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5少儿文艺少儿文艺责任编辑：行 超 电话：（010）65001102
电子信箱：wenxuebu@263.net

2019年6月17日 星期一

第6期（总第105期）

七十年儿童小说花团锦簇
□束沛德

儿童小说枝繁叶茂，花团锦簇，是我

国当代儿童文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人

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来，儿童小说是儿

童文学诸多体裁样式中，收获最丰硕、受

众最多的一种文体。

名篇佳作迭出，影响广泛久远。从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罗文应的故事》《海

滨的孩子》《我和小荣》《小兵张嘎》，到八

九十年代的《我是未来的中队长》《我要

我的雕刻刀》《男生贾里》《草房子》，再到

新世纪以来的《舞蹈课》《你是我的妹》

《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吉祥时光》，这

些思想性、文学性、可读性俱佳的小说，

为一代一代小读者所喜爱，在他们心灵

深处留下了美好的印记。

70年来，儿童小说的题材内容不断

开拓，呈现丰富多样的格局。校园题材、

家庭题材、革命历史题材、童年回忆题

材、动物题材，都是众多儿童小说作家熟

悉、擅长、乐于选择的。科幻、幻想、战争、

探险、乡土、异域等方面的题材，也不时

有一些作家勇于探索、尝试。无论哪种题

材，凡是获得成功的，作者都是深深植根

于生活土壤，而作品基调则力求明朗昂

扬，奋发向上。

优秀儿童小说的作者都极其重视刻

画人物，着力揭示人物内心世界，写人物

的心灵成长。罗文应、张嘎、潘冬子、盐丁

儿、贾里、贾梅、桑桑、马鸣加、马小跳、阿

莲等，这些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人物形

象，已深深镌刻在小读者的心坎上，成为

他们的仿效榜样或知心朋友。

儿童小说园地里，已形成一支心系

孩子、生气勃勃、不断新陈代谢的作者队

伍。新中国成立之初至“文革”之前驰骋

于儿童文苑的小说家，如张天翼、胡奇、

肖平、任大星等已先后谢世，为子孙后代

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如今活跃于儿

童小说文苑、成为创作中坚力量的是改

革开放初脱颖而出的张之路、沈石溪、秦

文君、曹文轩、常新港、梅子涵、黄蓓佳、

董宏猷等和上世纪90年代闪亮登场的

张洁、张品成、杨红樱、彭学军、殷健灵、

薛涛等。新世纪以来崭露头角的李东华、

黑鹤、翌平、韩青辰、李秋沅、邓湘子等，

已逐渐成为当今儿童小说创作的主力

军。成人文学作家肖复兴、张炜、赵丽宏

等的加盟，使得创作阵容越发完整强大。

回顾共和国成立以来儿童小说创作

发展历程，成绩确实令人瞩目，但也并非

风平浪静，一帆风顺。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出现过“政治挂

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

念化、文字干巴巴”（茅盾语）的现象。十

年浩劫，除留下《闪闪的红星》等为数极

少的佳作外，几乎一片空白。从上世纪90

年代到世纪之交，由于市场经济大潮和

多元传媒的双重挑战，儿童小说一度流

行类型化、模式化、雷同化，部分作者急

功近利，失却对文学品质和艺术创新的

追求。然而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儿童小说还是一步一

个脚印地沿着回归文学、回归儿童、回归

创作个性的艺术正道不断前行的。

70年来，儿童小说名家佳作不胜枚

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选的《儿童粮

仓小说馆》，从浩如烟海的名篇佳构中挑

选部分足以反映当代儿童小说思想艺术

水准、有一定代表性的作品。“管中窥豹，

可见一斑”，从入选的这些作品不难清晰

地看出当代儿童小说的整体面貌和思想

艺术特色。

收入书系的小说，以及更多的由于

书系容量和版权归属等原因未能入选的

优秀长、中、短篇儿童小说，它们之所以

为少年儿童喜闻乐见，拍手称赞，其吸引

力、感染力、影响力究竟从何而来？创作

成功的奥秘何在？在我看来，归根到底，

在于坚守文学品质与讲究艺术独创的完

美结合。具体地讲，大致表现在下列几个

方面：

精心选择自己熟悉、饱含深情又为
读者关注、饶有兴味的题材，从中深入提
炼、开掘丰富的精神人文内涵。

文学作品，包括儿童小说要以情感

人，以美育人。好的儿童小说，既要让读

者感动，又要给他们有益的启迪。入选的

这些作品都贴近现实人生、贴近儿童心

理。其中不少是把儿童生活的小天地与

人生、社会、自然、历史的大天地联结、交

融起来描写，着力揭示生活美、人性美、

人情美，让读者从中领略爱、真、善、美。

作者巧妙地寓教于乐，借着绚丽的生活

图景、迷人的故事情节，吸引小读者在阅

读、鉴赏的审美愉悦中，一点一滴、细水

长流地领悟成长的艰辛、人生的奥秘，引

发对现实和未来的种种思考。在他们心

中播下智慧、勇气、正义、友谊、同情、感

恩、分享、诚信、和谐的种子。

既要编织生动有趣、引人入胜的故

事，更要着力塑造鲜活、富有个性的人物
形象。

不少富有经验的作家都谈到，儿童

小说离不开故事，故事是儿童小说的要

素和基本面。爱听故事，可说是孩子的天

性、本能。只有优美的、精彩的、智慧的故

事，才能让孩子感动，眉飞色舞或愁眉苦

脸，真正扣动他们的心弦。

儿童小说是讲述童年故事的最好载

体。有才华的作者都善于从生活出发，驰

骋想象，精心编织出真实、生动、曲折、感

人的故事来吸引小读者。好的儿童小说

作者又不满足于给孩子讲一个好听的故

事，更重要的是把功夫下在塑造人物形

象、刻画人物性格上。情节是人物性格发

展史。作者从纷繁生活的矛盾冲突中提

炼出多姿多彩的情节，包括行动、细节，

用以揭示孩子的喜怒哀乐、个性特点，展

现他们的遭际、命运。从而塑造出新的、

独特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打动读者、

征服读者。

充分发挥自己在语言、风格、表现手
法上的优势、擅长、特色，不断探索、寻求
新的艺术突破。

儿童小说作家的经历、气质、爱好、特

长各不相同。他们在创作实践上，总是不

断探索、学习、借鉴，扬长避短，取长补短，

力求形成日趋成熟的、独特的艺术风格。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入选《儿童粮仓

小说馆》的作品，在语言上都力求简洁、

洗练、形象化、富有感情色彩。同时，作家

的语言风格又多姿多彩，各具特色。

有的情真意切，质朴自然，有的幽默

风趣，轻松流畅，也有的崇尚古典，清丽

高雅，或追求诗意，优美温润。在创作方

法、表现手法上，现实主义或魔幻主义，

传统手法或现代手法，象征与夸张，穿越

时空或虚实交融，可说是各显其能，又独

树一帜。优秀的儿童小说，都力求时代特

色、民族特色、地域特色的统一。在这些

作品中，小读者会读到京味的或海派的，

北方风韵或南国风情的，地方色彩鲜明，

泥土气息浓郁，很好地满足了少年儿童

多样化的审美情趣和欣赏习惯。

在实现伟大中国梦的旗帜下，走在

成长路上的亿万孩子热切呼唤儿童小

说作家写好中国故事、写好中国式童

年，创造出具有经典品质、艺术魅力的

精品力作，为伟大的新时代奉献一份珍

贵的大礼。

谈谈童话作家的想象力
□陈诗哥

“向上跌了一跤”

美学家朱光潜的名篇《朝抵抗力最大的途径走》对我的童

年产生过影响。朱先生在文章中说：“要有大成就，必定朝抵抗

力最大的路径走”。言下之意，是不要偷懒，要有意志力。这是对

的。问题在于：如何朝抵抗力最大的途径走？

地球上最大的抵抗力，要数地心引力。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都受其限制，这便是我们的生存处境。这种处境构成了现实主

义的基础。但有一种人是例外的，那就是童话作家。美国童话诗

人谢尔·希尔弗斯坦在《向上跌了一跤》里说：“我给鞋带绊倒，/

向上跌了一跤──/向上跌过屋顶，/向上跌过了树梢，/向上跌

过了城市上面，/向上跌得比山还高，/向上跌到半空，/那儿声

音和颜色交融在一道。”这就有趣了。在现实世界里，如果摔在

地上，屁股肯定会很痛，但在童话世界里，诗人凭借杰出的想象

力，轻轻地改变了重力的方向，原本向下跌跤，就变成向上跌跤

了，可谓四两拨千斤，妙不可言。

在童话世界里，凭借想象力改变地心引力的例子，数不胜

数。如古希腊神话里的飞鞋、《一千零一夜》里的飞毯和飞马、中

世纪巫师们的扫帚……上述这些神奇事物，凭借的还是某种神

力、法术，或支付高额的金钱。不过到了现代，这些神奇事物开

始变得日常了，如《馅饼里包了一块天》里，老婆婆做苹果馅饼，

谁知天上掉下一角落在了馅饼上，馅饼就飞了起来，老太婆、老

头子、小猫、山羊等便有了一趟天空之旅。不过，到了成人文学

作家的眼中，这些想象却变得既轻盈又沉重，卡夫卡在名作《骑

桶者》里述说了一个穷困的人，因为煤用完了，眼看熬不过冬

天，便骑着木桶去向煤店老板借，他以为他骑桶的“壮观”一幕

会感动煤店老板，谁知被老板的婆娘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最

后，他只好“升上冰山区域，永远消失了”。在这篇作品中，首先

吸引我注意的是“桶”这一形象，与飞鞋、飞毯、飞马、扫帚这些

相比，桶的形象有些奇特，它并非轻盈之物，有些沉重，可说是

现代重负下的变异，这提醒了我们：无论想象如何轻盈，沉重的

现实依然是我们首要的处境。

说到想象力，中国作家也不甘落后。在《水浒传》里，号称

“神行太保”的戴宗，他把四片神行甲马拴在腿上，念起神行术，

也能日行八百里。不过，施耐庵毕竟是一位小说家，戴宗虽然笨

拙一些，但终究是可爱的。中国最伟大的神话作家吴承恩则不

同，在《西游记》里他只借助一片云，就让孙悟空一个筋斗飞行

十万八千里，极尽潇洒。

什么是想象力

通过上述例子，我们大概可以感知到想象力的概念。有些

人在算数上算得很快，快得惊人——但这不是想象力，这是运

算力；有些人一目十行，或过目不忘——但这不是想象力，这是

记忆；有些人推理很强，理解能力叫人拜服——但这也不是想

象力，这叫智力。想象力是一种尝试改变地心引力、克服现实惯

性的力量，可以说是一种创造力。千百年来，沉重的现实压弯了

多少人的腰，催落了多少人的眼泪，但同时又萌生了多少神奇

的诗篇，这些诗篇正是诗人们试图改变重力的见证。

想象力不是作家的专利，科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设计

师、园丁等都有其独特的想象力。远古时期哲学家们的学说，固

然得益于细致的观察、缜密的思辨，但更多是受想象力的指引。

如古希腊被认为哲学从其开始的泰勒斯认为：万物是由水做

的，大地是浮在水上的；又说磁铁内有灵魂，因为它可以使铁移

动。事实当然并非如此。不过，如果我们把这些观点抽取出来，

倒可以写成一篇篇极富想象力的童话。

与其他作家相比，童话作家更天然地接近想象力，童话作

家虽不是儿童，但保存着部分儿童式的思维，那便是原始思维。

19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在《新科学》中提出，原始人对世界

的反应是一种独特的、富于诗意的、生来就有的诗性智慧，他把

这种智慧称为原始思维。在某种程度上，儿童也被称为原始人，

儿童有一种特殊的思考方式，主客不分，万物有灵，天马行空，

蓬勃向上。这是一种诗性逻辑，涌动着儿童特有的天真、幻想、

憧憬、灵性和自由，充满了自由创造的精神和人性萌动的智慧。

这让我想起莱特兄弟发明飞机。莱特兄弟受飞鞋、飞毯、飞

鸟的启发，更重要的是凭借对机械的研究，发明了飞机。这是一

种作为知识工具的想象力。但如果问飞机为什么能飞起来，我

们成人固然有答案，儿童则可能会说是“因为有空气和勇气，它

就能飞起来”（朱自强语）。飞机的起飞需要空气我们都知道，但

需要“勇气”未必想到，而后者直抵问题的核心。这就是儿童的

诗性思维，我认为是一种朝向世界灵魂的想象力，万物有灵的

观念即来源于此。

童话作家秉持的正是后一种想象力，因此也可以说童话写

作是一种朝向世界灵魂的写作。这时候，我想起古希腊神话里

的赫尔墨斯，他正是上述飞鞋的主人，因此成为众神的使者。据

考究，他还是古埃及透特神的原型。透特是一位鸟头人身的神，

除了是智慧之神、月亮之神、数学之神、医药之神，他还是写作

的发明者，传说《亡灵书》就是他的作品。一来，鸟是摆脱地心引

力的象征（在古人看来），是飞鞋、飞马、飞毯乃至飞机的原型；

二来，从一开始，写作就与神话（童话）产生了密切的关系：童话

不仅是朝向最初源头的写作，还是朝向最终结局的写作。

儿童的创世

我对最初的源头充满了强烈的兴趣。关于最初的源头，人们

给出了各种各样的答案，有宗教的、神话的、科学的……我认为

最有想象力的答案是《圣经·创世记》：“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

了光。”上帝用语言创世，与盘古的开天辟地迥异，前者轻盈，后

者沉重，前者简洁却又充满魔力，后者辉煌又充满意志力。至于

上帝如何用语言创世，这是上帝的秘密，给我们留下巨大的想象

空间。古人懂得语言的魔力，便发明了一个同样简洁的成语：

“无中生有”。我以为，作家写作是对上帝用语言创世的模仿。

我甚至认为，就其想象力而言，儿童不啻于一个小小的上

帝，儿童天生对于宇宙的起源、“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

将去哪里等问题充满兴趣，并会给出自己的答案。美国心理学

家奥托·兰克说，神话中的创造“只有在儿童时代的活动以及无

法制止的想象力的丰富中才能被发现”。与成人相比，儿童并没

有受到太多传统观念的束缚，因此易于释放想象力和创造力。

儿童的想象力可能会天马行空，但往往雁过无痕。童话作

家不能停留在此层面，他需要从这些想象中发现逻辑，建立联

系，然后把自己的观点隐藏在这些想象的背后。受儿童的启发，

我开始了“儿童创世”系列写作：在很久以前，有个小男孩在煮

粥，咕噜咕噜煲了上万年，小男孩打瞌睡，有一天粥爆炸了，于

是，米粥到处飞溅，一粒米膨胀成一颗星星，一锅粥就连缀成

满天星斗，宇宙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关于这个，我是有证

据的：一、满天星斗看起来的确像一锅粥；二、天上的北斗七星

原是小男孩喝粥用的勺子；三、天上有个星座名叫天炉座，原是

小男孩煮粥用的炉子；四、天上为何有一条银河？它们原是被炸

飞的粥水重新凝聚而成的；五、科学家们认为宇宙起源于一场

大爆炸，但科学家们似乎不知道，这场大爆炸是因为一个小男

孩煮粥而爆炸了。我的故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它们没有

脱离我们的日常印象，但说的又是宇宙中最让人惊奇的事情。这

正是我希望的事情：我希望书写日常之奇和奇之日常。

与其他创世神话不同的是，这个故事的创世并不是什么高

深莫测的鬼斧神工，而是诞生于一个小男孩的无心过错。众所

周知，由于儿童文学的特性，儿童文学曾被赋予过多的教育性，

容不得半点过错。实际上，儿童尤其幼儿的想象并没有附加多

少道德判断，这是成人的事，儿童的想象之所以能被释放出来，

一是因为天真无邪，二是因为乐趣。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宇宙，一

个自己创造出来的宇宙。

想象与现实的三重关系

在最初源头和最终结局之间，便是我们生活其中的漫漫历

史长河，是我们无法脱离的生存处境。因此，现实与想象始终是

人类前行的两大动力，同时也是写作的两大资源，童话也不例

外。与其他文体相比，童话需要更加突出地处理想象与现实的

关系。我认为想象与现实最少有以下三重关系：

一、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各自独立，是并行的两个世界，只
依靠某些隐而不见的事物维持着联系。

德国作家米切尔·恩德在《永远讲不完的故事》里探讨了这

个问题。幻想王国正在毁灭，因为我们把幻想视为谎言，天真女

皇生命垂危，只有一个人间的小孩为她起一个新的名字，她和

幻想王国方能得救。不过有趣的是，听到天真女皇召唤的，是

人间一个胖胖的、笨拙的、善良的小男孩，他被很多人嘲笑，不

过他有蓬勃的想象力，会编很多故事，正是这一点拯救了幻想

王国，从而保存了人类的想象力。《哈利·波特》也是类似的结

构，现实世界和魔法世界是两个并行的世界，依靠魔法部联结

两者。不同的是，哈利·波特是一个英俊的、勇敢的、万众瞩目

的孩子。

出乎意料的是，小男孩在拯救完幻想王国之后，他还需要

拯救自己，因为他被荣耀、权力诱惑了。在这里，米切尔·恩德至

少向我们展示了想象力三个方面的危险性：不受约束的想象力

会因失控而泛滥。而诡异的是，当所有的事情都能“如你所愿”

时，人的愿望会越来越少，甚至愿望本身也会消失，这也意味着

想象力的枯竭。不负责任的想象会释放出内心的恶念。小男孩

巴斯蒂安尝到权力的滋味，不久便开始迷恋自己（想象）的威

力，渐渐地失去了节制，邪恶的东西开始在幻想王国弥漫。如

果沉湎于幻想之中，可能会有不能回到现实的危险。

最后，是他的朋友阿特莱尤帮他说出他的名字，并替他保

存了记忆，从而使他喝到生命之水。生命之水问阿特莱尤：“你

有什么权利这样做？”阿特莱尤的回答很简单：“我是他的朋

友。”这便是想象力历经种种辉煌和苦难后所找到的答案，如此

简单，但直抵世界的灵魂。

二、想象世界的日常化。
罗尔德·达尔的《女巫》之所以让万千孩子既惊又爱，是因

为他的女巫隐藏在现实的人群之中，她们“穿平平常常的衣服，

就像平平常常的女人，住平平常常的房屋，做平平常常的工

作”，跟邻居或老师差不多，这种想象的日常性拉近了小读者和

女巫的距离，从而吸引了小读者。至于如何识别女巫，就成了小

读者们渴望知道的事情。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角野荣子的《魔女宅急便》则让小读者既爱又惜。谁会想

到，一个懂魔法、会飞行术的魔女，居然做了一名快递员，跟我

们每天都遇到的快递员一样。这让小读者感到既陌生又熟悉，

既熟悉又神奇。琪琪在工作中经历着成长的酸甜苦辣，乐此不

疲。可是有一天却突然失去了魔法，无法再飞行，连从小亲密无

间的黑猫的话也听不懂了。是的，作者要琪琪以一个普通人的

身份去面对生活，即使失去魔法，也要好好生活下去。怀着这样

的态度，琪琪终于真正成长了。对此，角野荣子说：“我觉得只有

‘一种’魔法，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有人这样无所不能，结果

会怎样呢？他肯定会变成一个无趣的人吧。琪琪想方设法，竭尽

全力地用她唯一的魔法寻找着自己的人生之路，既然想方设

法，就需要想象力。我认为，这种力量才是真正的魔法。”我深深

认同角野荣子的观点。面对沉重、坚硬的现实，如果说人类会一

些魔法的话，那么，这种魔法就是想象力。

三、把幻想融入现实世界。
以现实为基调的小说家也可以从想象中汲取力量。巴西作

家若泽·毛罗·德瓦斯康塞洛斯在《我亲爱的甜橙树》里讲述小

男孩泽泽的故事，泽泽生在一个巴西贫民家庭，生活穷困潦倒，

时常挨揍受罚，还有各种令人难过的误解和失望，作者并不回

避这一艰难现实对泽泽造成的痛苦；可是，窘困中的泽泽总能

发现属于他自己的快乐，他拥有一棵可以和他对话、游戏的甜

橙树，一个随时能够变成动物园或野性亚马逊丛林的后院。

实际上，泽泽通过孩子特有的蓬勃的想象力对现实进行内

在的转化，让这艰难的现实也充满了童话色彩，从而赋予作品

的叙事一种奇妙的韵味：沉重之轻，轻之沉重，既引人落泪，又

令人微笑。在这轻重之间，世界灵魂清晰可见。

想象力来自何方，去往哪里

相信所有的作家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当他脑子里突然冒出

一个想法或一个形象，他排除一切干扰，拨开迷雾，努力看清楚

它，牢牢抓住它。他从这个想法生出另一个想法，从一个形象生

出另一个形象，他把这些想法、形象组合起来，他实验来实验

去，当中经历多次失败，最后终于写出一个自认满意的作品。

可是，他知道这些想法从哪里来吗？他只能模糊地知道。这

些想法的源头，就像一座冰山，我们只能看见露出海面的那部

分，其余的都沉在我们看不见的水底。

对此，曹文轩认为，人类的想象力来自现实，“发生在现实

生活中的那些故事，它们的神奇、出人意料以及其背后的复杂

而丰富的含义，是远远超出‘虚构’‘想象’所能给予我们的”。意

大利诗人但丁却有另一个看法，他在《神曲·炼狱篇》第17章中

写道：“啊想象力，你有时候把我们/从外部世界偷走，使得哪

怕/千号齐鸣，我们也听不到，/谁推动你，如果感觉对你不起作

用？/一种形成于天上的光推动你，它要么/自己形成，要么由一

种意志力指引它下来。”但丁认为，想象力是从天而降的。

不管想象力来自现实，还是来自某种我们无法确定的神秘

源头，有一点是确定的：哪怕是一位最优秀的作家，他都渴望抓

住那天马行空、蓬勃向上的想象力。这让我想起意大利作家卡

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12岁男孩柯希莫因和父亲赌气而爬

上树，父亲威胁他说：“只要你下来，我就叫你好看！”父亲的压

力反而成了柯希莫的动力，从此之后，柯希莫一直生活在树上，

远离地面，直到临终前，热气球从树顶上飘过，奄奄一息的柯希

莫“一跃而起，就像他年轻时经常蹦跳的那个样子”，抓住热气

球的绳索，飘走了。

在探讨想象力这个话题时，我的脑海里不断闪出柯希莫一

跃而起抓住热气球的绳索飘走的画面。我觉得，柯希莫这一形

象，也是一个童话作家的形象，他们同样渴望冲破地心引力（现

实）的限制，朝世界灵魂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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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人类的想象力？这其实是非
常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在文学艺术领域，
想象力就是这类精神创造物的基础生命
力，是一种对创作者、研究者、读者而言都
永远充满了魅力与召唤力的存在物。儿
童文学是特别强调想象力的特殊文类，这
是由其服务对象儿童的思维方式与童年
精神特质所决定的。作为成人的儿童文
学作家，能否自觉认识、呼应、飞扬童年的
想象力，是对其创作的一个基准的考验，也
是巨大的挑战。

陈诗哥是我国当下青年童话作家中的
杰出代表，他不仅有丰富的、多样化的创作
实践，更对童话本体有非常自觉的反思。
他在本期推出的文章中所谈的童话作家的
想象力，既让我们形象直观地感悟到想象
力的具体形态，更深目的在追寻想象力的
源头、出处，以及想象与现实和谐与理性的
关系的建构路径等。“儿童文学的想象力究
竟是一种什么能力？”这是“新时代儿童文
学观念及变革”栏目提出的一个美学问题，
期待更多专业人士参与讨论深化。

——李利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