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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里的时代特征
——第四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巡礼 □苏二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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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成人文学作家跨界为儿

童创作文学作品，无论中西，

历史由来已久。近年来，随着

我国儿童文学事业的快速发

展，越来越多的创作者开始关注童年问题，投入到

为孩子创作文学的作家队伍中。“跨界”成为儿童文

学领域备受关注的一个文学现象，本期刊文作者唐

蜜近来致力于该问题的研究，文章从“研究之研究”

角度，梳理西方有关跨界儿童文学创作的研究状况

及成果，以思想析出的方式，整理出西方儿童文学

界在这一问题域主要围绕“谁在跨界、为何跨界、跨

界的意义”这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唐蜜对一些代表

性理论成果的综述与阐释为我国跨界儿童文学创

作与研究提供了积极借鉴。 ——李利芳

西方跨界儿童文学创作研究：演进、观点与转向
□唐 蜜

从世界范围来看，蜚
声成名的成人文学作家
从文学金字塔走下来，以
关爱与平等的目光、带着
灵感与独特的气质，用谦
逊与温柔的笔触，为儿童

心灵璀璨成长添砖加瓦，留下一串串令“小人国”惊叹的脚印，
这种成人文学作家跨界儿童文学创作的现象由来已久。自上
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对此问题的观照主要聚焦于“谁在
跨界、为何跨界、跨界的意义”这三个方面，关注该领域研究可
以为我国跨界儿童文学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对跨界作家名单的梳理是跨界现象进行学理化的首要问
题。最先注意到这个独特现象的是Bettina Hurlimann，她于
《欧洲童书三世纪》中，赞扬马克·吐温、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
森、埃里希·卡斯特纳等“说服自己的缪斯腾出一些时间给孩子
们，为儿童文学增添了一些趣味”。在德国学者捕捉到这个惊
喜之后，英国学者Marilyn Fain Apseloff也发现了，不仅英
国本土有儿童文学，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也有一大批如雷贯耳的
成人文学作家在儿童文学园地中开辟了自己的小天地。她汇
总了奥尔德斯·赫胥黎、詹姆斯·乔伊斯等的儿童文学作品，高
度赞许他们个人化的尝试。此后15年的时间里，她坚持沧海
拾贝，不断充实这份名单，最终汇聚成《他们也为儿童写作:著
名成人文学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文献目录》一书。该书以时间
为经、体裁为纬，将众多英美的成人文学作家创作陈列式地汇
总起来，众多为儿童写故事的哲学家、历史学家也被光荣地请
进这份文献目录中，可谓详实。

其他注意到成人文学作家跨界现象的文章还散见于《狮子
与独角兽》《儿童文学》《儿童文学协会季刊》等儿童文学核心期
刊，彼得·亨特主编的《国际儿童文学大百科全书》也对该现象
投来一瞥。1978年的《狮子与独角兽》对该现象表现出热烈的
欢迎，专门以“为成人和儿童写作的作家特刊”为题，收纳了包
括约翰·加纳德（John Gardner）与爱德华·圣·约翰·戈里
（Edward St.John Gorey）两位活跃在儿童文学界且多身份
集于一身的成人文学作家的采访。这个专题将“跨界”作家名单
从故纸中的作家转向了现实活跃的作家，在这一点上《狮子与
独角兽》起着先锋作用。收录于《国际儿童文学大百科全书》中
的《跨界文本》一文中，Rachel Falconer采用对举的方式，列举
了一系列包括琼·艾肯（Joan Aiken）的成人小说《曼斯菲尔德
重访》、儿童小说《威洛比·蔡斯》等，以此来阐释新的跨界现象，
即文学文本的跨界（Crossover Literature）。《儿童文学协会季
刊》在“自我与他者”为题的春刊中收录了David Galef的一篇
有关跨界的总结。他将成人文学作家的跨界分为三种类型，并例
证相关作家及其作品：第一类以罗尔德·达尔为代表，他们在某
个时间点为孩子创作，去留无意；第二类以罗素·霍班等为代表，
他们从儿童文学出发，转型为成人文学作家；第三类以C.S.刘易
斯为代表的复数文学作家（Polography），从创作之初便有意识

地兼顾两者。隔年该类型法直接被Larissa Jean Klein Tu-
manov探见并在其博士论文中化为己用，并在此基础上扩充为
5种跨界类型：文学作品翻译后实现边界的跨越以及生前专
注儿童文学创作，其成人文学作品去世后才发表的两种跨界
类型。

通过西方视角下的平摊式或者汇总式呈现，西方知名成人
文学作家跨界为儿童创作现象实则蔚为大观，他们涉及所有儿
童文学体裁，横跨整个西方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作为一条暗
流，以累累硕果推动着儿童文学的发展。

儿童文学从18世纪中叶诞生以来，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
丛林，其迷人的气质与魅力吸引着成人文学作家涉足探索，这
群成名作家走向这片日益昌盛的森林的缘由存乎其人，见仁见
智。相比其他零散的文献，Larissa Jean Klein Tumanov在
她的博士论文《文学体系之间：成人文学作家为儿童创作》对成
人文学作家跨界的动力做出高度的凝练，并以多位作家例证。
她认为，跨界原因总体上有6点：以吉卜林等为代表的为围绕
身边的孩子创作；以罗尔德·达尔为代表的经济动机创作；以苏
联儿童文学作家为代表的将“天真的儿童文学作家”作为伪装
躲避文化审查的创作；以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等为代表的为
突围成人文学创作瓶颈期的创作；以艾伦·加尔内等为代表的
将更理想的虚构童年书写作为返回童年、弥补童年缺憾的创
作；以米歇尔·图尼尔等为代表的受邀出版社、杂志社、儿童玩
具食品公司等进行的创作。这些动力往往数个综合汇聚成一
股力，推动成人文学作家跨界到儿童文学创作。

在跨界现象认知的基础上，深入挖掘跨界创作儿童文学的
意义是跨界现象研究具有较高学术性的探索，从有限的文献来
看，跨界意义的阐发主要有三个维度：儿童文学、作家、文学体
系之间跨界研究生态。

早期已经注意到作家跨界时的诗学调整的是 Zohar
Shavit，她在《儿童文学诗学》中以罗尔德·达尔的跨界创作为
案例来阐释成人文学作家跨界时的具体的诗学差异，肯定成人

文学作家基于读者意识
上的叙事策略调整。
Celia Catlett An-
derson另辟蹊径，在其
博士论文《儿童文学的
风格：成人文学与儿童
文学平行文本的比较》
中采用较为前瞻的数字
人文方法，从纳撒尼尔·
霍桑、乔治·麦克唐纳、
奥斯卡·王尔德和约翰·
加德纳四位跨界作家针
对成人与儿童读者所创
作出的童话中分别挑选
出语境、内容、情节相似

的平行语篇，纵轴上对一个作家的两种创作、横轴上对不同作
家的同一类型创作，通过程序统计，作者就长短、词汇、语法三
个语言层面的数据进行对比，以具体分析驳倒部分对儿童文学
诸如篇幅短小、词汇简单、语法简单这样的刻板印象。该研究运
用跨学科的方式丰富了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的差异研究。将成
人文学作家的儿童文学创作进行横向比较是常见的研究路径，
聚集了一批相关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意在探索与区分儿
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具体诗学差异，为成人文学作家跨界提供
了策略，继而推动更多成人文学作家的跨界。Sandra L.Beck-
ett在《超越边界：为儿童和成人双重读者的创作》开篇一文概括
出荷兰知名成人文学作家跨界儿童文学创作不仅带来了创作队
伍的扩充，也会带动成人文学批评家的关注与跨界，从而有效改
善儿童文学批评的教育性、实用性、说明性的倾向，同时这种主
动的跨界有助于打破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僵化的界限，提高儿
童文学的文学地位。

跨界带来的效应不仅对于儿童文学创作与批评发挥着积
极引导作用，对于该作家的研究也是拾遗补阙。《狮子与独角兽》
中的《童话：不一样的肯明斯》一文探讨美国诗人肯明斯的诗歌
创作蜚声美国乃至海外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肯明斯为女儿进行的
童话创作，其童话中养蓄的童真给他的诗歌创作带来了清新与
明朗的特质。收录同一期的《福克纳的〈许愿树〉：成熟的初稿》
探讨福克纳为小女孩准备的生日礼物——《许愿树》童话故事的
深刻主题，暗含着成长的严肃主题和对社会的救赎愿望，蕴含在
早期童话中的复杂性是其成人文学复杂性的初稿。该类研究着
力探讨儿童文学创作与该作家的成人文学创作之间相辅相成的
互动关系，将其儿童文学研究作为作家研究的补充，借此实现对
作家的全景式探索。

正是因为跨界儿童文学的研究又推动学者反向思考并注
意到“儿童为成人创作”的特殊跨界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现与考
察极高地突出了儿童的主体性及文学地位。早在20世纪初，
青少年出版社（Juvenilia Press）创始人和总编辑 Juliet

MacMaster开始编辑汇总19世纪儿童作家的一般文学作品合
集。在《儿童创作的成人文学》一文中，她认为包括简·奥古斯
汀、乔治·艾略特在内的这些童年时期的小作家们已经开始创作
一般文学作品。与此呼应的是《全球与历史视角下的跨界小说》
一书观察到当下儿童为成人创作，其作品成为行市热销的跨界
现象，作者认为这些作品在语言的成熟度与精巧度、主题的敏感
性与复杂性上超出了同龄人的认知水平，其作品获得一批成人
读者，实现了另类跨界，也丰富了学界对“跨界”的认知维度。

科技的发展催生了有关文学跨界研究新的学术生发点，伴
随着世纪初J.K.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菲利普·普尔曼的黑暗
物质系列、J.R.R托尔金的《霍比特人》《魔戒》等为代表的儿童
文学作品攻城拔寨般获得全球成人读者的追捧，欧美儿童文学
研究者对“跨界”现象转向更为热点性与实效性的考察，从成人
文学作家的跨界研究转向文本的跨界研究，形成了系统的有关
儿童文学文本跨界的学术成果，如《跨界小说：当代儿童文学与
它的成人读者》。相应地，跨界儿童文学研究在西方新世纪儿
童文学研究版图的活跃度逐渐下降。

通过对跨界现象的追寻，文学边界的沟通（traffic）日益繁
忙，不论是跨界儿童文学创作还是文学作品的跨界，有关儿童
文学与成人文学跨界的研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合力，最终形成
了密网般错综复杂的儿童文学研究景观。多维度的跨界研究
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之间壁垒的硬度，显示
出作家无限的可能性和文学体系内部的共性、流通性和灵活
性。梳理西方关于跨界儿童文学创作的研究进展与转向，以外
缘性的审视，平行对照国内蓬勃发展的跨界儿童文学创作研
究，是全球化语境下儿童文学理论与话语的本土自觉。

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明确确立了市场经济在中国当代经济体制和经济
生活中的位置。以此时代为背景，儿童文学创作
进入市场化和商业化时代。第四届全国优秀儿童
文学奖评选的是1995-1997年出版的全国儿童
文学作品，这一时期，恰好是中国文学从80年代

“一个万物可以重新命名的时代”的黄金期进入
“市场时代”。

本届获奖作品共评出7大类、17部作品。其
中长篇小说5部、中篇小说2部、童话4部、幼儿文
学3部、诗歌1组、散文1篇以及纪实文学1部。
细读这些获奖作品，蕴含在其中的时代气息会鲜
活地扑面而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
而作”，时代与文学相辅相成，交相辉映。作家对
现实的提取，作家在宏大历史背景下捕捉个体生
命的情感与脉搏，历久弥新，而我们，并未陷入文
化沙漠，而是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新视野。

舒展个性，透射时代风华

文学与时代紧密相连，无论什么题材的文学
作品都是写在当下，小说作品尤其如此。小说无
意承担社会学重任，但却在记录时代，有着为时代
留下底稿的功能，尤其在塑造人物方面，一定有着
鲜明的时代特征。

本届获奖作品黄蓓佳的《我要做好孩子》讲述
小主人公金玲为了做一个老师、家长满意的好孩
子所做的各种努力。她善良、纯真、正直，与家长
和老师做了很多“抗争”，但也传达出自己对世界
的理解与认识。作品中，金玲一开口就说出那个
时代人的渴求：房子、汽车、出国。在市场经济发
展的时代背景下，其思维、行为、情感都具有鲜明
的现代化。同时，作家清晰地回答了儿童要不要
接受市场经济的洗礼，能不能用知识与金钱等价
观念来教育儿童的问题。塑造这样的少年形象体
现了作家的责任，就是要把人区分开来，使每个人
都具有个性和鲜活的生命。

同样，在郁秀的《花季·雨季》里，也有对时代
的提问与思考。《花季·雨季》被誉为上世纪90年
代的“青春之歌”，讲述了深圳一所重点高中里，少
男少女们在面对学习压力、出国热潮、早恋、贫富
差距、知识价值、城乡户口等系列问题时做出的反
应。在这部小说里，作家目光敏锐，其间有两代人
各自不同的思想观念的矛盾，少年在时代变迁之
下的心境，以及面对“为什么读书”“什么是成功”
等问题时，不同的人呈现出的不同看法和抉择，写
得饱满、丰富。

同在城市环境下，秦文君的《小鬼鲁智胜》讲
述了与贾里同班的机灵男生鲁智胜，在初二那一
年经历的欢乐与烦恼、挫折与成功。小说着重生
活现实，展示的是经济大潮之下初中生呈现出的
生命状态。人物形象立体，故事一波三折。而《小
鬼鲁智胜》所写的，既是时代性格，也是时代之下
人的性格。如今，秦文君笔下的孩子都已经成年，
以前说小说里的这一代是蜜罐里泡大的一代和垮

掉的一代。事实证明，这一代才是最具想象力和
科学力的一代，也是进化非常明显的一代，他们身
上所具备的素质，正在逐步改良着我们的整体素
质。梅子涵的《女儿的故事》是一部讲述成长的喜
悦与苦恼的书。这部小说最大的特点是用幽默的
笔调写出小学生梅思繁的成长历程。小说里真实
的生活，以及强调儿童天真和快乐的本性，是对改
革开放进程中，富裕生活条件下儿童生命状态的
普遍描写，是对时代的记录。

诚如王泉根教授所指出的，八九十年代的儿
童文学创作中，有“一个现象特别抢眼，就是普遍
看好、推崇那些具有鲜明个性敢想敢做的素质健
全的少儿想象，突出塑造人物的个性特征、创新思
维，勇于独立思考、独立判断”。

追求永恒，凸显品质追求

90年代市场经济飞速发展。这一时期，儿童
文学出版以前所未有的倍数增长。舞台的帷幕拉
开，传统价值观或潜移默化，或长袖善舞，成为参
与儿童成长和浸润民族灵魂的最大主角，儿童文
学完美结合了时代特征与传统价值观。

曹文轩的《草房子》以上世纪60年代为背景，
讲述了以桑桑为代表的孩子们，在油麻地这片土
地上的生活与故事。小说似一首深沉、唯美的生
活抒情诗，兼有四美。其一是人物美。文学即人
学，阅读使我们通过不同的人物感受人的多样
性。把人物塑造好了，文学的美就出来了。勇敢、
仗义、热心肠的桑桑，面对疾病和困难的时候，从
不对美好丧失信心，表现出他的坚韧之美，还有杜
小康、秦大奶奶、细马等人物塑造也各有特点，构
成各具特色的人物之美。其二是景色美。浸月寺
一定程度上代表中国对意境的审美，芦苇荡是对
自然美的最大赞赏，艾地美是一种不被打破的平
静美，五月的麦地呈现喧嚣美。体味不同的人生
境界，从中发现自己内心最细微最丰沛的地方。
其三是故事美。无论是爸爸带桑桑去打猎表现出
的隐忍、博大和坚韧，还是秃鹤为尊严而战的转
变，秦大奶奶救了落水女孩，每一个故事都很深入
人心，都是经历波折而重新站立，让读者体味出人
生百态。其四是人情美。读《草房子》能够体会到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好的文学作品一定给人带来
光和温暖。

《大头儿子和隔壁大大叔》是郑春华为孩子们
创作的低幼童话精品“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系列
故事”之一。尤其是根据这套书改编的系列动画
片，更是风靡一时，深受喜爱，几乎成为一个时代
同龄人的集体记忆。故事主要讲述大头儿子与隔

壁大大叔之间发生的故事，充满童真童趣。作品
以儿童视角出发，语言和故事情节简单却富有童
趣，用一些日常情节和对话，突出母子情、父子情、
祖孙情、和睦邻里情，是对幸福童年的美好描绘。

张品成《赤色小子》则延续了红色写作。在市
场经济大潮之下，讲述一个发生在第二次国内革
命战争时期，“围剿”和“反围剿”时苏区红军与白
军的殊死战斗背景下，一群红军小战士的故事，会
不会过时？张品成的《赤色小子》给了出色答案，
它是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的积累与传承。承载着
特定使命，它不是写一个小说或小说里的一个人，
更多是对过往的追忆和对当下的要求，起了承前
启后的作用。《赤色小子》向读者昭示，红色小说作
为记忆小说，不该被忽视和遗忘。

李凤杰的《还你一片蓝天》也是一部独具深刻
现实关怀的作品。小说聚焦A省少管所，描写少
管所如何教育、改造少年罪犯，把他们送归希望的
前程。这是一本有关中国失足少年教育的纪实作
品。儿童文学作品不只是歌颂美好，也应该直面、
剖析阴暗。作家李凤杰指出：“我国少年犯罪从
80年代起大幅度增加，令人堪忧。”经济和科技高
速发展，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正在动摇，有一些
惨痛的代价为时代巨轮做轨道，更有一些新的价
值观在建立，这些都是时代发展的表现。

本届获奖童话作品也充满了时代与创新的气
息，作家们选取了不同的童话美学路径。孙幼军
的童话《唏哩呼噜历险记》匠心独运，其生动的文
字与独特的表达，赢得了巨大的读者认可和市场，
达成当代童话写作的创新和突破。能让小读者从
童话里感受到文字的魅力，这很不一般。保冬妮
《屎克郎先生波比拉》则是一部带着天然伤感的童
话，讲述非洲草原上一个屎壳郎先生的故事，它老
是在做一些正常屎壳郎不愿意做的事。读者或许
说不出令人伤感的到底是什么，但整个童话带给
人的震撼远远超过文字本身。《屎壳郎先生波比
拉》是读者心里种下的一棵草，随着年龄增大，这
棵草会变化出不同的意义，与读者心灵产生契合
和共鸣。汤素兰《小朵朵与半个巫婆》有着天马行
空的想象，描写了坐在教室里的朵朵与丢了扫帚
和魔法袋的巫婆在星沙城共同经历的一系列奇幻
故事。王晓明《花生米样的云》适合2-6岁儿童阅
读，这是一本开启儿童自我发现之旅的原创图画
书，梦幻色彩的图画加上作者诗般的故事语言，能
让孩子们在翻开书的一瞬就爱上它。

中国人对文字天生痴迷，也相信文字的力
量。猛然暴增的发行量说明，即使儿童文学可能
在短时间里陷入困境，即使儿童文学和儿童读者

产生了陌生感和隔膜，即使儿童文学遭受市场冲
击，但儿童文学作家们做出了及时调整，作品内里
所延续的传统价值观灌注与不断突破的文学性传
达，达成了市场与文学的调和。

探索大自然，引领新的视角

90年代是个特殊时期，文学的整体逻辑发生
了变化，在越来越碎片化、边缘化的同时，也变得
越来越个人化、个性化。儿童文学作家们也把眼
光从学校和课本的小天地投放到更加广阔的自然
世界里，从不同的维度展开儿童文学创作。

金曾豪的《苍狼》是本届获奖作品中非常具有
标识意义的存在。作家的成长经历越丰沛，越懂
得作品能用什么样的形式来打动读者。《苍狼》虽
然在讲述狼的强悍、多疑和智慧，但1995-1997
年正是中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结合时代背
景细读《苍狼》会感受到文字深处埋藏着的丛林法
则。在经济浪潮席卷之下，人该坚守什么保留什
么，《苍狼》给出了答案。《苍狼》的一位读者说：“我
天性里那些不妥协的东西，有一部分是动物小说
给我的。”我想这就是对《苍狼》的最高评价，好的
儿童文学能影响人的一生。

刘先平的《山野寻趣》收录了作家的野外探险
故事，同时具有报告文学的真实和小说的扣人心
弦。它想要传达的不只是“寻趣”，更多的是要让
读者学会保护、学习和感受大自然。对大自然的
探索是人类的本能，越是探索，越能感受大自然的
奇妙。《山野寻趣》拓展出教室和书本之外的另一
个巨大课堂，引领爱读书的孩子们走向野外，走进
自然。

在本届获奖作品中，薛卫民的诗集《为一片绿
叶而歌》尤其值得关注。作品以拟人化的手法描
绘出诗意生活，让小读者从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
育，艺术性很强，也非常贴近儿童的心理和生活，
引领小读者感受不一样的诗意的世界。

童心书写，映照时代表情

生活富裕后，笑似乎成为了这一代儿童的集
体表情。这充分说明，90年代里每一个人都在奋
发图强，开始从一种深扎大地的精神状态中尝试
着抬起头来，仰望星空。

董宏猷《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是一部“梦幻
体”长篇小说，记录了100个中国孩子做过的梦、
正在做的梦以及将要做的梦。从4岁到15岁，小
说写出了专属于孩子对世界的惊奇与向往，是对
孩子们现实境况和精神追求的记录。一切创造和
发明均来自梦想，一个民族应该褒有仰望星空的

能力。董宏猷抓住了这一点，完成了这部伟大而
不失空灵的作品。

张之路《我和我的影子》是一本合集，有童话
也有小说。张之路在后记中写道：“在确定这个系
列书目名称的时候，我的心里有种挺兴奋的感
觉。《我和我的影子》主旨很明确，就是想让孩子们
笑。”同样是合集，野军的《长鼻子与短鼻子》系列
故事别开生面。长鼻子是一头小象，短鼻子是一
头猪，长鼻子的作用很大，可以用来搭建一座小
桥，短鼻子的作用也不小，到了红薯地里一鼻子能
拱出许多大红薯。即使在瞬息万变的时代中，童
心书写依然具有蓬勃的力量。笑就是舒展，是孩
童前行遇事不慌的力量，是在想象的世界里飞翔，
在微笑之中领悟人生。

回望第四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
是过往岁月的点滴印记。剥开“一个万物都可以
重新命名”的时代外衣，我们看到的是获奖作品对
生活的真诚致敬，是获奖作家对儿童文学写作的
无比虔诚。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儿童文学作
家如何衡量文学性和商业性的轻重，他们对文字
美的追求都未曾改变。儿童文学的时代书写，既
是在反馈时代也是在解释时代。没有比这更美的
方式了。正如方卫平在《中国儿童文学四十年》里
说的那样，“新世纪更加开放、自由的社会发展、变
迁，也给中国儿童文学的艺术发展带来更广阔的
空间。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大幕的最初拉
开，则为后来儿童文学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最初的
市场和舞台。”舞台的帷幕已拉开，价值观与文学
观或潜移默化，或长袖善舞，成为记录儿童时代特
征，参与儿童成长和浸润民族灵魂的最大主角。

（由崔昕平儿童文学名家工作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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