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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源的扎西德勒》
杨志军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2022年2月出版

作家杨志军的《三江源的扎西德

勒》以儿童的视角，生动描画了三江源

独特的肌理、丰饶的血脉、宝贵而罕见

的动植物资源。这里有人与人的故事、

人与动物的故事、动物与动物的故事，

而最感人的是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人

与动物合力互助共生的故事，塑造了多

个为守住三江源、为救助保护动物而忘

我工作、默默奉献的普通人，那是一种

平凡中的伟大。

作者把一种深沉的情愫贯穿始终，

每一个故事、每一首诗歌都充满了对三

江源的祝福与热爱。在被一个个故事

感动的同时，还有一层温馨美好的情愫

不时漫上心头。因此，这场阅读漂流不

只是一次难忘的三江源之旅，更是一场

纯净而美好的精神洗礼，读者会在不知

不觉中高度认同作者所要传达的天人

合一、人与动物互相依存、互相救助、和

谐共生的理念。

另外，文中还穿插了很多诗和歌，

依靠文字的独特魅力，把自然之景与诗

情画意、故事、情感、理趣完美统一，互

相映衬，相得益彰，具有独特的文学质

感，不得不佩服作者老到而娴熟的艺术

功力。

——徐德霞（儿童文学评论家、《儿
童文学》杂志原主编）

《航海家归来》
王秀梅 著
青岛出版社

2022年1月出版

2022年，因为参加了“陈伯吹国际

儿童文学奖”和“秦文君儿童文学创新

奖”的评审工作，有机会阅读到了一批

中国儿童文学作品。如果让我梳理

2022 年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关键词，

我脑海中浮现出的是“创新”。“创新”是

文学进化的最大推动力量，尤其是对于

儿童文学这种受到儿童读者制约的特

殊文类而言，因为“戴着镣铐跳舞”，“创

新”既有其特殊的难度，又能够使作品

达到特有的高度。

因为“创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

作品有第二届“秦文君儿童文学创新

奖”的金奖作品李长菊《左右》，无论是

“左右”这一作品名具有的耐人寻味的

寓意性，还是兼具心理小说的蕴藉和情

节小说的外放的叙事性，乃至生动鲜

活、感受细腻的比喻性表现，都给人以

别出机杼、耳目一新之感。

王秀梅《航海家归来》是2022年度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最佳文字奖获

奖作品。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其创新性

在于将历史性、传奇性与少年的成长恰

到好处地融为一体，整体上呈现出独特

的艺术品格。

获 2022年度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

奖短篇最佳文字奖的石若昕《小鼠雕

像》是一篇构想颇为奇特的幻想小说。

作为一个蕴含情思的心灵治愈故事，作

家展开故事情节时，一路从容地明铺暗

设、巧妙地前呼后应，了无生硬造作之

感，而有瓜熟蒂落之妙。

——朱自强（中国海洋大学名师工
程讲席教授）

《战斗英雄王大胜的故事》
刘海栖 著
明天出版社

2022年10月出版
在当代儿童文学艺术发展的语境

下，《战斗英雄王大胜的故事》是一部具

有重要拓展意义和价值的儿童小说。

从观念到语言，从故事到叙述，这部作

品都体现了富于意义的创新与探索。

这些年来，刘海栖的儿童小说已经形成

了作家个人极具辨识力、表现力的个性

与风格，其小说叙事的贵简传神，童年

视角的真切自然，以及流转其间、彼此

相融的生活幽默、智慧和温暖，给读者

留下了深刻印象。

《战斗英雄王大胜的故事》进一步

展示了刘海栖儿童小说的两大特点：一

是“说”的艺术，二是“真”的艺术。如何

从儿童故事的“叙说”中发现、提炼、创

造一种童年讲述的独特美学，如何让这

种“叙说”在朝向儿童的同时，努力抵达

历史和生活的“真实”，这是这部小说带

给当代儿童文学的艺术贡献，也是它留

给我们的艺术思索。

——赵霞（浙江外国语学院副教
授，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

《列车开往乞力马扎罗》
王璐琪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2年3月出版

作为“90后”儿童文学作家代表之

一，王璐琪勇于探索多种创作题材。近

年来立意新锐之作不断问世。2022

年，王璐琪将视角聚焦中非合作的历史

丰碑——“坦赞铁路”，创作了长篇儿童

小说《列车开往乞力马扎罗》。

这是一部聚焦“一带一路”话题、讴

歌中非友谊、树立中国可信可爱国际形

象的少年成长小说，作品入选“中宣部

2022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2020年

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王

璐琪从少年的探寻起笔，在现实与回忆

两条线索的交叉叙事和复调结构中将

宏大主题悄然洞开，围绕新中国成立以

来第一大援外工程“坦赞铁路”的历史

与当下，勾连起三代人的命运流转，表

达了中非友谊源远流长的主旨，呼应

“一带一路”宏伟战略，亦对奉献与大爱

的坦赞精神进行了动情的讴歌。

——龚小萍（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文学分社副社长兼分社儿童文学编辑
室主任）

《冷湖上的拥抱》
于潇湉 著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2年4月出版

《冷湖上的拥抱》是一部将宏大题

材与平凡人物交织在一起的作品，沙漠

与油田这样雄浑有力的环境背景给了

故事更高远的讲述视角和广阔的讲述

空间。而女主人公的普通，则让读者与

之有了更多的情感共鸣和心灵交流，得

以更为自然流畅地走进这样一个陌生

而遥远的空间之中，让作品有了更为

亲近的叙事角度。油田与少女故事在

沙尘中展开，但猛烈的风沙并没有模

糊主人公的视线，反而让她在前辈的

带领下，经历了历练与打磨之后，真正

成为苍凉沙海中一朵更为鲜艳而坚强

的花朵。

——葛竞（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
副教授）

《瓦屋山桑》
张国龙 著

《人民文学》2022年第6期

张国龙的《瓦屋山桑》围绕少女李

花一家，讲述了四川乡村一群少年艰难

的成长历程。即将步入高中的李花因

为家境贫寒即将辍学，为了赚取学费，

李花跟着朋友晓珍去卖柏树籽，途中历

经千难万险，最终捧得几张钱币。哥哥

铁桥心中升起了复学的苗头，但为了支

持妹妹又决意出门打工。除了李家兄

妹，小说还写了想要摆脱命运离家出

走的陈和平、艰辛复学的康正康、胆小

却又仗义的晓珍。他们面对着贫困这

个敌人，仍然抱有一腔孤勇，“盼学有

所成，信劳有所获”。最终，村干部罗

主任给了爷爷和铁桥修公路的工作名

额，解决了李家人的燃眉之急。小说以

细腻的笔触展现了乡村振兴过程中农

村少年的命运转机，发掘了平凡生活中

的不凡。

——严晓驰（浙江农林大学教师、
儿童文学青年学者）

《精灵小米》（全4册）
庄海燕 著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2年4月出版

不研究元宇宙的“盲拧”世界冠军

不是一个好的儿童文学作家——庄海

燕作为中青代儿童文学作家的主力军，

身上的标签远不止这些。难能可贵的

是，他将所涉猎和钻研的领域知识深入

浅出地应用于儿童文学创作中去，于是

有了像川少社出版的《精灵小米》这样

的优秀作品。每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可能都幻想过一个“超现实”小伙伴的

陪伴，比如哆啦A梦和大雄，而《精灵小

米》的主人公沙小西也有这样一个小伙

伴，那就是精灵——小米。他们都不是

完美小孩，在互相陪伴的过程中逐渐优

秀、长大，而让他们优秀起来的办法就

是共同经历、用心感受。比如故事中沙

小西和小米为了记单词熬了一锅“过目

不忘”汤，却因为粗心大意搞错配方，爸

爸妈妈误喝后双双变成了猫。为了能

让爸爸妈妈变回原来的样子，沙小西和

小米想尽办法、不断尝试，终于成功。

用这样的故事引领着小读者和沙小西、

小米一起改掉粗心大意的毛病，强过百

句的生硬说教。同时在这套书中，庄海

燕还将他作为“世界记忆大师”导师的

记忆方法倾囊相授，教给小读者们科学

思维的方法、提升快速阅读和快速记忆

的能力。

——张莹莹（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营销部主任）

《你看月亮的脸》
李秋沅 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2年5月出版

儿童文学势必要关注到儿童的成

长。2022年李秋沅的《你看月亮的脸》

将少女们的成长历程放置在精心搭建

的“上古街”，借由月亮的意象呈现出人

物与自我的对话，传达了信念的力量。

作者以少女金杏的视角描摹童年敏感

而又真实的故事，“我”在他者的目光里

变得焦虑、自卑，幸而在钢琴的陪伴下

寻找到面向未来的光。正如月亮也有

暗淡的一面，成长的阵痛是每个人的必

修课。从逃离“月亮”到被“月亮”吸引，

身份的转换也悄然发生着。小岛、音乐

与“蓝色世界”，李秋沅以细腻空灵的文

字展开了一幅带有独特童年生命体验

的历史画卷。“上古街”不仅是一代人

的成长缩影，更是作者本人理想的童

年记忆。作者深知少女们的成长不会

只在“上古街”完成，她们将带着这份印

记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卫栋（青年学者、浙江师范大
学儿童文学博士）

《桦皮船》
薛涛 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2年3月出版

船的发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象

征，也是重要的文化意象。薛涛的长

篇小说《桦皮船》关注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桦皮船制作技艺，其独有

的文化魅力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

化自信和工匠精神。在这本以“一条

船”为意象的书中，我看到了“三条

船”：首先，这是一条厚载中华民族传

统的文化之舟。当代鄂伦春人对传统

文化遗产的疼惜与珍视，是民族情感

最朴实、最真挚、最自然地流露。其

次，这是一条驶向人类现代文明的时

代之舟。通过爷爷由山林走向城市，

孙子由城市回溯故乡，实现了传统和

现代的握手言和，是人类向着未来出

发理念的生动写照。第三，这是一条

承托万物悲悯情怀的精神之舟。作品

尽显对平凡小人物命运，以及那些令

人亲近的动物伙伴的温情关注，深刻

体现平等包容的儿童观念和富有悲悯

情怀的美学追求。

相信这艘举重若轻的心灵之船，

会更加行稳致远，驶向经典儿童文学

的星辰大海。

——张怡（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儿
童文学编辑）

《夜色玛奇莲11：毛豆邂逅浮冰上
的男孩》

顾抒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年9月出版

夜色玛奇莲系列小说是作家顾抒

的代表作之一，故事围绕“这世界有兽”

的核心设定，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幻想世

界的世界观。在《夜色玛奇莲》重版之

际，顾抒推出了系列新作《毛豆邂逅浮

冰上的男孩》，让黑猫奶茶店的故事得

以继续。在此前的小说里，毛豆陷入了

反复寻找失踪父亲的“轮回”，整个系列

作品实际上已经形成了较为圆满的闭

环结构。续作在此基础上另开新路，将

叙事人毛豆的视角“重启”，让毛豆再次

开始寻找父亲。故事也回到了系列早

期较为经典的、帮助主角身边内心空洞

的人找回自我的单元式结构，并借由患

有精神分裂症的少年何西的形象巧设

悬念，使故事一波三折，引人入胜。作

为读者众多的代表性儿童文学系列幻

想小说，作者能够坚持创作，且推出的

续作能够不落窠臼，展现出故事更多的

可能性，实为难能可贵。

——封文慧（儿童文学青年作家）

责任编辑：教鹤然 2023年2月6日 星期一文学评论

一
个
人
的
儿
童
文
学
年
度
综
述

□
王
泉
根

■
插
图
欣
赏 ·

第
五
三
六
期
·

《
塞
普
尔
维
达
童
话
：
白
鲸
的
故
事
》
插
图
，

一
格

绘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2023

年1

月

我眼中的2022年儿童文学
辞旧迎新之际，送虎接兔之时，实在百感交集，心里一直琢磨

着要不要写一篇文章留作纪念。从书房阳台望出去，太平湖地铁

车库进进出出的列车明显增多了，二环路上闪烁的车灯越来越密，

进出北师大只要刷“校园卡”不用再申请报备，日子正在翻开新

篇。回首2022年，作为读书人、教书人、写书人，就读书、教书、写

书而言，如果要作一个年度综述还是有一些东西可写的。这一年，

主持了一位博士后的出站论文报告，出版了一本《吴宓研究与文化

论丛》，所读之书也有不少，其中之一是逐字逐句重读了明代吴敬

梓的小说《儒林外史》。如果放开来写，这篇文章不免头绪太多。

作为一个留恋童年并因而热爱儿童文学的人，还是写一写2022年

儿童文学的年度综述吧！当然，这是我一个人的，回顾我在2022

年所做的与儿童文学相关的自以为值得记录一下的“大事”。

首先是历经三年，由我主编的《百年百篇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文

丛》（后文简称《百年百篇》），终于由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在2022

年出版，首印一万套。这套丛书从启动到出版，正好与防疫三年同

步。2020年元月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长江少儿出版社的领导与

我商议了进度、规模。我拟好具体方案后，原定要去出版社详细研

讨落实细节，万万没有想到春节过后武汉突然封城，2022年居然

没有离京外出参加过一次现场的线下会议，这在我几十年的从教

与学术生涯中还从未有过。因而《百年百篇》这套规模不小的书

系，全部文稿的选编、复制、传送、修改、定稿，全部都是通过手机、

邮件、电话，没与编辑、社长见过一面，真正的“线上”作业，这也算

是创造了特殊时期的一个奇迹。

《百年百篇》是与《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后文简

称《百年百部》）相配套的大项目。《百年百部》是长江少儿出版社连

续三年码洋过亿的经典图书品牌，选的是长篇经典，重在“整本书

阅读”；而《百年百篇》则是倡导“短经典”的阅读，短篇作品难以计

数，主编这套短经典自然需要投入大量时间与精力，从2020年启

动以来，整整三年朝乾夕惕寄身其中。深深感谢束沛德、金波、张之路、高洪波、曹

文轩、朱永新组成的顾问委员会的关照与支持，感谢蓝蓝、“崔昕平儿童文学名家工

作室”以及北师大多位博士同学，精心撰写入选作品的导读赏析文章，终于确保了

书系的品质与价值。最终出版的《百年百篇》书系共25册，汇集了百年中国儿童文

学短篇小说、童话、诗歌、散文4大文体、19个主题、428位作家的552篇经典作

品。书系的总序《“短经典”阅读意义与百年表达》，发表在2022年7月7日的《中

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这是我在2022年所做的儿童文学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可记之事是担纲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中国儿童文学”专题，

也即《中国儿童文学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是由国务院立项的国家

级重大出版项目，是新时代构建中华民族优秀文明、提升国家整体文化形象、把握

国家话语权、反映当代科学知识的重大基础性出版工程。习近平总书记于2018年

11月9日对做好《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的编纂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承蒙《中国

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总编委员会的信任，聘请我担任第三版“中国儿童文学”的主

编，负责该专题2600多个条目的组织与编纂工作。

这是我几十年来从教与学术生涯中自感责任与压力最大的一项工作，不能有

半点马虎。自2020年接受任务以来，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具体指导下，从

设计全书的框架结构、组织各分支卷的负责人与专家编写团队、研讨确定各分支卷

的条目、宣讲条目体例展开条目的具体编纂，直到修改各分支卷提交的条目初稿、

修改审定。其间的辛苦与付出实在一言难尽，有时为了一个条目，需要查核多种书

籍，与撰写人多次联系。感谢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感谢孙建江、李利芳、崔昕

平、舒伟、张国龙、李红叶、姚海军、吴翔宇等分支卷负责人及全体撰写专家，正是由

于他们的团结协作、智慧与奉献，终于确保了在2022年年底之前，完成了大部分条

目的初稿，并实现其中500条目的线上发布。虽然《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中国

儿童文学”还未完成最后的定稿工作，但已有了一个基础，这是我在2022年可以记

录一下的第二件儿童文学“大事”。

第三件可记之事是担任202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儿童文

学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的首席专家。这一项目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

工作办公室发布的重大项目招标课题，我撰写了将近5万字的课题论证报告。在撰写

过程中，使我深感中国儿童文学文献资料整理研究的重要性、紧迫性及责任担当。

百年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经由几代作家以极大的艺术匠心前赴后继的创造

性劳动，已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润泽化育数代中国孩子的精神食粮。然而理论研

究并未与创作的繁荣同步，制约理论研究发展的最大瓶颈，正是长期以来对文献资

料整理发掘工作的严重脱节滞后。迄今为止，不要说建立起打通古今、跨越创作、

理论、传播的儿童文学文献史料资料库、数据库，甚至连被茅盾誉为“中国编辑儿童

读物第一人”的孙毓修（1871-1923），被鲁迅肯定“给中国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

的路”的叶圣陶（1894-1988），还有创作、翻译、理论、教学、编辑全能儿童文学家

陈伯吹（1906-1998），“中国科幻文学之父”郑文光（1929-2003）等，均没有作家

论层面的儿童文学研究资料与相关创作年表。史料是研究的基础。王富仁先生认

为“有无雄厚的文献基础则是一个研究领域是否已经成为显学的基本标志，也是一

个研究领域能否穿越历史的时空而在各种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都能获得持续发展的

前提条件”。无论是实现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经典化、史学化，还是儿童文学

作家作品等微观研究，都离不开中国儿童文学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考察整理百

年中国儿童文学的重要作家作品文献资料、理论研究文献资料、儿童文学发展历史

史料，并从中聚焦、概括出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演进、学术理论与美学精神，已成为

中国文学史与新时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极具学术价值与学科建设意义的课题。

5万字的课题论证报告，使我越写越兴奋，越写越感到研究的紧迫性。就在我

提交《投标书》直至获批立项的过程中，我听到了一个个当代儿童文学名家突然离

世的消息。任溶溶、葛翠琳、王一地、沈虎根、杨啸、张秋生、刘先平、李建树，还有同

学汤锐。在2022年的最后一天，董宏猷竟然又走了！我黯然无语，仿佛听到了儿

童文学梁柱发出的“嘎嘎”断裂声！在课题论证报告中，我提出了撰写《中国儿童文

学作家研究资料》书系的计划，通过对重要作家的全方位文献资料整理，深度探究

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演变与艺术成就，同时也是为他们树碑立传。儿童文学作家

都是为民族下一代的健康成长默默付出的奉献者、耕耘者。我知道实际上很多人

是瞧不起儿童文学的，身在此行中，甘苦自己知。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

年中国儿童文学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的首席专家，我更有责任来为

这些奉献者、耕耘者树碑立传。一开春，就需启动课题。这是我在2022年可以记

录一下的第三件儿童文学“大事”。

以上三件“大事”，一件已完成了，一件完成了大半，一件即将启动。展望2023

年，实在有太多的事在等待着我，等待着与我志同道合的研究团队去耕耘、探究。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那么就让我们快步走进这越来越近的春光吧！

■作家、评论家、编辑荐书之2022年儿童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