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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向我们的星辰大海奔向我们的星辰大海
——2021年儿童文学创作综述 □纳 杨

2021年对中国文学来说，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启。在新时代
儿童文学论坛暨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2021年年会上，当
童书出版家海飞发出“走向新时代儿童文学的星辰大海”的倡
议时，立刻引起在场的儿童文学研究者、作家、出版人和媒体人
的共鸣。“星辰大海”这个年度热词，用在儿童文学上格外贴切。

回顾2021年的儿童文学创作，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儿童文
学作家、出版人、研究者所形成的良性循环持续发挥积极作用
下，儿童文学在题材开掘拓展、艺术空间探索方面稳步前进，在
积极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融入中国社会发展进程、
书写当代英雄的主题创作方面又有了新的突破。可以说，在
2021这个重要关口，儿童文学交出了一份优异的成绩单。

主题创作的文学品质进一步提升

儿童文学主题创作在经过了多年探索之后，正在迈向一个
新的台阶，对主旋律作品的理解更加深入，创作目的更加明确，
表现形式更加多样，从纪实类到虚构类，从小学年龄段为主到
兼顾青少年和幼儿，正在形成丰富立体的作品体系。接力出版
社和党建读物出版社联合推出的“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新增
加了《樊锦诗》《张富清》《茅盾》《郭兰英》等30种。这套书系由
儿童文学作家创作，把中华先锋人物的先进事迹以故事的形式
讲给孩子听，让孩子们在一个个有趣的小故事中感受人物的闪
光品质，获得积极向上的精神熏陶。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打造“革
命精神谱·红色故事书系”，推出了《雷锋故事》《“两弹一星”故
事》等，用报告文学的形式讲述红色精神的传承。江苏凤凰少年
儿童出版社推出“童心向党·百年辉煌”书系16种，由李东华主
编，多位儿童文学作家和青年插画师合作，选取百年党史中的
重要事件，用绘本的形式从儿童视角去讲述，让孩子们能够更
加亲近党史。何建明的报告文学《不能忘却的少年——欧阳立
安的故事》挖掘“龙华二十四烈士”中年纪最小的一位烈士欧阳
立安的故事，他如何走上革命道路，为什么能够在黑暗时刻勇
敢地挺身而出，不惜牺牲生命只为了追寻心中正道。从这样一
位小烈士身上，可以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和红色基因的传承。董
宏猷的长诗《中国有了一条船》以宏阔的意象和充沛的情感，把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与世界社会发展进程相联系，写出了
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与建设实
践，也写出了支撑着这一开天辟地的历史壮举的伟大建党精
神，是一部难得的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主题作品。

出现了更多以红色历史为主题的小说作品。徐鲁的《远山
灯火》从少年红军梁满仓的战斗岁月写到解放后参加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再到和平年代回家乡继续默默奉献，这样一位英雄
老兵一生都在以自己的奉献和奋斗影响、帮助着身边的人，给
身边的青少年做了优质榜样，提供健康成长的精神能量。温燕
霞的《虎牍》在少共国际师的成长道路中探索那个年代进步青
少年的精神世界。小说以更贴近当下青少年的叙事方式讲述红
色故事，可以找到今昔对比下，青少年的精神追求的异同，进而
对青少年的精神成长产生积极的影响。还有刘海栖的《风雷
顶》、连城的《璧玉歌》、陈建波的《少年阿水》、许诺晨的《百年仁
心》、吴洲星的《乌篷里的红》等小说，都较成功地塑造了百年党
史中的少年儿童形象，鼓舞和激励今天的少年儿童，继承和发
扬红色革命传统，投身建设祖国的伟业。

关于时代楷模等当代英雄的书写近年来热度与日俱增。阮
梅的报告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借用小说的写作手法，从时代
楷模、“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的童年时期写起，讲述了这样
一位有知识、有能力又勇于担当、敢于拼搏的时代好青年是如
何“炼成”的，特别关注到她的家庭教育、父母对她的影响，从而

让我们看到榜样和家庭应有的样子。徐玲的小说《长大后我想
成为你》以一位从机关主动下基层到社区工作的普通人的孩子
的视角，写出了社区工作者的辛劳、对家庭特别是孩子的亏欠，
也写出了他们的自豪感和精神追求。社区工作者是当下承担社
会管理职能最一线最基层的一个群体，他们直接面对百姓生活
的种种诉求，甚至是一地鸡毛的琐碎，这些是对他们工作能力的
考验，也是对精神能力的挑战。他们的奋斗精神在潜移默化地影
响着下一代，让孩子们树立起积极向上、讲责任担当的人生目
标，生发出“长大后我想成为你”的愿望。李姗姗的《羊群里的孩
子》、赵国栋的《沟洼庙的春天》、徐鲁的《爷爷的苹果园》、王新明
的《山花怒放》、马嘉的《凤凰花开的学校》等一批小说讲述脱贫
攻坚这一重大历史过程中的种种人物和故事，这里有亲历者、有
观察者，有被感动的，有从不相信到坚信的，这些都是当下我国
社会生活中具有代表性的形象，是中国精神、中国风范的具体表
现之一。这些形象所表现出的精神，会以文学的方式留在读者心
中，这也是主题创作的目的和意义所在。

诚然，主题创作的难度在于对当下社会近距离观察和书写。
作品的成败与作家的眼光站位、知识储备、对现实的把握能力、对
文学的理解等密切相关。需要作家多沉淀、多观察、多思考，力求
准确描摹这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助力中国少年儿童的精神成长。

题材拓展与艺术创新相融合，贴近儿童生活

儿童文学作家已经把笔触延伸到少年儿童生活的方方面
面。可以说，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一定会有儿童文学作家到
场。同时，在面对宽广的创作对象时，作家们也在不断突破表现
形式，通过艺术创新增强题材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提升小读者
的阅读兴趣与收获。

近年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在不断深入。孟宪明的
《二十六张古琴》、赵菱的《我的老师乘诗而来》、王苗的《石上生
花》、陈曦的《男旦》、王璐琪的《坤生》《锦裳少年》、王新生的《琉
璃爷爷和琉璃小子们》等小说让传统文化与当下儿童生活发生
联系，写出了优秀传统文化在今天孩子身边的传承与发展。

家庭环境对孩子成长的影响是近年的热门话题。秦文君的
《幸福课》、舒辉波的《天使之翼》、邓西的《鲸歌岛的夏天》等小
说写出了家庭对孩子成长的巨大影响。孩子不是生活在“真空”
中，他们首先要面对和处理的就是与父母、亲人的关系。各式各
样的成人对成长中的孩子产生的影响也是各式各样的。作家们
从各自对当下少年儿童生活的观察中思考成长的心理轨迹，再
把这种思考融入到故事中，带领小读者去看、去领悟。

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让体育运动成为社会关注的热
点。王璐琪的小说《追光少年》以在亚洲少年田径锦标赛上勇夺
冠军的少年“飞人”为原型，带我们走近少年运动员的生活，感
受他们的拼搏精神，一些作家也开始尝试创作以冰雪运动为主
题的短篇小说。

游戏与青少年成长是2021年的一个争议话题。杜梅的小
说《妈妈变小的日子》关注的正是沉迷手机游戏的孩子，用文学
的方式刻画网瘾孩子的心理、父母的心理，帮助孩子和家长换
位思考，理性对待自己的欲望，发现更广阔更有实际意义的真
实世界，以对抗每个人都会面对的空虚、无助等负面情绪。

曹文轩的《没有街道的城市》展现了作家在艺术创新上的
不懈追求。小说把故事和人物规划到一个特定的现实场景下，
通过大量的细节和心理描写，把人在某种极端状况下被激发出
的人性本能描写得淋漓尽致，而这里面，人性美和善在黑暗面
的衬托下更加熠熠生辉。王苗的《回眸》把历史与现实相融合，
在今天的孩子生活中穿插过去的故事，感受今日中国的来路，

也让我们看到明日中国的希望。谢华的《山楂红了》、张忠诚的
《米罐》等小说把目光放在那些特殊儿童群体身上，从他们的视
角去写身边的人和事，写他们的思想情感，让读者得以贴身感
受这些不一样的孩子。

随着生态文学兴起，动物小说更受关注。这一门类的创作
又有了一些变化和突破。黑鹤的《风山的狼》让我们看到草原上
人与狼、犬与狼的另一种关系，那是一种来自原生态生活的状
态，引发对一些惯常概念的新认知。刘虎的《鸣鹤》把丹顶鹤、
鹰、狐狸等东北动物生态圈嵌入抗日战争时期的东北人民的生
活，构筑了一个战争、孩子和丹顶鹤的历史场景，大大提升了动
物小说的表现领域，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童话要与当下孩子现实生活接驳已经成为童话创作的一
个较为普遍的倾向。第三届“温泉杯”全国短篇童话擂台赛获奖
作品中，多篇作品都是取材于当下儿童的现实生活。获奖作家
们在第三届新时代原创童话论坛上不约而同地把关注点放在
童话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上，认为童话想象是对现实世界的
折射和叙说，有矛盾的不是童话与现实，而是丢弃质朴的精神
而又对复杂现实性思维感到厌烦的成年人等。此外，金朵儿的

“真的很天真”系列童话、张惠雯的《水晶孩童》、周敏的《沉默的
雄鸡》《大耳狐出逃记》等都是生发于儿童现实生活的童话。小
高鬼的《谎言修复师》、黄文军的《安宁的奇幻之旅》等则是在奇
幻的想象世界中注入作者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与思考。这样的童
话让孩子在阅读中更有同理心，而其中包含的温暖、善良等人
类美好高尚的品质，更能影响孩子的成长。当然，与现实的距离
是童话创作的一个难点，非常考验作家的想象力与虚构力。童
话创作的现实倾向也反映出当前的巨大潜力。

儿童文学各文体的不平衡发展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小
说、童话依然是主力，报告文学、诗歌散文也佳作不断。翌平主
编的散文“童年中国书系”已经出到第四辑，多位儿童文学作家
用文字记录自己的童年，为今天的孩子打开了更多理解生活的

“窗户”。童诗创作热度不减。幼儿文学中图画书已成为主要形
式，许多优秀的儿歌、童话、童诗、散文等被改编成图画书，也有
专门针对图画书特点创作的文本，与绘画相结合，形成别有韵
味的图画书。金波、郁蓉的《迷路的小孩》，海飞、杨鹁的《喜鹊
窝》，薛涛、郁蓉的《脚印》，汤汤、大面包的《太阳和蜉蝣》，沙沙、
姚佳的《我外婆真胆小》等都是文学性较强的图画书作品。

跨界写作呈现新的突破

近年来知名作家纷纷投身儿童文学创作，可以说蔚然成风。
2021年又有几位作家拿出了儿童文学“处女作”，比如前面说过
何建明的《不能忘却的少年》、阎晶明为青少年写的鲁迅导读作
品《这样的鲁迅》。这些作品在儿童生活的表现领域上既有横向
开掘，比如荆歌的“成长课系列”小说《托莱多电影》《西班牙爸
爸》《你好马德里》把我们带进那些生活在西班牙的中国小孩的
世界,蒋殊的散文集《再回1949——那时的少年，那时的梦》集
结了24位各行各业的“那时少年”在共和国诞生之时的回忆，通
过他们的讲述，可以从孩子的视角感受新中国成立时的景象，以

“平行”的心态去理解今日之中国的来路,也有的是向纵深开掘，
比如张炜的《爱的川流不息》把人与所养的动物的情感联系提升
到了哲学思考的范畴，肖复兴的《兄弟俩》继续深潜童年记忆，书
写童年精神，梁晓声的《人世间童书》是为幼儿创作的生命之书。

成熟作家进行儿童文学创作的时候，首先注意的是儿童文
学与其他文学的差别，在他们的创作中会比较刻意地适应这些
差别，而这些差别恰恰是儿童文学深层次美学的反映，于是这
些作家的思考和实践也就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对儿童文学独特
审美的追求，这就是儿童文学跨界写作的意义。2021年出现的
两部作品值得深入研究，赵丽宏在写出了多部现实题材儿童小
说后，创作了一部童话般的小说《树孩》，发出关于生命的本真
的追问，而这正是童话的精神本质所在。小说用简洁而优美的
语言讲述了一个被雕成小男孩形象的树根的“流浪记”，一个并
不复杂的故事被讲得婉转生动。小说吸引我们的不仅是故事的
起伏，小树孩的命运，更是其中关于人性、人心的深刻探索。当
没有生命的树根被雕成小男孩形象后渐渐有了生命，小男孩所
思考的、疑惑的往往是关于生命本真的，于是这部小说就成为
追寻生命本真的书写。无独有偶，孙惠芬在第一部儿童小说《多
年蚁后》里，就以富含哲理和诗性的故事探寻生命的真谛。小说
设置了一个故事中套童话的结构，让作家以小主人公男孩童童
的老姑奶奶的身份出现，童童把与蚁后交往的故事写在给老姑
奶奶的信里，一个稀奇古怪的童话故事被放置到现实环境里，
生活感和魔幻感并存，而其中的核心就是生命的本真。当把外
面包裹的故事去除后，内里的核心会发出启发心智的光芒，这
两部作品把儿童文学对生命的追问推到了一个审美新高度。

今年有两部表现军人生活的小说也颇有新意，较好地结合
了军人的独特气质与孩童的精神成长。王棵的第一部儿童小说

《风筝是会飞的鱼》把南沙群岛上的守岛军人的生活真实而细
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小说很用心地设计了三个人物，守岛军
人“南沙爸爸”、初中男孩艾齐、轻微自闭症儿童夏树。为了帮助
夏树走出自闭空间，“南沙爸爸”给他写信，讲守岛军人的生活，
艾齐则是被大人要求给夏树读信的人。书信在这里发挥了神奇
的效果，让大人、少年和儿童之间产生了情感的联结，相互支持
应对生活的挑战。陆颖墨的《蓝海金钢》也是表现西沙、南沙群
岛海军生活的儿童小说，讲述了海军战士和军犬之间深厚的战
友情，展现我国海军钢铁意志和爱国情怀。

非儿童文学作家跨界写作儿童文学并不是都很成功，上述
作品中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儿童性、儿童心理、儿童
阅读特点等是创作的难点，也是常被儿童文学研究者诟病的方
面。但成熟作家的文学造诣是提升原创儿童文学精神力和文学
审美价值的有力支持，只要作家对童年心存敬畏，肯真心与当
下的少年儿童交朋友，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关切的东西，就
能写出优秀的儿童文学。

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和评论收获丰硕

张之路的《中国儿童电影百年史话》是梳理中国儿童电影
发展的重要著作，其中很多观念和认识值得儿童文学借鉴。新
出版了多部儿童文学理论专著，包括朱自强的《绘本为什么这
么好》、陈晖的《儿童图画书的阅读与讲读》、谈凤霞的《坐标与价
值：中西儿童文学研究》等。束沛德的《我这九十年：文学战线“普
通一兵”自述》为研究儿童文学发展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文
艺报》继续开设新时代儿童文学观念及变革之童诗现状与发展
专栏，对童诗创作的讨论更加深入，开始进入童诗创作中一些具
体问题的探讨，有力推动了童诗创作。崔昕平的《回眸百年风华
寄望儿童少年——百年党史中的中国儿童文学》把儿童文学的
发展历程放到百年党史的视域中观察，史料丰富，逻辑清晰，论
证了儿童文学在“培根铸魂”的历史使命中的价值与意义。

2021年是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奖年，从征集、
评选到获奖作家作品的宣传报道，几乎贯穿全年的评奖过程，
让全国文学界看到了2017-2020年儿童文学创作的整体风
貌，也在社会上兴起关注当代原创儿童文学的热潮。对儿童文
学自身来说，评选过程是对近年儿童文学创作趋势、成绩、经验
的一次大总结，儿童文学作家、研究者们提出了许多当前儿童
文学创作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中肯而有启发。比如，王泉根提
出现实主义是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一脉相承的主潮。方卫平指
出，面对新时代，仅仅把新的童年生活纳入题材视野，还只是承
担了儿童文学的部分职责，如何以艺术力量洞察童年生活的新
现实，如何写出当代儿童生活的新意和深度，如何反映童年与
社会文化生活的深度关联，是儿童文学得到认可的关键。儿童
文学创作就是要在看似无从回避的题材、语言、内容等的限度
之内，写出童年语言的文学高度、童年情感的文学厚度以及童
年精神的文学深度。陈晖提出新时代儿童文学创作要更加重视
教育性及思想内涵，兼顾儿童性与文学性，与文化艺术和审美
交融交汇。李利芳认为当下儿童文学的核心功能应聚焦儿童全
面发展，进一步解放思想，凝聚共识，打破专业壁垒，推进观念
变革和文学疆域重振。徐德霞指出儿童文学作家和从事儿童文
学事业的人，心中要有儿童和文学，还要有大视野、大格局，要
关心国内外大事，努力提升自身的政治素养、道德情操和文化
素养，这些是写好儿童文学的前提。专家们的这些观点在儿童
文学界引起强烈共鸣。

在刚闭幕不久的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
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给文学界注入了强有力的自信心
和自觉力，描绘了新时代文学应有的样貌，是每一位作家、文学
研究者、出版人的努力方向。儿童文学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正如朱自强在《儿童文学艺术攀升的路径和方法》一文中所说，

“关怀今日之儿童，即关怀明日之中国。帮助儿童实现心智成长
的儿童文学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中，始终发挥着
独特的重要作用。”面对世界上最大的少年儿童群体，儿童文学
作家应该拿出相称的文学精品，努力为“明日之中国”打下坚实
的精神之基，陪伴和引领少年儿童共同奔赴我们的星辰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