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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绪源先生曾在《儿童文学的三
大母题》一书中，打破了体裁、题材、
风格、流派这些划分类别的界限，将
儿童文学作品划分为“爱的母题”“顽
童的母题”和“自然的母题”三种类
型，其中又将“爱的母题”细分为母爱
和父爱。

母爱类型的作品，往往是发生在
遥远时空的故事，情节曲折却不刺
激，结构回旋往复，内容好玩有趣，像
妈妈给孩子讲的睡前故事，把母亲的
担忧、希望、梦和幻想编织在一起。
因为存在有魔法和仙女的神奇力量，
解决问题的逻辑是比较随意的，相对
于教育意义，它更强调一种充满童心
和母爱的情感氛围，让孩子获得快
乐、消遣和愉悦。如《睡美人》《青蛙
王子》等民间童话故事。

父爱类型的作品，其最大特征是给孩子讲述现实的一角，告知他们世界并不总是美好
的，让孩子在作品中去直面人生，体验到人世的黑暗、沉重和苦厄，体验到人生的琐碎、平
庸和繁杂。甚至还会有意让孩子接触一些难以理解或者暂时无法理解的复杂事物，让他
们在今后的成长过程中做好准备。此类作品解决问题的方式比较符合逻辑和现实，可以
看作是对孩子社会化的一种演练，比如《夏洛的网》。

“顽童的母题”大都源自孩子自己的激情、压抑、委屈和憋闷，相较于成人，儿童有更多
原始、狂野的情感，而孩子本身的弱小、日常生活的孤独寂寞和成人施加的种种束缚，让孩
子有一种想冲出家门、飞起来的欲望，比如《长袜子皮皮》《小飞人卡尔松》。

对孩子来讲，家庭的功能一般包括：抚养、教育、情感交流和休息娱乐这几项。毫无疑
问，儿童文学中，“爱的母题”的作品覆盖了“教育、情感和娱乐”功能，对孩子来说是体会、
补偿和审美。

“爱的母题”作品在功能性上与家庭符合度如此之高，因此“家”的概念自然也在此类
儿童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最普遍的体现。民间童话中常常以“从此公主和王子过上了兴奋
快乐的生活”作为结尾，《木偶奇遇记》中匹诺曹和爸爸杰佩托、《女巫》中我和姥姥，都在孩
子心中塑造出家的概念，即使并不十分完整，或像温馨的冬日阳光，或像安全的海港，或像
甜蜜的蜂糖。

看起来与“爱”相反的顽童类母题作品，旨在打破大人和家庭强加在孩子身上的束缚，
是否在有意避免塑造“家”的概念呢？事实并非如此，在我看来，很多优秀的顽童类作品，
可以看作是飞翔在外的风筝，让孩子冲破了束缚，张扬了自由，但往往有一根线绑在他们
身后，帮助他们平衡，给他们安全感，而那根线的另外一端，就牵在“家”中。

以《长袜子皮皮》和《小飞人卡尔松》为例，其中汤米和安妮卡都有着幸福普通的家
庭，皮皮后来也找到了爸爸，自由自在的野孩子卡尔松，也有着对于家庭温暖的永久的
渴望。渴望爱与家庭的温暖与渴望冲破束缚的天性，既对立又互补，这是对“家”的概念
展示的效果。

“自然的母题”是儿童文学的第三大类，比如西顿的动物小说系列。孩子为什么会喜
欢自然的母题？我认为依然可以用风筝做比喻。大自然是人类的家园，人类就像是飞翔
在外的风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自然，但对自然的向往一直植根于人类内心深处，
作为烂漫天真的孩子来说，与自然界更贴近，更具有好奇心。因此，孩子往往能够体会自
然与人的天然的亲近，比如动物之间的感情，比如兄弟之间恶作剧的童趣，孩子也可以从
中体会到“家庭”的感觉。

然而现实中，并非所有的家庭都充满了母爱、父爱以及家长对顽童冲破束缚的容忍和
关怀。就我个人经验而言，我曾在一家通信公司任职，工作繁忙。很多同事早起出门时，
孩子还没醒，晚上加班回来时，孩子已经睡着了，我们常常自嘲为“丧偶式教育”。偶尔有
一天在家，孩子一定要拉着爸爸或者妈妈去小区里逛，介绍给每一个小朋友认识，“这是我
爸爸或妈妈”，我们将这种行为戏称为“遛爸爸或妈妈”。

放眼社会上，更是普遍存在着留守儿童、流动儿童，以及单亲家庭等非传统家庭模
式。在这种情况下，儿童文学除了给孩子们传递传统的家庭概念以外，能否还起到一些积
极的作用呢？美国作家杜鲁门·卡坡蒂在他长篇纪实文学《冷血》一书中，这样解释连环凶
手和自己的关系：“就好像贝利和我在同一个家庭里成长，有一天他站起来从后门走了出
去，而我走的是前门。”这句话说的是，他在凶手身上看到了同样悲惨的童年。

卡坡蒂幼时父母离异，他被送到南方的乡下，在那里，格格不入的他无疑就是个异类，
后来他这样描述道：“老宅里还住了其他人，都是亲戚，他们比我们强大，经常弄得我们
哭。”幸好在这里，他还有一个好朋友，一个非常远非常远的表亲，60多岁的苏柯小姐。苏
柯小姐害羞、善良，像孩子一样天真，大部分人瞧不起她，觉得她心智发育不全，甚至有点
疯癫。“弄得我们哭”中的“我们”，就是指“他”和苏柯小姐。在一年圣诞节前夕，苏柯小姐
从床底的地板下翻出来13块钱，这就是他们全部的积蓄。他们在夏天的大房子里打苍
蝇，每打死25只，才能赚一分钱。为了存钱，苏柯小姐连一毛钱的电影也舍不得看。他们
在山核桃果园捡剩下的果实，买了各种材料，忙了4天，终于做好了31个浸着酒味的水果
蛋糕。然而，他们却没有人送，连老宅里的亲戚都不喜欢他们。于是他们把蛋糕送给那些
只遇见过一次，甚至从未谋面的人，他们甚至还给总统寄去了蛋糕。但就在这件事后，“生
活分开了我们……我也有了个新家。但那不算。家是我朋友在的地方……”

我常常想，也许就是苏柯小姐的善意和友谊，让卡坡蒂有了家的感觉，让他最终“走了
前门”。当一个孩子遭受苦难或者不公时，如果有一个境遇相似的同伴存在，当这个同伴
做出了正确善意的选择，也许对孩子就是一种触动；或者这个同伴什么也做不了，只是默
默地用温情和理解的目光注视着那个孩子，也许一切也会有所改变。父爱型的儿童文学，
可以或者应该起到“家中同伴”的作用，就像走钢丝时的平衡杆，让孩子的认知和行为不
会偏出太多。

两年前，我创作了一部绘本《不一样的家》，当时，我曾这样描述文字和想象的图画：
在书中，我们见到的家庭常常是这样（图画是小孩子的涂鸦，背景有一栋房子，前面站

着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我、小狗和小猫），或者是这样（图画有这样几个场景：冰天雪地
中，一只小企鹅偎依在爸爸肚皮下，妈妈正伸长喂养孩子。巢穴中的两只小角雕长着大
嘴，爸爸在一旁巡视，妈妈撕肉条喂孩子；高高的荒草里，几只小狐狸在嬉戏，母狐狸守在
一旁，公狐狸叼着一只兔子走来；雄犀鸟正在一个封住的树洞前喂养孩子），但真实的情况
并非总是如此。

有些孩子只有妈妈（图画中，一只猎豹妈妈正看着她的孩子在嬉戏打闹，一只北极熊
妈妈带着两只小北极熊正在爬坡，海象妈妈让孩子骑在自己背上，罗非鱼嘴里含着小鱼；
下雨天的路灯下，有一个打着伞、抱着孩子的人类妈妈望向你），有些孩子只有爸爸（图画
中，很多小海马围绕着爸爸，海龙鱼育儿囊中放着卵，美洲鸵守护着巢穴里的蛋，钩鱼额头
上附着卵，一个男孩抱着饭碗望向你，他爸爸坐在桌子对面埋头吃饭），还有些孩子，要住
在养父母的家。

有些孩子拥有一个大家庭，亲戚朋友都愿意互相帮忙；有些孩子的家庭却很小，和亲
人相依为命；还有些孩子独自生活，从没见过父母。

有些孩子的家精美豪华；有些孩子的家却简陋寒酸；还有些孩子没有家，他们四处流
浪。（以上图画从略，均是四幅动物家庭加一个人类家庭。）

我们共同生活在地球上，有着共同的祖先。（图画可以绘制一张生物分类树，将前面所
有提到的动物，包括人类进行归类，并放进树中。）

但生命各不相同，环境不一样，爸爸妈妈不一样，家也不一样。
世界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都在努力地生存，每一个生命都值得我们尊重。
有老师看了稿子，说出了她的担心，她认为，把人的各种际遇与动物的生活习性混在

一起可能会有点不妥。但我对这篇稿子还是有些偏爱，创作时主要随心，不太可能想理
论，后来回过头去思考，这其实是一篇偏自然母题类型的作品，没有把人放在超然的地位
上，而是审视自然界各种“家庭”的概念，并告诉孩子，“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每一个生命都
值得尊重。”

宝宝在臂弯里醒
来了，萌发的叶片慢慢
打开。

柠檬树好像长高
了一些，还结出了小小
的果实。水仙花开了，
每个花骨朵都带着笑
容。新生的天鹅绒竹
芋，墨绿的叶子有华丽
的花纹，表面绒绒软
软。还有一株秋鳟鱼
海棠，披着星星点点的
花纹，像洒落一身愉快
的音符。

梦中，宝宝能叫出
每种植物的名字，仿佛
是时日已久的朋友。
叶子和清风抚摸脸颊，
春天是个温柔的季节
呢……

（晏川 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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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到2016年是中国儿童文学从“黄金十
年”到“黄金二十年”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期间迎来
了幻想文学的创作热，在网络上传播的奇幻、玄
幻、仙侠小说一个个变身IP大剧，登上了各大卫视
的荧屏。穿越、跨时空等新词汇已经成为大家耳
熟能详的语言。儿童文学亦呈现出时代色彩，尤
其是幻想儿童文学释放出蓬勃新意。标志性的推
动事件包括，2013年刘慈欣的《三体》荣获第九届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科幻类奖项，作品还于2015
年获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故事奖。中国科幻
文学开始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幻想儿童文学也在
这个时代大潮里迎来了新的发展动力。2013年，
为倡导“保卫想象力”，“大白鲸世界杯”原创幻想
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征集活动启动，征集面向未出
版的幻想儿童文学原创作品。2016年，曹文轩获
国际安徒生奖，我国儿童文学作品的质量得到了
世界认可。可以说，这个时候，儿童文学迎来了新
世纪第二个发展的黄金期。与以往几届相比，这
一届的获奖作品加大了幻想型儿童文学作品的比
例，在真正实现现实与幻想儿童文学比翼齐飞的
道路上大步向前，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儿童科幻样貌丰富，不同类型涌现

尽管中国文学的科幻传统其来有自，但与世
界范围内的文学创作相比，科幻文学在中国本土
仍然是相对较为边缘和小众的写作类型。从历届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的纵向比较可见，
二、三、四、六届“科幻文学”类别均为空缺。典型
态的儿童科幻文学创作，始终是作家们努力的方
向。而第十届的两部科幻文学类获奖作品，恰体
现了鲜明的“为儿童”的书写。

赵华的《大漠寻星人》是一本中短篇科幻小说
集，5个故事虽然各有其曲折的情节，集中起来却
展现出科幻小说所特有的神奇玄妙，以及对探索、
冒险的张扬（这其实也是对儿童文学阳刚之气的
张扬）。作者采用了传奇小说的写法，着力于故
事，尽力避免了科学小说中常见的知识硬块，圆融
地将科学的种子植入作品，体现了科幻小说在调
动读者对世界乃至整个宇宙的好奇心、探究欲方
面的优势。《大漠寻星人》展示的都是同宇宙星空、
同人类的真善美相关联的故事，目的是让小读者
意识到世界的浩瀚和自己的渺小，以一颗宽宥有
爱之心去对待自然界的一草一木。另一部获奖作
品，王林柏的《拯救天才》，曾获“大白鲸世界杯”原
创幻想儿童文学最高奖。作品贴近儿童生活，阳
光、温暖而富于智趣。主人公是一位不会与同学
融洽相处的天才少年，生活中闹出了很多令当事
者难堪、旁观者忍俊不禁的笑话，饱受同学们的孤
立之苦。他无意间成为“拯救天才协会”的一员，
穿越时空，去拯救历史上的那些似他一样身陷困
境的天才。这一过程中，他充分展现了智慧的力
量，也获得了友谊，帮助别人的同时，也确认了自
己。如果说《大漠寻星人》代表着科幻小说发展的
一个类型方向，那《拯救天才》则是一部综合之
作。它既是一部科技时代的传奇，也有更多对文
学主题与思想的关注，展现了儿童科幻小说创作
可能的丰富性。

除了少儿科幻作品，本次获奖作品中的儿童
幻想小说也呈现出独特韵味。张炜《寻找鱼王》的
获奖，既是实至名归，又是对成人文学作家投身儿
童文学创作的鼓舞。这是一部纯净唯美、带有幻
想色彩的儿童文学作品。在宁静而美丽的深山村
落里，家家户户流传着“鱼王”的传说，人们说他是
鱼鹰之子，是捕鱼的旷世高手，却从没有人见过他
的真面目。一个八岁的孩子在父亲的陪伴下出门
远游、苦苦寻找“鱼王”学艺，找到了传说中的老鱼

王，也从老人口中得知鱼王家族精彩离奇、不为人
知的民间传奇历史。在这段故事中，男孩经历了
爱与人生的洗礼，最终成长为新的鱼王传人。作
家为当代小读者还原了民间故事的滋味，书写了
传达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传奇故事。廖小琴
（笔名麦子）的《大熊的女儿》，则凸显了当代童年
观的重构与塑形。《大熊的女儿》是一部奇特而内
涵深刻的幻想小说，一个关于现代人迷失了自我
又历经千辛万苦找回自我的动人寓言。故事的主
人公老豆勇敢、善良和乐观，对患上异形症的爸爸
不离不弃，她带着爸爸开启寻爱之旅。父亲一次
次被稚嫩而勇于担当的女儿感动，渐渐唤醒了做
父亲的责任感，唤醒了一个男人的自尊、果敢和
勇气，作为一个人的内在自我不断成长壮大，终
于冲破了那将他禁锢和异化的“熊样”躯壳。现
代社会的冷漠与温暖，现代人的迷失与自救，正
是大熊父女的奇特旅程向我们揭示的奥秘。透
过《大熊的女儿》等作品，我们看到了它在如何促
生一种真正体现当代童年独特力量和精神品格
的艺术可能。在现实的困境面前，孩子不再是天
生的弱者，表面上的自我中心和没心没肺，在生
活的煅烧下显露出它的纯净本质，那是一种勇往
直前的主体意识与深入天性的乐观精神。这样的
童年永不会被生活的战争轻易压垮，相反，它的单
纯的坚持和欢乐的信仰，或将带我们穿越现实的
迷雾，寻回灵魂的故乡，就像小说中老豆和她的伙
伴们所做到的那样。

童话别具新意，童心呈现单纯明亮

童话作为儿童文学的重要板块，一直都是创
作的重心。本届获奖童话都如同长了飞翔的翅
膀，童心童趣跃然纸上，行文也更加亲切平易，代
入感更加强烈。《布罗镇的邮递员》和《水妖喀喀
莎》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通过主人公的努力最终
换取了人类和大自然的和平相处。《布罗镇的邮递
员》中，作者郭姜燕把一个平凡的送信员作为自己
的童话主人公，让他以自己的善良之举改变了小
镇居民的偏见，打破了布罗镇和森林之间多年结
下的仇怨、壁垒和坚冰，使小镇和森林融为命运共
同体。在这部作品中人、动物与自然高度和谐，向
小朋友表达了传统童话的观念——一颗向善的心
拥有巨大的潜能，能够创造出平常情形下难以想
象的惊人奇迹，改变个人和群体的命运。《水妖喀
喀莎》延续了汤汤“鬼精灵童话系列”的风格，讲述
了一个名叫土豆的人类女孩和名为喀喀莎的水妖
成为忘年交的故事。单纯、坚毅、勇敢的土豆不顾
世俗的反对，帮助喀喀莎找回了自己的同伴，也让
全村人明白了水妖也是我们人类的朋友。这是一
部让每个孩童寻找真实的自我、释放内心深处真
善美的优秀作品。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周静的《一千朵跳跃的花
蕾》，这部作品别具一格，可谓亦神话、亦传说、亦
童话，其文风可用如诗如画、美不胜收来形容。它
一开场就以“盘古开天，女娲造人”的画面营造出
极具中国文化底蕴的、抒情写意的童话意境，还原
了一个童趣化的创世神话。作品以“我”和“姥姥”
作为叙述主线，串起12个姨的故事。在作者笔
下，一个个如诗如画，俨然仙境的美丽故事在跳
跃、升腾，令人流连忘返。从构思立意和叙事特点
看，这部童话得益于深厚的中国神话传统和文化
滋养，构筑了另外一种美学风范的中国童话之美。

童谣集首度获奖，低幼读者受到关注

纵观之前几届获奖的幼儿文学作品，文字量
相对较多，更适合略大的幼儿阅读，适合低龄幼童
阅读的作品还不曾入列。此次获奖的两部幼儿文

学作品则特别适合幼童阅读，一部是孙玉虎的《其
实我是一条鱼》，一部是李少白的童谣集《蒲公英
嫁女儿》。《蒲公英嫁女儿》，这是全国优秀儿童文
学奖设立以来首次颁发给童谣集。作者在当下孩
子的生活和现实中取材，在传统童谣形式下，融入
自己的感情和诗意，表达富有时代感的孩童心
灵。作品语言清浅直白，内涵简单而深刻，朗朗上
口，新鲜有趣。《其实我是一条鱼》全书不到1000
字，却讲述了一个完整而有韵味的故事。作者孙
玉虎是一位“80后”作家，故事刻画的是一片叶子
梦见自己变成一条鱼，开启了去大海的旅程。小
读者看着图画上的小鱼，很容易把鱼群想象成鱼
妈妈、鱼爸爸、鱼宝宝等，非常有代入感。作者在
如此短小的篇幅中巧妙构思，蕴涵了一个富有层
次的主题和空间，引导小读者寻找和思索。与一
些貌似充满童心童趣、迎合小读者趣味的简单作
品相比，这部作品显得立体而丰满。

自传色彩写作，塑型当代童年观

文学是时代的记录者，要想写好儿童文学，除
了要有一颗童心，如何真正走进儿童内心是至关
重要的。本届评奖特别注重了这一方面，纪实类、
自传色彩写作受到关注。舒辉波的《梦想是生命
里的光》和董宏猷的《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是本
届获奖作品中具有鲜明纪实色彩的两部。不同的
是，《梦想是生命里的光》是对儿童中的特殊群
体——留守儿童、弱势儿童的文学追踪，而《一百
个孩子的中国梦》力图记录一个个生动感人的普
通孩子的故事。《梦想是生命里的光》通过对特殊
儿童群体的跟踪采访，刻画了10年来这些孩子艰
辛的成长历程，描摹了这些普通人在梦想照耀下
奋力前行的“传奇”，是一部真实的时间之书。作
家舒辉波依据一群特殊儿童的成长轨迹，把梦想
与现实连接，让10年前的孩子与当前的自己相
遇，碰撞出理想的光芒，这也是儿童文学的成长主
题的崭新呈现。《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的独特的
价值正在于，将中国当代童年生存现状与生活现
实的多面性及其所对应的童年体验、情感和思想
的多样性呈示于读者。书中孩子从4岁小孩一直
到十几岁，堪称一本童年的成长记录册。作家选
择在脚踏实地的行走和考察中走近真实的童年，
对于当下儿童文学的现实书写来说，显然具有重
要的示范意义。

典型的自传式写作的作品是萧萍的《沐阳上
学记·我就是喜欢唱反调》。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
为读者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写作启示——作家笔下
生动的、充满鲜活感的童年，来自写作者对其写作
对象的完全进入和熟悉。作品中的孩子洋溢着自
我意识的欢乐语调的记录，是一种对于童年无拘
无束、张扬自主的精神风貌与力量的认识、肯定、
尊重与颂扬。在更广泛和深入的层面，它体现了
对童年自我生命力、意志力、行动力、掌控力的强
调。同时，这本书对家里有小学生的父母思考如
何教育自己的孩子也有很大的补益。

小个体与大社会，小童年与大历史

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是集文学性、思想性、趣
味性于一体的，是小个体与大社会，小童年与大历
史相融合的作品。本届获奖作品张之路的《吉祥
时光》和史雷的《将军胡同》都是此类代表。《吉祥
时光》这部作品尽展张之路“京派”作家的气度与
内涵，透显出以文化为中心的美学趣味与坚定的
道德力量。《将军胡同》的作者是“70后”作家史雷，
作品以儿童的视角、京腔京韵的故事和生动流畅
的语言，讲述了抗战时期老北京人在民族气节、
道德大义上的一段传奇。两位作者在历史的大
脉动下准确把握了一个孩子真切的生活体验和
思想情感，也在童年的小目光里触摸到了一段历
史演进的细微脉搏。那运行于宏大历史之下的
日常生活的温度、凡俗人情的温暖，赋予过往时
间以鲜活、柔软的气息。在美学风格上，两部作
品又各有不同。《吉祥时光》用悠长舒缓、平和冲
淡的笔调细致刻画1948年到1957年期间北京男
孩吉祥的童年生活，用孩子的眼睛映射出新中国
成立前后的社会百态。对这7年时间中国社会的
书写，在儿童文学作品里也是第一次。小说始终
充盈着一种诗意的、温情的气息。它是基于个体
的童年书写，却并不属于个人的怀旧式的惆怅回
望，它试图捕捉住在飞速流转的时光中那些遗落
的美好，把童年的真趣和今日的孩子分享。《将军
胡同》则从孩子的视角写人生百态，写他们眼中的
英雄图将军，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人的骨气和
勇气，读来令人感佩。

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评选是在当代
儿童文学的艺术发展步入新节点的时代背景下展
开的，我们对于“童年”一词的基本内涵与可能面
貌也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获奖的儿童文学作品
大都直面儿童生活现实，以文学的笔墨追踪、记
录、重述、剖析、阐发各种新现象。作家们笔下的
童年，具备现实生活的质感，拥有儿童生命的温
度，也勾勒出中国本土原创儿童文学努力提升创
作质量的艺术图景。

（本专栏由崔昕平儿童文学名家工作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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