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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坚守、探索与开拓中不断创新
——第五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巡礼 □李 莉

儿童文学跨学科拓展研究的新趋势
——第三届国际儿童文学论坛在线上举行 □程 诺

日前，由中国海洋大学主办，中国海洋大学文

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外国语学院、国际儿童文学研

究中心联合承办的“第三届国际儿童文学论坛：儿

童文学跨学科拓展研究”在线上举行。本届论坛

共有来自国内外的100多名专家学者参会，其中

包括来自剑桥大学、阿尔伯塔大学、纽卡斯尔大

学、格拉斯哥大学、麦考瑞大学等十余所高校的海

外学者，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中国

海洋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南开大学等44所高校

的国内学者，以及27位在读博士生。本届论坛共

计发表学术论文105篇，其中中文论文89篇，英

文论文16篇。

国际儿童文学论坛始于2012年，以中美儿童

文学高端论坛（青岛）作为开端，论坛名称从第三

届起改为国际儿童文学论坛。本论坛是各国学者

交流儿童文学研究领域最新进展的重要平台，通

过跨国界、跨文化和跨语言的学术探讨，有力地拓

展了儿童文学的学术疆域。

本届国际儿童文学论坛的主题为“儿童文学

跨学科拓展研究”，旨在促进东西方学者对于儿童

文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进行深入思考，通过对儿童

文学理论前沿问题、儿童文学与文化产业、儿童文

学与教育、比较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与文学伦

理学批评、儿童文学翻译学研究、儿童文学与新媒

体等问题的学术交流，进一步丰富儿童文学研究

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论坛共有主旨发言论文

16篇，设立了7个主题的分论坛，分别为儿童文学

理论与绘本理论研究、儿童文学史与比较儿童文

学研究、跨媒介·文化产业·教育·阅读研究、儿童

文学翻译与儿童文学批评研究、儿童文学作家论、

儿童文学作品论，以及儿童文学的跨学科研究英

文研讨。本届论坛规模盛大，与会学者人数众多，

提交论文所涉研究的内容和研究方法异彩纷呈。

仅就主旨发言而言，所发表论文的基本内容跨越

不同学科领域，对儿童文学进行了多学科多维度

的深入思考。

跨学科的理论构建
正如论坛的主题所示，本届论坛在整体上具

有较为鲜明的跨学科拓展研究色彩，与会学者的

学科背景构成包含了中外语言文学、学前教育、小

学语文教育等诸多学科，论文研究所涉及的问题

与领域也十分广泛。值得注意的是，有多篇论文

针对儿童文学的跨学科拓展研究进行了专门的设

想、构建和研讨，具有较强的理论性。

如朱自强的《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跨学科

范式》指出，一个学科的成熟度，与建立明晰的研

究“范式”有重要的关系。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儿童

文学跨学科研究具有儿童研究优先、科学性、融通

性、主体性等四个重要内涵，将这种跨学科研究作

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具有统摄性的研究“范式”，将

会推动中国儿童文学学科长足、快速的发展。吴

翔宇的《跨学科拓展与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化的演

进》指出，学科本位主义制导了中国儿童文学学科

知识化生产及在此基础上的关系认知；学科界分

是跨学科实践的原点，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化是

从多学科体系中“发现”、在析离中开启学科自主

性的过程。中国儿童文学的跨学科拓展应在强化

学科主体性的基石上有效地推进，从而推动中国

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创新与发展。郑伟的《儿童

文学跨界研究的效益与风险》一文则认为，我们既

要对儿童文学学科跨界研究带来的效益给予充分

肯定，也应对其背后潜藏的风险保持警惕，避免儿

童文学文本成为政治、历史、心理、阶级、性别问题

探讨的佐证材料，忽略文本自身的文学价值，以至

于无法在为童年幸福立论这一具有终极意义的价

值追求上达成共识。

跨学科视野与研究方法
除了对于儿童文学跨学科拓展研究进行理论

化建构的努力之外，本次论坛还有相当数量的论

文展现了跨学科的视野，或是运用了跨学科的研

究方法，为儿童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有价值

的范例。

汤素兰的《新媒体时代儿童文学创作的新变》

从媒介学研究、文化产业研究的视野出发，指出新

媒体的融合、互联和参与特征，给中国儿童文学带

来了全新的变化。陈晖的《原创图画书中本土文

化的视觉表达》以图像研究理论为依据，剖析了原

创图画书中对本土文化视觉表达的方式及指向。

李学斌、马艳的《小学语文教科书儿童文学选文》

立足于儿童教育学，梳理了百年以来，我国小学语

文教科书儿童文学选文的嬗变，并对未来小学语

文教科书儿童文学选文或呈现趋势做出预测。张

国龙的《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问题及对异质文

化传播的启示》以传播学的视野，爬梳百年安徒生

童话的中国接受历史及其与文化语境的关联，聚

焦安徒生童话中国阐释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而

为异质文化的传播提供参照和启示。徐德荣、安

风静的《周作人“一体两翼”儿童文学翻译思想研

究》的研究视野则是翻译学和跨文化交际理论，认

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翻译思想以其首创的儿童本

位理念为体，构成“一体两翼”的儿童文学翻译思

想体系，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产生与发展发挥

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亦对当下的儿童文学翻译具

有借鉴价值。

还有一些论文运用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如

伊芙琳·阿里斯佩的《图画书和虚构的读者》，借助

儿童阅读理论研究，指出一些图画书正在成为传

统书籍向数字时代转变过程中的重要媒介。卡

伦·科茨的《图画书中的视觉概念隐喻》一文运用

儿童阅读理论以及儿童认知心理学，研究了不同

年龄段儿童对图画书中各种视觉概念隐喻的反

应。高振宇的《绘本与儿童哲学：关键论争与实践

策略》立足儿童哲学研究方法，探讨了是否应当，

或应该如何将绘本应用于儿童哲学项目之中的问

题。舒伟的《重新审视20世纪童话心理学》透过

心理学视阈，重新审视现当代童话叙事文学的认

知和审美特征以及功能，以此推进儿童文学的跨

学科研究。埃米莉·墨菲的《全球化的1930年代》

则运用历史学和社会文化研究的方法，阐明了儿

童插画家库尔特·维泽的作品对美国1930年代的

国际化进程的贡献，及其作品中所包含的争议性

观点。

儿童文学学科建设与方法论意识
许多学者的报告对儿童文学这一学科进行了

较为宏观的理论建构，力图将当代儿童文学研究

打造成一个复调式的学术共同体，这是一种顺应

当代社会文化思潮的学科自觉意识，对于促进儿

童文学的学科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例如李利

芳的《中国儿童文学价值论》深入研判了中国儿

童文学价值论的内涵、任务与目标。惠海峰的

《图画书理论建构若干前提问题》试图探讨当前

国内外图画书理论建构存在的若干重要前提问

题，从而为图画书研究寻找一个成熟的批评框架

和理论方法。何卫青的《童诗的可能性》、王琳的

《新世纪以来我国儿童文学翻译出版研究》则分

别以儿童诗歌和儿童文学翻译出版情况为考察对

象，尝试解决这些儿童文学专门领域中的重大理

论问题。

在重视理论建构的背景之下，本届论坛的许

多学术论文颇具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意识，涉及大

量的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即便是作家作品论，也

超越了以往文学研究所运用的传统方法，在作家

作品的阐释中显示出了深刻的理论性。例如侯颖

的《程玮幻想小说对童年文化生态的自觉反思》一

文，透过童年文化生态的视域来解读程玮的幻想

小说；曾小月的《镕裁别趣》一文以中国文学传统

理论来分析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年红的儿童文学作

品；杜传坤的《论“真正”的孩子及其教化》一文立

足教育学理论来剖析两部相隔百年的现代童话经

典；姜淑芹的《〈哈利·波特〉系列的双重叙事运动》

一文则运用叙事学理论来揭示《哈利·波特》系列

显性情节发展背后的隐性叙事进程等等。这些文

章充分显示出，方法论在儿童文学界正在越来越

成为一种普遍的自觉。

前沿意识与创新观点
本届论坛与会国内外学者的论文普遍具有前

沿意识，勇于探索学术上的未知领域，提出了具有

创新意义的观点。例如，约翰·史蒂芬斯的《昙花

一现的蒸汽朋克风格》考察了青少年文学中的“蒸

汽朋克”元素，指出儿童文学中的蒸汽朋克是一种

不可持续的叙事形式。张生珍的《儿童文学中的

行动主义者及其生态伦理指向》通过探索儿童文

学中的生态伦理相关话题，研究作为行动主义者

的儿童或青少年如何利用其弱势地位，改变并重

构权力关系，引领人类走出困境。谈凤霞的《边界

与操演》则触及到了战争儿童文学、战争书写、创

伤叙事、文学文本的“表征性”和“操演性”、人类命

运共同体等前沿乃至尖锐的话题，引起了与会者

的广泛兴趣。罗克珊·哈德的《“没有我们参与，不

要替我们做决定”》基于美洲原住民文化对于亲属

关系的理解，解读原住民作家创作的儿童文学中

的动物形象。

另外，还有一些论文对儿童文学史的某些重

要问题做出了饶有新意的阐释，例如张梅的《民

国时期“童心”说的乌托邦精神》指出，“童心”这

个清末民初不断走入人们视野的高频词推动了

童年观的重大变革，并以某种独特的启蒙现代性

呼应了布洛赫对“尚未存在”的理想国不懈追寻

的乌托邦精神，参与到新文化运动的现代进程

中。徐妍的《“幼者本位”观念的反面》基于鲁迅

在创作《阿Q正传》前的现实语境，从“幼者本

位”观念内涵的正反面变换、文本世界的隐微结

构、文学史的接续等三个方面，阐述了《阿Q正

传》中的隐蔽副题。

学科进化与新生力量
回顾往届的儿童文学高端论坛，明显地体现

出我国儿童文学学者在研究视野和路径方面与国

际之间的差异。海外学者大都采用个案分析的研

究思路，与文学理论和宏大的文化背景相勾连，将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中国学者则通常采用比较

宏观的研究视角，力图建构一个宏大的理论框架，

这两种治学方式形成了一种对照。在本届论坛

上，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学者的论文既有为数众

多的宏观研究，也有相当数量的微观研究，在一种

开拓性的视域中串联起宏观文化背景，这无疑是

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中国儿童文学学术界自然生

发出的一种变化，是中国儿童文学学科进化的一

个表现。这充分说明，通过东西方学术思想的交

流碰撞，本土学者的研究视野和路径正在不断向

国际高水平研究靠拢，创生出更具新意、更加深

刻、更富学术生命力的成果。

论坛邀请了诸多国际儿童文学研究界的知名

学者以及国内诸多具有学术影响力的学者与会，

具有较高的学术品质，是学术成果丰富、学术研讨

深入的一届研讨会。参加论坛的学者对于儿童文

学理论孜孜不倦的构建，使得当下的国际儿童文

学研究已经不再是偏安一隅的“边缘学科”，而是

不断力图打破原有的桎梏，不断走向跨学科研究

与文化研究的广阔天地，不断拥抱和接受富有实

验精神的创新文本的朝阳学科。论坛的举办既将

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建设起到实际推动作用，

也将进一步充实东西方学者的研究范式，拓展东

西方学者的研究视野，加快儿童文学学科的国际

化进程。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是当前我国儿童文学的最高奖项，处

于世纪之末的第五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也的确有着沉淀过

往开启新篇的重要意义。世纪之交，随着网络的兴起、全球化

经济时代的到来，我们的生活迎来了更多的变化和更加广阔的

视野，思维方式也在发生着悄然的变化。儿童文学已进入一个

全新的时代，作家们在坚守、探索与开拓中不断创新，不仅倾情

于现实题材儿童文学的创作，引领小读者展开对社会人生与精

神成长的思考，也关注自然、关注科技，引领小读者关注新的思

想高地。

本届评奖的范围为1998—2000年创作的各类儿童文学

作品，共有181部和81篇作品参评，最终产生了20部获奖作

品，作品涵盖了儿童文学各个门类及各个阶段。在本届评奖中

还有三大亮点与变化，一是完善了评奖门类，新增设了“理论批

评”和“青年作者短篇佳作”两个奖项，其中短篇佳作的设立为

发掘和培养有潜力的儿童文学作家提供了更好的平台。而令

人遗憾的是本届“理论批评”奖项作品空缺，这从另一个侧面也

反映了文学评论对儿童文学创作领域的关注还比较少，儿童文

学理论批评还不够活跃。二是寓言《美食家狩猎》和科技文艺

作品《非法智慧》的入选填补了之前二三四届的空缺。三是产

生了首部获奖的传记文学《严文井评传》（巢扬），作品通过对作

家个人生平的解读，提取创作年谱表，对我们了解其人及儿童

文学贡献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书封底有这样一段话：“只

要我们心里有孩子，中国就会有音乐，有花朵，有希望。中国永

远是中国。”一代儿童文学大师的创作姿态和情怀尽在其中。

在陪伴与引导中启发成长
获奖作品涵盖了从低幼到儿童到少年成长的每一个阶

段。儿童文学在低幼阶段首先应该是快乐的文学、幽默的文

学，用浅语的表达，引领他们认知事物，丰富语言，培养良好习

惯和品德。本届获奖作品中郑春华《幼儿园的男老师》、汤素兰

《笨狼的故事》、谷应《中国孩子的梦》等，均着眼于书写单纯美

好活泼有趣的童年生活。

郑春华《幼儿园的男老师》洞察了当下幼儿教育男性老师

缺失带来的思维方式及刚性力量的缺失，通过引领小读者遇见

一个与众不同的幼儿园老师，去弥补现实中男老师缺失的遗

憾。欧阳老师带领小朋友去游泳、堆沙堡、爬山，认识和触摸这

个世界，小朋友们从中学会了勇敢、坚强和助人为乐。幼儿园

中女性老师的细心呵护和温柔陪伴固然重要，但在幼儿心理建

设和个性形成上是不完整的。作者呼吁可以承载一座座小山

的大山一般的欧阳老师的回归，为幼儿建立和谐的两性成长环

境。汤素兰致力于“本土”滋味的童话书写，作为本届唯一的获

奖童话《笨狼的故事》，描述了一只叫笨狼的狼与它的朋友们之

间发生的趣事。天真可爱的小笨狼点点滴滴的故事传递给我

们内心最初的淳朴真情，笨狼的“笨”其实源自他的善良与可

爱。作者之后持续创作笨狼的相关故事，先后出版了《笨狼和

他的爸爸妈妈》《笨狼的学校生活》《笨狼和聪明兔》等，被小读

者亲切地称为“笨狼妈妈”。当年读笨狼的孩子，现在都已经成

年了，可是笨狼的故事还在延续，这也证明了“笨狼”是多么受

小读者喜欢。不只是孩子们，成人也很容易被它吸引，从中烛

照自己的初心。好的作品历经时间的洗礼，愈发光彩照人，《笨

狼的故事》就是如此。

谷应的儿童散文《中国孩子的梦》是一本历史与未来、想象

与现实相交融的作品。作者用时12年，亲历大江南北，采访、

拍摄，用深情的文字记录和展示了孩子们多彩多姿的世界，从

中不仅可以了解我国56个民族的风土人情和景观风貌，展现

中华民族的大美山河画卷，也能触摸到小朋友的内心和梦想。

本届寓言类的获奖作品是孙建江的《美食家狩猎》。历届儿奖

中，寓言获奖是极为有限的，在第二三四届中均为空缺。寓言

是一种古老的文学形式，我国现代寓言创作的作家队伍数量较

少，孙建江是一位集儿童文学“理论、创作、出版”三种身份于一

身的作者。作品内容涉猎广泛，寓意深远，文字表达精致而凝

练，以小故事寓大道理，适合少年儿童阅读。

以勇气与智慧激励成长
少年儿童是智慧与勇气的代言人，他们充满朝气和活力，

代表了希望与未来。本届获奖作品中，不仅有抒写爱国主义情

怀的作品，还有鼓励探险精神和科技人文相结合的作品。本届

获奖作品《永远的哨兵》《小霞客西南游》《非法智慧》皆表达出

一种坚韧勇敢、无畏向前的力量，让我们看到无论是过去、现在

还是未来的青少年都是智慧与勇气的化身，代表着向上的精神

力量。

抗战题材的儿童小说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那是一段中

华民族凤凰涅槃的历史记录。张品成的《永远的哨兵》讲述了

小红军的传奇故事。战火纷飞的岁月虽然已离我们远去，但其

中的精神始终值得去传承和发扬。吴然的《小霞客西南游》有

着浓郁的乡土情结和稳定的儿童视角。作家从传统文化中汲

取创作营养，叙事中融入幻想性和思想性的表达。作品的主人

公是一名中学生，在读了《徐霞客游记》后，对旅行产生浓厚兴

趣，萌生了当个小霞客游遍全国的想法，于是在一个假期里开

始了西南之游。作品既把读者带入令人流连的山水之间，又讲

述了民族、文学、地理等多方面的知识，既丰富了小读者的视

野，也激发了小读者亲历祖国山河的愿望。张之路是一位极具

创作力的作家，他的作品涉及小说、童话、科幻等多种体裁，屡

获各类儿童文学奖，他的很多作品还被改编成影视剧作品，深

受儿童喜爱。本届获奖的小说《非法智慧》是一部幻想性与现

实性、科学性与人文性紧密结合的校园题材小说。小说以脑科

学研究为切入点，假想了芯片植入大脑用于治疗帕金森氏症、

听觉障碍、癫痫病的新科技手段，并由此牵出科技背后的阴谋

与善恶之间的较量，最终主人公们凭借智慧和勇气，甚至是付

出生命的代价才挽回了一切。作品充满想象力，故事环环相

扣，情节引人入胜，而且具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作家借作

品中脑科学家陆翔凤的一段话，道出了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科技

潮面前，更需坚守的人性关怀、道义底线。

在成长蜕变中达成自我
成长是儿童文学绕不开的母题。在成长过程中，有太多需

要表达、倾诉、分享的东西。本届获奖作品《中国兔子德国草》

《属于少年刘格诗的自白》《随蒲公英一起飞的女孩》《吹响欧

巴》都关乎少年的成长。

周锐是中国儿童文学领域的“幽默大师”，他常表达自己想

做一只“有尾巴的青蛙”，这条尾巴代表的是童年期的天真纯洁

和永不枯竭的想象力。他写的故事充满童心童趣，获奖作品

《中国兔子德国草》轻松、幽默又温暖。作品以细腻的笔调记录

了一个在德国汉诺威出生并长大的中国男孩爱尔安成长过程

中的点点滴滴。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以及爱尔安身上绽放的童

年独特的光彩和快乐令人印象深刻。男孩的智慧、善良、独立、

自强，既有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积淀的传承，同时又是一种与

世界文化的融合。秦文君将儿童文学写作当成一生最美的事

业，她的作品坚守儿童本位，以现实主义为基调，通过描写家

庭、校园生活，启迪儿童成长。《属于少年刘格诗的自白》包含了

12个悲伤与快乐、强者与弱者、宽容与不宽容、未来与命运的

“自白”，深刻记录了成长的痛楚、艰难和思考。走近刘格诗，便

翻开了一位少年的心理日记，会触动同龄人的共鸣，也会生出

原来如此的释然。薛涛中短篇小说集《随蒲公英一起飞的女

孩》收录了《生日礼物》《蓝飘带》《随蒲公英一起飞的女孩》等

22篇作品，后被收入湖北少儿出版社“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

经典书系”。作品中充满了对生活和情感的诗意表达，还有一

种豁达和洒脱的灵动之气。薛涛通过描写那些阳光、忧愁、幸

福、悲伤的小故事，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间找寻最真

的情感，触发对生活、生命意义的哲思，引领小读者在共情中习

得理解、宽容、善良，学会爱并逐渐成长。

以诗眼感受世间美好
世间所有的美好都是相通的，隽永的文字犹如动听的音

符，可以为孩子们打开一扇文学之门，让他们爱上文字。本届

获奖的诗集和散文集，文字优美，语言精练，集思想性与艺术性

于一体。金波老师本届的获奖作品《我们去看海》采用“十四行

诗”的形式写就。诗人以充满韵律感的诗句抒写乡情、亲情、

友情，展现大自然的神奇之美和孩子们的心灵之美。王宜振

的《笛王的故事》用纯真的童心视角，真挚的情感，为孩子们构

造起一个梦幻的世界。品读这些作品，犹如行走在天地之

间，轻吟浅唱中，皆是对生活的爱意。高凯的《村小：生字

课》则携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以质朴的原生态笔调，生动呈

现了乡村小学生上生字课的鲜活画面，浓郁的乡音如同画

外音一般在耳边响起。

孙幼军被誉为“一代童话大师”，本次获奖的《怪老头随

想录》是一本“随笔”，是作家对儿童散文写作的一种富有新

意的探索。作品采取作家和儿童两代人展开文化传递和精

神对话的形式，关于两岁时候“黄色小枕头”的故事、关于“小

黑狗”的故事，每一篇读来都身临其境。作品的文字朴实、感

情真挚，穿过尘封的岁月，那些成长的困惑和胆怯，依然能够鼓

舞到小读者。

回归自然探寻生命意义
大自然文学、生态文学创作的持续升温，是儿童文学创作

该时段的一个表征。本届获奖作品《黑叶猴王国探险记》《大绝

唱》蕴含着竞争、共生等天人关系的生态思维与自然法则，也蕴

含着人与动物、人与自然、人与地球和谐发展的理念，这样的作

品比其他文学题材更能直抵少年儿童的精神领地，引导他们面

对挫折、磨砺意志、敬畏生命。

中国大自然文学的兴起、发展与作家刘先平的名字紧密关

联。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创作野生动物王国探险小说《云海

探奇》以来，刘先平数十年如一日执着跋涉，五上青藏高原，四

探怒江大峡谷，三次穿越柴达木盆地，两次穿越塔克拉玛干沙

漠。他以艺术实践丰富了大自然文学的内涵。刘先平认为，一

个没有探险精神的民族是危险的，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给孩

子们提供可贵的探险精神。本届获奖作品《黑叶猴王国探险

记》是一部融探险性、科学性、知识性与儿童性于一体的纪实文

学作品，记录了刘先平等一行深入贵州黑叶猴自然保护区实地

考察、追踪黑叶猴踪迹的过程。峡谷、河流的壮美奇观，近距离

的接触黑叶猴，揭开了这个珍稀物种的神秘面纱。当读者随作

者艰辛的步履探寻大自然的神奇奥秘时，能感受到来自大自然

震撼人心的魅力。方敏的《大绝唱》被称为生命状态小说，作品

以动物的视角描写人与河狸之间的故事，记录了一个寻求绿洲

的新种群——沙田村人类的到来如何打破了两岸动物原有的

生态平衡。作家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悲悯，严肃又深刻地探讨

生命，传达自然的真谛——地球不仅仅只是人类的家园，也是

一切物种的家园。

精品的价值在于传世久远，经典的意义在于常读常新。在

本届获奖作品的回顾与总结中，我们看到了在时代洪流中坚

守、探索、开拓的儿童文学。作家们关注现实、关注当下，努力

通过作品打通少年儿童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连接。随着新世纪

的到来，儿童文学创新的大幕徐徐拉开。透过获奖作品，可以感

受到题材、形式在变，作品的格局也在变，当然，也仍有许多未达

成的期待。诚如本届评委会主任束沛德的评价：“近年来我国儿

童文学创作日趋活跃，但与3.7亿少年儿童的阅读需求相比，还

有一定差距。目前，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完美结合，真正让

广大小读者拍手叫好、难以忘却的文学精品还是太少。”

（由崔昕平儿童文学名家工作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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