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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打造主题
出版精品图书的催发下，
一批现实主义儿童小说
相继问世。题材涵盖抗
日战争、中国核事业发
展、油田开发史、生态环
保、戍守边疆、社区治理

等具有鲜明时代性和历史性的重要主题。如徐贵祥“越过岁月
的万水千山，回到孩子们身边”的新作《琴声飞过旷野》将目光
投射到抗战时期孩子剧团的艰辛跋涉；孟奇、杨飞《马兰的孩
子》再现了中国核基地草创期的克服万难；于潇湉《冷湖上的拥
抱》用充满画面感、意识流的方式刻绘了一代油田人的峥嵘岁
月；杨志军《三江源的扎西德勒》在动物传奇和人性辨识中抒写
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壮烈之歌；曾有情《金珠玛米小扎西》向戍守
西藏边疆军人投下深情一瞥；徐玲《长大后我想成为你》对社区
治理、城市精细化管理主题的瞩目；韩青辰《我叫乐豆》中乡村
民警对留守儿童，尤其是服刑人员的孩子的扶志扶智……这些
力作在坚守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前提下，将“儿童”推举到国家
变革与发展的典型环境中，深描了在无数平民英雄的呵护与砥
砺下“儿童”的成长与自我实现，用一代人的文化记忆召唤家国
情怀，生成了气象万千的“少年”中国故事。

平民英雄与“儿童”成长

现实主义儿童小说最大的挑战，是要将波澜壮阔的历史和
社会、跌宕起伏的成人生活，与儿童的心理特征、情绪情感自然
地融合起来，而不是生硬地镶嵌与叠加。作家们纷纷沉潜到儿
童的心灵世界，用儿童的视角注视着一段段鲜活历史，让更多
的时代人物群像穿梭在儿童日常生活中，从而使当代中国“儿
童的历史”散发着独具魅力的岁月气息。

作家们敏锐地体察和把握时代情绪，演绎出特定时代成人
与儿童共同的情感结构，在为平民英雄“加冕”的同时，既彰显
了孩子的童真，也召唤着孩子的使命意识。在《琴声飞过旷野》
中，面对残酷战争，“茶山戏班”负责人和孩子们请愿到敌后发
动宣传，同时侦察敌情。根据地的红军司令韦思源却拒绝让孩
子们介入到惨烈战斗和血腥伤亡的场景中，始终保持着作为

“儿童守护者”的成人的理性意识。在《马兰的孩子》中，核基地
的保障部部长严砺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始终把确保马兰小学
的物资供给作为工作职责，基地所有的科学家、官兵不约而同
地将节省下来的粮食汇集给孩子们。在《冷湖上的拥抱》中，罹
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孟青山不时沉浸在勘探石油、失去同伴、钻

井爆炸的往事中，他与孙女孟海云穿越时空的场景对话，映照
了中国油田工人的筚路蓝缕。在《三江源的扎西德勒》中，环保
志愿者李强为了对抗盗猎者、保护三江源的动物们，走上一条
壮烈的不归路。在《长大后我想成为你》中，李抒恒放弃机关岗
位，主动下沉到社区当主任。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作品都努力用平凡成人的“群像”方
式烘托出热腾腾的时代精神，比如茶山戏班的李桐师傅、黄奎师
傅们在献身革命的同时，竭尽全力地守护着乱世中的儿童；严砺
的妻子任心哲医生以及核基地的陈博士、马博士们对待工作一
丝不苟，对待孩子们倾其所有；李强的父母和妻子以不同方式梳
理、救护三江源的生态种群；李抒恒的妻子前往西部支教……这
些闪闪发光的平民英雄是儿童身边最亲的监护人、父亲母亲、爷
爷奶奶。正是他们的桃李不言、身体力行，以振翅洒水的深情与
力量，挥就了中国自力更生、高质量发展的精彩图景。

通过坚硬的历史逻辑和风姿各异的人物群像的濡染，“儿
童”不再是菲利浦·阿利埃斯《儿童的世纪》中指认的“被发现”
的产物、不是“他者”，而是充盈着主体自觉和时代精神的中国
少年。《马兰的孩子》生活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军人家庭的12岁
男孩严新文既鲁莽又率真；《冷湖上的拥抱》的14岁女孩孟海云
敏感、细腻，和温润的杜亦茗、爽利的余君影等构成了气质各异
的新世纪少女形象；《三江源的扎西德勒》的小主角李小海跨越
了幼儿与成人期，在一路追随妈妈寻找“失踪”爸爸的旅程中，展
开了一场荡气回肠的联合营救行动。当然，战争年代儿童的成
长更快，《琴声飞过旷野》中的韩子路是来自皖南农村的贫苦孤
儿，怯懦自卑，唱戏、拉琴都乏善可陈，但是李桐等人的牺牲激励
着她用更多的勇气和自信应对未来，逐渐成长为使用“琴声”的
特殊方式为部队发送情报的小战士。这些儿童的“所见所遇”成
为他们的“所想所行”，成人是指路者，但儿童自身的主体意识的
萌发、面对现实困境的积极作为，赋予“中国童年”生动的样貌。

更重要的是，这些熠熠生辉的儿童形象从来不是一蹴而
就、一点即通的。他们会因顽劣而误伤了骡子、会在组合家庭
中进退失据、会因为爸爸下社区而觉得没面子、会在服刑人员
子女的标签下荒蛮生长……不过，尽管现实主义儿童小说的情
节设计中需要这些“必要”的抑扬，但也容易带来煽情叙事的

“反噬”，显然作家们对这一创作魔咒有着清醒认识，非常注意
把握好节奏和尺度，这也使得当下的“儿童”形象跳脱出扁平人
物的窠臼，而具有了各自的神采。

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

法国学者罗杰·加罗蒂提出了“无边的现实主义”的理念，

认为现实主义可以包容、吸纳新的
艺术元素。在当下现实主义儿童小
说中，对题材选择、叙事结构、氛围
营造与细节深描等方面，都作出了
积极探索。

正如前文所述，近期的现实主义
儿童小说紧扣着中国社会变革与发
展的关键点、特殊点，力图呈现典型
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与此同时，叙事
结构上的精心设置成为儿童小说“儿
童性”的重要特征。在常态叙事模式
中，时间的有序与空间的平铺往往同
向而行。比如《长大后我想成为你》
中面对社区治理、繁杂日常的书写，
徐玲通过远在西部边疆支教的妈妈
的问候、奶奶的回忆等插叙方式，完
成了对时间的诗性建构，使文本的厚
重中不时闪现出轻逸之美。《冷湖上的拥抱》采用了倒叙、插叙
以及意识流等创作手法，通过患病爷爷不断闪回的记忆，极具
画面感的场景穿插，产生出历史与现实、老者与少女间带有冲
击力的戏剧效果。《三江源的扎西德勒》采用倒叙的方式，在开
篇一声声告别父亲的祭奠过程中，一步步走向父亲的芳烈人
生。父亲的失踪、寻回、复活、逝去，以及饲鹫人、牧人的荒野迷
踪，生成了峰回路转的文本张力，也以“生命有终点”的坦荡方
式，既告慰着环保斗士的英灵，又彰显出万物有灵、生态循环的
自然天道。《马兰的孩子》中比石头还硬的馍、无糖的苦咖啡、酱
油拌饭等生动的细节描写，串联出了一个个饶有趣味的故事，让
读者品味到一代核基地开拓者的举重若轻、诚朴雄伟。《冷湖上的
拥抱》用充满镜头美感般的语言来闪现爷爷脑海中像“琥珀”一样
的历史记忆，孟海云解读着爷爷年轻时的日记，与不时出现的混
沌意识之间彼此印证，在茫茫荒漠的“冷湖”中，寻找一次关于亲
情和人生意义的拥抱。这些作品中各种场景和细节的深描，通过
时空的连续和拼接，汇聚成了历史、当下以及未来的整体性。

用文化记忆召唤家国情怀

现实主义儿童小说常遇到这样的问题：读者与作品主人公
栖身于不同的时代背景，且不论《琴声飞过旷野》对革命历史的
追忆、《马兰的孩子》《冷湖上的拥抱》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同典
型题材的深度挖掘；即便是像《三江源的扎西德勒》事关环保、
《长大后我想成为你》事关社区治理、《我是乐豆》事关“乡村振

兴”等诸多题材，与年龄尚幼的儿童的日常生活经验仍有距
离。作家们纷纷借力地缘文化的独特魅力，构建历史与现实的
精神“互文”、成人与儿童的情感“共鸣”，由此召唤儿童健旺的
生命力，激扬出共同的家国情怀。

《马兰的孩子》将故事时间放置在1959-1964年这段核基地
建设的特殊时期，以孩子的扎根成长铭刻这段光荣伟大的荆棘
路；《冷湖上的拥抱》通过“复盘”历史的方式，将石油人的青春
与梦想悉数展现。杨志军将三江源的地理地貌、民风民俗，以
及各类动物的习性、秉性和灵性，描绘得深郁苍茫，让整部作品
充满了生态文学广阔而深邃的美学意味。徐玲用足够的笔力、
耐力、魄力构建了滨江社区的整体景观与立体网格，让“空间叙
事”成为推动小说前进的源泉。老旧小区改造、垃圾分类、麻将
房的关停、儿童之家的升级、社区老年大学的扩容、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的建立，以及当下最繁重的疫情防控……千头万
绪、错综复杂的社区工作，都在像李抒恒这样的党员先锋们的
敬业实干、智慧创新中，一件一件地落实着。正是通过对重要
历史和时代需求的关切，这些作品激发出我们共同的历史记忆
和情感共鸣。

尊重儿童、敬畏历史、敏于生活、执于艺术、勇于开拓，这是
现实主义儿童小说突破简单的“纯良”范式的重要途径。现实
主义创作与儿童的伦理教化之间有着天然的关系，优秀的作品
是儿童通往世界的罗盘。在时空的镜像里，用理想之光照耀生
活本真，召唤青少年的自我实现与其家国情怀。

现实主义儿童小说的新突破
□姚苏平

主持人语：

近期，儿童文学现实主义创作数量

不断攀升已成为一个显见现象。一大批

儿童文学作品密切关注现实的、重大的

主题，铺展在了当代现实生活的诸多领

域，题材的呈现堪称丰富。与此同时，值

得注意的是，这样一批具有典型时代特

征的儿童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在少年人

物的塑造层面，凸显了具有时代气息的儿童观与艺术观，也呈现了更

具粗粝质感的成长动态过程的描摹，生动塑造了一批有别于十七年、

新时期儿童文学作品的、各具风采的“新少年”形象。姚苏平《现实主义

儿童小说的新突破》一文，选取多部近期出现的代表性文本，探讨了作

品中少年形象在成人与儿童、时代与儿童之间深切、多维且细腻的互

动，尤其是其间碰撞而出的文学新质，一批“充盈着主体自觉和时代精

神的中国少年”。 ——崔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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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 谈

高 福

近期，由中宣部出版局协调推动、18位两院院士亲自担任
主笔，由中国编辑学会与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共同主编的“院士
解锁中国科技”丛书在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出版。

据悉，该丛书共有20册，目前已出版《看得见的信息世界》
《点亮矿物百宝箱》《“七十二变”的化工王国》《给“发烧”的地球
降降温》《天有可测风云》《关上疾病之门》《铜筋铁骨成大道》
《农田里的科学魔法》《小绿叶中的大天地》《藏起来的“能源之
王”》10册，包括以产业领域及中国新科技为主要划分标准，涵
盖信息、环境、化工、农业、矿产、医药卫生等领域。

丛书各册由院士主笔，以问题的形式导入，内容既涵盖该
领域的基本概念及其常识，又包括中国在此方面科技发展的亮
点、实力。每个篇章以生动语言、故事化的叙述展开，旨在通过
聚焦我国科技事业，营造浓厚科学文化氛围，展现我国科技实
力，培养少年儿童学科学、爱科学的兴趣，弘扬自立自强、不断
探索的科学精神，传承攻坚克难的责任担当。

在“科学向未来——‘院士解锁中国科技’丛书新书发布
会”活动后，《关上疾病之门》主笔高福院士、《点亮矿物百宝箱》
主笔毛景文院士、《给“发烧”的地球降降温》主笔朱永官院士接
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分享了丛书编写过程中的经验与故事，
探讨了关于中国原创科普读物的诸多问题。

——编 者

教鹤然：作为面向儿童读者的科普丛书主笔，在分册
编写的过程中，如何恰到好处地拿捏文字语言的运用，又
怎么把握专业知识方面的“度”？

毛景文：准确来说，“院士解锁中国科技”丛书分册《点亮矿
物百宝箱》的编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而要得益于整个团队
的付出。我们这些搞矿物研究的人，本身有很多广泛的研究趣
味，关注各种各样矿物岩石的千姿百态。

以前虽然没有做过这种专题儿童读本，但团队中的每个人
都思考过怎么向孩子们解读岩石和矿物的奥秘。这次分册的
编写，是让每个同事写一个科普故事，故事完成以后先给孩子
看，如果孩子们能看懂，那这个故事就是成功的。

科普，既意味着兼具科学性和趣味性，也意味着与生活贴
近，只有这样孩子们才能容易理解。我的孙子还不到6岁，非
常喜欢看这本书，他一边看，一边学习很多与矿物有关的汉字，
如金银铜铁钨锡等。书中有关“石头，石头，你几岁了？”的调皮
追问、像魔法一样的融化现象、“小金逗”的阅读引领、生动活泼
的插图搭配等，都让小读者感到很有趣味，因此，我觉得这本书
非常成功。

高 福：我和另外两位院士不同的地方，可能在于过去写
过科普书，2018年由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流感病毒·
躲也躲不过的敌人》就是我写给大人看的科普读物。除此之
外，我也做过科普报告，多少有一些经验。不过，正如毛院士所
说的那样，这套丛书是个人驱动和团队协作的力量结合的产

物，我只能算作《关上疾病之门》这册书的组织者，是科学知识
部分的专家，我们有50多个人的团队共同合作，再由中少总社
在图文设计方面下功夫，把书籍完善成更适合孩子的面貌，将
读者团队准确定位在中高年级小学生和低年级初中生范畴。

朱永官：科技和文学的交流是特别重要的，如何把深奥
的科学语言通过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正是科普的意义所
在。我是环境土壤学的研究者，同时也是一个写作爱好者，
在编写《给“发烧”的地球降降温》分册的过程中，也从与中
少总社的儿童文学专家的深度合作中学到了很多。

对地球上的生命来说，土壤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人类来
讲，我们的食物十有八九来自于土壤。我们需要经历200年的
时间才能形成1cm的土壤，但是许多孩子理所当然地认为食
物是从超市中买来的，却不知道食物生长的历程。土壤承载着
食物的来源，也是废物归宿的地方，所谓从摇篮到坟墓必须是
闭合的过程。由此，我们要解决很多废弃物资源化的问题，许
多东西是因为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方才变成了垃
圾，原本其实是重要的资源。而生态环境研究就是要效法自
然、敬畏自然，因此，我们编写这一分册，目的是培养孩子们从
小呵护地球的观念，树立与地球和平共处的理念，才能使得人
类文明更加繁荣，更加可持续。

教鹤然：能不能结合个人的具体经验谈一谈，您认为，科学
研究与科学普及之间有什么差别和联系？

毛景文：搞科学研究就是发现新的、别人没做过的科学问
题，通过自己的努力破解难题，撰写科研论文，由学界共享知识
成果，进而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过程。科学普及则是传播知

识，怎么让成人和孩子理解科学知识，科普与科研的思路可以
说是完全不一样的。

坦率地说，最开始中少总社邀请我来执笔写作科普读物，
我多少有一些抵触情绪，因为从科研到科普，需要“换挡”或者

“换道”，也就是说，走惯了的老路不能走了，要认真思考怎么写
孩子才能懂。后来真正着手做起来以后，我反而发现很有意
思。所谓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兴则国兴，我们有
义务给后代奠定强大的文化基础，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
史进程贡献力量。

我个人的成长经历与对矿物和岩石的兴趣密切相关，因
此，我认为对孩子来说，培养良好的兴趣至关重要，我更希望现
在的孩子们能够通过科学普及读物，了解各种各样的学科和生
活知识，慢慢发现自己对哪一行最有兴趣，只有培养起了兴趣，
他们的未来才能发展得更好。

高 福：习近平总书记曾在2010年9月18日参加全国科
普日活动时的讲话中指出，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好比鸟之双
翼、车之双轮，不可或缺、不可偏废。科研和科普是双翼双轮，
虽然有着明显的区别，但也有着本质联系。

从我个人的成长经验出发，我从小是因为受到了科普的影
响才走上了科研这条道路，觉得科学能够解决很多现实问题。
当下，我的个人职业兼顾管理和科研工作，横跨的专业面非常
广泛，比较适合做科学普及工作。所以，我也想通过自己去影
响一些未来有可能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孩子，希望自己能够带
着对科研的好奇心，把科普工作也做好。

朱永官：1978年3月18日下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开幕，大会期间，邓小平接见数学家陈景润等与会代表，
对我们这代从事科学工作的人来说，是很重要的榜样的力量。
我在念高中的时候曾经看到过报告文学作家徐迟写的《哥德巴
赫猜想》，中学图书馆里面也有许多讲述科学家故事的书籍，读
完以后对我产生了很大的精神鼓舞。

这些科学家的故事对年轻的心灵来说，对于怎么塑造他
们的未来而言，是很重要的精神食粮。如果在年轻的时候
受到良好的引导，进而慢慢塑造他们的兴趣和爱好，同时也
能塑造他们的理想，这样就可以培养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工作

者。
我们的成长得益于科学家的故事，反过来，我们也有责任

分享自己的故事，以及自己所知道的其他科学家成长的故事，
将那些探索科学奥秘的兴趣和激情，传递给我们年轻的一代，
这是我们这些科研工作者投身科学普及所应该做的事。

教鹤然：有学者认为，是世界性和开放性让中国科幻科普
走出国门，同时，也有人认为，是中国性和民族性才让中国科幻
科普在国境以外有更广阔的天地。作为科学家，您认为中国原
创本土的科普读物怎样能够走向世界？

高 福：科技与文化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这个问题
在科技界和文化界会得到截然不同的答案。所谓科学无国界，
但科学家有祖国。因为现代科学没有起源于中国，所以当下我
们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想要走向世界，必须首先做到跟世界接
轨。倘若不同国家之间各走各的路，或者甚至相向而行，那必
然只会越走越远，永远汇聚不到一起。

从第一次科技革命开始，到生命科学和医学的发展，历史
告诉我们，必须要以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态度向世界看齐。
以我个人比较了解的医学为例，当我们的认知从人体的解剖学
发展到动态的血液循环的时候，就是在了解世界、走向世界。

前面我提到的《流感病毒》这本书的创作，是立足于西方医
学对“流感病毒”的定义，但其中也加入了很多中国元素，比如
汉语中的“感冒”是什么意思，比如中国历史上早就开始疫苗接
种，中国人关于这方面的认知也远早于西方医学。我将这些信
息写进了这本书，不久以后，这本书的英文版马上要在新加坡
出版，法文版也正在翻译中。我想，通过这个例子，或许可以回
答上面的问题。

毛景文：中国科普走向世界是个漫长的过程，千万急不
得。正如高福院士所说，科学没有国界。作为中国的科技工作
者，我们一定要潜心做厚积薄发、从“0”到“1”的原始创新，也就
是前所未有的重大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原理性主导技术等创
新成果。直到我们的科学技术发展到能够引领世界风向的时
候，自然会有很多的中国元素和中国文化进入世界视野。就像
当下世界范围内的学习汉语热潮一样，相信总有一天，我们的科
学、技术、文化也会源源不断地向世界普及。

听院士说科普创作听院士说科普创作
————访访““院士解锁中国科技院士解锁中国科技””丛书作者高福丛书作者高福、、毛景文毛景文、、朱永官朱永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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