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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现实主义的旗帜下回到现实主义的旗帜下，，
眺望苍茫无极的远方眺望苍茫无极的远方

————儿童文学作家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共话儿童文学现实主义创作评论家共话儿童文学现实主义创作

当儿童文学与现实主义相叠加，我们
不仅需要回望文学发展历史，进而厘清这
一概念的边界和内涵，同时也需要密切关
注新时代文学语境下的儿童文学创作实践
及理论评论现状。如何加强儿童文学现实
主义创作，如何更好地塑造儿童文学典型
人物，如何为当下的少年儿童讲好中国故
事，这一领域有很多的问题亟待我们深入
讨论，有广阔的空间需要我们持续开拓。
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文艺报》与长
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公司合办“儿童文
学现实主义创作笔谈”专栏，旨在丰富新时
代儿童文学的写作观念，秉承现实主义的
文化传统，进一步敞开文学创作的思想和
空间。

本期推出第一篇文章。特邀曹文轩、
高洪波、王泉根、徐德霞、吴其南、李东华、
赵霞、胡同印等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和出
版人，共同回答关于儿童文学现实主义创
作的几个问题。

——开栏的话

儿童文学应重新呼唤“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是一种精神、一种方法，并
不意味着只是写现实、写当下。

教鹤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语境中，“现实主

义”是一个被广泛提及的概念，儿童文学界自然也

不例外。如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公司近年来

设立的“长江杯现实主义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征

集”，也是以“现实主义”为关键词的。那么，您如

何看待儿童文学语境中的“现实主义”概念？

曹文轩：我们为什么需要现实主义？现实主

义精神是人类文学史的魂，我们在不经意中所提

及的那些古今中外文学经典，基本上都是现实主

义精神的产物。巴西作家若热·亚马多谈到代表

作《可可》的写作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力图

在这部书中，用最低限度的文学性和最高限度的

真实性，来讲述巴伊亚州南部可可庄园工人们的

生活”。他为了强调现实主义精神，故意有点极端

地作了如上表述。辽阔、广漠、深邃、透彻的俄罗

斯文学也是如此，我们津津乐道地谈论的那些大

师，托尔斯泰、普希金、果戈里、契诃夫以及后来的

高尔基等人，都以现实主义精神贯穿他们一生的

创作。但到了上个世纪中期，这一精神渐渐地不

再像从前那样被强调。“观察”“体验”“凝视”“逼

真”“深入”这些词逐渐远去，代之而起的是“虚构”

“想象”“幻想”，这些成为包括儿童文学写作者在

内的作家们津津乐道的高频词。现实主义精神淡

化，已是不争事实。

那么，中国的儿童文学，特别是中国的儿童小

说，是不是需要重新面对“现实主义”呢？我们是

不是该考虑一下想象力与记忆力的关系？想象力

固然重要，但对现实的记忆能力更重要。我们应

该回到现实主义的大旗底下，用冷静而犀利的目

光观察、打量这个风起云涌、变化万端的世界，去

眺望苍茫无极的远方。

当然，我们也不要将现实主义的范畴人为缩

小。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宜宽不宜窄。现实主义是

一种精神、一种方法，并不意味着只是写现实、写

当下。现实主义精神一样可以体现在那些狂放

不羁、穿越时空的幻想性的作品中。现实主义创

造了文学史的辉煌，一部儿童文学史的辉煌同样

离不开现实主义，它是文学存在的根基，也是文

学存在的理由，我们无法对其淡漠，更无法背

弃。由此，中国当下的儿童文学需要重新回归现

实主义。

徐德霞：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在我国现当代

文学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无论是在题材内容

上，还是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现实主义从来就没有

缺席。今天之所以还要讨论，是因为这个问题过

于重要，或者说，在现实主义创作上还有提升的空

间和薄弱点，需要提请文学界的重视和关注。我

觉得当下最突出的是现实主义与时代书写的问

题，即文学要不要贴近时代，如何贴近时代；要不

要贴近生活与民众，怎么贴近生活和民众。就儿

童文学来说，近年来出现了三个可喜的回归倾

向。第一个回归是儿童文学作家正在逐步走出狭

小的儿童文学圈子，向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历史

深处探寻，儿童文学的边界得以拓展。第二个回

归是走出轻浅快乐的小故事，开始深度表现时代

大主题。第三个回归是走出模仿追风潮，打破固

有的写作套路或写作风格，勇于探索、敢于创新，

重视艺术品质，向艺术回归。呼唤现实主义，其实

就是在呼唤新时代儿童文学书写。真实反映现实

儿童生活，塑造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当代少年形

象，这是时代的呼唤、读者的期盼，也是儿童文学

自身的立身之本。

赵 霞：现实主义传统在现当代儿童文学写

作中一直存在，同时又一再地被提出来重新倡导

和强调，这其中包含了与儿童文学文类特性有关

的某种重要意涵。在儿童文学的语境中，一方面，

“现实”始终是有限度的现实，另一方面，人们又不

断向这个限度提出新的反思和挑战。与其说儿童

文学语境下的“现实主义”概念强调的是“现实”本

身，不如说它意味着，我们需要一再重新审视、反

思儿童文学需要面对什么样的“现实”，以及就此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写作态度和艺术方法。

李东华：现实主义写作是百年来中国儿童文

学的主流，几乎每个时代都留下了折射着时代光

谱的儿童形象。如何书写中国式童年是近年来儿

童文学作家、评论家、出版人一直频繁讨论的话

题，探讨的热切缘于这样的共识和判断：中国经

济的迅猛发展带来的社会巨变，使当下中国儿童

的生活经验、精神世界呈现出既不同于父辈也不

同于国外同龄人的独特面貌。近年来，来自世界

范围内的读者对中国童年、中国故事产生了越来

越浓厚的兴趣，这可能形成又一种驱动力，使得

密切关注儿童文学现实主义创作这一命题的紧

迫性进一步加强。我认为，现实主义的写作提炼

出来的真善美，不应是虚假的，而应有根扎在现

实的土壤里。面对现实困境与问题的冲击，儿童

文学写作呼唤现实主义精神，是要我们打赢一场

在艺术上、思想上实现根本性突破的攻坚战，在增

强表达现实的能力的同时，呼应大时代产生大作

品的要求。

教鹤然：据您了解，在世界儿童文学发展的历

史视野中，有哪些对于“现实主义”的相对集中的

论述或相对公推的认识？

高洪波：在我的阅读视野中，国内好像没有集

中的关于儿童文学界对现实主义的论述。儿童文

学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支脉，而现实主义理

论已经存在一个多世纪了，后来有批判现实主义、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20世纪50年代的现实主

义广阔论等，这是一个常议常新的话题。现实主

义是一种创作方法，是靠典型人物、典型性格完成

自己创作主旨的一种对文学极有推动力的理论根

据。别林斯基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现实的东西

必然是合理的，合理的东西也必然是现实的：这是

伟大的真理……而对艺术家说来，应该只有合理

的现实才是存在的。可是，即使就他对现实的关

系说来，他也不是它的奴隶，而是创造者，并非它

搀着他的手前进，而是他把自己的理想带到它里

面去，并且按照这些理想来改变它。”我觉得似乎

没有必要专门把儿童文学独立在现实主义的理论

范畴中，因为它所表现的现实生活，无论是成人还

是孩子，感受应该是大致相同的。我认为，现实产

生现实主义，现象孕育现实主义，现代接力拓展现

实主义。

赵 霞：在1960-1970年代的欧美儿童文学

界，出于对长期以来占据主流的儿童文学甜腻写

作风格的反感，一批作家和批评家提出了儿童文

学“现实主义”（realism）的倡导。那是一次带有

思潮性的事件，引发了不少论争。有批评家区分

了儿童文学语境下的传统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

义”，前者是区别于浪漫主义和幻想文学的一种文

学风格与形态，后者则专指冒犯传统写作规范与

禁忌的现实题材创作。这一次思潮的倡导更趋向

后者。那时出现了一批儿童文学（尤其是青少年

文学）的激进之作，也引发了进一步的批判和反

思。现在回头看，这一“现实主义”创作和批评的

探索本身就是一次激进的文学突破和反抗行为，

其激进的偏误也经受了冷静的反思，但它的确参

与推动了20世纪后期西方儿童文学观念和艺术

的重大解放与拓展。站在当下儿童文学发展的语

境下，我们今天对“现实主义”的再次呼吁同样代

表了一种重要的艺术自觉，一个重要的艺术发展

契机，即儿童文学应该而且正在向不断发展中的

童年现实、不断丰富中的文学观念进一步敞开写

作的思想和空间。

儿童文学现实主义创作没有“捷
径”可走

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也应是一种
充分理解、尊重童年视角、感觉、经验的
现实主义。

教鹤然：当“儿童文学”与“现实主义”相叠加

时，会产生什么特质与新质？又有哪些规约、差异

和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曹文轩：中国当代文学（包括儿童文学）缺乏

想象力，这是确实存在的问题，但当我们将全部注

意力放在“虚构”“想象”之上时，目光渐渐从历

史、从现实之上挪移开，殊不知被我们忽视、漠视

了的是文学创作的根本性写作资源。发生在现

实生活中的那些故事，其实是任何虚构、想象都

无法相比的，它们的诡谲神奇出人意料，而其背

后丰富、深刻的含义远远超出“虚构”“想象”所

能给予我们的。由于对现实主义精神的淡忘，我

们不仅对“现成的”“绝佳的”故事视而不见，而

且还逐渐忘却了“功夫”二字，忘记了对“功夫”

的操守与操练。现实主义是特别讲功夫的，观察

天下万物、破其机密的功夫。就像绘画一样，强

调从完全逼真的素描开始，基本功的概念曾深入

从前一代代画家的灵魂，而文学与艺术同理。不

得不承认的是，当下部分儿童文学文字背后的功

夫是缺失的，有价值的创意一定要建立在现实主

义的功夫之上。

赵 霞：在儿童与现实世界之间设置一些必

要的屏障以保护儿童并促进其更健康的发展，是

现代儿童蒙养机制的重要构成内容，这种保护观

念及其机制也体现在儿童文学领域。“儿童文学”

为“现实主义”设定了某些特别的边界，永远会有

一些现实不可能以其本来面目进入儿童文学的

写作领地，更准确地说，当儿童文学把特定的现

实作为其艺术表现的重要对象，它特有的观看视

角、审美判断等将不可避免地对这现实进行改

造，这是需要儿童文学作家格外审慎对待的时

刻。儿童文学不应该是“不现实的”，正因如此，

我们在儿童文学的语境中一再呼唤“现实主

义”。但与此同时，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也应

是一种充分理解、尊重童年视角、感觉、经验的现

实主义。如果说儿童对现实的经验范围比我们

过去想象的要大得多，那么在特定的儿童身上，

这些现实究竟呈现为何种样态，又被体验为何种

情状？它以何种方式和程度有别于成人经验，又

以怎么样的状态与成人经验彼此缠结？谈论当

代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写作，这些问题值得一再

追问。

李东华：在一系列成绩面前，当下儿童文学的

现实主义写作依然面临着待解的挑战和困境。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儿童文学作家和这个时

代的儿童存在着隔膜。网络时代的到来和全球

化的快速推进，使儿童的经验出现了同质化倾

向，但儿童经验在趋同中又产生了更大的差异，

比如留守儿童与城市儿童经验的差异，成人和孩

子间的代沟加大加深，不断暴露出来的独生子女

的心理问题等，这在当前儿童文学创作中体现得

远远不够。

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出现了持续繁荣

的局面，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我们的写作其实很

大程度上在借鉴西方和本国前辈的经验，借助于

我们自身的童年经验，甚至塑造的儿童形象都有

原型可以追溯。如今，儿童自身阅读水平的提高

和其自身经验表达的诉求，使其对儿童文学作品

阅读提出了更高、更精细的要求。此时，面对当代

中国式童年，作家们过往的经验有可能不足甚至

失效。解决这样的难题并没有捷径可走，必须下

苦功夫、笨功夫，要长期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了

解他们的生活和内心世界。当下儿童的经验和内

心世界需要我们去了解，同时也需要在更高的精

神层面加以观照，这样我们的作品就不再是对童

年生活表象的描摹，而能够深入少年儿童的内心，

进入到孩子们生活的内部。

胡同印：现实主义是儿童文学创作类型的主

流风格之一，追溯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历

史，近百年儿童文学发展历史脉络中已有展现。

近20年是出版的黄金时期，儿童文学的整体发

展比较繁盛，儿童文学的创作内容丰富，题材广

泛，且具有充分的想象力。许多作家把写作精力

和力度放在了虚构和想象上，创作目光渐渐从历

史、从现实中远离。然而，现实是创作的重要源

泉，脱离现实的文学创作，注定缺乏打动人心的

力量。近年来，儿童文学虽然呈现井喷式出版，

其实整体仍处于瓶颈状态，缺乏思想性和艺术

性完美结合并且能让读者心灵为之震撼的优秀

作品。

直面现实题材，深入儿童生活

儿童文学中现实题材写作就是正面
表现、揭示当下儿童生活状况的作品。
不过，现实题材不一定得用现实主义的
创作方法。

教鹤然：从儿童文学创作的文学呈现角度

看，“现实主义”与“现实题材”之间，是一种怎样

的关系？

吴其南：在一般理解里，题材是写什么的问

题。现实题材就是作品中写的主要是现在的、当

下的生活，特别是普通民众迫切关心的生活，敢于

直面生活中的苦难，敢于揭露生活中的不合理现

象，有一种关心社会的情怀。儿童文学中现实题

材写作就是正面表现、揭示当下儿童生活状况的

作品。不过，现实题材不一定得用现实主义的创

作方法。关心现实作为一种精神，其表现方法可

以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是非现实主义的。但现

实题材的最主要创作方法仍是现实主义，特别是

批判现实主义。题材不是完全中性的，写什么不

写什么已显出作者对生活的态度，但作品的内容

毕竟主要通过结构表现出来。

“现实”和“现在”不同，现实是注入意义的现

在，同样面对现在的生活，不同人的理解可以非常

不同。不存在一个给定的“当下生活”放在那儿供

人们的认识去“模仿”，“现实”是建构出来的。20

世纪80年代以来，儿童文学中有歌颂改革开放、

很有现实意义的作品；也有发现问题、具有批判现

实意义的作品，很多作品尽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责

任，有着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度。

现实题材的现实主义创作是一个艺术、美学

的问题。如果说非现实题材的创作尚有某些惯例

可以参考，现实题材的创作却不然，人们需要用自

己的眼睛去发现。揭示生活又没有谜底，没有谜

底又要给人真实感，这对每个创作者都是一种挑

战。应付这种挑战，就要走入生活的深处，用生命

和智慧将生活照亮。走入人心，走入民众都认同

的社会规约，真实感也就自在其中了。这是一个

神性与人性、理想和现实统一的地方，美就在这种

深刻的统一中。由于不同的人揭示、照亮的是不

同的世界，不同的世界又在根底处相通，现实题材

的现实主义可以充分展示个性，又有广阔的可开

拓空间。

赵 霞：“现实”作为一种写作题材，从未在儿

童文学的写作中缺席。但作为一种文学风格和精

神的“现实主义”，还包含了儿童文学对待和处理

现实题材的某种深刻考量：一方面，儿童文学必须

要从面朝童年现实的书写和表现中获得其基本的

价值实现；另一方面，又不能把自己降格为现实题

材本身。我认为，应该把“现实主义”一词中的“现

实”理解为“现象”与“真实”的合一。我们通常所

说的现实题材，首先是现象，是展开在我们眼前的

生活的现实景象。但现实主义的表现不只关乎这

些景象的描摹，还要透入景象深处，看见、揭示它

背后深刻的“真实”内涵与意义，这也将从根本上

改变作家笔下现实呈现的精神与面貌。当代童年

面临着许多新的现实生活境况，速度空前的空间

改换、规模庞大的人口迁移、当代生活与家庭观念

变迁带来的家庭结构与情感体验变化、不断革新

中的媒介技术带给传统生活方式的巨大变革，等

等。儿童文学的书写如何能够深入这种现象，在

充分理解当代儿童与成人共处生存环境的丰富

性、整体性、复杂性的基础上，带读者探寻、领悟这

现实背后与“人”有关的深刻蕴涵，以及如何以儿

童文学独有的方式和力量，带我们深入困境之下

的人性与人道？这样的现实主义书写未必能带我

们走出童年现实的许多困境，却使我们不致淹没

其中，哪怕只有一丝力量和希望，只要它是真切

的、可靠的，就可能提供一种特殊、重要的引渡。

为时代留痕，关注当下少年儿童
“他们的小时候”

谈及如何深化儿童文学现实主义创
作，不应忽视“儿童性”而一味沉浸于自
我的“童年性”。

教鹤然：您认为，在当下的时代语境中，加强

与深化儿童文学现实主义创作需要从哪些方面

着力？

王泉根：儿童文学的主体描写人物形象是儿

童，作家笔下的“儿童”实际上有两类：一类是“自

己的小时候”，自我镜像，也即理论上讲的“童年

性”；第二类是当下少年儿童“他们的小时候”，他

我镜像，此即理论上讲的“儿童性”。因此，谈及如

何深化儿童文学现实主义创作，不应忽视“儿童

性”而一味沉浸于自我的“童年性”。童年性是过

去，儿童性是当下。童年回忆、童年经验固然是作

家创作的重要源泉，但如果我们过多沉浸于自己

的童年回忆，转过身去把目光盯着“自己的小时

候”，自然会没有精力和兴趣投向当今少年儿童

“他们的小时候”。

现实主义创作的另一个重要指向是直面现

实，深入当下生活现场，从丰富驳杂瞬息万变的

生活中发现并开掘题材，塑造行进在时代旅程

中的艺术形象，提炼概括时代的美学精神。那

些经典儿童文学之所以常读常新，就是能使读

者身临其境般地进入作家所刻绘的那个时代

生活的地气与烟火之中，感染感动于当时少年

儿童“他们的小时候”的成长历程，例如《鸡毛

信》《小英雄雨来》《小兵张嘎》《罗文英的故事》

《微山湖上》《第三军团》《一百个中国孩子的

梦》等。这些作品所反映和提炼的作家所处时

代的精气神，已然成了烛照孩子精神底色的靓

丽风景。

直面现实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除了文

学修养上的一切准备，同时也需要“走出去”“沉

下去”的行动哲学。因为只有“走出去”，才能真

正熟悉和把握当今孩子的生存现状与精神世界，

他们的所思所想所梦、喜怒哀乐以至语言。否

则，宅在书斋总是与当今孩子“隔着一层皮”。于

潇湉由于走进了柴达木，才满含深情地写出了柴

达木盆地新中国石油工人的无私无畏与下一代

砥砺奋进的小说《冷湖上的拥抱》；余闲为创作

《三十六只蜂箱》，走进四川大凉山彝族悬崖村，

用情用心书写出悬崖村民抗争命运摆脱贫困的

历程；舒辉波在接触熟悉了湖北神农架林区支教

大学生志愿者的生活以后，创作出了支教大学生

与贫困山村儿童一起成长的小说《逐光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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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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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走进军营、深入公安一线得来

的收获；周敏从北京来到新疆，亲历援疆干部的

工作环境，以一手写作资源创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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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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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如牧铃的《影子行动》、陆梅的《当着落叶纷

飞》、徐玲的《流动的课桌》、胡继风的《鸟背上的

故乡》、张国龙的《瓦屋山桑》等，都能感受到作者

对生活、对现场、对时代的那一份真挚而深切的投

入与观察。

如何加强儿童文学现实主义创作，将当今时

代多姿多彩的现实生活融入儿童精神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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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儿童文学作家而

言既是历史责任，也是艺术考验。

徐德霞：作为有情怀、有担当的现实主义儿童

文学写作者，至少应该有两个承担：一是承担着

培养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责任，二是承担着为

时代留痕、为时代而歌、为社会前进助力的责

任。新时代的原创儿童文学如何体现时代特

征，在儿童文学领域如何开拓现实主义题材，应

该为孩子呈现一个怎样的现实主义文学世界，

原创儿童文学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这些都是大

家普遍关心的问题，遗憾的是当下的儿童文学

创作偏离了这个大方向。偏离时代生活主流、

脱离当代儿童生活主流的问题已经十分突出。

儿童文学作家不应该逃离主流儿童生活，有些

作家不了解当下儿童生活，只依靠童年经验或

创作经验做成人文学的翻版，这种泛儿童化的

作品固然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但也有致命弱

点，那就是很难与当代孩子心气相通。我们应

该收回目光，聚焦当代孩子生活，深入探讨当代

孩子的生活主流是什么，他们有怎样的喜怒哀

乐，怎么秉承现实主义的文化传统，更好地反映

当代现实生活，这才是当下现实主义儿童文学的

真正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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