识的文艺批评》同样提出反对粗暴批评和盲目捧场批评。这三篇写作于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的文章，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批评方向、精神、态度的把握，不
仅在束沛德文学批评中付诸实践，而且有利于促进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风气的良
性发展。《发出自己的声音》中作者在看到儿童文学评论界取得成果的同时，也
指出了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滞后等问题，对从事儿童文学评论写作的年轻人，束
先生从丰富学养、厚积薄发、有胆有识这三个方面提出自己的期望和建议。

束沛德先生作为文学工作组织者、领导者，为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摇旗呐
喊、鸣锣开道，作为儿童文学研究者、评论者始终不忘文艺评论工作应当具备
的“胆”与“识”。他心甘情愿在儿童文学的小百花园中默默耕耘，为儿童文学新
苗浇灌泉水，挥洒汗水。就像束沛德先生自己说的那样：“我心甘情愿在儿童文
学界跑龙套，为繁荣当代儿童文学，做一点擂鼓助威、拾遗补阙的工作。我深切
地感到，能为塑造未来一代美好心灵这个伟大工程添砖加瓦，既是一种责任，
也是一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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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洪波儿童诗集《一根狗毛一首诗》：

听见与发现
□□徐徐 鲁鲁

读海天《给孩子的哲学探险故事》这部作品，我很容易
就联想到了挪威作家乔斯坦·贾德的《苏菲的世界》。它们
无疑都属于同一类体式鲜明、风格独特的少年哲学小说。
与许多同样涉及哲学话题的当代少儿小说相比，这类作品
的旨趣不仅在于通过虚构的故事阐明某些生活的哲理感
悟或思考，更是直接以哲学知识的呈现、辨说、解释等为自
觉的写作追求。

这一点，通过本书目录就能清楚地看到。“世界是实体
还是虚空”“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世界是彼此孤立还是充
满联系的”“世界的运动是无序的还是发展的”“主观唯心
主义”“客观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人可以永生吗”……

就像乔斯坦·贾德试图在苏菲的冒险故事里安放进一
部西方哲学史一样，作者海天也在尝试使他的这部“寻宝”
故事同时成为一部启蒙性的哲学知识集。孔子、柏拉图、亚
里士多德、帕斯卡尔、罗素、霍金，物质与精神、实体与虚
空、矛与盾、生与死，当这些哲学名字与词汇在一部少年小
说中密集地出现，我们知道作者正在铺开的，是一个多么
重大而又充满难度的写作话题。在这里，需要关注和处理
的不仅是小说叙述本身的线索和肌理、结构与节奏，更包
括这一叙述与知识解说之间存在的某种难以解决的矛盾。

小说的核心是叙事，它可以用来直接“解说”知识吗？
或者说，当小说的叙述声音开始承担“解说”的任务，它还
是小说吗？

显然，作者海天在努力探寻和建立两者之间的关联。
《给孩子的哲学探险故事》是充满悬念的“寻宝”故事，也是

开阔辽远的哲学课堂。故事里神秘的
“自由男神”，既扮演着探险故事中必不
可少的悬念制造者角色，同时又承担着
两个少年的哲学知识启蒙者角色。由他
发起的寻宝迷宫，对两个少年主角来
说，既构成了一场场富于挑战的游戏，
也是一次次探求新知识的学习。

在我看来，因为有了悬念的支撑，
整个故事虽然遍布哲学知识的讲解，读
来却不乏引人入胜之处。“自由男神”何
许人也？他跟奇奇之间有什么样的联
系？他的“迷宫”是一个什么样的游戏？
他要送给奇奇的礼物究竟是什么？这些
悬念推动着奇奇和妙妙的每一次行动，
也不断牵引着读者的关切。同时，那些
在生动的生活和游戏过程中向孩子们
逐渐展开的哲学知识，既因其与生活和

游戏的联系而变得具象起来，又令小说带上了一种十分奇特的风味。
当然，这样的写作本身就意味着一场不同寻常的冒险。除了哲学知识

的解说与启蒙意图不时对小说悬念和叙述统一性、合理性的实现构成障碍
外，更大的挑战或许是，对于这些哲学知识的解说本身，可能也处处充满了
危险和陷阱。

奇奇、妙妙和“自由男神”谈论的每一个哲学问题，都不仅是一个问题，
而是蛛网般地关联、触动着无数相关的思考和探讨。它们是广泛的，同时也
是深刻的。要用相对通俗的语言完成对它们的解释，无疑对作者构成了写
作上的挑战和考验，稍有不慎，甚至不知不觉中，就可能滑向对于知识的某
种误会或简化。更进一步来说，许多哲学问题本身就是争论的历史，而且迄
今也无定论。更有一些疑问根本的价值便不在于答案本身，而在于人类思
考本身的绵延不绝。在这个过程中，作者既要把握知识解说的质的准确性，
也要把握这种解说的度的准确性，实属不易。

所以我读此书，既对作者的勇气和见识心生佩服，也对其中一些哲学
的思考和解说，产生了进一步思考探究的兴致和念头。在我看来，小说的这
种写作的体式，迄今还在不断的探索中，还有许多有待探讨的话题。海天的
这部作品，除了呈现童年时代的哲学启蒙与思考，或许也为这类少年小说
的艺术创作与文学性探索，提供了有益的启迪。又或许阅读这样的作品，本
身就不是为了寻求问题的答案，而是为了更多地激发起少年朋友对哲学知
识和哲学思考的兴趣。那些遍布字里行间的思索和探究，如果成为了故事
之外少年朋友们继续思考的起点，那么作者的写作用心，就一定会得到更
加动人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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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洪波老师是一位抒写小动物的“圣手”，他的很多
儿童诗集和散文集，如《大象法官》《鹅鹅鹅》《吃石头的鳄
鱼》《我喜欢你，狐狸》《波斯猫》《种葡萄的狐狸》《布谷鸟
的心愿》等，仅从这些书名看，就都与动物有关，可见他对
动物的喜爱。这种天性，也许是成为儿童文学作家的优先
条件之一。

法国女作家柯莱特被誉为20世纪最杰出的女作家
之一，她的写作历程长达50多年，曾长期担任龚古尔文
学奖主席。1954年柯莱特逝世后，法国政府为她举行了
隆重的“国葬”。柯莱特有好几部散文作品如《动物对话》
《葡萄卷须》等，记录了很多小动物的生活，主角都是小狗
托托、小猫咪姬姬等。她擅长描写客厅里、花园里和壁炉
前的小动物（宠物）的生活，甚至还惟妙惟肖地摹写了小
动物们之间的对话。我在读到柯莱特这类作品时曾心生
好奇地追问，这属于“大自然文学”吗？显然不属于。因为
在我心目中，大自然文学应该以野生动物、植物、四季物
候和各种自然气象等为主角，恐怕不能把以生活在庭院
里、客厅里、壁炉前、甚至是动物园里的动物为主角的文
学涵盖在内。

该如何准确、科学地界定和命名这一类作品呢？前些
时日，韦苇教授送了一本他的新著《动物文学概论》给我，
他认为，把这类题材的文学命名为“动物文学”，就可以把
像大咖拉布拉多这样非野生的动物为主角的文学涵盖进
来了。韦教授在他的书中还对严格意义上的“动物文学”
提出了一些清晰的标准和界限，设置了一些“栅栏”。比
如，他认为真正的动物文学，首先要摆脱“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沙文主义”立场，要消除人类对动物的傲慢与偏见。
这种观点与《沙乡年鉴》的作者、美国著名生态学家和环
境保护主义先驱奥尔多·利奥波德提出的“大地伦理”一
脉相承。利奥波德认为，“大地伦理”就是要把人类在共同
体中以征服者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平等
的一员和公民。这个伦理准则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
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

韦教授同时又强调，动物文学可不是以生态环境保
护为宗旨的文学，动物文学是文学，有自己必须完成的

“艺术使命”。如果把动物文学附丽于生态和环境保护的

倡导与需求，那就把动物文学的审美意义功利化了。又
如，动物文学创作应该尊重“丛林法则”，动物文学的书写
需守住“中间立场”，以自然、真实为前提，在此前提下对
动物生命历程和生活习性的种种事件做出生动呈现和细
致描摹。如果缺失了这种生物性的真实性，那么就会动摇
动物文学本身。因此，诸如一些幻想类的童话故事、一些
哲理式的寓言，虽然也常常以动物为主人公，但它们不是
真正意义上的动物文学。

他认为，如果“人类意识”“人文感情”无节制地植入
动物文学之中，那么就很容易掉入加拿大动物作家西顿在
20世纪20年代就提醒过的“拟人化”陷阱里。我们中国的
不少动物小说作家，实际上就一直陷在这样的陷阱里。

《一根狗毛一首诗》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动物文学。与
以往我们看到的一些以动物为主人公的童话诗、寓言诗，
或者是借物抒情的抒情诗都有所不同，这本诗集中的每
一首诗都是真实的“叙事诗”，都是以自然、真实为前提，
严格遵循着拉布拉多狗真实的日常生活习性和行为，生
动和细致地描述出对它的观察、发现与揣摩。

“也许人类的宝宝和我一样/成长是一个不容易的过
程/我们成长我们痛/痛在心里却不出声/这是多少小朋
友/共同的心情”。

这是《成长痛》一首诗里的句子。
“如果一只山羊吃草/山羊和青草/组合的画面岁月

静好//如果一只小狗吃草/小狗和青草/组合的画面有些
糟糕//我是拉布拉多大咖/吃草是我的爱好/或者是身体
的需要//我吃草——各种味道的草/长长的马莲草/嫩嫩
的苇叶草//吃草的感觉真奇妙/感觉我变成一只羊/只差
发出咩咩叫”。

这是《青草的味道》里的句子。
我们显然能体会到，作者尽量避开了“人”的视角、“人”

的立场，彻底抛弃了属于人类的傲慢与偏见，写的是真实
的“狗生”，包括一只小狗所能体验到的那种“成长痛”。

好的动物文学会自带一种光芒，一种难以言说的魅
力，往往是人类文学所不具备的，那就是呈现出属于动物
们的生命、属于大自然里所特有的一种“混沌感”与“神秘
性”。这种神秘性与人类生命原初的某些东西、与纯净的

童心所闪耀的光亮与魅力是一致的。杰出的动物文学作
家应该能听见、发现和传递出这种声音和光亮，传递出这
种神秘的生命的魅力。《大咖语录：我爱我妈》这首诗里写
道：“妈妈给我当枕头/妈妈给我讲童话/妈妈的故事只有
我懂/听得我开心摇尾巴”。这里所传递出来的，就是这种
神秘性。

好的儿童诗，也一定会为文字插上音韵的翅膀。用金
波先生的话说，儿童诗应该是“能歌善舞的文字”。高老师
的儿童诗非常讲究节奏和韵律，最起码都做到了押韵，诵
读起来节奏明快，朗朗上口。例如用作书名的“一根狗毛
一首诗”所在的《诗咖宝》这首诗，就带有十分风趣的小谣
曲的性质，无论是幽默的内容，还是俏皮的韵律，都充满
了戏谑意味。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儿童游戏精神”吗？就
像美国童诗作家爱德华·里亚以小猫咪等小动物为题材
写的一些儿童游戏诗，在传递出了生命原初的混沌感和
神秘趣味的同时，当然也具备了人类心目中的“童趣”。

一首精彩的儿童诗，得之不易，往往是“妙手天成”
的。就像古人所感叹的：“应有鬼神看下笔，岂无风雨助成
形”。高老师在儿童诗创作上一直是比较谨慎和追求“少
而精”的，这一点也给我们这些写儿童诗的树立起了一种
风范。

法国哲人伏尔泰有句名言：“人类身边最好的伴侣就
是狗。”法国罗朗夫人也说过：“对人了解越深，就会越发
喜欢狗。”俄国作家契诃夫甚至认为，一只小动物的天性
行为对孩子所产生的影响，远比冗长的说教要强有力得
多。《一根狗毛一首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小猫的情绪》（套装全 6 册）插图，
【法】法比安 · 欧科托 · 朗贝尔 绘，中西

书局，2021 年 8 月。

■关 注

8月12日，中国少年儿
童新闻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少总社”）在
线上举办了新书《熊猫勇
士》全球首发式。英国工作
伙伴有限公司总经理克里
斯·斯诺登、安德鲁·纳伯格
联合国际有限公司北京代
表处首席代表黄家坤、《熊
猫勇士》创作团队艾琳·亨
特的主创及出版社代表们
共同出席了本次活动并展
开畅谈。

《熊猫勇士》是由中少总社自主策划创
意、艾琳·亨特团队倾心创作的新书，讲述了
三胞胎大熊猫历经奇幻冒险，在逆境中勇担
使命，共同拯救竹子王国的励志成长故事。同
时，这也是一部极富中国特色的动物奇幻小
说，是为全世界喜爱熊猫、喜欢中国文化的孩
子们奉上的一份贴心的礼物。本书的出版创
意、组稿、插画以及装帧设计，都来源于国宝
熊猫的故事，凭借着中外双方强大的品牌力
量和版权分销渠道，目前已经授权了10种语
言的翻译版权，还授权了国际动漫改编权，是
一次中国原创选题走向国际化的大胆尝试。

中少总社董事长孙柱
在致辞中说道：“《熊猫勇
士》作品结构宏大、构思精
妙、角色生动、引人入胜，是
一部思想内核极其丰富的
动物小说。《熊猫勇士》的出
版是中少总社发力原创儿
童文学，在整合世界优质出
版资源的基础上，探索少儿
出版新路径的有效尝试。”
《熊猫勇士》的创作团队在
直播中与中国读者们分享
了故事的创作过程。为了写

好熊猫的故事，她们受邀从伦敦来到四川的
大熊猫保护中心采风，近距离观察熊猫运动、
玩耍、吃东西，感受熊猫真实的野外生活环
境，了解了很多有关熊猫的常识，让她们创作
的故事具有更强的真实感。

大熊猫是中国的国宝和名片，也是中国
文化软实力的一部分。向全世界的少年儿童
讲述熊猫故事，是中国少儿出版走出去的有
利战略资源。中少总社将尽全力开发《熊猫勇
士》项目，希望将它打造成具有全球文化影响
力的中国元素大IP，书写中国少儿出版的新
篇章。 （儿 文）

■动 态

张嘉骅著、陈裕仁绘的《少年读中国哲
学》系列丛书近期由青岛出版社出版。这套
丛书是作家张嘉骅继《少年读史记》《少年读
西游记》之后，耗时三年，潜心为孩子打造的
一套中国哲学启蒙书。这套书分为仁的世界
（孔子篇）、燃出善的火焰（孟子篇）、让天下人
都相爱（墨子篇）、水最柔弱也最强（老庄篇）、
天平上的礼和法（荀韩篇）几个部分，汇先秦
经典之精华，集百家争鸣之火花。这套书以
明白晓畅的语言、简洁精当的阐释，向读者系
统地阐发揭示了孔子、孟子、墨子、老子、庄
子、荀子和韩非子等先哲的哲学思想精华，打
破哲学“艰涩玄乎”的偏见及文言的阅读壁
垒，让孩子能够轻松看懂百家争鸣，在寻哲学
根、探世间理的过程中爱上智慧之学，在捧腹
大笑之余思考背后的道理。

《少年读中国哲学》
系列丛书近日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