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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
与百年文学创作

20世纪50-70年代，在新中国火热的建设
与斗争中，一大批表现革命战争历史题材的现
实主义儿童小说应运而生，讲述了一个个出身
贫苦的农家少年在战火的洗礼与历练中，与敌
人斗智斗勇，逐渐成长为英勇顽强的小英雄的
故事，为我们贡献了海娃、雨来、小马倌、孙大
兴、张嘎子、潘冬子、铁强华等一长串熟悉而响
亮的名字，成为了一代少年儿童的精神偶像。
回想一下，这些儿童文学红色经典似乎都是以
男孩为叙事中心，很少见到女孩的身影。事实
上，20世纪50-70年代的儿童文学红色经典中
有不少被人们忽视的女孩形象，具有丰富的社
会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附属性：作为小英雄同伴的女孩

每个人的童年都缺少不了玩伴，英雄也不
例外。在智勇双全的少年小英雄身边，经常会
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女孩形象，在生活上关心
他们，在战斗中协助他们，在形象上衬托他们。
这些女孩出场时间不长、性格个性也不鲜明，其
形象甚至可以说是功能性的、附属性的。但正
因了她们的存在，让残酷的战争多了一丝温情，
给小主人公苦难而不幸的生活带来一丝安慰，
她们承载着少年英雄重要的精神寄托，也是英
雄成长的见证人。

《小兵张嘎》（徐光耀，1962）是红色经典儿
童文学中公认的杰作，塑造出了嘎气十足、生动
活泼的嘎子形象（13岁），他胆大机智，同时又符
合这个年龄的儿童特点：爱炫耀、争强好胜、冲
动贪玩。文中小嘎子受伤后去荷花湾杨大伯家
养伤，杨大伯的闺女玉英（13岁）成为了他的好
伙伴。玉英“是个温柔、俊秀而又淳朴的小姑
娘”且“一向少言寡语”，符合中国传统女性的审
美特点。小嘎子受伤天天躺着不能动，嘴巴却
从没闲着。他给玉英讲战斗故事，把从老钟叔
那儿听来以及自己参加过的事情，全数倒给了
她。这使得玉英不仅把他看得英勇、伟大，也羡
慕起他那神奇有趣的生活来了。后来，玉英跟
着嘎子在部队里做了卫生员，在鬼不灵战斗中
还协助嘎子立了功。通过嘎子与玉英的对比，
不难看出他们是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这个角
色是附属于主人公的。而且，玉英的父母最初
是打算把玉英和嘎子凑成一对的，显示的是女
性最终以婚嫁为归宿的传统观念，玉英在嘎子
的启蒙下，对这个传统有所反叛，向往着穆桂
英、女八路的建功立业，开始具有了一定的现代
意识。

《野妹子》（任大星，1964）这部儿童小说虽
以“野妹子”来命名，其实主角依然是男性——
17岁的“我”（少年曾天秀）。小说讲述了“我”失
去父亲后寄住在乡下野妹子家，在野妹子（十六
七岁）及其三哥（共产党员）的引领下，一步步认
清乡长陈步云的汉奸面目，最后和野妹子一起
去参加游击队的故事。“我每次去，野妹子总在
忙着做活：纺纱、劈柴、喂鸡、补渔网，光着脚跑
来跑去，和我说话的机会不多。”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时期，作家笔下的少女以劳动妇女为最
高审美标准。并且，野妹子总是“扮成男孩子模
样”，或许这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却也映射
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学作品中，女性常常是

“无性别”的。野妹子在三哥的影响下思想是进
步的，她一直秘密参与对敌斗争，帮助“我”，接
应“我”，看到“我”的进步由衷为我高兴，但是，
我们却无从得知野妹子的内心活动。相比懦弱
爱哭的“我”、阴险老辣的陈步云以及壮烈牺牲
的昌外婆（野妹子的母亲），野妹子的形象是平
面而单薄的，具有一定的附属性。

秀银是《小砍刀的故事》（勤耕，1965）中“小
砍刀”郭顺（14岁）的邻家姐姐，因她从小跟从父
亲习武，一出场就举起棍子和小砍刀比武过招，
像一个飒爽英姿的女英雄，这为她后来协助小
砍刀手刃仇人赵坡儿埋下伏笔。然而，秀银身
上更多承载的是一个“代母亲”的角色：她虽然
只有十五六岁，但“打从小砍刀父母死后搬到她

家来，一家三口人的穿的戴的、鞋脚袜子，就全
落在她身上了”。秀银是生活的一把好手，纺线
织布、裁衣裳、扎花绣朵，样样儿精通。请看一
段对秀银的描写：“秀银钉完最后一个扣子，咬
断线头，拿扫帚扫扫沾在棉袄上的棉花毛儿，把
身子挪到炕沿边，撑开棉袄，披在小砍刀的身
上，说：‘试试合身不，这是拿俺爹的一件旧褂子
改的。’”这完全是一个传统的劳动妇女形象。
小砍刀去参加八路军时她千叮咛万嘱咐，小砍
刀心想：“女孩儿家的心眼儿想得可真周到。”可
见，秀银虽然具备英雄豪杰的条件，但对男主人
公而言依然是协助性、补充性的角色。

英雄性：从边缘走到中心的女孩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儿童文学红色经典
中，除刘真、杲向真等几位女作家较为擅长写女
孩外，作家很少将女孩作为主人公来书写。这
种情况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有了改观，女孩不但
从配角变为主角，还成为了掌控大局的女英雄，
对男孩起到引领作用。

《烽火三少年》（原题为《山高水长》，邱勋，
1978）中的冬梅（14 岁）和两个弟弟留孩（11
岁）、石头（9岁）相比，是绝对的主角和引领者。
留孩和石头还会收集子弹壳作为玩具、捉弄恶
霸潘彪家的儿子金库，冬梅虽只比他们大几岁，
但她的精神世界早离这些孩子气的事情十分遥
远了。作者对她的苦难经历进行了铺垫,“爹被
潘家逼走，娘被潘家害死，14岁的贫苦女儿，瘦
瘦的肩膀早就承受了无比沉重的痛苦和灾
难”。14岁正是少女爱美的年纪，冬梅为了执行
任务，毫不犹豫剪去了长长的发辫，变成了半大
小子。为了保护受伤的陈虹老师，她教育弟弟

“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能吐口”；为了替陈老师弄
到草药而不被怀疑，冬梅不假思索用剪刀划伤
了自己的手臂。后来伤口快要愈合了，冬梅想：

“为什么陈老师的伤好得那么慢，自己的却好得
这么快呢？”为了继续给陈老师弄到药，她故意
往伤口上洒冷水，忍受着钻心的疼痛。至此，冬
梅的坚毅与胆识，已经令她的形象过于高大
了。而后，冬梅忍受住了严刑拷打，一刀捅死了
潘彪精明的老婆卞桃花。被捆绑示众时，“她心
里没有恐惧，没有哀伤，没有遗憾”。最后在与
潘彪的扭打中，14岁的少女擦枪走火杀死了潘
彪。整个故事中英雄豪杰的壮举都由冬梅完
成，她被树立为一个无坚不摧、无所不能的女英
雄，还是一个久经考验的成熟的共产党员，这对
于一个14岁的少女来说，显然有些失真了。

《奇花》（陈模，1979）中的许英（16岁）也是
一号主人公。《奇花》讲述了著名的抗日儿童团
体孩子剧团自成立之初从上海、武汉、长沙，辗
转到广西、贵州、重庆，最后就地解散奔赴抗日
前线这一路的艰难旅程与复杂斗争。许英是孩
子剧团的灵魂人物，也是孩子们的精神支柱。
和冬梅的完美无缺不同，许英在一次次面对未
知的生活和工作挑战时，是有犹豫和担忧、软弱
和幼稚的。方老师让她带领孩子们排练活剧，
她没有经验，只得硬着头皮上；与方老师失散
后，她摸不着方向，心里害怕，“由于一时心急，
感到担子的沉重，她担心团员有损失，泪水忍不
住扑簌簌地滚下来”。可她没有退路，20多个饿
着肚子的孩子等着她去领导，环境逼得她不得
不坚强。小说细致地描绘出一位女共产党员一
步步成长、成熟起来的过程。许英的男同学尚
德一直从旁协助她，一改之前红色儿童文学中
总是女性协助男主人公的人物设定。小说中孩
子剧团走了3年，结束时许英19岁，已经是成年
的大姑娘了，她与尚德同行互助许久，相互扶持
敬佩，逐渐产生了真挚美好的感情，这是符合真
实人物的性格发展规律的。小说将二人的情感
写得光明磊落、真切动人又含蓄内敛，遵循了儿
童文学的正面价值导向。

主体性：具有强烈主体性的女孩

《奇花》中的许英虽然具备了正常人的优缺

点和情感走向，较为真实可信，但依然是以第三
人称的方式从外部去描述她的行为表现，并没
有深入她的内心，主人公的性格与个性还是偏
弱。而有一些作品已经开始关注女主人公的主
体性，它们多使用第一人称，便于刻画女孩细腻
复杂的心理活动。

《“强盗”的女儿》（史超，1961）中的桂娃是
一个勇敢又懵懂的贫苦人家的女儿。故事的背
景是红军时期江西农民在酝酿起义，桂娃的爹
是共产党，也是起义的领袖。桂娃虽然不懂革
命，爹也没有告诉她真相，但她能感受到爹的危
险，她一心想要保护爹、救爹，于是不顾一切地
一次次冒着危险去通风报信，间接立了大功。
桂娃的状态始终是“懵”和“猜”，从头到尾都处
于想象和担忧之中——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
处，写出了儿童有限的理解能力和真实的心理
反应。桂娃偶尔听到爹和叔叔们低声讨论，她
的心理活动是：“啥子抗粮哦，搞枪哦，庄稼人要
那些做啥子用嘛？”胡子表叔往她家送柴（其实
柴里藏着枪），桂娃在心里笑胡子表叔“迂磨”：

“我家守着山，伸手就是柴火，何需你从后山向
这送？”桂娃去给爹送饭的时候，也体现出女孩
子特有的胆小：“快到死人崖的崖口上，有座破
庙，庙里那个绿脸的神像，朝我咧着血口。我闭
起眼，绕着庙跑过去，折了一根树枝，这里一打，
那里一抽，给自己壮胆子。”非常具体而形象。
桂娃虽然不懂那些革命大事，心思却也细腻缜
密，比如她三姑来家里，她给爹打掩护谎称爹在
里屋睡觉，听三姑说家里没米吃，心里同情，转
念又一想：“我有意给这个好心肠的三姑挖上碗
米，但米放在里间，我怕三姑跟我进去，瞧见爹
不在，坏了事，就硬起心肠装不懂。”这部小说中
的桂娃这一形象有想法、有脾气、有主见，已初
具女主人公的主体性。

而《盐丁儿》（颜一烟，1985）中的小姑娘盐
丁儿则显现出十分强烈的女性主体性。盐丁儿
的身份本是晚清的格格，祖上都是皇亲贵戚，父
亲位高权重，却因为封建大家庭的“重男轻女”
思想，过着悲惨的生活。父亲流连在姨太太屋
里，母亲被祖母百般折磨，盐丁儿被祖母视为

“扫帚星”，斥名为“盐丁儿”，意为咸（嫌）透了。
她对家中的规矩充满疑惑：“为什么一家人有站
有坐呢？说是老的坐、小的站吧？那么麟哥儿
不比奶奶（妈妈）小得多吗？说是男的坐女的站
吧？那么太太（祖母）自己不也是女的吗？”畸形
的生活环境让盐丁儿从小就产生了男女平权意
识，处处比着哥哥麟哥儿，处处不服气。多次表
明：“我不要当女的，我要当男的！”中秋节的时
候，祖母的哈巴狗都有螃蟹吃，却没有盐丁儿的
份。后来母亲、姨太太都被折磨死了，继母进
门，盐丁儿连饭都吃不上，全靠管家福大爷怜惜
她，偷偷把猫食留给她吃。日子越是艰苦，盐丁
儿越是奋进，她要给死去的母亲争口气。13岁
考上师大附小，当选班长时，她心想：“女生还能
当班长？这可是真正的新事儿！怎么？在这个
学校里，男生不但不欺负女生，还选女生当副班
长？”两年后，她又考入了师大附中，生平第一次
见到女老师，惊讶极了！因为在她的记忆中，女
人都是低人一等，成天挨打受气，一直到被折磨
死啊！盐丁儿读到了庐隐、冰心的文章，由衷感
叹道：“女的，能当老师已经使我佩服得五体投
地了，现在又看见，女的还能写文章、出书、当作
家，这在我心里激起的震荡真是大极了！”后来，
盐丁儿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奔赴延安。这个与
命运抗争到底、自立自强、奋发拼搏的女孩激励
并感动着一代读者，尤其是女性。

儿童性：葆有天真儿童性的女孩

儿童文学红色经典聚焦的是血雨腥风的战
争年代中，少年儿童对苦难生活的抗争，侧重于
突出小主人公的高尚品质与不屈意志，注重模
范性和教育性，较多展现其作为革命事业接班
人和预备成人的成熟的一面，而较少注重其儿
童天然本性的发现。萧平的《三月雪》（1956）中

偶有一段关于童真的书写：小娟（十一二岁）的
妈妈要执行任务，把她寄放在邻居家，说好两天
回，可小娟等了4天都没等到。周叔叔问她：“哭
没哭？”她羞涩地笑，低头踢路边的小石子，说：

“我就哭了两次。”“不对，睡觉时还哭了三次。”
“没有，没有，就哭了一次。”小娟大声争辩着。
“一看见妈妈回来你就又抱着她哭了，是不是？”
“谁说的？是我妈告诉你的？”“不是，反正我知
道。”“那还算哭呀？也没哭出声来。”这一段对
话童趣十足，把小孩子想极力掩饰，又容易被大
人套出话来的情形生动地描摹出来。

儿童文学红色经典中真正将女孩形象写活
的是女作家刘真，她的一系列短篇小说采用的
都是完全的儿童视角，以“儿童本位”的姿态展
现了活泼自然的儿童心理、儿童思维与儿童情
趣，这种写法在当时独树一帜，即便是放在今
天，也令读者感到童趣盎然。《小藤篓的故事》
（1956）中的凤妞（五六岁）喜欢收集“宝贝”：小
皮人儿、花布条儿、瓷碗片儿、小瓶子，“这些小
瓶子，我都把它们当人看待，好看的当成大姑娘
和小媳妇，不好看的当成男人和老太太”。然后
玩“过家家”游戏。这些行为和心理实在太符合
小女孩心理了！《核桃的秘密》（1957）中的“我”
（14岁）是一个馋嘴的小八路。小时候嘴馋，“就
是云彩上掉下个雨点儿，我也伸出舌头来接几
滴尝尝”。生活再艰苦，也能让自己的嘴不闲
着，“什么有甜味的草根、野杜梨、黄麦穗，还有
一种叫江米包的草子儿……野外所有能吃的东
西，我都吃过”。14岁到太行山，看见美景不眼
馋，最感兴趣的是山里的红柿子、黑枣、核
桃……“我”偷溜出去摘核桃，心里想：“我只摘
一个核桃，就算是犯了群众纪律，错误也不太
大。”这是典型的儿童“明知故犯”心理。摘核桃
回来，“我把头低得越低，小组长越是用眼角偷
偷看我，也可能是我先看她的，要不然，我怎么
知道她在看我呢？”

《长长的流水》（1962）特别细腻地刻画了小
八路“我”（十三四岁）的小脾气、小个性以及成
长转变的过程。故事写1943年全家到太行山
参加革命工作，“我”年纪虽小，但性子野，心气
高，不愿学习，不服从大姐管教。后来两人都因
为生病在卫生所相遇，“我”把母亲捎来的两双
袜子送给大姐一双。大姐看了“我”抱怨学习的
日记后批评了“我”，这时“我”的心理活动：“好
家伙！我浑身上下都是缺点了，每根汗毛都长
错地方了，脚趾头也太短了，耳朵不该东一个西
一个，腿肚子也不该脸朝后了……反正是没好
地方啦，不好就不好吧。”这非常符合儿童听不
得批评还要强词夺理的特征。“我”的脸越拉越
长，竟然伸手拿过那双袜子，不送给她了。可是
随后便开始自省：“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
听见人家批评，怎么就像身上着了火一样呢？”
这一段心理描写极其真实，一个骄傲的小八路
形象跃然纸上。一直到后来，“我”长大成人了，
才理解了大姐的良苦用心：“革命需要有文化的
好干部”。刘真笔下的女孩形象天真烂漫、个性
鲜明，注重儿童性的捕捉与描摹，为红色题材儿
童文学注入了新鲜、昂扬、跃动的活力，也更贴
近儿童的真实生活与儿童读者的审美喜好，在
艺术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从历史边缘走到舞台中心，从面目模糊到
眉眼清晰，从依附于少年主人公到具有独立的
主体性，从勇敢顽强的女英雄到活泼任性的天
真儿童，我们看到了特定历史时期女孩的生存
风貌与形象的演变轨迹。她们身上充满坚毅
果敢、导人向善的正能量，同时又闪耀着不同
于少年英雄的温婉与灵秀，是红色经典儿童文
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如今，多部以女孩为主
角的抗战题材儿童小说陆续问世，比如左昡的
《纸飞机》、李秋沅的《木棉·流年》、毛芦芦的
《福官》、王苗的《雪落北平》等，让我们进一步
感受到女孩身上所蕴蓄的巨大生命能量与抗
争精神，这无疑为红色题材儿童文学长廊增添
了新的生机。

红色经典儿童文学中的女孩形象
□王 欢

《这样好读的历史·

三国争霸》（上下册）

成长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天天出版社

2021年5月出版

《万万没想到：你是这样

的动物朋友》（全3册）

【捷克】哈娜科夫娃 著

【越】道灵 绘 梅静 译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21年3月出版

这是一套探
秘动物世界的丛
书，共包括《不可
思 议 的 动 物 友
谊》《令人惊叹的
动物智慧》《不可
不 知 的 动 物 秘
密》3 册，解开对
可爱动物们的误
解，为满足动物
小达人们的好奇
心提供指南。书
中包含七大地球
栖息地、48 个脑
洞大开的动物趣
闻，不仅能够点
燃孩子们的好奇
心，打开他们的
求知欲，而且能
够让小读者成为
有趣、有料的动
物小专家。

《碎嘴许美达的生活碎片》

许美达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21年4月出版

这本书就像
一只冒着热气的
茶壶，是作者快
嘴快笔唠出的一
个又一个热乎乎
的故事，这些故
事告诉大家“碎
嘴”个性的成长
过程，以及她在
各地游历的所见
所闻所感，还有
关 于 读 书 与 学
习、实践与经验
的切身体会。本
书酣畅、幽默，励
志而减压的风格
独树一帜，既让
人捧腹，也笑中
带泪，引人思考，
能够让小读者们
不忍释卷，从中
获得愉悦而轻松
的精神享受。

■新书快递

不同于一般
针对少年儿童的
历史读物以人物
和事件为核心，
《这样好读的历
史：三国争霸》在
行文中增加了很
多文化、地理、考
古 等 方 面 的 内
容，把更多直观
的东西呈献给孩
子，帮助他们认
识 一 个 立 体 形
象、丰富真实的
三国。作为一部
面向青少年读者
的历史读物，书
中对重要历史人
物和事件进行讲
解，态度中肯、立
场客观，有利于
帮助孩子培养正
确的价值观和历
史观，提升综合
素养。

广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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