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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读者目标读者（（儿童儿童））是儿童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是儿童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的

焦点焦点，，并由此形成了儿童文学的基本研究模式并由此形成了儿童文学的基本研究模式：：儿儿

童作为目标读者童作为目标读者，，作为文学反映的对象作为文学反映的对象，，研究其年研究其年

龄特征龄特征、、精神特征及审美接受特征精神特征及审美接受特征。。由此延展到由此延展到

成人与儿童的关系成人与儿童的关系、、成人的儿童观等问题成人的儿童观等问题，，继而生继而生

成儿童文学的教育应用学研究成儿童文学的教育应用学研究，，包括儿童阅读心包括儿童阅读心

理研究理研究、、阅读推广研究阅读推广研究、、语文教育研究等等语文教育研究等等。。这种这种

研究从实研究从实用角度出发用角度出发，，突显了儿童文学的教育学突显了儿童文学的教育学

意义及儿童文学之于儿童精神成长的意义意义及儿童文学之于儿童精神成长的意义。。然然

而而，，从目标读者从目标读者（（儿童儿童））出发所建立的诗学话语体出发所建立的诗学话语体

系自我设限系自我设限，，难以阐释儿童文学文本丰富的美学难以阐释儿童文学文本丰富的美学

意味与文化精神意味与文化精神，，研究者普遍产生研究者普遍产生““理论理论””小于小于

““文本文本””的感触的感触，，意识到儿童文学话语方式的建构意识到儿童文学话语方式的建构

需要突破既定的思维模式和狭窄视域需要突破既定的思维模式和狭窄视域。。当前儿当前儿

童文学研究越来越重视将经典儿童文学从单纯童文学研究越来越重视将经典儿童文学从单纯

的的““儿童读物儿童读物””中解放出来中解放出来，，而视为独特的文类来而视为独特的文类来

谈论谈论。。如佩里如佩里··诺德曼的诺德曼的《《儿童文学的乐趣儿童文学的乐趣》《》《隐隐

藏的成人藏的成人：：定义儿童文学定义儿童文学》》等等，，即强调儿童文学应即强调儿童文学应

当被当作文学中独特的一种文类来研究当被当作文学中独特的一种文类来研究。。DebDeb--

orah Cogan Thacker /Jean Webborah Cogan Thacker /Jean Webb的的《《儿童文儿童文

学导论学导论——从浪漫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从浪漫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亦强调亦强调

儿童文学绝对是个独树一帜的范畴儿童文学绝对是个独树一帜的范畴，，作者致力于作者致力于

披露童书本身堪称隽永之处披露童书本身堪称隽永之处，，致力于思考儿童文致力于思考儿童文

学在整个文学史而非仅仅在特定研究领域中所学在整个文学史而非仅仅在特定研究领域中所

占的地位占的地位。。芭芭拉芭芭拉··沃尔的沃尔的《《叙述者的声音叙述者的声音：：儿童儿童

虚构文学虚构文学的两难的两难》》一书同样将儿童一书同样将儿童文学视之为文学视之为

一种独特文类一种独特文类，，她将传统的她将传统的““儿童文学儿童文学””的概念置的概念置

换为换为““童书童书””（（childrenchildren’’s books book））来讨论来讨论，，并将它并将它

定义为定义为““为儿童写作为儿童写作””（（writing for childrenwriting for children））的的

书书，，继而从叙事学角度提出了她的基本观点继而从叙事学角度提出了她的基本观点：：““一一

本书之为童书的标志本书之为童书的标志，，不在于它说了些什么不在于它说了些什么，，而而

在于它怎么说在于它怎么说。。””这就为思考童书提供了另一个这就为思考童书提供了另一个

关键词关键词：：““对儿童写作对儿童写作””（（writing to children /writing to children /

talking to childrentalking to children）。）。树树立儿童文学的文类概立儿童文学的文类概

念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更全面地解读童书的念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更全面地解读童书的

独特价值独特价值，，也有助于破除童书创作者的某些观念也有助于破除童书创作者的某些观念

迷误迷误。。””

儿童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型而存在儿童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型而存在，，

其参照系是其参照系是““成人文学成人文学””。。同为同为““对世界的艺术反对世界的艺术反

映映””，，其主题皆涉及人与自我其主题皆涉及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他人、、人与社人与社

会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皆涉及人类基本的情感模皆涉及人类基本的情感模

式式，，但两种文学类型处理主题的方式则常常区别但两种文学类型处理主题的方式则常常区别

很大很大。。正是反映世界的方式不同正是反映世界的方式不同，，而产生了儿童而产生了儿童

文学独特的话语体式文学独特的话语体式。。

讨论儿童文学的复杂之处在于儿童文学作为讨论儿童文学的复杂之处在于儿童文学作为

一个文类内在地包含了一个文类内在地包含了““儿童儿童””与与““成人成人””之间的永之间的永

恒矛盾恒矛盾，，佩里佩里··诺德曼在诺德曼在《《隐藏的成人隐藏的成人：：定义儿童文定义儿童文

学学》》中对此做了分析中对此做了分析。。然而然而，，现代文体学和叙事学现代文体学和叙事学

理论提醒我们理论提醒我们，，““儿童儿童””是儿童文学的核心审美范是儿童文学的核心审美范

畴畴，，是儿童文学话语体式产生的原点是儿童文学话语体式产生的原点，，是一种支配是一种支配

性的文体规范因素性的文体规范因素。。也即在儿童文学这一文类也即在儿童文学这一文类

范畴中范畴中，，““儿童儿童””不仅意指目标读者或文学的反映不仅意指目标读者或文学的反映

对象对象，，亦指称文学的反映方式亦指称文学的反映方式。。换句话说换句话说，，““以儿以儿

童为读者童为读者””不仅意味着对现实儿童的关怀不仅意味着对现实儿童的关怀、、对儿对儿

童受众的自觉童受众的自觉，，更意味着一种叙事策略的选择更意味着一种叙事策略的选择，，

也即芭芭拉也即芭芭拉··沃尔所言的童书之为童书沃尔所言的童书之为童书““不在于不在于

说什么说什么，，而在于怎么说而在于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即一种风格即一种风格

的选择的选择、、文类的选择文类的选择、、话语体式的选择话语体式的选择，，一种理解一种理解

世界世界、、把握世界把握世界、、认知世界的方式和视角的选认知世界的方式和视角的选

择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既强调了作者与儿童平既强调了作者与儿童平

等对话的民主精神等对话的民主精神，，强调了作者的责任心强调了作者的责任心、、使命使命

感和智慧感和智慧，，同时强调了童书创作同样具有现代个同时强调了童书创作同样具有现代个

体写作的基本特征体写作的基本特征。。

众所周知众所周知，，现代意义的童书写作基于明确的现代意义的童书写作基于明确的

““为儿童写作为儿童写作””的前提的前提，，这标志着一种读者意识的这标志着一种读者意识的

觉醒觉醒，，一种对读者身份的体认一种对读者身份的体认，，然而然而，，这种主观诉这种主观诉

求的最终实现却有赖于具体的叙事策略的运用求的最终实现却有赖于具体的叙事策略的运用，，

也即芭芭拉也即芭芭拉··沃尔所言的沃尔所言的““对儿童写作对儿童写作””。。““对儿对儿

童写作童写作””意味着写作时有一个假想的或现实的孩意味着写作时有一个假想的或现实的孩

子在听子在听，，同时有一个充满自我觉知的讲述者在同时有一个充满自我觉知的讲述者在

讲讲。。于是于是，，受述者的在场感提醒叙述者自然而然受述者的在场感提醒叙述者自然而然

地采取了区别于成人文学的叙事方式地采取了区别于成人文学的叙事方式，，这种叙事这种叙事

方式里包含叙述者的审美倾向和叙事习惯方式里包含叙述者的审美倾向和叙事习惯，，也包也包

含对受述者全部的爱含对受述者全部的爱。。从爱出发而产生叙事智从爱出发而产生叙事智

慧慧，，叙述者不仅会考虑到受述者的接受能力叙述者不仅会考虑到受述者的接受能力，，也也

会考虑到如何将更多人生经验会考虑到如何将更多人生经验、、人生感悟和人生人生感悟和人生

智慧有效传达给受述者智慧有效传达给受述者，，同时受述者并非被动接同时受述者并非被动接

受的容器受的容器，，受述者作为一个对话者和参照系会反受述者作为一个对话者和参照系会反

过来引导过来引导、、启发叙述者反观自身启发叙述者反观自身。。

C.S.C.S.刘易斯在刘易斯在《《论儿童文学写作的三种方论儿童文学写作的三种方

式式》》中以他自身的创作经验和他对经典童书的观中以他自身的创作经验和他对经典童书的观

察察，，对对““投其所好投其所好”“”“迷失本真迷失本真””的创作模式提出的创作模式提出

了批评了批评，，同时总结了两种理想的童书写作方式同时总结了两种理想的童书写作方式，，

这两种方式正好回答了何谓芭芭拉这两种方式正好回答了何谓芭芭拉··沃尔所言的沃尔所言的

““对儿童写作对儿童写作””。。C.S.C.S.刘易斯所说的第一种方式刘易斯所说的第一种方式

表现为表现为：：作者为特定的孩子讲述故事作者为特定的孩子讲述故事，，有生动感有生动感

人的声音人的声音，，有现场的即兴创作和发挥有现场的即兴创作和发挥，，也有后来也有后来

的艺术加工和升华的艺术加工和升华。。在这一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丰富人具有丰富人

生阅历的成人与天真烂漫的儿童之间形成了一生阅历的成人与天真烂漫的儿童之间形成了一

种默契种默契，，一种复合的人格得以形成一种复合的人格得以形成，，一个卓越的一个卓越的

故事诞生了故事诞生了；；第二种方式即把儿童故事看成表达第二种方式即把儿童故事看成表达

其思想的最好的艺术形式其思想的最好的艺术形式。。C.S.C.S.刘易斯的理论刘易斯的理论

充分尊重了讲述者的立场充分尊重了讲述者的立场，，讲述者的情怀与个性讲述者的情怀与个性

在童书文体的最终实现上起了极为重要的作在童书文体的最终实现上起了极为重要的作

用用。。童书界历来有一种看法童书界历来有一种看法，，即儿童文学作家是即儿童文学作家是

天生的天生的，，而非造就的而非造就的，，这句话强调了童书气质上这句话强调了童书气质上

的独特之处的独特之处，，尤其强调作家个性上与儿童尤其强调作家个性上与儿童（（童年童年））

对话也即对话也即““对儿童写作对儿童写作””的能力的能力。。因此因此，，芭芭拉芭芭拉··

沃尔说沃尔说，，““对儿童写作对儿童写作””是实现是实现““为儿童写作为儿童写作””的的

路径路径。。从叙事策略来考察从叙事策略来考察，，我们就能够解释为什我们就能够解释为什

么很多不是为儿童写作的作品么很多不是为儿童写作的作品，，却赢得了儿童的却赢得了儿童的

喜爱喜爱，，皆因其叙事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相通于自觉皆因其叙事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相通于自觉

的儿童文学写作的儿童文学写作，，继而被继而被““追认追认””为儿童文学为儿童文学。。同同

时时，，““对儿童写作对儿童写作””的叙事智慧也提醒我们注意的叙事智慧也提醒我们注意

到到，，儿童文学写作必定以其艺术上的深度和厚度儿童文学写作必定以其艺术上的深度和厚度

提升着提升着儿童读者儿童读者，，儿童文学是一种将成人对世界儿童文学是一种将成人对世界

的理解告诉孩子的过程的理解告诉孩子的过程。。

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儿童儿童””（（““童年童年””））作为一种支配性作为一种支配性

的文体规范因素的确在儿童文学的多个维度发挥的文体规范因素的确在儿童文学的多个维度发挥

它的效力它的效力。。浅语传达了孩子似的真挚和诗的效浅语传达了孩子似的真挚和诗的效

果果，，并接续口头叙事传统并接续口头叙事传统。。浅语与深意所构成的浅语与深意所构成的

张力是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特征之一张力是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特征之一。。童年的精童年的精

神世界是天然的想象场域神世界是天然的想象场域，，托尔金所言的托尔金所言的““第二世第二世

界界””的建构亦是作家内视力和惊奇能力的体现的建构亦是作家内视力和惊奇能力的体现，，

““第二世界第二世界””是追寻是追寻““内心真实内心真实””的结果的结果，，现实的欠现实的欠

缺与愿望的满足构成对比缺与愿望的满足构成对比，，正如托尔金所言正如托尔金所言，，幻想幻想

即即““恢复恢复””，，即即““慰藉慰藉””。。儿童视角和儿童形象使得儿童视角和儿童形象使得

儿童文学易于辨认儿童文学易于辨认，，必须注意的是必须注意的是，，““沟通了童心沟通了童心

世界世界””的世界才是儿童文学的标志的世界才是儿童文学的标志，，作品中未必直作品中未必直

接有儿童作为人物形象出场接有儿童作为人物形象出场，，然其世界无不为孩然其世界无不为孩

子所理解子所理解，，所接触所接触，，所梦想所梦想，，或暗合于孩子的潜意或暗合于孩子的潜意

识领域识领域。。我们也可以说我们也可以说，，每一个孩子的每一个孩子的““接触接触””、、

““梦想梦想””或或““潜意识潜意识””亦是每一个成人的亦是每一个成人的““接触接触””、、““梦梦

想想””或或““潜意识潜意识””，，因为所有的成人都曾经是孩童因为所有的成人都曾经是孩童，，

无论成人或儿童无论成人或儿童，，都统一在都统一在““人人””这一主体标识之这一主体标识之

下下。。儿童文学尤其是童话儿童文学尤其是童话，，往往是原型的再现往往是原型的再现。。

以故事的方式传达意义是一种隐喻认知模式以故事的方式传达意义是一种隐喻认知模式，，体体

现了故事讲述者深邃的洞察力现了故事讲述者深邃的洞察力，，隐喻说明的相关隐喻说明的相关

性性、、相似性及整体把握的方式具有理性无法企及相似性及整体把握的方式具有理性无法企及

的境界的境界。。图画则是精神世界的图像呈现图画则是精神世界的图像呈现，，在图画在图画

书里书里，，文字与图画的结合能有效传达经验的广度文字与图画的结合能有效传达经验的广度

和深度和深度，，亲子阅读使得图画书多层次的对话得以亲子阅读使得图画书多层次的对话得以

充分实现充分实现。。我们同时可以借用我们同时可以借用““复调复调””这一巴赫金这一巴赫金

理论的关键词指称儿童文学在作者理论的关键词指称儿童文学在作者//文本文本//读者之读者之

间建立起来的回环往复的对话关系间建立起来的回环往复的对话关系。。作家写作往作家写作往

往具有双重诉求往具有双重诉求，，自我倾诉自我倾诉、、以童年反观成年与对以童年反观成年与对

儿童的现实关怀儿童的现实关怀、、满足儿童审美期待是紧密联系满足儿童审美期待是紧密联系

在一起的在一起的。。““儿童儿童””一方面指现实儿童一方面指现实儿童，，一方面指作一方面指作

家自我人格结构的一部分家自我人格结构的一部分。。作家的创作是与现实作家的创作是与现实

儿童对话儿童对话，，也是与也是与““内心的儿童内心的儿童””对话对话。。这种复调这种复调

功能也体现在文本接受层面功能也体现在文本接受层面。。毫无疑问毫无疑问，，童书指童书指

向双重接受向双重接受，，不仅属于儿童不仅属于儿童，，也属于成人也属于成人。。芭芭芭芭

拉拉··沃尔强调沃尔强调““单受述单受述””叙述方式优先原则叙述方式优先原则，，因为作因为作

家一心一意家一心一意““与儿童言与儿童言””而不必时不时地侧目于潜而不必时不时地侧目于潜

隐在场的成人听众隐在场的成人听众，，他反倒能够一门心思沉浸于他反倒能够一门心思沉浸于

故事本身的设计和讲述故事本身的设计和讲述，，从而使得他赢得双重听从而使得他赢得双重听

众众，，也即从也即从““单受述单受述””出发实现出发实现““双重受述双重受述””的效的效

果果。。事实上事实上，，““与儿童言与儿童言””、、““对儿童写作对儿童写作””决定了文决定了文

本的表层意义与深层意义同时进行本的表层意义与深层意义同时进行。。也正是在此也正是在此

意义上意义上，，我们说我们说，，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互通相融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互通相融。。

恰如周作人所言恰如周作人所言，，理想的儿童文学是融合儿童世理想的儿童文学是融合儿童世

界与成人世界的世界界与成人世界的世界。。

童书的意义生成是童书的意义生成是““成人成人””与与““儿童儿童””（（童年童年））往往

返对话的结果返对话的结果。。我想我想，，宗教学家马丁宗教学家马丁··布伯在布伯在《《我我

与你与你》》一书中的观点或能帮助我们走出思维的迷一书中的观点或能帮助我们走出思维的迷

宫宫。。马丁马丁··布伯认为人执持双重的态度布伯认为人执持双重的态度，，因之世界因之世界

于他呈现为双重世界于他呈现为双重世界。。人言说双重的原初词人言说双重的原初词，，因因

之他必持双重态度之他必持双重态度。。原初词是双字而非单字原初词是双字而非单字，，其其

一是一是““我我--你你””，，其二是其二是““我我--它它””。。原初词一旦流溢原初词一旦流溢

而出便玉成一种存在而出便玉成一种存在，，一旦讲出了一旦讲出了““你你””，，““我我--你你””

中之中之““我我””也就随之溢出也就随之溢出；；一旦讲出了一旦讲出了““它它””，，““我我--

它它””中之中之““我我””也就随之溢出也就随之溢出。。没有孑然独存的没有孑然独存的

““我我””，，仅有原初词仅有原初词““我我--你你””中之中之““我我””以及原初词以及原初词

““我我--它它””中之中之““我我””。。““我我--你你””关系与关系与““我我--它它””关关

系系，，指的是指的是““我我””对于对于““我我””相关的一切事物的态度相关的一切事物的态度

或关联方式或关联方式。。““我我--你你””关系是一种亲密无间关系是一种亲密无间、、相互相互

对等对等，，彼此信赖彼此信赖、、开放自在的关系开放自在的关系，，而在而在““我我--它它””

关系中关系中，，““我我””为主体为主体，，““它它””为客体为客体，，是由主到客是由主到客，，由由

我到物的关系我到物的关系。。真正打动人心的童书中所呈现的真正打动人心的童书中所呈现的

成人与儿童的关系恰恰是成人与儿童的关系恰恰是““我我--你你””关系关系。。因为童因为童

年并非外在物年并非外在物，，而恰恰是我们自身而恰恰是我们自身。。““我我--你你””关系关系

提醒童书作者提醒童书作者，，与任何其他的严肃写作一样与任何其他的严肃写作一样，，童书童书

创作亦建立在与事物真诚的相见中创作亦建立在与事物真诚的相见中。。马丁马丁··布伯布伯

说说，，把人当做物来对待把人当做物来对待，，人与人是人与人是““我我--它它””关系关系，，

只有真正符合人性的关系只有真正符合人性的关系，，即即““我我--你你””关系关系。。因因

此此，，对儿童的理解和尊重既是一种天赋对儿童的理解和尊重既是一种天赋，，更是一种更是一种

习得习得，，我们需要像了解自己一样去了解孩童我们需要像了解自己一样去了解孩童，，曹文曹文

轩潜入桑桑的生命内里跟莎士比亚潜入麦克白的轩潜入桑桑的生命内里跟莎士比亚潜入麦克白的

生命内里生命内里、、托尔斯泰潜入安娜托尔斯泰潜入安娜··卡列尼娜的生命内卡列尼娜的生命内

里里，，或安徒生潜入小人鱼的生命内里没有什么两或安徒生潜入小人鱼的生命内里没有什么两

样样，，它需要的是作家的全部真诚和激情它需要的是作家的全部真诚和激情，，以及对人以及对人

之为人的全部观察和悟性之为人的全部观察和悟性。。

儿童文学既是儿童文学既是““为儿童写作为儿童写作””，，也是也是““对儿童写对儿童写

作作””，，更是直击内心的写作更是直击内心的写作。。

两个两个关关键词键词：：

““为儿童写作为儿童写作””与与““对儿童写作对儿童写作””
□□李红叶李红叶

陈诗哥《星星小时候》：

独树一帜的“儿童创世说”
□涂明求

主持人语：
“儿童文学”产生的原点是

什么？儿童文学中究竟说了些什

么？儿童文学又是如何说的？随

着学科研究的不断推进，随着域

外理论视野的不断扩展，这些基

础性的理论问题在国内学界正

在引起学者们更为广泛深入的

探讨。本期“新时代儿童文学观

念及变革”栏目推出的李红叶的

《两个关键词：“为儿童写作”与

“对儿童写作”》即为此专题领域

的研究成果。文章辨析了“为儿

童写作”和“对儿童写作”两个概

念范畴的联系及其差异性，目的

在深层次上追寻儿童文学中“儿

童”与“成人”主体性之表现及其

深度对话状态。

——李利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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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当今儿童文学界，有没有一位“盘古”式

人物，当人们过多地埋首现实生活之时，他却远

眺并神驰于一个个古老的神话传说，且思接鸿

蒙，以想象力为巨斧，带来他对于宇宙诞生的一

种全新解释——独属于他个人的、清奇的、美妙

的“儿童创世说”？

有！不信请看陈诗哥和他的创世童话《星星

小时候》。除去《开篇》，该书共包括11个星座故

事。这些故事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分开来

各有侧重点，合起来则是一套完整的创世体系。

其实《开篇》本身也是一个美妙故事，但与书中其

他故事的不同在于，它通过童话诗的形式讲述。

说的是很久以前，有个煮粥的小男孩一不留神，

把一锅粥给煮溢了，“砰”的一声巨响，整锅粥爆

炸了。粥的泡泡四处飞，形成了一个个宇宙；一

粒米膨胀成一颗星，一锅粥就连缀成满天星斗。

“宇宙就是这样诞生的！”如此《开篇》不可不谓之

清奇、风趣，它甚至故意戏仿了现代天文学的宇

宙大爆炸说，更重要的是，它是后面所有星座故

事的缘起与纲领。在该故事中，最突兀、荒诞、匪

夷所思之处在于，创世主角并不是全知全能的上

帝，而是一个小男孩，他的创世之举也只不过是

一次无心之失的产物。换言之，宇宙竟诞生自小

小孩童的一个错误——错误乃宇宙之母。窃以

为，这一幕不仅充满喜剧意味，而且是整个儿童

创世故事中最耐人寻味之处。从此我们须牢记，

像“小孩子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之类的话，轻

易不可再说，因为有时候，小孩子犯的错误里，可

能蕴藏着巨大、神奇的创造力，根本就不是需要

谁原谅不原谅的事。

之后的11个故事，分别针对宇宙中不同星

座、星体、星象等重大事物之由来，给予了“儿童

创世说”的崭新解释。这些解释大多天马行空、

童趣飘扬，却又具体而微、丝丝入扣，是诗心与童

心、想象力与逻辑力比翼齐飞。这些故事确有不

少是极其美妙的，共同特点为：情节奇幻，意境壮

丽，逻辑缜密，巨细无遗。最令人难忘的则是充

满温情、浪漫、哲思，洋溢着童趣又不失诗意与神

性的表达。比如《钓星星》中，星星们喜欢趴在天

上做梦，而钓星星的女神采集由星梦变成的云彩

做成被子，又在上面绣上星星的图案，晚上睡觉

盖着它，不仅暖和，还可以做美美的梦。后来人

们也模仿星梦女神的做法，盖星星被子，做美美

的梦。梦就这样出现在宇宙中。在《天炉座星

系》中，天炉座的星星之所以会发出明亮光芒，是

因为它们在“互相思念”。《邮差》也偷偷告诉我

们，连科学家都不十分清楚的“宇宙低语”，其实

是星念心语。而在《时钟座》中，作家把想象中

“滴答、滴答、滴答”的钟摆声喻为“宇宙神秘的心

跳声”，写得如此真切灵动，堪称神来之笔。

11篇故事中，我最喜欢《太阳小时候》《邮差》

《星空剧院》3篇。太阳小时候腼腆又憨厚，长大

依然，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无论是好人还是坏

人，它都一视同仁，用光芒为他们照亮世界：“看

了这光芒，内心也会变得明亮起来。”《邮差》应该

是全书着力最重的一篇，讲宇宙中少有的行动

派，一颗喜欢奔跑、热心公益的彗星的故事，它主

动担当起宇宙义务邮差之职，负责调解星座纠

纷，更乐于帮助它们传递热烈的友情。而在传情

途中，彗星不得不想方设法躲避那些坏星座的偷

袭、伏击。有一次，它为了帮仙女座和射手座传

情，先后躲过大熊座、小熊座、狮子座、双鱼座、天

鹰座、鹿豹座、蝎虎座等的轮番偷袭，之后又遇狐

狸座的诱骗，更不幸遭到巨蛇座凶猛攻击而受重

伤，身上一角被撞飞，那就是“流星”与“陨石”的

由来。但所有艰难险阻都挡不住彗星坚毅奔放

的脚步，每当它披着飘逸的头发出现在宇宙中

时，星星们就会说：“看，我们的邮差又开始上路

了。”读到最后一篇《星空剧院》，你会倍感亲切，

因为人类出现了。但随后又会倍觉烦恼，因为爱

恨情仇相伴而来。幸好，人类在学会吵架、打架

之后，又慢慢学会了道歉和宽恕。故事结尾：“它

们一个个趴在天上，看着地球上发生的一切，仿

佛地球变成了一个剧院，大地上的事情成了一台

戏，正演给星星们看。”类似这样的超脱文字，于

无形间，将读者的心魂引领至高远。

《星星小时候》恢弘瑰丽、不同凡响，但坦率

地说，它并不是完美的。比如，在星座故事前后，

若能附上两三幅星空图、星云图、星座图（最好是

真实摄影照片，更具视觉冲击力）该多好。这首

先是对故事的印证、映衬与补充，也有助于读者

更亲近作家的妙想奇思，拓展小读者的想象与思

考的空间，激发他们再创造的热情与灵感。再

者，《小女孩的作业本》《写信》两个故事，在我个

人观感中，轻捷小巧有余，浑朴大气不足。《星际

运动会》看名字非常令人期待，读来却有些仓促

粗疏。一个可能的理由是，星星们太安静，它们

的“运动会”着实不好写；但我们不妨去读读安徒

生的《小意达的花儿》，还有那首流传甚广的中国

民间童谣《一园青菜成了精》，写的、唱的也都是

安静的花草，却何其热闹、蓬勃，精灵气十足。当

然，这只是一家之言且过于严苛；但对于陈诗哥，

又理应持有更高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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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文学 好作品
虚 构 天空下的岛（中篇小说）……………………………… 鲍 十

萧红（话剧剧本）……………………………………… 叶 君
共享安定（短篇小说）………………………………… 焦红琳
花为媒（短篇小说）…………………………………… 李东文
鲸鱼（短篇小说）……………………………………… 王彤羽
青木原（短篇小说）…………………………………… 梅 妝

发 现 远观与近视（随笔）…………………………………… 陈启文
石黑一雄笔下的被骗与自欺（随笔）………………… 宗 城

记 录 在陶街（散文）………………………………………… 杜璞君
科 幻 取经（短篇小说）……………………………………… 杨映川
90 后 火山之下（短篇小说） ……………………………… 小托夫
手 稿 艰难的行走（随笔）…………………………………… 鬼 子
汉 诗 翠翠（长诗）…………………………………………… 路 云

此时此地（组诗）…………………… 陈计会 点评：王 瑛
民间诗刊档案
《左诗》…………………………… 冷眉语 老 铁 车前子

小 海 霍竹山 刘亚武 夏 杰
泥 文 曹九歌 量 山 木叶叶

老彦娟 香 奴 胡权权
诗歌在左……………………………………………… 黄玲君

评 刊 “时间”在科幻文学里的诠释——读王秀梅中篇小说《咖啡师》
灵魂与肉身的撕扯——读宋阿曼短篇小说《午餐后航行》
这个五○后的“老炮儿”——读肖克凡中篇小说《橙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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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的传奇”征文大赛由扬中市西来桥镇党委、政府、扬中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扬中市
作家协会联合主办，于今年3月起面向全国征稿，截至6月底，主办方共收到应征稿件400余
篇。经专家评审，共有50篇参赛作品获奖，具体评选结果公告如下：

“龙的传奇”征文大赛评选结果公告

一等奖（2名）

西来桥的龙需要我多么爱，才能写出你腾飞

的模样（组诗）………… 沙 飞（安徽）

我·家乡·祖国·中国龙（散文） 钱吕明（江苏）

二等奖（4名）

西来桥：龙的大写版图（组诗）… 蔡永祥（江苏）

手擎龙身，心植龙根（散文）… 王 冰（山东）

龙凤呈祥西来桥（报告文学）… 杨 莹（江苏）

西来桥：有关龙的描述与联想（组诗）

………………………… 王雪芳（山东）

三等奖（8名）

龙头亓爷（微小说）……… 王德君（黑龙江）

远祖的呼唤（散文）………… 钱兆南（江苏）

西来桥之歌（组诗）………… 袁同飞（江苏）

黄龙传奇（小说）…………… 卢自有（北京）

龙图腾（诗歌）……………… 胡云昌（重庆）

舞动的乡愁（散文）………… 方莹莹（江苏）

在龙狮之乡书写龙的传奇（组诗）

………………………… 葛亚夫（安徽）

记忆中的西来桥舞龙往事（散文）

………………………… 马 健（江苏）

优秀奖（36名）

优秀奖名单请通过扫描关注微信公众

号“幸福西来桥”进行查阅。

“龙的传奇”
征文大赛组委会

2018年9月

幸福西来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