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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态 “童悦工程”走进村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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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中国儿童文学研究

会、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共同发起的

大型文化扶贫公益工程“童悦工

程”走进河北沽源县，捐赠纸质图

书和电子阅读器，邀请儿童文学作

家、专家进行公益讲座，将中国童

书精品送到沽源县十个推广点学

校的孩子手中。

为了让优质阅读成为每个童

年都能公平享受的公共文化服务

权利，在工信部、文旅部等有关部

门的指导下，中国儿童文学研究

会、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共同发起了

“网络+阅读”大型文化扶贫公益活

动“童悦工程”，该工程面向老少边

贫地区，自今年5月30日正式开通

全国线上阅读服务以来，活动已经

走进了河北、四川和甘肃的12个

县的100个村镇校。

启动仪式上，中国通信企业协

会副会长武锁宁、沽源县委书记郭

有和代表主办方致辞。中国儿童

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香，儿童文

学作家、冰心儿童文学奖评委会

秘书长翌平为老师和孩子们就

《如何选择好书：什么是儿童文学

精品》《阅读与成长》做了专题讲

座。联通沃悦读科技文化有限公

司、咪咕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中国

电信天翼阅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为沽源县10个推广点学校代表捐

赠了精品纸质图书和电子阅读

器。《作文周刊》《英语周报》社在

该县设置了“童悦工程”共建基地

和共建实验学校。

在本次活动中，参与捐赠的图

书单位有韬奋基金会、浙江文艺出

版社、海燕出版社、河北少年儿童

出版社、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黑

龙江教育出版社、青岛出版社、安

徽少儿出版社、新蕾出版社、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等。

据主办方介绍，目前已有100

多家出版社、文化机构和作家报名

参加“童悦工程”。

（儿 文）

为为““格桑花格桑花””而歌而歌
————简评白玛娜珍简评白玛娜珍《《高原上的小星星高原上的小星星》》 □□胡沛萍胡沛萍

《时间超市》：

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
□□汤汤 锐锐

深切地关注人的现实生存境遇

和着力探求个体精神世界，是白玛

娜珍诗歌、小说、散文创作一个比较

稳定的审美志趣。《高原上的小星

星》带有其一贯的审美取向，如质朴

典雅的文字、充满温馨的叙述笔调

和富于同情体恤的情思等。但这部

作品与以往在题材内容方面有着巨

大差异，为我们打开与展现了一个

全新而纯净、美丽而充满希望的世

界。在这个世界里，跳跃着欢快的

音符、映现着可爱的笑脸、飞翔着纯

净的心灵、流淌着感人的情愫。在

这个世界里，生活在高山之侧、大河

两岸、草原之上的小主人公就像天

上的星星一样，绽放着自己清莹的

光芒。从他们明澈的眼眸和灿烂的

笑脸上，我们能够感受到高原孩子

成长的斑驳足迹，展望到高原的未

来和民族的希望。

当我们随着朴实清新的文字和

舒缓温馨的叙述穿越在这群孩子生

活的巨大空间中时，我们能够跨越

地域的鸿沟，真切地体味到书中所

讲述的故事所蕴含的甜蜜滋味，感

悟到小主人公们生活情态的多姿

多彩，领略到高原孩子们透明无瑕

的心灵世界。同时，我们还会发

现，白玛娜珍用深情关爱的笔触和

写实记录的笔法所呈现的童稚世

界，会向我们展现一些从未有过的

生活景象，会带给我们一些崭新的

生活体验。

这部纪实性作品以相当独特的

视角，描写、讲述了高原孩子的一些

生活情状和不断成长的经历，揭示

了他们丰富多彩、充满梦幻色彩的

内心世界。尽管这些内容还仅仅只

是关于高原孩子的生活内容的零碎

片段，但我们依然能够从中了解一

群生活在独特地域中的孩子们的生

活情状。这是一群与众不同的孩

子，作品对这群孩子生活情状和心

灵世界的独特描述和展现，在于把

他们的活动与他们朝夕相处的自然

环境紧密相连，特别留意他们在自

然环境里的行为活动和情绪表达，

特别关注他们那些由无穷深邃的自

然引发的天真无瑕的奇思妙想。在

此意义上，可以说这群孩子就是自

然之子，是大自然的精灵。不管是

在田野间劳作，还是在旷野山林间

玩耍，抑或是在雪山上行进，他们都

与自然相处得很和谐。他们与自然

亲密无间的关系让人觉得，仿佛他

们本来就是自然本身。大自然因为

他们的存在而生气勃勃，他们因大

自然的广博而灵动活泼。在他们身

上多的是几分清纯、活泼、自然、健

壮，少了人为的约束、拘谨和刻意的

雕琢。看着他们的身影，会让人不

由得想起被尘封已久的充满着梦幻

气息的童年记忆。

高原的孩子与大自然有着非同

一般的亲密关系，他们与大自然和

谐相处、相依为命，这养成了他们天

真、率性、自然而为的性格。但是，

高原严酷的自然条件，也对他们的

生存和成长形成了严峻的考验。在

某些方面，他们不得不承受他们那

个年纪不应承受的“压力”。幸运的

是，这群由江河、大山、草原养育的

孩子，在风吹日晒中同样培育出了

乐观自足的生活态度和健壮、坚韧

的体魄和品格。就像他们能够自由

喜悦地享受高原的阳光雨露一样，

他们也能够平静自然地面对高原的

狂风暴雨，甚至承受命运的打击。

高原气候的多变性、高原生活的多

样性，赋予了高原孩子们圆润灵动、

坦荡博大的心灵世界。因此，即使

生活看上去是艰苦的，生活物质资

料并不充裕，但孩子们依然像高原

上的格桑花那样以笑脸迎接每一轮

朝阳。

阅读《高原上的小星星》，留给

读者深刻印象的，不仅仅是一群天

真、活泼、坚毅、善良的孩子们的生

活情状和他们纯洁无瑕、博大灵动

的心灵世界，还有作者别具匠心的

运笔行文，以及蕴含在运笔行文中

的深厚情感。

白玛娜珍也是高原山水哺育长

大的高原儿女，对于高原的这份养

育之恩，她在自己之前的诗歌、散文

创作中均有过表达。相比以往对个

人生活的追溯、对家庭亲情的体味、

对高原风光的描写、对浓烈乡情的

直接抒发，《高原上的小星星》通过

描述一群孩子的生活情状来表达

对家乡故土和人们的关心与眷恋

之情，显得更为具体、更为切实，更

有现实品格，也更具感染力。作品

中所表达的对孩子们淳朴、天真、

善良品质的赞美之情，以及对他们

因条件所限而面临困难的担忧、牵

挂等，像潺潺溪水一样流动在字里

行间，给平实质朴的叙述增添了感

人的力量。

小时候，我们听过关于宝葫芦的民间故事，

有了那个宝贝，数不尽的好吃好用好玩的东西

便可滚滚而来。在《时间超市》中，也有一个貌

似宝葫芦一样的宝贝，这就是时间信用卡（身份

证），每个持证的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在时间超

市中“白拿”他们想要的各种好东西，而不必花

费一分钱。所以，《时间超市》的小主人公（一群

小学生），便拿着从爸爸或妈妈甚至老板家长的

下属那里弄来的身份证，在这个奇怪的超市里

大肆劫掠各种高档玩具和零食之类。

然而，世上并没有白吃的午餐，一切都是被

明码标价了的，包括时间。在宇宙洪荒之中，时

间似乎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然而

时间从来都是用生命去丈量的，时间的价值是

由生命创造的价值来界定的。于是，一场突如

其来愈演愈烈的恶性瘟疫“急性衰老症”揭开了

时间超市不可告人的黑色秘密。信用卡是商业

社会兴起的现代化金融工具，它给当代人的消

费观念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透支”这一超前

消费方式已经渗透到了方方面面，人们不仅随

意透支自己的财富，甚至还要透支上一代甚至

上两代人的财富。“啃老族”的出现固然与独生

子女政策、超前消费观念成风等都有着密切的

关联，但也深刻反映了人性的某些劣根性，其

本质无异于是在透支上一代甚至上两代人的

生命。在《时间超市》中，那些刷着父母的身份

证在超市里肆无忌惮地“白拿”的小学生们，简

直就是当下“啃老族”的一个绝妙写照。而“急

性衰老症”大规模爆发，正是因为父母们的时

间（生命）被堂而皇之地用来“透支”造成的，不

劳而获必定有人得为此买单。

《时间超市》对当下的社会现实有着相当

贴近和逼真的描绘。在童话中，小主人公们是

一群当代城市小学生，作者生动地描写了他们

在消费时代所受到的种种物质诱惑。我们看

到，这些孩子们的课余生活几乎完全被五光十

色的电子游戏、智能玩具、花花绿绿的零食所

占据，并且相互攀比，有了一个好玩的智能玩

具，还想要更好的更高档的，要将别人比下

去。物质的丰富带来了消费欲望的膨胀、消费

观念的扭曲，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普遍

的社会现实。

不劳而获，一方面刺激出对财富的更大贪

欲，一方面带来对财富的不尊重和浪费。在这

样的情形之下，为了争夺班级小伙伴们的崇

拜，孔小丘和庞达虎两人的“玩具军备竞赛”也

愈演愈烈、不断升级。

《时间超市》的故事情节融悬念、童趣和批

判现实主义精神于一体。作品最突出的一个

特点，就是作者对儿童生活和儿童心理的烂熟

于心，将儿童的好奇心、对玩具尤其是对智能

玩具的热爱写到了极致，故事的起承转合都与

玩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特别是孔小丘对各

种智能玩具出神入化的操作过程，给作品带来

了极强的动作性，颇具生动鲜活的画面感。当

爸爸妈妈罹患“急性衰老症”性命攸关之际，孔

小丘从伤心欲绝到疑心重重再到幡然醒悟，在

同学兰叶子和庞达虎的配合下，几经波折、惊险

跌宕，与时间超市阴谋背后的外星怪物斗智斗

勇。作者生动地描写了每一个环节中小主人公

与玩具的奇妙互动，譬如孔小丘操作微型航拍

器刺探时间超市店主的古怪行为，揭秘店主这

个外星恶虫想要攫取人类生命的惊天阴谋；又

譬如孔小丘用从超市拿回来的各种遥控智能玩

具组成了一支“遥控玩具军团”，到时间超市去制

造混乱以便趁乱释放被外星恶虫攫取的宝贵时

间；再譬如孔小丘脚踩滑板在超市货架间与外星

恶虫进行的惊险追逃……

不难看出，这是一部童趣十足、充满明快节

奏和动作性的、将童心童趣与严肃深刻的社会批

判性主题熔于一炉的作品。孔小丘的同学兰叶

子有一句话说出了《时间超市》的主题：“世上没

有不劳而获的东西，想要什么都得靠自己的努

力。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如果有，那就一定是

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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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亚当地时间9月25日至29日，

“湖北出版文化展”在第22届内罗毕国

际书展举办。在这一次内罗毕书展上，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举行了以“分享阅

读 共享未来”为主题的系列活动。

此次活动参展图书的中英双语共

40余种，其中有《曹文轩画本·草房子》

（英文版）、《龙月》（英文版）、《耳朵先生

的音乐绘本》（英文版）、《上知天文 下

知地理》（中英双语）、《起点阅读中英双

语桥梁书》（中英双语）等优质原创图

书。书展上，儿童文学作家张之路发表

了主题为“阅读点亮人生”的演讲，中国

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王泉

根发表了主题为“童心无界，文学有情”

的演讲。

内罗毕书展期间，湖北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陈树林、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

管理处处长周凤荣、长江出版传媒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毕华、长江出版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兵携手张

之路、王泉根走进当地小学并捐赠长江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双语图书和学

习用具。 （邵 闻）

如果我们把进入新世纪后童话领域的创作和理论做一个对比，我觉得，我

们的童话创作显然已走在了理论的前面。在我看来，年轻一代作家的创作都充

满了锐气，充满了创新意识。作者们没有满足于现状、满足于市场指数、满足于

销售数据，作者们关注的是生活的提炼、内心的感悟和艺术的升华，关注的是特

定儿童读者的精准传递，关注的是童话作为一种特殊艺术形式的个性化呈现。

这是童话创作不断向前发展的一个特殊表征。这样的创作态势理应有相应的理

论给予呼应才是。整体而言，当代童话理论研究滞后了。

艺术创新是个大话题。创新的指向是未来，但创新的逻辑起点是当下。一切

真正有价值的创新都是当下的“产物”，创新不能脱离既有存在。创新不能脱离

既有的整体环境、整体氛围、整体认知存在，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它都客观存

在，必须正视。比如，读者的接受能力，就存在着一个当下整体的阅读理解能力

和理想阅读理解能力两者之间的平衡问题。整体的阅读理解能力100年前、50年

前、30年前和当下是有差异的。整体的阅读能力是一个流量变体，总是向上提升

的。创作者当然需要对此有所了解和把握，否则你无从预设作品的阅读理解基

点。而且，重要的是这涉及创新脚步迈得太大、太小，还是刚刚好的问题。在我看

来，最好的创新是“刚刚好”的创新，也就是我一直强调的提前半步的创新。创新

脚步迈得太大，读者无法接受，期待效果无从实现。创新脚步迈得太小，信息重

复，实际效果近乎零。所谓“刚刚好”，说到底还是一个如何把握既有存在的问

题。创作者对当下既有存在的把握越精准，越能创作出“刚刚好”的作品。

每位创作者都是不同的个体，都是独自的存在。正视个体的差异，寻找个体

差异中的优长，发现自己的区位优势，这是创作出独特作品的关键。创新是与众

不同，创新是人无我有，创新是人有我优，个体特质本身隐藏着巨大的创新潜

能。惟有遵从个体的差异，遵从内心的感受、体味和召唤，才有可能从同质走向

异质，从共声走向独响；才有可能化平庸为灵动，化腐朽为神奇。个体差异是创

作者创新的原点。有作为的创作者，从不追随大流，从不亦步亦趋盲从他人。任

何脱离自身特质的创新都是不切实际的。

当然，创新也要避免陷入某些误区。

创新不等同于读不懂。创新意味着与既有存在的不同，意味着创意和新意，

而这一切的获得往往又离不开“陌生化”艺术手段、形式、创意的借重和运用。

“陌生化”给读者带来的暌违感，因其非既有，不可避免会伴有“读不懂”等情形。

但“会伴有”不等于“必须有”，历史上，既创新又极具可读性的例子屡见不鲜。怀

特的“童话三杰”《夏洛的网》《小老鼠斯图亚特》《哑巴天鹅的故事》就是这样的

佳构。20世纪初中叶，西方儿童文学界掀起了一场创新变革，变革的主战场恰好

就在童话领域。这场变革涉及方方面面，但就文体本身而言，核心就是“写实”大量介入“幻想”，“写

实”与“幻想”彼此融合。作为独特的艺术存在，童话与其他文学样式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幻想空间的

营造上。传统童话常常是作者营造出一个幻想空间后，主人公们可以在这个幻想的空间里自由驰

骋，而这场变革要改变的恰恰是这种既定关系。怀特的三部作品完全打破了这种封门的幻想空间。

他全部采用的是双线结构，一为现实世界，一为幻想世界，而两个世界又适时交融，和谐共处。“写

实”大量介入“幻想”，其实反而大大拓展了幻想的固有疆域。这种变革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作品牢

牢吸引住了读者。反思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童话的艺术探求，如果说在诸多优长中有什么不足的

话，“读不懂”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它带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创新不可能排除读者的“读不懂”，但

我们应该努力去寻找那些可读好读又耐读的作品。

创新离不开参照和借鉴。很多人不愿意正视这个问题，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刻意回避。参照和借

鉴本身就是学习的过程，并不低人一等。创新不等同于参照和借鉴，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参照和借鉴

是创新的必要准备，是积极主动的；追随大流、盲从他人则是拷贝既有存在、重复别人，是消极被动

的。真正的创新，是在参照、借鉴基础上的深化与发现。创新不是无本之源，不是全然凭空想象。如果

说既有存在是一座高山，那么创新就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开拓和努力。创新当然也有一个路径和方

向的问题。创新的路径和方向，没有统一标准，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模板。更何况每位创作者都是各不

相同的个体。不过，从创作的实际情况看，也不乏一些趋向性的关注点和思考点。

时代精神的童话传递。时代精神来自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提炼和升华。而童话乃所有文学

样式中距离当下社会最远的特殊样式，按说两者之间关联度不会太大。其实不然。因为说到底，所有

文学样式都是生活反映，不同之处在于这是“童话”的反映罢了，而这恰恰是我们的童话可以着力的

地方。事实上，这方面不少经典童话早已有所表现。巴里《彼得·潘》中那个子虚乌有的永无岛，并不

只属于彼得·潘，更属于工业革命以来机械化、快节奏生活中的童年想象和童年期待：别忙着变成大

人，请享受游戏的快乐，请享受童年的快乐。永无岛也是永恒童年的象征。圣·埃克苏佩里《小王子》

告诉人们，这个世界是成年人主导的。但成年人太实际，太功利，他们早已失却了初心。他们不会为

一朵花流泪，不会和狐狸真心话别，不会去看44次日落。而这一切，只能发生在孩子身上。因为“那

些大人们钻进了特别快车之中……不知道该去追求什么”了。“特别快车”与儿童的初心，正是时代

的绝佳隐喻。

东方气质的童话展示。现代意义上的童话源自西方，17世纪末的贝洛童话、19世纪初的格林童

话、豪夫童话……至19世纪中叶，安徒生童话成为第一座童话高峰。现代意义上的东方童话虽然起

步较晚，但中国民间童话古已有之，东方文化与现代童话互补互融，两者之间有无限的可能性。这方

面，安房直子、宫崎骏的作品不乏启示。安房直子曾经说过：在我的心中，有一片我想把它称之为“童

话森林”的小小的地方，整天想着它都成了我的癖好。那片森林，一片漆黑，总是有风呼呼地吹过。不

过，像月光似的，常常会有微弱的光照进来，能模模糊糊地看得见里头的东西。安房直子的世界是幽

暗而又明亮的，是清晰而又模糊的，是明确而又神秘的，是既定而又未定的，是禅的，是道的，是东方

文化浸润过的幻想故事。宫崎骏将热闹的动漫注入了东方的安静、唯美、凝思和博大。让人在一动一

静之中收获了独特的东方之美。中国作家当然也应该有中国式的东方表达。

现实生活的童话想象。现实生活是既定的，童话的想象是未定的。把既定的现实生活转化为未

定的童话想象，需要高超的艺术协调、把控和统摄能力。能不能将“实”的现实生活转化为“虚”的童

话想象，或者说，能不能让读者在“虚”的童话想象中感受到“实”的现实生活的力量，这是对童话作

者的极大考验。这方面，乔治·赛尔登《蟋蟀奇遇记》是一个极好的例证。这里有两个世界，一个“实”

的世界，是蟋蟀切斯特与男孩马里奥们的世界；一个“虚”的世界，是蟋蟀切斯特与老鼠塔克、猫儿哈

里的世界。在蟋蟀切斯特与男孩马里奥们的世界里，彼此没有语言交流；在蟋蟀切斯特与老鼠塔克、

猫儿哈里的世界里，大家畅所欲言。然而，这两个互不相干的世界却在蟋蟀切斯特演奏（鸣叫）中紧

紧联系在了一起。喧嚣、繁忙、物欲横流的大都会需要天籁之音，需要天籁之音抚慰劳累、伤痛以及

永远失去的内心宁静。这就是童话对现实生活的想象。

童话的代际传承需要更多的新生代，童话的发展需要更多的新生代。新生代意味着新气象、新

景观、新愿景，新生代意味着不断创新。创新不一定能成功，但没有创新我们将永远止步不前，永远

不可能有新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