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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评

不久前，91岁的束沛德先生给我发来一封邮
件，说有一部关于他的评论集《平实是风格更是
品格——评说束沛德》将由一家出版社出版，他
很希望我给他写个序，因为我们是几十年的朋友
和同事了。

接到这个邮件我非常感动和感慨，因为我想
起十几年前在西双版纳的一次儿童文学委员会
的年会上，我们一批作家认真研讨了束沛德先生
的一部新书《岁月风铃》。那应该是在2006年12
月12日，我主持了这个研讨会，同时献了一首小
诗给沛德先生：“风中有铃铃有风，沧桑无语任倥
偬。平中见奇说往事，最难境界是从容。”这也顺
便说明了本文标题的来历。

将热爱与从容贯彻始终
束沛德先生是中国作家协会的老领导，他整

整年长我20岁。他是1931年出生，我是1951年
出生，补充一句，中国作家协会还有一个小我20
岁的儿童文学作家李东华，1971年出生。20年的
年龄差距，并不影响我们三个人对儿童文学事业
共同的兴趣和一种归宿与认定。尽管沛德先生在
他的若干篇文章中总是自嘲是一个“打杂”的，是
一个“跑龙套”的，意思是自己不是主角。但其实
在我看来，龙套与主角之间可以互换，打杂的与
指挥员之间也可以互动，这不过是人生的一种定
位而已。束沛德先生用自己一生的工作实际、创
作实践和理论思考证明了这一点，他几乎把一切
都奉献给了儿童文学。我一直认定他是中国作家
协会这个群众团体中的一位优秀的组织者，是儿
童文学事业的得力倡导者、呐喊者，同时也是一
个意志坚定、思路清晰的指挥员。他热爱孩子，热
爱儿童文学作家队伍，热爱自己所从事的作家协
会的一系列工作，这种热爱贯穿始终。

去年年底，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十次代表大会
上，我们属于一个代表团，共同相处了几天，我告
诉他一件有趣的事，是什么事呢？因为我曾经连
续五年担任上海的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的评
委会主席，本来每3年一届，后来上海的朋友们对
我信任，给我延期了2年，在延期的时候，我半开

玩笑地说：“我认为有一个人应该获取陈伯吹国
际儿童文学奖的特殊贡献奖，这个人就是北京的
束沛德先生。”

去年是束沛德先生的90大寿，我们都希望这
成为他的一个特别礼物，然而最后的时候这个特
别礼物变成了一次感叹，因为上海一个百岁的诗
人圣野先生得到了这份荣光。这个结果虽让我略
感意外，但我却充分理解沛德先生不会有任何计
较。我对他说：“90岁的评论家跟100岁的诗人相
比还是年轻了呀！”他也笑着说：“是是，对的。”我
们这种笑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一种微笑。100岁
的圣野老人和98岁的任溶溶先生都是在这疫情
两年内获得了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的特殊贡
献奖，他们又恰恰都生活在上海，所以，有时年龄
和地域会在评价一个人的标准时，容易让天平发
生倾斜。再补充一句，儿童文学作家队伍中高寿
者比比皆是。90岁的束沛德先生在中年的时候曾
经患过重病，但他坚强地战胜了病魔，所以我们
看到了“诗情岁月摇铃人”束沛德先生至今仍然
耳聪目明，出席着各种研讨会，发表着一篇又一
篇对儿童文学新人新作的评价。他是岁月风铃的
摇铃人，也是儿童文学的守望者。我非常尊重我
的老领导束沛德先生，“最难境界是从容”也是我
对他的真诚评价。

儿童情趣从儿童世界中来
我手边有长少社出的《新中国儿童文学70

年》，我翻阅了一下，有19篇文章出自束沛德先生
之手，这里面涉及儿童文学的系统工程、评奖、文
体建设，还有60年来的历史继承等，每一个编订
中都有着束沛德先生的影子。最早的一篇曾经给
我的儿童诗歌创作和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
示，就是他发表在50年代《文艺报》上的《情趣从
何而来》。他评的是儿童文学队伍里当时的一个
新兵、后来的一名骁将柯岩，她的处女作《儿童诗
三首》发表在1955年12月号《人民文学》上，这三
首小诗迅速地让同样年轻的批评家束沛德发现
了它生动的笔触和明快的调子所表现出的青年
诗人闪光的才华。紧接着柯岩陆续在《人民文学》

《文艺学习》《中国少年报》《文艺月报》发表了不少
儿童诗。束沛德说：“从当前儿童诗歌创作水平来
看，我以为这些诗都能称得起为好诗，尤其其中《帽
子的秘密》（《人民文学》1956年4月号），还有《爸爸
的眼镜》（《人民文学》1956年6月号）和《小红马的
遭遇》（《人民文学》1957年3月号）。”这些诗让束沛
德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儿童情趣从何而来。

儿童情趣从何而来？当然是从儿童世界里
来。这个现在看似老生常谈的结论在当时《文艺
报》由一个同样年轻的批评家提出来之后，触发
的回响至今还在儿童诗歌界理论的天空回荡着，
这便是见识，这也是才华。

朴素，智慧，真诚，缜密
我和沛德先生接触这么多年，对他有这么几

点评价：一是朴素，二是智慧，三是真诚，四是缜
密。朴素是他的文风、他的作风，他为人待物的一
种发自内心的做派。智慧是他的思想，是他的思
考，是他经过阅读积累之后，对于人生、对于社
会、对于孩子内心的一种近乎彻悟的理解。真诚
是他的为人和为文，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一个讲
真话、抒真情、不矫情、不虚伪的人。缜密是他的
思路，这里涉及到他给自己的定位“打杂”和“龙
套”，其实是作家协会的文学组织工作者，他曾经
当过中国作协创联部的老主任，这个岗位后来我
也继承了；他参加过无数次的作代会，担任过组
织组组长，这个角色后来我也承担了；他为作家
协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章程修改做了一个又一
个报告，这份工作后来我也延续下来。

我记得在1996年难忘的作协第五次代表大
会上，我们在一起从事作家协会的组织工作，一
道负责全委、主席团委员和主席以及副主席的选
举，涉及到人事安排。我们的领头人是当时的党
组副书记王巨才，我和束沛德作为他的助手，要
制定一系列的选举方案，我们彻夜地开会以至于
有一天出了一个趣闻：沛德突然发现自己的西服
不知道被谁穿走了，因为那里面有他的代表证和
饭票，我们为他衣服的消失去各个房间查找。我
记得我们搜查到了当时的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

泰丰同志的房间，他在睡梦中惊醒，不知道我们
做什么，我们告诉他在寻找一件丢失的西服，他
笑了。当天晚上没有查到，但是第二天早晨，我们
一起吃饭的时候，同行的王巨才突然发现自己的
衣兜里多了几样东西，而他想抽的香烟却不翼而
飞，这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是他们俩穿错了彼此
的衣服。这是一件很小的趣闻，当事人就是我。多少
年之后，我们还把这件事当作笑话来说，可见当时
工作的紧张和过度的疲惫造成了何等的错觉。就
在这样的状态中，束沛德同志思路缜密严谨，所提
出的问题切合作协这个群众团体的实际，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路走过来的目击者和亲历者。作为中
国文艺界资深的领导者周扬先生的老秘书，沛德
用他的实际工作和经验给我们填了无数的空白、
补了无数的漏洞，所以我说他的第四个特点是思
路缜密。这是很多作家、诗人出身的组织工作者所
不具备的一项特殊的才能，至少我就非常粗疏大
意，在束沛德身上我学到了他的缜密、他的严谨。

诗情岁月，永远赤诚
“诗情岁月摇铃人”，信然。《平实是风格更是

品格》这本书的书名出自于书中肖复兴的一篇文
章，云南老作家吴然评价沛德龙套情缘的文章题
目是《在平凡中品味人生》，李东华的文章是《束
沛德的龙套情缘》，彭斯远的文章是《真率赤诚的
文学书写》，这是他一个儿童文学老评论家对束
沛德的认知。徐鲁的《朴素与平实的力量》也准确
地点出了束沛德的人品与文品，而他的老朋友、
江苏的批评家陈辽先生称束沛德是“儿童文学园
地里的守望者”，“守望者”三个字他绝对担当得
起。在束沛德80岁的时候，也就是十一二年前，他

另一个老朋友樊发稼对他的评价是他是中国新
时期儿童文学的领军人物。激情洋溢的海飞把他
称为儿童文学的“护花使者”，思路缜密敏捷的批
评家刘绪源对束沛德的描写题目是《真实书写曲
折而“典型”的人生》，他这是看到了束沛德在50
年代由于批判胡风所受到的一次牵连，写到的

“真实书写曲折而‘典型’的人生”，“曲折而‘典
型’”也只有束沛德先生能担当得起。殷健灵把自
己读《情趣从何而来》自选集的文章命名为《朴素
而斑斓的风景》。我把本书中几个朋友的一些文
章题目简单地梳理了一遍，对我这篇文章来讲，
具有很重要的补充意义。

周作人先生有一句名言：“写序跋是以不切
题为宗旨的。”我不是周作人，但是对束沛德先生
的印象，对于这本《平实是风格更是品格》的束沛
德评说一书，我简单地说了一下自己对他的印
象，众人的印象、众人的评价也就是我的印象、我
的评价，所以还是用我给他那四句诗的最后两句
作为结尾：“平中见奇说往事，最难境界是从容。”
从容的束沛德先生摇着自己的岁月风铃，对儿童
文学事业充满着一种赤诚的热爱，走过了90多年
的岁月，我希望他继续摇着自己的岁月风铃，在
叮叮当当的音响中，寻找自己童年的美好时光，
寻找自己人生的灿烂梦想。

我再次感谢这本书的出版人，你们做了一件
非常令人尊敬的好事！

■创作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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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态

鹄飞千里 追风天涯
——读张品成的《少年方志敏》 □安若水

《张炜非常动物故事绘本·我为什么流浪》
郭志建 绘，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22年3月

写作以来，从未如此艰难。
记得十年前，我开始着手创作《寻找平山团》。当

时，我完成了历史文化散文集《故国中山》后，写了一
篇长逾万字的结语，认真思考了河北中西部特别是太
行山区的地域文化精神特质，总结道：“仁厚实在，忠
勇稳定，悲歌慷慨。”而后，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一遍
遍梳理这一区域2000多年的历史，试图解释这12个
字，找个“形象代言人”。

我想到了乐毅、赵子龙、刘琨、魏征、曹彬……搜
寻几十天之后，一个名字跃入眼帘——平山团。这个
组建于1937年的农家子弟兵团队，在抗日战争中战
功赫赫，被聂荣臻嘉奖为“太行山上铁的子弟兵”；苦
耕南泥湾创造出“陕北好江南”的农垦奇迹；南征北返
历尽千难万险，跋涉两万七千里；解放战争中，保卫延
安，参加了“三战三捷”等重大战役；最后进军新疆，平
叛剿匪，屯垦在西部边陲。可以说，平山团见证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了民族独立和全国解放
走过的艰苦卓绝的光辉历程。

那些年，我辗转几万里，采访了160多位抗战老
兵和烈士后代以及党史、军史专家，阅读了大量的相
关图书、资料、传记等。在采访中，最让我感慨的是那
些抗战“小兵”，他们都满怀保家卫国的激情，小小年
纪来到部队，经历过最艰苦的抗战岁月，成长为优秀
的八路军战士，他们中的许多人牺牲在了战场上。

比如栗政通，他13岁参加平山团，成为一名优秀
的侦察兵，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一直跟随平
山团征战南北，最后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营长。1949
年，在陕西扶眉战役中壮烈牺牲；比如曹振国，他12
岁参加平山团，1939年后到晋察冀五团团长身边当
警卫员。他聪明机灵，成为军区“麻雀战”最早的倡导
者。后来，他在研制“枪弹桶”中立下大功。在解放战
争中，已是团长的他保护了警卫员，自己却因被炮弹
炸伤而牺牲；再比如崔金凤，她的父母被日本人杀害，
为替父母报仇，她女扮男装，成为一名战斗在太行山
上的八路军战士。在战斗中,崔金凤多次荣立战功,被
评为战斗英雄，后成为陕甘宁边区劳动生产模范。抗
战胜利后，因为治疗疥疮，她坦白了真实身份，后来成

为新疆某部队干部。
他们的故事感动着我，鼓舞

着我。这些真实的小兵，成为
《太行小兵》的人物原型。

这本书的创作十分艰难。
这份艰难来自“真实”——书中
的每一个人物都有原型，每一个
故事都是真实的，每一首歌曲、
歌谣都是真实的，书中每个章节
开头引用的都是当时流传在晋
察冀的歌谣、抗战歌曲，但是，我
也被真实束缚了手脚。写作的
过程中，烈士们的身影在我面前
晃动，每敲击一个字，我都能想
到那些战火烽烟中的细节，一度

无法剥离和重构故事，这可能和我长期从事纪实文学创作有关。真实
在我的脑海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无法淡去，我努力用笔去勾勒，去铺
排底色，让小读者尽可能触摸到抗战岁月的质地，即便是变动了名字，
变动了地点，但是他们的形象依然真实地存在于历史的天空中。

那就让我用“真实”做黑白胶片，用“意念”的色彩重新为其上色
吧，让那些小兵的形象尽可能地鲜活起来，从而使得历史不虚，使得这
些特殊的八路军小战士不被历史的尘烟遮蔽。

写作过程当中，因家事连连，加之工作冲突，每每中断，甚至一度
写不下去，幸得多位师友的鼓励和支持，我才能坚持下去。这本书亦
幸得《小兵张嘎》的作者、今年已97岁高龄的徐光耀先生题写书名，借
此，向这位革命老前辈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张品成的《少年方志敏》书名朴素，却已印刷五版，足见
此书受欢迎的程度。革命烈士方志敏作为中国现代历史上
的著名人物，其事迹一直是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内容。他
的狱中文稿也为广大读者所熟悉，《清贫》《可爱的中国》等
一直以来都是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的重要篇章，教育和激励
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几代人。可是，关于他的个人成长经
历的细节却一直鲜为人知，尤其是对生活在今天的广大青
少年而言，那个时期更显得陌生而遥远。

作者张品成30年来一直从事红军历史的研究和创作，
在对诸多相关史料进行梳理时，他感觉到了一个全然不同
的方志敏。为此，几年前作家曾创作了以方志敏狱中斗争
经历为主要背景的长篇小说《可爱的中国》。在创作过程
中，张品成常常要对人物的思想及人格的形成进行多角度
的审视，常常不由自主地进入人物的少年时代，也不由得追
问，一个民族英雄的少年时期会是什么样的呢？

本书的写作是具有挑战性的，要写出方志敏人生的精
彩和精髓，除了胆识，必须要有充分的准备和相应的写作经
验，关键在于对人物的把握和对其人生思想的解读。关于
英雄人物的传记，戏说和神化是创作中的两大忌，但却在写
作现实中普遍存在。本书作者经验丰富且极具智慧，他笔

下塑造的人物真切可亲，故事真实可信。这
一切大约都源于作者对历史的透彻理解和
对人物的准确把握。正是这种把握，使历史
在作家的笔下得以真实还原，读起来一点不
虚假。

事实上，关于方志敏烈士少年时期的历
史资料，留存下来的很少，但在有限的资料
里，却集中体现了他的成长轨迹。比如他的
清贫精神、爱国情怀、勤勉好学和诸多美好
品德，这显然不是与生俱来的，一切与他少年时期的成长
环境息息相关，与他身处的时代、涉猎的生活、接触的人和
所受的熏陶等分不开。对作家来讲，在有限的史料里理出清
晰而连贯的人生线索，编织出感人而耐读的故事情节是要付
出努力的。

一本好书往往会有别开生面的开头，《少年方志敏》开
卷写的是方志敏的出生，把他的人生和战乱中的一群飞雁
联系在了一起。曹植有诗曰：“鹄飞举万里，一飞翀昊苍。”家
人给方志敏取的乳名即为方正鹄，故事的开头充满了悬念：

“正鹄偷了父亲300个铜板，这在他一生中是第一次也是最后
一次。”从300个铜板写起，再写他的求学之路、他和张念诚

的义父子关系，故事由此展开。
即便从仅存的少许史料中也仍能看

出，方志敏的少年时期的经历很丰富。要
真实客观地反映出一个历史人物的成长
经历，将这些零散的材料组合成一个曲折
有趣富有深刻思想内涵的故事，足显作家
功底。历史材料的多寡不是这类小说成功
与否的关键，素材堆积且梳理不当，将会影
响到人物塑造和主题表现。《少年方志敏》选
择以方志敏和干爹张念诚的恩怨情仇来组
合故事，一个是穷苦出身却聪慧过人的方志
敏，一个是富甲一方曾经也具新潮思想但却
沦为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张念诚，两人极
具时代典型性。作家很好地将这两个人物

的关系和发展脉络及矛盾冲突在文字中表现了出来，使小说
情节有足够的悬念，整个故事也有鲜活的亮点。

尽管承载着少年英雄的成长历程，但《少年方志敏》这
本书还是一本非常好读的作品，作家用诗意的开头、朴实的
语言和简单的叙述，表现出复杂社会中的人物故事。尤其
是对人物的刻画，几乎见不到刻意的颂扬或华美的修饰，略
带几分白描手法的简单勾勒，却使这些人物品质和性格获
得了充分展现。

综上所述，《少年方志敏》是一本成功的传记文学作品，
不仅好读、耐读、鲜活有趣，更重要的是一本革命传统教育
的生动读本。

2022年4月，《一切无不与
童年有关 剑桥儿童文学对话》
由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出版。本书系浙江外国语学院副
教授、儿童文化学者赵霞博士赴
剑桥大学儿童文学研究中心访
学期间，与英国儿童文学学者、
作家、翻译家等的学术对谈，以
及应邀在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学
院教育研究院孔子学院、利兹大
学等的学术演讲集，由赵霞翻译整理。

本书是一部富有学术特点和价值的对话集。第一,对话和演
讲覆盖的学术话题广泛。相关讨论涉及当代中西儿童文学的发
展现状，国内外儿童文学的研究前沿、中国儿童文学的对外翻译
与传播、非虚构儿童文学的创作与批评、图画书的创作与艺术、
中国儿童文学与汉语教学等，其中既有文学现象、现实等的综合
考察与讨论，也有针对特定文体、问题等的专门探讨，论及当前
中西儿童文学批评的重要话题，提供了关于当前儿童文学若干
艺术与理论问题的概括与思考。第二，对谈、演讲的话题与内容
切近当下儿童文学的发展现实，理论探讨与思考前沿、深入，富
于问题意识。例如，赵霞与凯伦·科茨的对谈，深入讨论了当下中
西儿童文学创作的最新艺术趋向；与乔·萨特里夫·桑德斯的对
谈，聚焦近年来得到新的关注与发展的非虚构儿童文学，谈论其
创作与阅读中的批判观念；与汪海岚、蔚芳淑的对谈，一方面回
应了近年引起热议的中国儿童文学如何走出去的命题思考，另
一方面更为全面、深入地讨论了中国儿童文学对外翻译与传播
的现实状况、困境及未来的方向。关于原创图画书的对谈部分，
同样体现了从世界图画书艺术视角出发的前沿观察与思考。第
三，对谈学者和专业人士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谈的参与者中，
既有知名西方学者，也有华裔作家及中国媒体人。与这些来自不
同背景的研究者、作家、翻译家与媒体人的对谈，为当下儿童文
学创作、翻译与批评的思考与实践，提供了有益的探讨与指引。

据悉，本书中的个别英语对话稿，经英国对话者整理后将在英
国的学术媒体上发表。 （儿 文）

束沛德

故宫的金砖拥有一种神奇的
魔力，它是传统文化与民间传说的
载体，也是童话作家常怡笔下为孩
子恣意书写的魔幻世界。7月16
日，《故宫怪兽谈》创作分享会暨主
题画展在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分
馆角楼图书馆举办，十余位专家
学者及出版方代表参加了此次分
享会。

《故宫怪兽谈》系列丛书是《故
宫里的大怪兽》的姊妹篇，由童趣
出版有限公司编、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是冰心儿
童文学新作奖获奖作家常怡创作的长篇魔幻童
话。该书1—6册首次结集出版，未来还将有3册陆
续出版。已出版的6册书总计40余万字，面向7—
12岁儿童。故事以故宫与北京城历史演变为创作
背景，以中国传统神话人物形象与故事为依托，讲
述了11岁小女孩儿李小雨在故宫及平行世界冒险
的故事。

这次创作分享会在讲述《故宫怪兽谈》由来的
小型话剧中拉开帷幕。随后，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
震宁用视频的形式为本次活动致辞。他谈到，《故
宫怪兽谈》在讲述每一个精彩的故事时，都注意在
想象力、艺术性、知识性和文学性四个维度着力，是
一部优秀的原创、奇幻类型的儿童文学作品。敖然
副理事长表示，这部作品的推出，正值近年来国家
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时间节点，能够把优秀传统文
化深深植根于孩子心中。

与会嘉宾围绕幻想儿童文学的阅读魅力、中国
神话的儿童文学新构和《故宫怪兽谈》中的知识性
等话题展开了精彩的讨论。丛书作者常怡以故宫
传说里的精灵们为切入点，讲述了自己小时候在故
宫旁边的北池子大街听怪兽故事的场景，分享了创
作背景及心路历程。插画作者谭诺分享了创作长

篇插画的挑战与快乐，讲述了如何
在发挥想象力的同时保证画作的准
确性。

活动现场，童趣出版有限公司
向韬奋基金会捐赠了《故宫怪兽谈》
及世界名著等价值10万码洋的作
品。此外，插画作者谭诺专门为韬
奋基金会创作了公益阅读画作，永
久免费授权韬奋基金会作为公益宣
传使用。此次活动充分体现了童趣
出版有限公司对全民阅读、乡村阅

读的高度重视，希望借助韬奋乡村文化振兴计划，
为乡村儿童阅读事业增添一份力量。（教鹤然）

《故宫怪兽谈》创作分享会暨主题画展在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