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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在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指引下，儿童文学从业
者不断总结经验，开拓创新，为新时代儿童文学的高质量发
展贡献力量。回首过去一年，儿童文学作家、理论评论家、
研究学者和出版人以关键词的形式，对自身创作、研究及中
国儿童文学整体面貌做出深情回望，共同迎接儿童文学的
春天。

艰辛拼搏艰辛拼搏 顽强坚持顽强坚持

疫情使得人们的阅读交流方式、生活习惯和心理都发生
了很大变化，许多事情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中国儿童文
学依然顽强地坚持创作和出版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并受到
读者的欢迎和支持。作家张之路说：“2022年，中国儿童文
学的关键词是什么？我考虑再三，写下了‘顽强’和‘坚
持’，如果合起来就是‘顽强地坚持’。”他谈到，2022年令
他印象深刻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有很多，比如刚刚获得“五
个一工程”奖的作品《桦皮船》《冷湖上的拥抱》，还有以撤
侨为背景的《惊险旅途》、抗日战争题材的《战斗英雄王大
胜》、表现三星堆文化的《器成千年》等。

谈及个人创作的经验，张之路表示，自己虽不是研究
传统文化的专家，却以爱好者的视角，写了一些表现中国
传统文化的作品。他曾在2010年创作了长篇小说《汉字奇
兵》（原名《千雯之舞》），在写作过程中，他阅读了许多
关于汉字的书籍，也对中国的汉字故事发生了兴趣。十年
后，他写了《被委屈的汉字》这本书，并在文体上做出了创
新，每则故事都精短而不失趣味，兼具话题性和知识性。去
年，在出版社编辑的鼓励下，他延续前作的思路和优势，完
成了古文知识趣味读物《会说话的古文》和表达中国中医药
学的小说《姥爷有个百草园》。他认为，儿童文学不单是教
育儿童的载体，更是影响、陶冶儿童的艺术形式，希望自
己的创作能够唤起孩子们的热情与兴趣，也希望所有儿童
文学工作者能够继续坚持下去，为小读者奉献更多更好的
作品。

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和出版人在疫情之中艰难前行，
在忐忑不安与胆战心惊中走出了一条平凡而又非凡的道路。
评论家马光复认为，过去一年，我们走过了艰辛拼搏的路，
前面迎着的应该是一条光明坦途。回望虎年，他觉得好像天
天都活在长满尖牙利齿的虎口里，不敢忘记初心，一边防
疫，一边继续着手头上的工作。在疫情的阴影下，他读到了
全国各家出版社陆续出版的有质量、有特点的琳琅满目的儿
童文学新书，有低幼孩子阅读的图画书，有少年儿童阅读的
成长小说，也有涉及各种生活与知识领域的知识类读物、科
普图书等，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出版人带着苦涩与欣喜
走完了艰辛漫长的荆棘道路，从虎口脱险，迎来了充满生机
与活力的兔年，也将迎来儿童文学的勃勃春天。

跨界延展跨界延展 寻传统之根寻传统之根

当代非虚构儿童文学正在经历一个新的蓬勃发展时期，
这一点在2022年的中国儿童文学中体现得格外明显。学者方
卫平谈到，各种类型的非虚构图画书、科普读物、传记读物
在这一年的儿童文学创作、出版、阅读中占据了显要位置。
如果说，一直以来非虚构传统都伴随着中国儿童文学的发
展，那么当下非虚构儿童文学创作潮流值得关注的新质与特
质有三。一是插图语言得到更多重视和发展。尤其是在非虚
构图画书类读物中，对于插图艺术及其表意能力的理解体现
了很大的进步。二是童年视角得到更多关注和呈现。很长时
间里，非虚构儿童文学读物主要以其知识介绍、经验传递的

“非虚构”特性受到人们关注。近年来，非虚构儿童文学对
“童年性”的关注不断加强，注重呈现儿童视角下知识、经验
的特殊感受与领会方式，一些作品从思想观念到表现艺术都
有值得肯定的重要提升。三是装帧设计的质量与创意引人注
目。这一年，我们看到了不少制作精良的非虚构儿童读物，
包括一些装帧设计达到很高水平的立体书。童书的装帧设计
本身即是其儿童观念的一种重要体现，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非虚构童书观念的发展。当然，对于当代非虚构儿童文学来
说，以上三方面可拓展的空间还很多、很大。可以预见，非
虚构儿童文学的写作和出版在新的一年还将继续盛兴，期待
它继续带给我们新的惊喜。

与此同时，中国儿童文学界弥漫着某种鲜明的传统意识
与传统焦虑，这也是2023年儿童文学写作与批评的重要关键
词。方卫平表示，一方面，儿童文学越来越将本土文化传统
的书写与承继视为自己不可推卸的艺术职责，传统文化素材
因此成为了一类较为普遍的写作题材，与传统密切相关的文
化继承与创新，也成为了这类作品的重要关切。另一方面，
在传统的书写、表现和思考上，不少作品显然还处在探索的
生涩与犹疑中。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问题上。第一，如何
在当代生活语境下真实地复原已然或正在消逝中的许多文化
和生活传统，亦即如何有效达成传统书写的真实性。显然，
对于许多非亲历性的传统题材写作而言，想象的失真是其面
临的一大困境。第二，如何在表层的时间、亲缘的连续性之
上，进一步追问传统与当下的内在联系，亦即如何深入理解
传统书写的当代性，“不仅感觉到过去的过去性，而且也感觉
到它的现在性”（T.S.艾略特）。对当下而言，传统的最大价值
不只是作为曾经的记忆、怀旧的乡愁，而应同时是一种当下

之物。但恰恰是在传统与当下的汇流中，许多作品的表现是
顿挫和凝滞的。我们身处的时代，既与传统空前决裂，又怀
着对它巨大的热情。对于那些关注传统的童年写作而言，传
统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文学的语境里思考传统、书写传统又
意味着什么？这其中，艺术问题与观念问题互为表里，相互
牵制也彼此成全。

2022年将注定成为人们精神记忆中一个难以忘却的年
份，伴随着某些复杂、未知与不确定性。属于2022年的中国
儿童文学，其发展步履却有种笃定的趋向在里面。学者崔昕
平也将她的感受界定为“延展”与“寻根”两个关键词，她
谈到，儿童文学的延展性是从多个维度呈现的：传统意义上
轻盈、出世的儿童文学，屡屡介入并颇为成功地托举了具有
时代重量与现实意义的题材；作为“门类”的儿童文学，屡
屡在作家们笔下成为了作为“方法”的儿童文学；儿童文学
的作家群体，也屡有跨界创作的“破圈”延展，且似乎正在
成为一种新常态。而正是这些来自各维度的延展，辅以丰富
而大量的创作实践，推动了儿童文学的寻根之思。这种寻
根，既有基于儿童文学文体艺术属性的不断确认与圈定的文
学意愿，更有在世界范围、现代视野与史学脉络下，如何评
述具有主体性立场的、中国儿童文学的本土路径与美学特
质、文学经典与价值功能等基础问题的理论之思。2022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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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项启动，将成为支撑上述探索与探
讨的有效资源。

2022年是儿童文学历史上一个比较关键的年份，在评论
家陈香看来，其重要的标志性现象是，成人文学名家集体试
水儿童文学创作并取得成功，拿出了堪称儿童文学精品的一
批作品，如杨志军的《三江源的扎西德勒》、徐贵祥的《琴声
飞过旷野》、叶广芩的《熊猫小四》等。近年间，因为新世纪
儿童文学写作内涵的拓展和儿童文学的社会关注度日益提
升，一批成人文学作家试水儿童文学创作，但创作成果有好
有坏、毁誉参半。评论界和读者批评这些不太成功的儿童文
学创作尝试的主要原因是“不是儿童文学”，并不是说文学作
品中书写了儿童主人公，这部作品就是一部成功的儿童文学
作品。儿童文学拥有它独有的生命哲学与审美特质。儿童文
学伴随着儿童的发现而产生，是否“为儿童”，是否以儿童为
本位，是否成功使用儿童视角，成为判定作家创作是否属于
儿童文学的最主要的标准。深入儿童的情感肌理，深切观照
儿童的生命体验，是成功进入儿童文学写作并拿出代表作品
的作家，其儿童小说呈现纯正儿童本位的关键所在。陈香认
为，成功的儿童视角的使用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否以儿童
主体性的视角去观察世界并完成文学书写；其二，是否真正
尊重和赞赏儿童生命形态的存在，葆有对童真世界由衷的欣
赏、赞叹和慰藉。一旦童年的生命体验、儿童的生命表征投
射于文学场域当中，就会产生千姿百态的生命意趣和鲜活清
亮的语言意味。

她谈到，从2022年的儿童文学创作现场来看，一批成人
文学名家准确地把握住了儿童文学写作的“儿童性”的核心
关键。比如第一次进行儿童小说创作的徐贵祥，其《琴声飞
过旷野》正是一部成功的儿童文学书写，注意到了儿童视角
的呈现，以及战争题材儿童小说的写作伦理。当然，其中倾
注了出版方和编辑的心血，但这也标志着，成人文学名家开
始意识到儿童文学创作与成人文学创作有着本质区别。当成
人文学名家意识到儿童文学创作“儿童性”“儿童本位”的核
心关键后，儿童文学将迎来优质作者的扩容，这一批新进入
者，将为儿童文学带来更为丰富和开放的文学样本，为儿童
文学写作提示新的叙事边界和艺术魅力，为童年的书写状态
和生命体验提供了更为多维的尺度，也让童年的文学意象更
具张力。

关注生态关注生态 探索自然探索自然

因为疫情的原因，2022年很多孩子走出家门感受自然的
机会变少了，但儿童文学中对于自然的探索却迸发出了前所
未有的蓬勃生机，无论是题材还是内容都有很大的突破。和
以往倾向于以动物、植物的视角去讲述自然的故事不同，越
来越多的儿童文学作家更偏好于将自己置于故事的情境之
中，以自身的经历和幻想为纽带为孩子们缔结与自然的联
系，在平衡“征服者”与“参与者”双重身份的过程中让孩
子们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疫情让人们关注的视觉焦点更多地放在自然与人的关系
上，讲述儿童与动物、少年与大自然的故事，回顾自然的历
史，守护地球的绿色生态等，这类作品以独特视角为读者打
开了当下儿童的生活一角，让我们与暖流涌动的童真世界相
逢。作家保冬妮从2022年度优秀畅销书少儿排行榜的40部
作品中发现，畅销作品的主题关键词大多离不开自然、宇
宙、历史、科学、童年等词汇，她认为，这大概能够看出
2022年儿童文学创作的热点所在。谈及个人的创作经验，去
年她出版了以自然为主旋律《我的飞鸟朋友——你如此勇
敢》《我的飞鸟朋友——你如此可爱》系列图画书，今年也将
会继续关注自然主题，继续推出新作。

“2022年是不平凡的一年，有过等待，也有过期待。在
我们到达不了的远方，那里的人的命运与我们息息相关，生
活的停顿也让人和邻里、身边人的关系更加密切。”“90后”
青年作家常笑予谈到，2022年的儿童文学也或远或近地呈现
着这种人与自然的微妙关系：在远方，薛涛的《桦皮船》把
目光投向了大兴安岭，于潇湉的《冷湖上的拥抱》笔尖走向
了柴达木盆地；与我们呼吸相连的不只有远方的人，还有沈
石溪《海豚之歌》中的海洋和宽吻海豚、湘女《勐宝小象》
中的热带雨林和象群、邓西《秘境回声》中的长臂猿；在身
边，高源的《落叶蝴蝶》里有小植陪伴病弱爷爷时对生与死

的思考，黄文军在《喓喓草虫》中让童年的花草虫鸟穿过恬
静的时光来到读者面前。这些儿童文学作品中呈现出的生动
细节，都与小读者们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

“越是无法触及的越是渴望了解。藏在鸟羽里的风，躲在
冰雪下的溪流，猫在松针下的蘑菇，还有数不清的可爱小兽
抖着身上的绒毛……”同为“90后”青年作家的刘天伊也认
为，这些对于孩子们来说略显遥远、又有着不知名亲切感的
情节恰恰为孩子们弥补了时空的遗憾，引他们进入美丽、神
秘、富饶的大自然，让他们得以感受不同生灵的美与丑、喜
与悲，让孩子们在天地山海间领悟到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
互影响，实为“命运共同体”的真谛，从而使孩子们在故事
中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以崭新的精神、全新的
视野去拥抱自然，亲近自然，融于自然。

焕发生机焕发生机 走向远方走向远方

身处大时代，需要有大文学。儿童文学是大文学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中国有着三亿多儿童和源远流长的文化根基，
成长为世界儿童文学大国具有历史必然性。据作家秦文君观
察，2022年的儿童文学作家们一如既往地深入生活，创作不
停，努力写出优秀的长篇小说、童话、图画书，立志为时代
沿革多留下一些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作品。不断有高水准的作
品问世，正是儿童文学发展的希望之本。

互联网时代的特征之一是快速和共享，这些年来老中青
三代作家们都在尽力把好的儿童文学分享给孩子，把文学精
神推到校园、广袤的城镇、乡村。秦文君谈到，因为疫情原
因，2022年作家进城乡校园与小读者面对面的交流几乎停
滞，但为完成对下一代人文学阅读的启蒙，促进儿童阅读的
社会化，不少作家造新船去远航，开启如火如荼的线上讲座
和互动。使她感触最深的是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等公益机构，
该机构发起的百位作家助力儿童慧读慧写公益活动正式上线
抖音平台，连续50周有100位成就卓著、知识渊博、深切热
爱儿童的作家联手进行儿童读写心得传授，首批发来视频的
有金波、高洪波、叶辛、曹文轩、朱自强、圣野、沈石溪、
汤素兰、刘海栖、薛涛、戴萦袅等30位作家，由秦文君担任
主持，将作家们分享的各自童年的阅读经验，讲述好书的多
种阅读方式引荐给读者，并为儿童、家长、教师们解析儿童
文学名著，通过专业的读写、理解、思维，为孩子点燃读写
爆发力，点燃他们对生命的热情与希望，鼓励更多的儿童向
阳而生。目前，该活动已连续推出10多位作家的共享视频，
浏览量达到200万人次，读者点赞数超过10万，特别符合快
速和共享的特征。秦文君认为，这对于作家而言是知识和智
慧的大奉献，在困难重重的2022年，作家们不负使命，积极
投入公益，是一种新趋势、新形式，更是一种责任心的高度
凝聚与焕发。

“如果对2022年中国儿童文学进行概括，我会使用‘向
高处，向远方’。这组带有动词的短语蕴含着中国儿童文学的
奋进和追求。”出版人、作家王苗认为，儿童文学天然被赋有

“轻”“小”的底色，似乎与“厚重”“宏大”沟壑分明。但中
国儿童文学作家正在用努力突破鸿沟、缩短距离，把目光投
向遥远的柴达木油田、深邃的鄂伦春丛林、繁茂的热带雨
林、一望无际的辽阔深海，凝视民族记忆、家国情怀，直面
疾病和死亡，开阔儿童文学的书写领域，拓展儿童文学的题
材种类，丰富儿童文学的表现手法，建设儿童文学的美学命

题。书写中国故事，关注中国童年，彰显中国气韵，向高处
去，向远处去，向广袤的时间和空间里去，中国儿童文学没
有把自己定义在“小”“轻”“薄”的坐标上，而是在现实关
注、历史纵深等维度进行突破，奏出轻盈清丽又磅礴厚重的
黄钟大吕。不过，她也表示，作为儿童文学工作者，要时刻
保持清醒和自省，在走向高处和远方时，不能忽视眼前的琐
细和脚下的寸土。因为文学不只有重大和高远，也有世间的
寻常和暗光下的幽微。儿童文学书写不同场域下的孩童成
长，特定性、文学性、艺术性缺一不可，要像盐化入水，而
不是油浮在水上，只有持续不断地尝试与探索，才能看到前
方最美的风景。

新鲜探索新鲜探索 创新尝试创新尝试

作家汤汤在阅读2022年的中国原创童话时，脑子里冒出
的是“新鲜生长力”这个词，她感觉“新鲜作家”不少，“新
鲜作品”也不少。比如获得去年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小
十月文学金奖的石若昕，就是一个很年轻的童话作者，她的
获奖作品《小鼠雕像》和《万物之城》，呈现出一股清新又蕴
含人生滋味的轻逸气息。还有王庆兰、王落、喻舟、张家
平、孔阳新照等年轻的童话写作者，他们的作品呈现出活泼
灵动的创作力量。如王庆兰的《夜酣酣》，把夜的声、光、
色、形做了极富质感的演绎，让人直呼巧妙；王落的《客厅
里住进一片海》，像养一只宠物那样在客厅里养了一片海，对

“成长”做了好玩又新鲜的解读；喻舟的《云朵只卖一硬币》
观照孩子们在成长中的无助，用丰富的细节给读者代偿式的
满足感；孔阳新照的《再见数十下》用独特的形象写出了成
长的艰难和遗憾，回味悠长；张家平的《魔女今日起飞》讲
述爱与信赖的奇迹，人物设定新鲜有趣，故事内核带给读者
独特的体验。这些年轻的作者，是中国原创童话新的生长
力，他们让童话创作更具游戏精神和乐观精神，用童话将生
命真实的一面展现给孩子，让孩子们在故事中经历人生百
味，获得心灵成长。

回顾2022年，中国儿童文学在守正中创新，在追寻中开
拓，创作、出版与研究等各领域都呈现出新的探索与尝试，让中
国儿童文学在书写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上有了全新的表
达。青年评论家周博文谈到，去年有很多展现出这种特质的文
学作品值得关注，比如“99童书”推出的绘本诗集《今天很特
别》，用诗歌的形式展示了中国传统节日的儿童情趣与诗化特
征，童诗与绘本、传统节日与现代诗歌的结合呈现出全新的体
裁融合、编创理念和文本气质。海燕社策划出版了“家国少年”
系列，其中《大银杏树的小秘密》聚焦战争年代红军小战士身体
与精神的成长，展现他们追寻与抗争的蜕变之路；《霜叶的红十
月》书写战争中不同身份女性的生活现实与心灵历程。两部作
品以儿童视角，突出表现了战争年代长征精神对于少年儿童的
影响与引领，在用儿童文学讲述革命历史、表现家国关系、传承
红色精神上做出了新的探索。少年儿童出版社继续推出“小巨
人原创系列”，题材多样、内容多元，书系在呈现新时代中国少年
蓬勃发展的精神面貌的同时，也打造了一套具有海派特点的耳目
一新的儿童文学原创精品。他认为，在学术研究方面，也有很多
专著及评论文章值得关注，陈晖为原创桥梁书提出了新的美学
标准与价值追求，李利芳撰文呼吁构建新的中国特色儿童文学
批评价值体系，崔昕平出版了《新聚焦：儿童文学创作现场》等。
儿童文学的研究工作也着眼于新的问题、新的现象，探求新的
标准、新的要求，为探寻中国儿童文学自己的道路拓土开疆。

-

石
头
，你
没
事
吧
？

-

没
事
，我
只
是
无
法
挣
脱
我
的
厌
倦
感
。

新锐视界新锐视界

（文/海浮石 图/巴西木）

- 啊？那......那怎么办？
- 别担心，我正在等。
- 等什么？

-

等
待
我
厌
倦
了
厌
倦
的
时
刻
！

2022年度中国儿童文学关键词

向高处去，向远处去，向广袤的时间和空间里去
□教鹤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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