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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百篇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文丛》：

小切口小切口下有深井下有深井，，小篇幅里起波澜小篇幅里起波澜
□崔昕平

从传播视域看，“选本”这一编辑出版行为不但具有对文化

产品的积累、保存和流传功能，而且经由编辑主体的筛选、提

炼，实质性地介入着对文化产品的价值判断和对文学经典的历

时性确认。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学发展至今已逾百年，历经时代

的淘洗、文学的演进，哪些作品堪称本土原创儿童文学经典，哪

些作品将纳入中国儿童文学史，离不开“选本”的确认和传播。

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做出评价性“选本”的巨制，首推2006年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后文简称“长少社”）的《百年百部中国儿

童文学经典书系》（后文简称“百年百部”）。继此之后，长少社

又精心组织出版了《百年百篇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文丛》（后文简

称“百年百篇”），以从“百年”视野撷取“百篇”佳作的选本形式，

集中呈现了百余年间中国儿童文学本土原创作品的短篇经典。

这些在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史中发挥重要作用、深蕴艺术价

值的短经典，穿越时光之轴，以交相辉映的方式聚拢而成“百年

百篇”，对当代儿童与儿童文学具有多重积极意义。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本土化创作道路的具
象化呈现

“百年百篇”意在囊括自我国现代意义儿童文学发端期直

至当下的百年历程中的中国本土原创儿童文学的短篇精华，选

择范围覆盖小说、童话、寓言、散文、诗歌等多种文体，聚拢了百

年间428位作家的552篇作品。文丛共25册，包括小说卷12

册、童话卷6册、散文卷5册、诗歌卷2册，计330万字。这样庞

大的选本工程得以实施，具有重要的、多重的意义，更需要魄力

和眼光。正如同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具重要影响的《中国新文

学大系》的编辑出版，其意义在于聚拢各方力量，利用“选择”行

为，向社会受众提供一种新文学的“范本”，进而展示五四新文

学的实绩并对新文学成果给予评估与确认。“百年百篇”也是恰

当其时的、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短篇创作作出的全面梳理、甄

选、汇集与评价。

为确保选本的专业性、权威性，“百年百篇”由儿童文学基

础理论与儿童文学史研究领域最具建树的资深学者王泉根教

授担任主编，由束沛德、金波、张之路、高洪波、曹文轩、朱永新

等儿童文学研究界、评论界、创作界、传播界的重要专家、学者

组成顾问团队，首次对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本土原创儿童文

学短篇作品作出全面甄选。“百年百篇”的选文视野极为开阔。

从时间跨度讲，选文铺展于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从

视阈范围讲，选文打破了儿童文学固有的观照边界，既关注了

具有明确儿童读者意识的儿童文学创作，同时关注了非儿童本

位的跨界文学创作，力图将同时具有高度文学性、艺术性与基

于儿童读者的可读性的短篇作品全面打捞出来。“百年百篇”

中，既有在儿童文学本土化进程中具有拓荒意义的孙毓修的

《无猫国》、叶圣陶的《稻草人》、冰心的《小桔灯》、陈伯吹的《一

只想飞的猫》等名篇，也有张天翼的《罗文应的故事》、严文井的

《南风的话》、任溶溶的《我属猪》、金波的《记忆》、张之路的《题

王许威武》、秦文君的《四弟的绿庄园》等老作家、直至活跃在当

下的几代儿童文学作家的短篇精品，还以选家视野捕捉到多篇

文学名家们笔下儿童“适读”“悦读”的佳作，如鲁迅的《社戏》、

李大钊的《岭上的羊》、茅盾的《大鼻子的故事》、老舍的《小铃

儿》、庐隐的《两个小学生》、何其芳的《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

萧红的《孩子的演讲》、屠岸的《安徒生爷爷》等，还包括当代文

坛重要作家如铁凝的《哦，香雪》、毕飞宇的《地球上的王家庄》、

刘慈欣的《超新星纪元》等。

这样广博开阔的选本，对百年来努力行进的中国儿童文学

本土化创作道路做出了具象化的呈现，以史学性、时代性的纵

向视野，与丰富、多元的横向视野有机交融，覆盖并聚拢了百年

中国儿童文学短篇精华，也借此重申了儿童文学作品所需兼具

的艺术性与可读性，凸显了儿童文学这一门类独具的稚趣天

成、朴拙归真之美。

取精用弘，凸显短经典的大格局

从新世纪初以“书籍”为对象甄选的“百年百部”，到此番以

“短篇”为对象甄选的“百年百篇”，这样一个选本路径，实操艰

辛但意义重大。相较而言，以书籍形式进入文学传播场域的作

品，比散在于报刊杂志中的短篇数量可控，且更易于达成历时

的纵向传播。

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现场最为突出的现象之一，就是儿

童长篇小说的繁荣。以书籍形式走向市场的长篇，更易于产生

影响，更利于持续传播，也进而激发着创作者与出版人的热情，

形成了良性的创作循环。短篇作品则数量浩如烟海且分散于

浩浩报刊之中，常因更新节奏过快而为时间淹没，儿童文学短

篇作品评奖的奖项量也极为有限，激励与评价机制相对不足。

因而，对于短篇而言，借助选本的形式加以总览性的甄选，堪称

实操艰辛但意义重大。

“百年百篇”的文学价值同样值得深入探讨。其一，我国现

代儿童文学的发生，是从短篇的创作尝试起步的。文学史可考

的最早的儿童诗、童话、儿童小说、儿童散文都是短篇。百年儿

童文学短经典的聚拢，清晰显现了我国儿童文学本土化创作道

路上的一个个坚实的足印。以儿童文学最具代表性的童话文

体为例，中国本土童话创作在发端期，经历了从外译童话中寻

找创作模板的孙毓修的《无猫国》，到从民间故事中汲取养分的

茅盾的《寻快乐》、老舍的《宝船》等创作尝试，恰如鲁迅所说，

“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

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

条路”；到特定历史时代赋予我国童话现实主义精神的叶圣陶

的《稻草人》，是真的“给中国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再

到进入当代以来彭文席的《小马过河》、嵇鸿的《雪孩子》等侧重

寓教于乐的温暖童话，发展至新时期、新世纪以来思想活跃、文

化多元时代的童话风格，如葛竞的《鱼缸里的生物课》等，鲜活

灵动，充满奇思妙想。这些不同时代的童话作品，以最直接的、

生动的形式，反映了我国从效仿到继承创新、不断开拓的本土

童话创作之路。

其二，短经典更集中地凸显了文学创造的艺术性要求。短

篇作品篇幅的短，不是对文学性的减省，相反是对文学性提出

的更高要求。以短篇小说为例，优秀的短篇无论从谋篇布局到

情节节奏，从人物与细节刻画到意蕴层次，再到语言传达等，都

需更禁得住推敲与赏读。它的难度并不在于长话短说，而在于

篇幅短小却能境界开阔，结构紧凑仍能富于变化，聚焦个体与

片段又能“借一斑略知全貌,以一目尽传精神”。像“百年百篇”

中曹文轩的《第十一根红布条》，毕飞宇的《地球上的王家庄》

等，都是于叙事中取精妙的减法，埋巧妙的悬念，小切口下有深

井，小篇幅里起波澜，值得反复品读。而且，在小说艺术的探索

与发展中，短篇小说也往往扮演着文学创新的“尖兵”角色。因

而，短经典往往具有饱满的文学性与可读性，值得细读，精读，

反复读。

其三，短篇不但扮演着文学创新的“尖兵”，同时也是往往

构成了时代表达的“尖兵”。相较于长篇，短篇成为时代律动最

直接的捕捉者与传达者，更为及时、更为鲜活地描绘了所处时

代儿童的生活与心灵世界。“百年百篇”的选文跨度经历了晚

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同历史时期，也因而生动呈现了

不同历史时期的“儿童”与“童年”。战争年代如华山的《鸡毛

信》、峻青的《小侦察员》、孙犁的《芦花荡》、王愿坚的《小游击队

员》等，生动描绘了机智勇敢的小英雄形象，激荡着强烈的爱国

主义情怀；和平年代如董宏猷的《战争在晚自习后爆发》、刘健

屏的《假如我是个男孩》、祁智的《除夕的马》、李东华的《针尖上

的天使》等，切近了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与儿童成长的心路历

程。还包括时代赋予儿童的、逐渐开阔与外在的视野，如乌热

尔图的《七叉犄角的公鹿》、沈石溪的《第七条猎狗》、乔传藻的

《醉麂》等动物文学的生态视野与生命关怀；又如叶永烈的《世

界最高峰上的奇迹》、刘慈欣的《超新星纪元》、郑文光的《从地

球到火星》中投向太空的广阔视野与更具深度的宇宙思维。

以小见大，呈现不同历史时期的童年生活

“百年百篇”以特定的时代气息与跃动的时代思索，复现了

曾经的童年与儿童，也联通了当下的童年与儿童。诚如王泉

根在序言中所述：短篇的魅力，可谓“以小见大、芥子须弥”，

是对生活的微缩而深刻的审美呈现，凝成了一条充分反映百

余年来中国社会变迁、中国儿童生存状态与中国式童年故事

的艺术长廊。

“百年百篇”以选本形式对中国本土原创儿童文学短篇经

典进行梳理与评估，不仅具有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同时具有

积极的当代传播价值，诚如王泉根所述，“是将现代中国儿童

文学精品重塑新生的推广工程”，是努力推动中国原创儿童文

学精品进入当代儿童读者视野的有效路径。

短篇更为集中地呈现了短制中所应具有的艺术构思与技

法，也因而成为最利于能动地展开阅读赏鉴与习得转化的文

学文本。“百年百篇”的选本编排充分考虑了儿童读者的阅读接

受特点，一方面凸显了作品纵向的时间脉络，并附有作品发表

信息与作家简介；另一方面按题材内容对各文体作品再做了主

题化的细分，同时在文末为每篇作品辅以精要的艺术点评。

正所谓“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鲁

迅），这样严谨、多维的文学呈现，令“百年百篇”的经典阅读

有了明晰的时代坐标、文学坐标与品质坐标，更利于儿童读者

体悟“百年百篇”所兼具的文学的、历史的、儿童的、时代的经典

性价值。

“百年百篇”聚焦了中国本土儿童文学百年发展历程中的

短篇佳作，对中国儿童文学短经典给予了最大规模的遴选与评

定。选篇复苏了许多尘封的优秀作品，将优质的本土儿童文学

短篇阅读资源供给了当代儿童读者，呈现了积极的儿童文学经

典建构与传播价值。同时，“百年百篇”与“百年百部”一样，取

开放的姿态，不但朝向中国儿童文学已然走过的百年，而且朝

向中国儿童文学正在演进的未来，积极而敏锐地吸纳当下涌现

的文学精品，让时代之优第一时间被选鉴、传播并进入到历时

性的经典检验之中。这一“选本”工程取精用弘的意义与价值，

是延续的、递增的。

（作者系太原师范学院教授，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当代儿童文学起始期出版传播影响研

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0YJA75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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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词语成为情绪价值的载体让词语成为情绪价值的载体
——评廖小琴的童话集评廖小琴的童话集《《卖词语商店卖词语商店》》

□□周周 聪聪

立足脚下土地，挥洒心中热血
刘东儿童小说《回家的孩子》近日出版

廖小琴的《卖词语商店》是一部充满探索意味

的童话集，该书以狐狸店主和黑猫店员的视角，通

过对词语的多维度的加工处理（机械形态、医学形

态、烹饪形态等），精准地捕捉到个体在时代洪流之

中的焦虑、迷惘等心理特征，并绘制出不同身份、不

同阶层的个体在消费时代的生存图景。

词语是全书关注的重点所在，它构成了作者的

某种叙事策略。在对词语的处理上，作者主要采取

了以下几种形态的加工模式：先来看充满物理色彩

的机械术语——“维护”“抛光”“翻新”“净化”等，这

种修辞主要处理的对象是“父亲”“半勺风”“冬瓜

鱼”“麦吉南”“黑白云”等词语，“维护”处理的对象

是身体里已有的词语，“抛光”旨在重现词语的光

泽，“翻新”意在以新的搭配创造新的表达效果，“净

化”重在优化词语的内核。其次是充满医学色彩的

处理方式——“消毒”，它处理的对象是“应该”等词

语，这种处理方式重在“祛除”词语沾染的不良意义，

恢复词语本身的面貌。接下来是具有烹饪色彩的处

理方式——“烘焙”，以类似处理食物的方式对词语

进行加工。不论是充满物理色彩的机械式术语，还

是溢满消毒液气味的医疗式表达，抑或是散发出清

香的饮食化描述，对词语的加工与重组，重在恢复

词语最初的意义，旨在复原词语原有的品质。

回到《卖词语商店》这部作品，其自身携带的商

业气息从书名便可以窥见。商店是商品交易发生的

场所，词语经过加工处理后，最终目的是售出，消费

色彩是全书的底色与基调。也就是说，从商店出售

的每一个词，都构成了一次消费的行为，每一个被

卖出的词语，都意味着一场交易，意味着一次消费

者与词语之间发生关联的商业行为。从这个意义上

来看，词语在全书中是以一种流动的、不确定的形

态存在的，它的稳固性被消解了，词语附着的意义

和内涵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处理方式的变化而发生

了改变，词语不再指向单一的意义，它成为一种情

绪价值、一种对现实世界回应的符号。

《卖词语商店》通过出售词语的行为，呈现出当

下个体的情绪状态与社会的精神征候。在《遗忘的

词》中，忧伤的女孩对编号“Y312”的“运动”一词的

寻找，表明当下年轻群体对身体状况的漠视，“旅

行”“读书”“电影”三个词也是女孩购买的对象，体

现出以女孩为代表的年轻群体对时尚的、独立的生

活方式的自由选择。在《生锈的词》中，诗人的需要

在于抛光“父亲”这个词语，“父亲”一词隐含了代际

间的冲突，随着词语恢复了生机与活力，诗人与父

亲之间的矛盾可能会得到化解。在《苦恼的商人》

中，“夜宵”一词袒露出商人对饮食的放纵，而狐狸

店主卖给了商人“森林”“原野”“星空”“河流”等词，

这些词语寄寓了商人梦寐以求的生活——从忙碌

拥挤的城市抽身出来，回到自然的怀抱中，回到与

自然的对话中。在《一个大坏蛋》中，浑身带着一股

强盗气息的男人身上已经丧失了“责任”一词，狐狸

店主推荐他买下“真话”与“坦诚”二词，试图唤醒男

人的担当与使命感。还有在《一粒米》中，“作文”一

词重现了学生对学业的苦恼心境，《被污染的词语》

中女士对“上班”一词的厌倦与恶心，不一而足。学

生、职场女性、诗人、商人……不同的年纪、不同的

身份、不同的阶层，构成了社会的群像。每一个词语

都是个体的生存境遇的反映，词语背后潜在的情绪

价值、情感内涵，共同构成了当今时代的精神征

候——焦虑、迷惘、荒诞、分裂等。这些颇具现代色

彩的概念深刻地改变了个体的日常生活，我们迷失

在世俗生活的漩涡里，渐渐丢失了对词语怀有的素

朴的敏感和敬意。

需要指出的是，在《生锈的词》中，“父亲”一词

是以生锈的面目出现的，“这个词语不但锈迹斑斑，

还破损了一些，像是和谁打过架一样，带着仍未愈

合的伤痕”，它的出现是“小河、蜻蜓、油菜地、麦田、

炊烟、姐姐、母亲……”具有感动特征的词语诱导的

结果。显然，“母亲”“姐姐”是与“父亲”具有不同属

性的，它们承担了不同的叙事功能。饶有意味的是，

在《生病的思想家》中，思想家最终留下的是“母亲”

“妻子”“儿子”三个词语，“母亲”一词如向日葵般灿

烂，“妻子”一词如玫瑰花般绽放，与前文的“母亲”

“姐姐”相呼应，它们是令人感动的、惹人喜欢的、具

有正面意义的词语。从这两组词语的对比中不难发

现，性别意识构成了一种潜在的叙事动力，不同的

性别和身份塑造着该词语的属性和特征。

在我看来，《卖词语商店》有意规避了一种由故

事和情节主导的童话创作范式，作者对词语的重

视，源于每一个鲜活的词语都是时代的细微表情和

精神密码，回到语言本身，由语言的内在逻辑到个

体的情绪价值，再到时代的精神征候，这是一条充

满了新意的探索之路。《卖词语的商店》的时代性特

征尤为明显，随着消费时代的到来，每一个现代人

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消费主义的浪潮之中。词语建

构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词语消解了我们那些稳固的

情绪，词语也塑造了这个时代的精神特征。

（作者系湖北省作协签约评论家、长江文艺出

版社编辑）

2023年6月，作家刘东创作的儿童小说《回

家的孩子》由大连出版社出版。作品讲述了一

个大连故事，也是一个中国故事。这里不是抗

日战争的主战场，却是保卫中华文化、捍卫民族

精神的主阵地。这里的战斗没有硝烟，没有枪

炮声，却同样残酷，同样生死攸关，它发生在学

校里、课堂上和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这

里，侵略者要消灭的，不是某个人的肉体，而是

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而反抗者要坚守的，不

仅仅是脚下的土地，更是自己的文化记忆、民族

基因和心中的热血。

该书反映了中国人民不屈的反殖民、反奴

化斗争，展现了中华民族强大的精神文化力量，

已入选“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

目、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辽宁省重

点主题出版物专项资金扶持作品等。

（儿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