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7责任编辑：教鹤然 2023年1月6日 星期五少儿文艺

儿童审美阅读是儿童审美教育的一项具体内容，过去人们讲阅读，大都讲的是

常规的图书阅读，基本上是在获得知识的范围之内，较少就审美的问题专门谈阅

读。当然，如今儿童教育更加广泛多样，儿童阅读也会带来很多新的内容。

一般来说，小学基础教育往往以识字、算术等学科为主，与审美相关的有画画、

写字、剪纸、泥塑等，基本上停留在知识和技术的层面上。而审美阅读则是从技术层

面转向审美方向的发展。通过走进博物馆、美术馆或欣赏名家名作等多种途径，提

高学生的审美能力，增强审美素质，对成长中的少年儿童来说至关重要。这不仅能

引导他们走向专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在素质教育中完善人生。有了很好的

审美能力，孩子们才能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教养，什么是涵养，进而更加

懂得用美的判断来面对自己的决定，这些可能影响到未来的民族素养。

古今中外有很多美的表现方式，许多艺术品都保存在世界各国的各类博物馆

中，实地探访博物馆和艺术馆藏品，以及阅读相关图书记载，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

重要途径，也是不同时代的人在文化传承方面的共同行为。通过审美的阅读，人们

可以开阔眼界、丰富知识、辨识美丑，建立既有历史也有艺术，既有人文也有科学的

知识系统。审美阅读让孩子们能够丰富知识系统构成，从小建立起审美教育的观

念，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他们未来的专业选择、兴趣爱好以及对美的追求等。

有了这样的审美阅读，孩子们以后不管从事什么样的专业，都可能有利于学习和工

作，在感悟人生、历史和艺术中，使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更加有趣味和热情。

如何引导他们的审美阅读，引导他们走进美术馆、博物馆，让他们建立起正确的

审美阅读方式，是中小学老师需要下功力去研究、去对待的。审美阅读是跨越学历

教育的一种泛读，这不仅是小学、中学、大学或者是更高学历阶段的教育，更是一种

可能影响延续终身的阅读。有了这种早期的教育，中小学生的审美阅读能力也会不

断提高，他们可能会随之进入到一种系统化的阅读方式中，从图像的、文字的、故事

内容的，发展到审美创造的，可能在阅读中思接千载，也可能在阅读中发现一些新的

内容。

因此，审美阅读去功利化，没有指标，没有考核，也没有强求，而是一种润物无声

的循序渐进，是一种水滴石穿的时间累积。从小到大以至终身的审美阅读，从早期

的知识补充和持续的知识叠加，到没有止境的不断扩展审美的专业内容，包括琴棋

书画等在内的具体实践。在审美阅读的过程中，人们可能会发现知识越来越多，越

来越丰富，越来越繁杂，越来越有兴致，而美在不断发现中又激发出新的创造。审美

阅读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关联着诸多方面，可以是主动的激发创造，也可以是人们

成长和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逐渐成熟，从丰富到叠加再到创造，每个过程可能都会显

现出审美阅读的特别力量。

通俗来讲，审美阅读就是鼓励孩子们多看，多讲，多读，多去思考，养成良好的阅

读习惯。通过一些名作了解审美相关内容，正是在知识系统中不同于学语文、数学

和其他学科的另一种思维方式。在审美阅读中1加1或许不等于2，每个人在审美

阅读中所获得的内容，都是打开了另一个属于自己的知识领域，而这个知识领域就

突破了“1+1=2”的限制，有助于想象力的培育。尤其是在科学领域中，通过这样的

阅读能够激发创造精神，敢于突破陈规，创造前人所未想，像艺术家那样，不受拘束，

放飞想象，才有可能会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内容，想到别人没有想到的具体问题。

所以，审美阅读能够在诸多学科中建立起知识中的广泛联系。所谓的“融会

贯通”，可以有不同的方式。通过审

美阅读串联起丰富的内容和知识，激

发孩子们的创造精神，是提倡审美阅

读的根本意义。审美阅读的培养、培

育，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习惯，不仅

有利于未来从事的工作和专业，也会

丰富他们的生活，使他们用美好的心

态关怀身边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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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审美文化新时代审美文化
与审美教育与审美教育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学在不断变化中前行，儿童

文学也在创作题材与创作手法的不断突破之中，在文

学创作实绩的繁荣中走向新境。第九届全国优秀儿

童文学奖对评审机制进行了一些调整，如投票实名

制，全面考量评委的身份、年龄、地域等，力求让评审

工作更加科学严谨。这次获奖作品共20部(篇)，涵盖

小说、诗歌、童话、散文、科幻文学、幼儿文学以及青年

作者短篇佳作奖。这些获奖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

样，体现了2010年至2012年间我国儿童文学创作发

展的态势。回望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

品，可以感受到这一时期儿童文学发展的特点。这是

我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与之前相比较，

获奖作品的题材更为丰富，风格更为多样，乡村题材

及科幻类型的作品表现尤为突出。

回归回望：乡村题材的时代描摹

乡土性、地域性的书写一直以来是我国儿童文学

创作的关键词，是许多儿童文学作家的关注点与创作

焦点。但从我国儿童文学创作的整体发展来看，可以

明显感受到，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描写“当下”

这个时代背景时，较多的儿童文学作家将创作关注

放在了城市儿童生活题材，立得住的农村儿童形象

在儿童文学作家笔下一度缺席，农村儿童在新世纪

的生活状态、心灵感受的传达明显不足，可以说进入

一种失语状态。但2010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儿童文

学作家开始将创作视野投向乡村儿童身上，这届获

奖作品尤其反映了这一发展态势。作品如胡继风

《鸟背上的故乡》、邓湘子《像风一样奔跑》、牧铃《影

子行动》、曹文轩《丁丁当当·盲羊》等均以乡村儿童

生活为题材。

胡继风的《鸟背上的故乡》书写农村迁徙儿童的

生存状况与精神状态。胡四海作为迁徙儿童，并不

像父母那样渴望归乡，归乡后像个异乡人；但在城

里，他也同样无法融入城市。小说透过儿童的目光

来凸显城乡生活的差异性、多元性，真切反映了农民

工孩子的精神世界和生存状态，具有强烈的现实感

和生活气息，风格朴实无华，情感真挚动人，引人思

考。“鸟背上的故乡”这一书名生动再现了胡四海的

漂泊处境与尴尬心理。邓湘子的《像风一样奔跑》语

言温暖有力，地域色彩浓郁。小说以乡村儿童为视

角，以耕夫为主要人物，讲述农村少年耕夫和妹妹的

生活经历与成长故事，其父母被下放，只能去投靠舅

舅“铁麻雀”，未曾想到，舅舅对他们不管不顾，生存

异常艰难。但作品的可贵在于，耕夫无论如何艰难，

都拒绝向生活屈服，呈现了少年坚韧的成长。牧铃

的《影子行动》描写马明、马亮这一对孪生兄弟用“影

子行动”的计划轮流上学、轮流挣学费的励志故事。

这部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并非将儿童作为受教育

者，而是讴歌了童心的坚韧与奋发，直击人心。曹文

轩的小说《丁丁当当·盲羊》更是运用了独特的叙事

视角，描写一个弱智孩子丁丁为了寻找走失的弟弟

当当，历尽种种艰辛的寻亲之路。小说凭借精准生

动的细节、唯美纯粹的语言、独特细腻的构思感动读

者。上述作品所呈现的共通性在于“精神”，在时代

与乡土的碰撞中，作家们在用坚韧诠释生活，用努力

阐述命运，用向善注解未来。

获奖散文中，同样是乡间，孙卫卫《小小孩的春

天》描写了乡村儿童特有的儿童场景，情感与想象飞

扬，呈现了儿童心灵的真实情态。这篇散文从儿童

心灵感受出发，文字活泼风趣，细节典型传神，真实

地反映了少年儿童快乐的年少时光，质朴中蕴含温

暖，简洁中渗透美好。韩开春的《虫虫》以昆虫世界

的观察为切入口，通过观察那些熟悉与未知的昆虫，

展现乡村儿童独有的生活经验和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的美好图景。同时也传达出深刻的思考，作者写道：

“我无意忏悔小时候的残忍，若是因为它是危害庄稼

的害虫，我们怎么处置它都在情理之中，而我们剥夺

它生存权利的唯一理由，仅仅是因为它长相的丑陋，这

不单单是虫子的悲哀，更是人类的悲哀。尽管许多人

会有意无意回避这个问题，但这实在是个绕不过去的

客观存在”，这些细节令散文具有深刻的生命意义。

这些作品有效书写农村儿童的成长环境与精神

状态，或展现童真童趣，或书写坚强美好，或寄寓庄

严深刻……创作者们用自己创作维度与着力点，直面

现实，紧贴乡土，关注儿童心灵与精神，寻找乡土世界

中儿童文学表达的意义和价值，讲述中国儿童的中国

故事。此外，常新港的《五头蒜》、李秋沅的《木棉·流

年》、张洁的《穿着绿披风的吉莉》及单瑛琪的《小嘎

豆有十万个鬼点子·好好吃饭》，则是从不同的视角

切入儿童的当代现实与心理现实，呈现了富有新意与

儿童心灵关怀的文学表达。

想象飞扬：童话与科幻的收获

想象力是儿童心灵重要的精神质素，也是儿童文

学作品最典型的艺术特征之一。甚至可以说，飞扬的

想象力是儿童文学、尤其是幻想类儿童文学的“准入”

门槛。古往今来，儿童文学创作者用想象的逻辑引

领儿童在想象与现实中徜徉，儿童凭着想象力天马

行空，飞过云端，越过海洋，走过草地，蹚过河流，从

心所欲，释放天性。随着互联网推动的更为便利的

信息交互，迅猛发展的中国科技，中国儿童文学的艺

术想象空间不断得到拓展。

刘海栖创作的长篇童话《无尾小鼠历险记·没尾

巴的烦恼》通过无尾鼠壳儿的历险，生动记叙了老鼠

一家充满欢笑与感动的生活。作者将千金难买的人

生常识，珍珠般撒落在趣味十足的故事情节中，小读

者在跟随壳儿一起神奇历险的同时，也像是在跟一位

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老朋友聊天，谈笑间学会勇敢

乐观、重情重义、豁达慷慨、独立自主和真诚质朴。小

说妙趣横生，寓教于乐，于轻松的故事中彰显了美好

品质的光彩。汤汤的《汤汤缤纷成长童话集》包括三

个中篇童话《喜地的牙》《一只蛤蟆叫太阳》和《青草国

的鹅》。故事的受众以小学中年级学生为主，着力书

写爱和信赖，讲述同情、善良等美好情感，行文幽默清

新，充满诗意和温暖。左眩的童话《住在房梁上的必

必》情节单纯却蕴意深厚，作品聚焦于瞬息万变的时

代，以必必把美好的梦境送到康奶奶的头脑里为主要

情节，结局虽不完满，却传递出了成长阵痛和直面人

生现实的力量，美好而温馨。萧袤的《住在先生小姐

城》描绘一个神奇美妙的世界，塑造了不同性格的人

物。作品对话巧妙、俏皮、机智，想象飞扬。尤为称道

的是，小读者还能从人物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是为

儿童读者代言的佳作。

本次获奖科幻文学作品有两部：刘慈欣的《三体

Ⅲ·死神永生》与胡冬林的《巨虫公园》。刘慈欣的《三

体Ⅲ·死神永生》已经成为中国科幻文学创作的代表，

更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标杆之作。作品展现了中国人

想象力的新高度，以反思人类生存困境及探讨人类未

来命运为核心，在辽阔奇异的宇宙空间和深邃严谨的

科学逻辑中，融会了人性的悲悯、未来的想象与深沉

的思考。相比前两部故事，《三体Ⅲ·死神永生》的故

事背景从文明冲突的殊死搏斗扩展到整个宇宙的时

空法则，想象力也再次突破极限，令人震撼。作品文

字扎实凝练，格局开阔宏大，科学内涵与人文情怀兼

备，极大激发了少年读者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兴趣，这

部科幻作品也已成为众多少年读者包括成人读者的

必读书目。胡冬林的《巨虫公园》则具有奇幻性，作品

将科学的严谨性与儿童文学的奇幻性相融合，故事情

节曲折离奇，惊险刺激，不仅展现了一个奇异生动的昆

虫世界，向小朋友们普及了丰富的昆虫世界知识，也充

分地调动了他们的想象力，带领孩子们驰骋想象，在巨

虫公园中尽情翱翔。如阿浑在蟾蜍的肚子里“大闹天

宫”，爷爷利用马勃菌蛋的孢子雾吓退蚂蚁兵团等，融

科学性、知识性于趣味性之中，并且以小昆虫世界孕育

大人文理念，传递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现代理念。

这些作品以想象力为载体，带领着小读者或探索

宇宙万物，或以科技和未来为背景展开科学幻想，或

以幻想进入现实与社会情感的另一维度表达。儿童

文学作家们以想象不断开拓儿童文学表达的新路径，

以时代、科技、生态、亲情、友情等关键词，引领新世纪

的儿童文学创作，突显出鲜明的时代感。

创新思维：多角度的开拓探索

文学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创新，是开拓与探索，儿

童文学亦然。这届获奖作品中，可觅得角度新颖、写

作手法上具探索性的佳作。任溶溶的《我成了个隐身

人》以一个清澈、纯粹的老者生命状态为切入点，将儿

童的积极游戏精神和世纪老人的智性通透自然融合，

把人生暮年滤尽风沙仍然葆有的通达和人生初始阶

段的童心、童趣相联通。美妙的童心、童话式的幽默、

童谣式的天真和口语式的朴拙，构成了对中国本土儿

童文学诗意文本在语言、方法和美学上的探索与拓

展。安武林的《月光下的蝈蝈》用孩子的视角和诗人的

心灵注视世界。面对杂乱和混浊不清的世界，作家选

择了更为机智的语言策略，童真世界的唯美和世界本

身的复杂构成了显文本和潜文本的相互观照，在展现

童真之美的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富有质感的中国乡

村社会普遍性的诗意。诗集中的作品，或汪洋恣肆，或

细腻沉静，或清新自然，多角度表达了现代化、城市化

背景下土地、自然和乡村社会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青年作家陈诗哥的短篇佳作《风居住的街道》展

现了作家奇异而富有哲思的艺术想象力。作品用拟

人化的手法，阐发“风”这一语词的字面意义、引申意

义和象征意义，恰到好处的调度，描绘出“风”的各种

形象，角度新颖，生动奇妙，引入遐思。张之路的《千

雯之舞》同样显示了张之路的又一次文学创新。作品

把中国的汉字进行了独特的而神奇的阐释。桑南被

字仙变成寸许大的小人儿，演绎了一段人与人、人与

字、字与字之间曲折、委婉的故事。作品将文学创作

与中国汉字文化巧妙结合，让儿童文学承载传达了深

厚的文化底蕴。作品在艺术突破的同时，将儿童天性

与儿童情感紧密结合，用生动可感的细节，用文学的

笔法书写丰富多彩的儿童世界。

儿童文学的当代使命是书写当代儿童的精神世

界，引领未来儿童的精神生命。这届获奖作品无论书

写当代，还是描述未来，都可圈可点；无论是传统文体

诗歌、散文、幼儿文学、童话，还是科幻文学，均从不同

的视角呈现出蓬勃新意。这些儿童文学作家怀揣民

族情怀，立足全球与时代视野，以儿童为本位，以彰显

儿童情感与现实力量为核心，聚焦儿童的想象与探

索，叩问成长中的困难与烦恼，定格心灵中的美好与

坚定。文学需要经典，儿童文学更需要经典的洗涤。

经典作品是儿童生命空间与生命世界的镜像，也是儿

童美善品性与健康情感生长的土壤。

（本专栏由崔昕平儿童文学名家工作室供稿）

走向走向经典经典：：
历届全国优秀历届全国优秀
儿童文儿童文学奖述评学奖述评

在突破和繁在突破和繁荣中走向新境荣中走向新境
——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巡礼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巡礼 □□杜杜 娟娟 秦秦 钦钦

还记得有次去看演唱会，位置还不错，准备好和大家
一起蹦一个晚上了，还没开始就发现脚被一只小企鹅抱住
了。它眯着眼睛抬头看向我，我说：“你也想看吗？”一脚勾
起来把企鹅送到了我肩膀上，可惜暖场嘉宾还没唱完企鹅
就睡着了。

曲终人散，企鹅都没有醒来，我继续驮着企鹅漫无目
的地走。路过另一个公园的时候，企鹅醒了，问我演唱会到
哪里了，我说encore（安可），情不自禁地在这个晚上蹦了一
下。企鹅跟着一颠，也迷迷糊糊地重复着encore（安可）。

我们继续走在夜晚。 （文/李镜合 图/李茵豆）

新锐视界新锐视界让诗歌照亮童年，让梦想扬帆远航
——第三届义乌骆宾王国际儿童诗歌大赛近日举行 □教鹤然

每个孩子都有一个诗的灵魂，儿童诗歌犹如森林中的

点点萤火，点亮孩子们心中的诗意和梦想，指引他们乘着文

字的风，纵情放飞想象的翅膀。在浙江义乌，一场延续7年

的“童诗之约”，吸引无数孩子和童诗写作者齐聚一堂，以

诗会友，在文化的传承中共襄盛举。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

首唐代义乌诗人骆宾王7岁时所写的名作《咏鹅》，流传千

古，家喻户晓，并成为中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科书

的唯一一首童诗。由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浙江

省作家协会、义乌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义乌市文学艺术

联合会承办，中国校园文学杂志社提供学术指导的第三届

义乌骆宾王国际儿童诗歌大赛近日落下帷幕。自2015年

“首届中国义乌骆宾王诗歌奖”拉开序幕，该奖项至今已成

功举办三届，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参赛作品的数量和质

量也逐步提高。

本届大赛自2021年10月启动征稿以来，得到了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截至2022年6月30日，共收到来自45个

国家和地区的投稿作品22056件。赛事评选共分为成年组

和青少年组，其中成年组要求参赛者年龄年满18周岁，个

人投稿不超过3首，大赛共收到成人组作品1413件；青少年

组要求参赛者年龄在7-18周岁（不含），个人投稿不超过2

首，学校或集体组织投稿不超过5首，每首不超过20行，大

赛共收到青少年组作品20643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届

大赛青少年组共有全国范围内的43所学校集体投稿，较上

届增长了20%。

所有参赛作品均要求用中文书写且未经发表，以匿名

方式采取筛选、初评、复评等程序，经过中国作家协会原副

主席、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儿童文学作家高洪波，中国作

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方卫平，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儿童文学

作家、评论家李东华，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儿童文学作家萧

萍，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冯臻5名专家组成的大

赛评委会评审，产生了第三届义乌骆宾王国际儿童诗歌大

赛成人组大奖2名，分别是丁璜《月亮懒在窗台上》（外一

首）、代安娜《会孵出什么呢》；成人组提名奖8名，分别是

林焕彰《白，自己心中的白》（外一首）、言寓《小男孩的被窝

里藏着什么》、See Ai Li《厨房》（外一首）、隋小欠《一朵花

开了》、曹景常《聪明的月亮不上当》（外一首）、花永盛《嗨，

数学课》、黄文军《星空狂想曲》、王施施《晚餐是一幅丰盛

的油彩画》。2022年12月10日，第三届义乌骆宾王国际儿

童诗歌大赛青少年组的“云决赛”在义乌举行，通过大赛评

委会严格评审，在青少年组入围的80名中，决选出一等奖5

名、二等奖10名、三等奖20名、入围奖32名。此外，大赛还

评选出了10名大赛优秀组织奖和10名优秀指导老师奖。

获得成人组提名奖的台湾诗人林焕彰先生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将自己的童诗观概括为“我为儿童写诗”，

他特别谈到为成人和儿童创作诗歌作品的差异：“我写诗

已超过一甲子，我为儿童写诗，也已有半个世纪。我一直认

为，为成人写诗，喜怒哀乐甚至是负面的情绪都可以毫无

顾忌地写出来，可是为儿童写诗时，就有不同的想法。首

先，我必须要求自己不能有负面的情绪出现；其次，要真心

诚意地为儿童着想，努力写出心中纯真的善和美；同时，每

写一首童诗都要求自己必须出于原创，既不能重复别人，

也不能重复自己。希望自己能用活的语言让儿童觉得有亲

切感，读得轻松愉快又有所启发和感悟，成为一种属于内

在的潜移默化，绝不说教。”

“第三届义乌骆宾王国际儿童诗歌大赛让诗歌照亮孩

子们的童年，让他们从语言中理解意象、境界，在构思中体

会捕捉灵感和表达主旨，是值得提倡和推广的文化盛事。”

大赛评委高洪波充分肯定了奖项的重要意义，并与记者分

享了评选过程中的心得体会，他表示：“我在阅读和评判孩

子们的诗作时，感受到蓬勃的朝气，也看到一代新人在阅

读社会中迅速地成长。孩子们视野开阔，哪怕是用拼音写

出的诗行，也让我感觉到特殊的温馨。”高洪波认为，本次

诗歌大赛“注定会让每一个参与者，无论获奖与否，都享受

到一次诗的洗礼，让心灵贴近缪斯，这在他们的精神成长

中是一次极其宝贵的经历”。

大赛评委冯臻认为，本届参赛作品总体来说质量较

好，而在这些参赛作品中，孩子创作的诗作更为亮眼。不少

作品令人惊喜。他说：“孩子的心性与诗歌的诗性本质天然

契合，他们没有那么多思维定式或成见障碍，能细致入微

地去观察、体验、想象生活现象，将许多有意思的瞬间提取

到诗歌中，他们的陈述、抒情、写意散发着透亮的光泽。”他

特别谈到，赛事的重要价值之一在于可以促进孩子接触诗

歌的机会：“通过童诗创作实践，孩子们与诗歌有了亲近的

机会，能够对诗歌产生兴趣和热爱，有助于他们在成长过

程中把诗意融入到精神世界里，成为滋养生命品质的一股

源泉。这对大多数孩子而言，比今后能否持续创作或者做

一个诗人更有意义。”

浙江义乌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义乌骆宾王国际

儿童诗歌大赛的举办，致力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不仅

培养了更多的新生代儿童作家，而且有助于打造儿童诗歌

重镇的文化名片，有利于提升“童诗义乌”的国际影响。希

望每颗由此播撒在孩子心中的童诗种子，都能在阳光和雨

露中茁壮成长，让诗歌成为照亮他们童年的光，让梦想乘

着想象的风帆翩然远航。

■聚 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