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责任编辑：行超 教鹤然 2021年12月6日 星期一文学评论

新观察新观察 迎着新时代的惠风砥砺前行迎着新时代的惠风砥砺前行
————五年来儿童文学系统工程的建设五年来儿童文学系统工程的建设 □□王泉根王泉根 崔昕平崔昕平

儿童文学不是一种文体，而是一种文学类型，这一因读者
对象的特殊性而命名的文类具有内外两个系统，内系统不但具
有“全文体”的小说、散文、诗歌等常规文体，而且又有童话、图
画书等专属文体，从而形成一种不断拓展边界与壁垒的最具创
造性的“大文体”内部系统；外系统则包括作家作品、传播出版、
理论批评、阅读推广、学校教学等多个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环
节。因而，儿童文学的演进发展自然是一个需要文学界、传播
界、教育界共同关心参与的系统工程建设。同时，作为关乎民族
下一代健康成长的希望工程、培根铸魂工程，儿童文学一直受
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关心，成为文学界与整个社会共同担当
的文学大事。迎着新时代的惠风，五年来的儿童文学着力提质，
锐意创新，砥砺向前，儿童文学系统工程的建设呈现出引人瞩
目的新格局、新气象、新作为。

立足培根铸魂，赓续红色传统

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始终与中华民族的未来想象密切相
关，承载着教育儿童进而塑造民族未来的历史使命。少年儿童
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关怀少
年儿童的健康成长。2014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海
淀区民族小学主持召开的座谈会上，曾深刻地指出：“少年儿童
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应该同成年人不一
样，要适应少年儿童的年龄和特点。我看，主要是要做到记住要
求、心有榜样、从小做起、接受帮助。”在讲到“心有榜样”时，特
别提出了优秀儿童文学艺术作品所塑造的英雄人物的巨大精
神价值、榜样力量与审美作用：“心有榜样，就是要学习英雄人
物、先进人物、美好事物”，“过去电影《红孩子》《小兵张嘎》《鸡
毛信》《英雄小八路》《草原英雄小姐妹》等说的就是一些少年英
雄的故事。”这里所列举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儿童电影，正是
曾经深深影响感染过数代孩子的优秀儿童文学艺术作品，已经
成为数代人的永远记忆与童年情结，这是中国儿童文学的荣耀
与红色基因。

近五年来，儿童文学作家们着力勘探红色文学的时代价
值，红船精神、长征精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均
在儿童文学作品中有突出呈现；围绕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
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等重大主题的作品集中
涌现；英雄人物、先进人物、美好事物已成为儿童文学创作的重
要素材与精神资源，并作为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要审美
设定。

董宏猷的《中国有了一条船》为儿童读者写“大诗”，以四千
余行的庞然体量回溯红船精神，俯瞰人类命运，探讨了民族命
运的必然选择，讴歌了先驱们的牺牲与奉献。高洪波献礼建党
百年的诗歌系列《旗之歌》，以童诗的形式、儿童读者适读的表
现手法抚今追昔，大开大阖地书写壮阔而荣光的中国历史，讴
歌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用词朴素，正气充沛。徐鲁的儿童小说
《远山灯火》聚焦于鄂赣交界处的阳新县龙港镇红色小镇，以
“红孩子”梁满仓为核心人物，上中下三部曲的形式，记述了自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至当下的近百年间，一个心怀信念与理想的
群体的人生选择与生命历程。作品以《远山灯火》为题，叩响薪
火相传的时代意义。张品成的《最后的比分》以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为时代背景，描写由红军指战员、白军俘
虏、老百姓等不同身份的人组成的特殊球赛，通过一众军民的
行动举止，彰显了红军天下大同、纯然无私的公心与理想信念
的强大精神感召力，正面讴歌了正义与信仰的力量。另外还有
描写红军长征题材的，如柳建伟的《永远追随》、张品成的《我的
军团我的兵》等；以儿童视角表现革命历史、书写战争童年的作
品，如常新港的《寒风暖鸽》、孟宪明的《三十六声枪响》、左昡的
《纸飞机》、殷健灵的《彩虹嘴》、郭凯冰的《我们的宣言》等。这些
重大题材作品凸显着历史的真实感与厚重感，引导当代孩子铭
记属于本民族的红色记忆与艰辛岁月。

近五年来，多部儿童文学作品拓展了创作视野，指向历史
与时代的主流人物与事件。儿童文学作家更多地关注了时代洪
流中涌现出的标杆人物与重大事件，聚焦英雄与楷模，创作了
一系列具有纪实性质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讴歌党、讴歌
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爱国主义儿童文学作品。其中“中
华先锋人物故事汇”书系以“用时代先锋铸造国魂，扣好青少年
人生第一颗纽扣”为宗旨，自2019年开始创作出版，分别以雷
锋、王杰、焦裕禄、王进喜、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邓稼先、屠
呦呦、袁隆平、孔繁森、黄大年、谷文昌、杨善洲、黄文秀等以及
中国航天营、中国女排等时代先锋人物为原型讲述感人至深的
成长故事与英雄经历。汤素兰、徐鲁、葛竞、吕丽娜、肖显志、余
雷、张吉宙、王巨成、李秋沅、谢倩霓、王勇英、毛芦芦等众多儿
童文学作家参与了创作，兼具时代性、纪实性和文学性，广受读
者好评。此外，徐鲁的《此生属于祖国——功勋科学家黄旭华的
故事》，王宏甲、萧雨林的《你的眼睛能看多远：“天眼”巨匠南仁
东的故事》等科学家传记，书写了一代科学家胸怀光荣与梦想
实现自身价值的厚重人生，同样感人肺腑，催人奋进。

深耕现实主义，聚焦时代主题

近五年儿童文学发展的重要标志，是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
作的新作为与新气象。加强现实题材创作，将当今时代多姿多
彩的现实生活融入儿童文学，让少年儿童感受到祖国的巨大变
革和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从中汲取精神成长的力量，这对儿童
文学作家而言既是历史责任，也是艺术考验。

一大批作家深入生活，从真实事件中选取素材，如张品成

坚持多年的重走红军长征路，刘先平致力于大自然文学书写的
足迹遍及戈壁西沙，成为文坛佳话。不少作家纷纷走向生活一
线，将视线投注到当代乡村振兴、支教、脱贫等重大民生工程，
书写新时代巨大变迁中的儿童的生活状态。余闲为创作《三十
六只蜂箱》，实地体验四川大凉山彝族悬崖村的自然环境与半
隔绝的生存现状，动情书写了悬崖村在扶贫政策帮扶下，抗争
命运，摆脱贫困，融入新生活的历程。舒辉波的《逐光的孩子》以
湖北神农架林区支教大学生志愿者为原型，反映当下乡村教育
的发展探索。作品中贫困山村儿童的生存境遇，乡村教师的坚
守奉献与支教大学生们的心灵成长厚重扎实，触动人心。周敏
从北京来到新疆，亲历援疆干部的工作环境，以一手的写作资
源创作《沙海小球王》，展现维吾尔族女孩在援疆干部帮助下追
逐梦想的成长历程。吴然为创作《独龙花开：我们的民族小学》，
多次深入云南大山深处的独龙族山寨。彭学军为创作《建座瓷
窑送给你》，一次次走进景德镇窑制现场。谢华良的《陈土豆的
红灯笼》展现了留守少年在生活困境中乐观、坚韧的成长。胡永
红的《上学谣》、杨志军的《巴颜喀拉山的孩子》等也均是在脱贫
攻坚的时代背景下，书写留守儿童自强不息的成长故事，前者
描绘壮乡少年刻苦求学的励志故事，后者呈现了三江源藏族地
区童年人生与时代之变。陶耘的《梦想天空》则以晋中小乡村少
年的梦想起笔，大跨度反映70年间三代人在乡村振兴大背景
下的时代逐梦。曹文轩的《樱桃小庄》与黄蓓佳的《奔跑的岱二
牛》也均将目光聚焦于农村儿童成长，且都以巧妙的设计联通
了当代乡村与城市发展。上述作品密切关注了社会变革与时代
发展，呈现出鲜明的“当下”意识。正是深入生活的创作，才有可
能淬炼出书写时代精神的精品力作。

面对2020年这样一个凝结着特殊记忆、特殊情感的年份，
中国儿童文学做出了对时代的及时回应，呈现了应答时代、提
振精神的文学在场。作家们关注抗疫一线的人间大爱与高尚情
怀，书写抗疫背景下的凡人英雄。黄春华的小说《我和小素》是
疫情亲历者的文学讲述，展现了武汉人民在巨大灾难和病痛下
的勇敢互助与人间大爱。许诺晨的《逆行天使》以真人真事为依
托，刻画了多位个性鲜明的医护工作者和一线基层工作者群
像，讴歌了“生死相助”的大医精神与人道情怀。徐鲁的《一枝一
叶总关情——2020年春天抗疫纪事》以五个单元分别讲述疫
情期间的儿童、医护人员、社会各界爱心人士，钟南山、李兰娟
等医疗科研专家们的故事和国外友人对中国抗疫的无私援助。
还有多部抗疫童诗集，如高洪波主编的《透明的拥抱——抗疫
情儿童诗选》、金本主编的《童心赞中国——少年志·童心战

“疫”童诗集/童谣集》、邱易东选编的《我们去童话里吧——抗
疫童诗选》、希望出版社的《春天不会迟到——抗疫童诗集》等，
集结诗人们的拳拳爱心，书写艰难时刻的大爱温情，提供精神
力量和心灵的抚慰。上述抗疫题材文学作品，既是抚平疫情之
痛的温暖故事，更是引领儿童坚强成长的励志之作。极端环境
下所迸发的对生活、对生命、对爱的深层蕴含的理解，使这些作
品超越了对具体事件的记录，成为儿童精神成长的宝贵财富。

近五年来，一线重大社会主义工业建设、航空航天工程等，
也成为儿童文学作家着力书写的对象。在中国航空航天科技高
速发展的当下，吴岩的《中国轨道号》以科学元素架构出儿童的
成长环境，航天人的科研精神与科学本身的魅力，潜移默化浸
润了儿童的人生观。于霄恬的《深蓝色的七千米》以我国蛟龙号
潜艇为背景，书写为潜航事业奉献毕生的英雄群体，刻画少年
为实现潜航梦的努力成长。赵菱的《乘风破浪的男孩》、高满航
的《爸爸星》是当代海军与火箭军题材儿童小说。还有多部作品
聚焦和平年代的军人、各行各业的英雄，如裘山山的《雪山上的
达娃》描写西藏军人的戍边生活，少年新兵在父辈军人精神力
量感召下克服重重困难淬炼成长。史雷的《绿色山峦》描绘川西
某部队大院的富有阳刚气质的童年。陆颖墨的《蓝海金钢》描绘
驻守海防线的战士的艰苦戍边与崇高使命。韩青辰的《因为爸
爸》以护卫家国平安的警察英雄和遗孤为原型，展开充满敬意
的英雄讲述。吴洲星的《等你回家》聚焦“时代楷模”、中国特警
子女的童年生活。上述作品力图在儿童的精神基点上注入昂扬
的理想主义情怀，故事饱满，感情丰沛，为新时代儿童呈现出一
种可贵的、有信念的人生状态，赋予了作品积极的当代意义与
以文学书写时代的历史意义。

以儿童为中心，描摹中国式童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学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对于儿童文学而言就是要
坚持以儿童为中心，多方位、多角度地书写“中国式童年”，讲好
中国故事与中国儿童的故事。

近五年来，一批作家倾情回溯不同时代的童年，描绘了具
有历时性的中国式童年故事。前辈作家孙毅在95岁高龄时出
版的三部长篇儿童小说《小银娣的悲惨童年》《战斗在敌人心脏
里的少年队》《野小鬼和野小狗的故事》，激情描写上海儿童从
苦难到革命到解放的变化过程，隐喻整个中国社会的历史变
迁。张之路的《吉祥岁月》《吉祥的天空》、肖复兴的《红脸儿》《兄
弟俩》、刘海栖的《有鸽子的夏天》《街上的马》等，描绘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的童年生活，一群男孩子迎风生长凸显盎然的生机与
豁达的心灵，给人留下难忘印象。翌平的《野天鹅》《魔笛》等将
目光回溯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音乐大院中的童年成长，呈现了
穿透生活局促的浓郁的艺术气质。还有作家以图画书形式勾勒
的不同年代的童年，如金波的《吹糖人》《小鼓儿哒哒响》，彭懿
的《溪边的孩子》等。此类作品的共性生命力，源自一种穿越时

代仍然共通的“童年性”表达。大巧若拙的写作智慧，真实的生
活质感，明亮温暖的精神底色，是上述童年书写的共性特点。

近五年的童年书写，也更多地直面“当下”与“儿童”，关注
少年儿童在学校、家庭、社会交互环境下的“社会化”过程与精
神成长，青春与成长题材书写呈现出更加鲜明的问题意识。秦
文君的《少女贾梅》将人物成长的校园、家庭与社会背景拉近至
当下；李东华的《焰火》揭示成长之痛，直面人性的复杂与美好；
常新港的《三片青姜》对具有鲜明“当下性”的代际冲突与教育
观念冲突做出富有时代意义的解读；殷健灵的《象脚鼓》以真实
人物为原型，描写失聪儿童面对社会寻找自信，创造属于自己
的奇迹的励志人生；孙卫卫的《装进书包里的秘密》讲述少年在
接二连三的家庭变故中努力成长。还有张国龙的“铁桥李花”成
长系列、谢倩霓的“小青春成长不烦恼”系列、汪玥含的“瑰丽青
春系列”、徐玲的“我的爱”系列、王巨成的“铺满星星的路”系列
等，均以高度的现实主义精神，传递对当代儿童身心成长的深
切关怀。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两位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的
《乌兰牧骑的孩子》以优美的笔致书写了5个蒙古族少年的暑
假草原生活，演绎了一曲乌兰牧骑孩子充满向上向善精神的

“红色的嫩芽”。格日勒其木格·黑鹤不但创作了自然旷野气息
的《风山的狼》等动物小说，而且有《驯鹿六季》这样疗愈儿童心
灵的大爱之作。作品以驯鹿鄂温克人一年六季的历法布局，在
北方大兴安岭密林深处的自然律动中呈现少年的心灵自愈与
成长。在作家们笔端，当代幼儿、儿童、少年新的成长环境与新
的成长烦恼得到了入情入心的有爱抒写与纾解。

人类文明行至“当代”，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深度”融入
了儿童的日常生活。随着科幻文学在新时代的整体升温，近五
年来，少儿科幻文学创作呈明显的兴起趋势。除却吴岩的《中国
轨道号》以外，马传思的《奇迹之夏》努力将“核心科幻”的精神
融入少儿科幻，赵华的《除夕夜的礼物》透露出对科学与人类、
人类与可能存在的外星生物“关联形式”的深刻思考，翌平的
《燃烧的星球》《流浪的方舟》等延续“新阳刚少年科幻系列”书
写，杨华的《少年、AI和狗》将人工智能这一备受关注的前沿科
技写入少儿科幻，秦莹亮的《百万个明天》推想了AI进入人类
生活后人类如何对待智人的情感问题。与此同时，科幻文学界
的“跨界”创作展现出新一波“趋势”，江波首部少儿科幻小说
《无边量子号》是对少儿科幻“硬科幻”书写的标识性作品，凌晨
也有《开心机器人》等作品问世。可以预见，少儿科幻将成为儿
童文学创作的又一重要领域。

近五年来儿童文学着力凸显乡土、地域等民族文化特色，
赋予儿童文学“故事”之外更多的文化意蕴。叶广芩的《耗子大
爷起晚了》等作品在童心烂漫的“丫丫”童年故事中展现了浓郁
的老北京韵味，是独属老北京的童年风景。洪永争的《摇啊摇，
疍家船》描绘广东水上疍家渔民的生活，王勇英的“弄泥”风景
系列持续专注于广西少数民族地域题材，小河丁丁的《葱王》
《糊粮酒·酒葫芦》等是他得心应手的“西峒”民俗生活画，李秋
沅的《虞人巷的老屋》描写福建临海老屋以及它所承载的家族、
时代变迁。儿童文学作家们笔下，各具滋味的乡土童年不断涌
现，呈现了不同样貌的文化寻根，地域色彩的儿童文学表达成
为越来越多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自觉。

近五年来，童话创作呈现出更多基于“中国童话”的本土探
索，展示中国幻想韵味，多部极具标识意义的作品面世。汤素兰
的童话小说《犇向绿心》尝试用童话的手法承载现实的观照，童
话《南村传奇》则复苏了民间传统童话的本然韵味。周静的童话
创作始终在寻找“来自自己民族和土地的故事”，取材于《山海
经·大荒北经》的《天女》呈现出唯美气质与诗意思索的“写意”
幻想。专注于鼓励原创幻想儿童文学的“大白鲸”优秀作品征集
活动中涌现的多部作品，根植于现实的生活大地与人类心灵，
以奇思妙想的幻想之翼承载成长之思、生命之思，如迟慧的《藏
起来的男孩》与周昕的《手机里的孩子》等。此外，陈诗哥的创作
明显呈现出对童话文体的独立追寻，《一个迷路时才遇见的国
家和一群清醒时做梦的梦想家》中蕴含辩证的诗意，而汤汤的
《绿珍珠》等近作被誉为“童话写作的一次重新出发”。

近五年来，散文领域最具意义的事件当属河北少儿出版社
策划的“童年中国”书系与希望出版社的“希望树·成长书系”。
这两套书系聚拢了一批儿童文学作家以散文的形式书写童年，
展现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交织于其中的“童年”生态，对儿童
散文创作的多种可能的集中而富有意义的呈现与拓展。诗歌领
域，《文艺报》“少儿文艺”专刊开设“童诗现状与发展”专栏，为
儿童诗创作现状问诊把脉。在图画书领域，中国少年儿童出版
总社的“美丽中国·从家乡出发”系列图画书汇聚来自全国各地
的35位儿童文学作家与40余位画家共同为自己的省区做文
学的画像，被誉为新时代的童年版“清明上河图”。图画书佳作
异彩纷呈获评大奖，如郭振媛文、朱成梁绘的《别让太阳掉下
来》和谢华文、黄丽图的《外婆家的马》等。

深化文学教育，传播精神力量

近五年来，一支包括儿童文学学者、儿童教育专家、阅读推
广人、专门阅读机构以及广大中小学校教师参与的强大的阅读
推广队伍不断壮大，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成为学校阅读教育与书
香校园建设的重要内容，融媒体、线上线下阅读等成为儿童阅
读接受的新方式、新途径。社会各界积极搭建以儿童阅读、家庭
分享、行业创新、产业发展为服务维度的“四位一体”生态型儿
童阅读推广服务平台。

伴随儿童阅读观念的不断更新与儿童文学教育领域对儿

童文学阅读的日益重视，儿童文学与儿童阅读推广、儿童教育
领域的互动日益加强，跨界交流日益紧密。2019年，“国际儿童
读物联盟（IBBY）亚洲大洋洲地区会议（西安）”吸引24个国家
和地区的200多位儿童文学作家、插画家、出版人、评论家共聚
一堂，围绕“儿童与未来”探讨儿童阅读及少儿出版的相关话
题。同年，中文分级阅读首个学术标准在“第六届北京国际儿童
阅读大会（BICRC）”上发布，全国儿童分级阅读教育联盟也在
大会期间正式成立。山东师范大学“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山东
研究院”挂牌成立，也为儿童文学与儿童阅读教育创设了又一
交流促进平台。2020年，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联
合教育、儿童文学、儿童阅读、思想政治等多领域的专家，首次
研制并向全国中小学生发布了《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
中心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2020年版）》。2021年10月，教育
部又发布了《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幼儿图画书推
荐书目》。这是在目前众多儿童阅读推荐榜中首次由“教育部”
研制的两份权威性书单，多位儿童文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参
与了这两份书目的制定与阅读推荐，儿童文学的应用性研究不
断得到拓展与深化。与此同时，儿童文学界、教育界、阅读界与
少儿书业共同策划出版了一批重大出版项目，如“百年百部中
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新版）、“百年百部中国儿童图画书经
典”书系、“新中国70年儿童文学光荣榜”书系、“儿童粮仓——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原创儿童文学献礼丛书”和“共和国70年
儿童文学短篇精选集”等。这些大型书系汇聚了五代儿童文学
作家的代表性作品，集中回顾、梳理、展示了书写中国故事、传
递中国精神的儿童文学精品，促进了当代儿童文学的经典建构
与经典化进程。

积淀基础理论，加强文学批评

李敬泽曾在《儿童文学的再准备》（2015）中谈到，“儿童文
学理论应该走在创作和出版前面，不仅是引导观念变革、艺术
创新，更重要的是，要使儿童文学建立在对少年儿童生活和心
灵的可靠知识与精微分析的基础上，使儿童文学的价值取向和
文化关切建立在全社会的深思熟虑和充分共识的基础上。这个
基础是否具备、是否牢固，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儿童文学的发展
前景。”五年来，儿童文学研究领域双管齐下，努力积淀基础理
论，不断强化儿童文学批评。

作为文学发展基石的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既有基础性研究
成果也有聚焦当代儿童文学发展的应用性研究。蒋风主编的
《中国儿童文学史》、王泉根所著《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编年史》
《中国儿童文学史（插图本）》是中国儿童文学史学研究的重要
收获。朱自强主编的“二十一世纪儿童文学新潮理论丛书”，以
集结单本专著的形式，呈现了当代儿童文学研究中生代、新生
代研究力量的研究路径与新近成果。新中国成立70周年标志
着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步入具有史学意义的第70个年头，
大型理论书籍《新中国儿童文学70年(1949－2019)》（王泉根
主编）问世，全书495万字，全面研究并梳理了新中国成立70
周年来的儿童文学发展轨迹，涵盖主要文体、发展思潮、理论观
念、作家作品批评、文体建设、中外关系、出版传播、高校教学、
阅读推广、地域文学等诸领域，同时专设板块及时梳理了新时
代儿童文学的“新力量、新作为、新发展”。儿童文学的理论研究
也呈现出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与建立于其
上的宏观认识与深度探究。针对儿童文学现场的集中发声，当
推《文艺报》自2018年开设的“新时代儿童文学观念及变革”笔
谈专栏，数十位作家、评论家聚焦儿童文学热点问题展开探讨、
互动与争鸣，引起广泛关注与极大反响。张生珍主持的国家社
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儿童文学百科全书》翻译及儿童文学批
评史研究”、吴翔宇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百年中国儿
童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研究”的立项与推进，呈现
了儿童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积极深化态势。

与之相应，五年间儿童文学创作潜力被极大激发，多股创
作力量不断汇聚。儿童文学领域呈现四代作家共谋创作的繁荣
局面，非儿童文学作家的跨界创作也成为重要的文学趋势。张
炜、叶广芩、梁晓声、赵丽宏、裘山山、蓝蓝、周晓枫、杨志军等知
名作家、诗人先后有儿童文学作品问世与获奖，推动儿童文学
艺术样貌与水准的探索不断走向深入。

新时代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文学教育的不断改革和信息
化、国际化视野下成长的少年儿童，都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提
出了更高要求。我们也必须正视，儿童文学的当代水准仍有很大
的提升空间，快餐化的儿童文学创作仍然占据较大比例。儿童文
学仍需给儿童提供更广阔的认识现实、认识人生的文学之门，作
家们仍需以更加积极的、介入当代的态度书写属于“新时代”的

“中国故事”，文学理论批评仍需更有效地发挥对文学创作的指
导与引领，努力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的儿童文学书写，抵
制低俗、庸俗、媚俗，自觉加强现实题材创作，激励和引导下一代
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打牢实现“中国梦”的思想基础。迎着新时
代惠风砥砺向前的儿童文学系统工程建设，任重而道远。

■动 态 “绿人姐姐的绿色传奇系列”图书线上研讨会近日举行 ■插图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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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波和丽莎：我们有办法》，【德】乔治 · 哈朗斯勒本绘，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21 年 9 月

新时代新时代
新篇章新篇章

迎接第十次全国作代会

11月 14日，由浙江少年儿童出版
社主办的“少女文学·绿色原创·树的书
写”韦伶“绿人姐姐的绿色传奇系列”图
书研讨会，以线上会议的形式召开。吴
其南、孙建江、张婴音、萧萍、陆梅、周益
民、李利芳、谈凤霞、田俊、陈莉、赵霞等
专家学者，以及该丛书作者韦伶、班马参
与了研讨会。会议历时五个小时，深入
讨论了国内原创儿童文学创作中的“绿
色”与“自然”，探讨韦伶文学创作的性别
意识、“植物性思维”及生命体验的独特
艺术表达，共议中国儿童文学的绿色写
作、自然文学、童年精神、生态女性主义
等主题。会议过程中，与会专家深度交
流了女性写作中对原始生命的感知与表

现、少女文学对当代中国女孩文化角色
的探索和引导等话题。本次会议由浙江
少年儿童出版社副总编王宜清主持。

研讨会上十多位专家以各自的专业
视角，分别从生态文学、自然文学、女性
文学、教育学、心理学、哲学、美学、儿童
文学生态、作家的人生经历等不同维度
解读了韦伶“绿人姐姐的绿色传奇系列”
图书的创作、她的文学教育行为以及她
对少女文化建构的理想与实践。作家韦
伶则从自己对文学之路的寻找与独特表
达，树与少女的关系，由树文学延伸开来
的少女文学、少女文化可拓展的领域，关
于儿童文学与少女文学里的幻想和神
奇，讲述了自己对少女文学的写作探索，

对少女文化的理解与行为实践。作家班
马以时间为轴，梳理了各阶段韦伶与自
己“树文学”创作的发展脉络，并用其建
构了丰厚的儿童生态文学的理论体系，
认为它“从特殊视角，打开了一个绮丽的
艺术世界”。

与会专家盛赞这套专为中国孩子打
造的“绿色传奇”之书，它为儿童文学理
论的生态营构，为儿童文学的生态化创
作，提供了富有生机的文化内涵。作为
坚持打造国内原创儿童文学出版高地的
浙江少年儿童文学出版社，后续将继续
与国内名家一起给孩子们带去更多值得
探讨的优秀儿童文学读物。

（教鹤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