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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是一种神奇的果实，在花蕾初放的

时候便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想，是美好的象

征。在酸涩的时光里，我曾幻想自己是一只

小猫，拥有世界上最神奇的果实！这只猫期

盼着草莓快快开花，那白色的花瓣多么纯洁

美好，猫把淡淡的芳香浅埋到记忆里。

（猫大王 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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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怀“国之大者”，
贴合儿童生活

青年作家要牢记“国之大者”，把握历史主动，担当

时代使命，做时代的书写者，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

观、文化观，培养高度的道德意识与社会责任感，给出新

的、契合时代精神的书写与回应，通过“多创新、出精

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培根铸魂、启智润

心的育人理念。

徐可谈到，儿童文学在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发挥了

非常独特的、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回到现代中国的

历史语境中去，鲁迅先生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周作

人首先提出了“儿童文学”的概念，而且把这个概念纳入

“人的文学”这个大范畴里，把儿童真正当作“人”来看

待。经历了鲁迅、周作人、冰心、叶圣陶、张天翼等先驱前

辈的不懈努力，中国儿童文学逐渐发展壮大。近年来，优

秀的中青年儿童文学作家不断涌现，但仍存在有“高原”

缺“高峰”的现象。鲁迅文学院致力于推动中国当代文学

的发展，也十分注重对儿童文学作家的培养，通过举办培

训班、学术论坛和研讨会等多种形式，推动儿童文学的高

质量发展和作家队伍建设。

高质量的儿童文学应该充满正能量，富有感染力，启

智润心，传得开、留得下。谈及新时代青年儿童文学作家

的使命与担当，郭义强认为，“文化传承和文化强国”“新

发展”“创新”是绕不开的三个关键词，他对当代青年儿童

文学作家提出三点期许：一是要有情怀，饱含为孩子倾心

创作的赤子之心，坚持为孩子写好书的初心不动摇；二是

要有能力，从作品的语言、故事的逻辑、人物的塑造等层

面，不断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三是要有责任感，对孩子

负责，对社会负责，对未来负责，把最好的作品奉献给广

大儿童读者。儿童文学评论家和图书评论学会的责任是

发现更多好作品，为这些好作品鼓与呼，向社会推荐、推

广，扩大作家和优秀作品的传播力影响力。

反映新时代儿童风貌，关注新时代儿童健康成长，就

是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的时代大主题。我们应该下大气力

做好这个大主题，深刻把握时代主旋律在儿童生活中的回

响。青年作家们应该避免与现实疏离，勇于走出自己经验

化的圈子，提高思想素养和文学素养，以信心和勇气创造

儿童文学新辉煌。徐德霞谈到，作为一个有情怀、有担当的

儿童文学作家，至少有两个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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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大视野、高站位，在无限

壮阔的新时代中砥砺前行时，更要关注儿童需要什么。

新时代赋予儿童文学“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的历史使命。面对时代新的召唤，需要青年作家们从

回望昨天中获得经由时间累积的智慧，触摸被岁月擦得越

来越亮的文学初心，通过烂漫多姿、美不胜收的创造，为推

动新时代儿童文学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李东华认为，主

题持续拓展、题材空前丰富，是新时代儿童文学最突出的

特点之一；聚焦现实题材、发力主题创作以及书写“中国式

童年”，是儿童文学创作的热点话题。作家们敏锐寻找到孩

子精神成长与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宇宙万物之间的关联

点，把过去不曾或者很少涉猎的题材大范围地进行文学

转化，蓄积了更多滋养孩子们情感与心灵成长的养料。

青年作家经常会面对写幻想还是写现实，写小说还

是写绘本，选什么样的题材，怎样去确定主题，如何兼顾

审美的理想和趣味，以及创作上的境界等问题，这是每个

作家都要去完成和考量的。在陈晖看来，新时代要求儿

童文学实现高质量发展，包含了国家的要求、业界的期

待、专业的引领这几个层面的含义。“只有民族的，才是世

界的”，她认为，只有能够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才可能让

民族文化跨越国境到达世界，由此，青年作家们应该审慎

考虑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方式，创新讲述的内容，让它

更鲜活、更生动，更能够被理解、被感动。

在当下的儿童文学创作中，对传统文化、非遗传承的

书写，对革命历史题材的书写、回望童年的书写是热门话

题。谈及今天的儿童文学如何挖掘当代特质，刘颋认为，

首先，在题材上，儿童文学创作不仅要写出一个符合规定

的标准审美形象，还要写出这个审美形象为什么是今天

的，以及跟之前的审美形象相比究竟“变”在哪里。其次，

关于时代主题，不应是符号化、工具化地呈现在作品中，

而是需要看到这个时代背景之下人物的全新特质，也就

是新时代的使命和担当。她希望青年作家们能够进一步

挖掘儿童文学的时代特质，用审美的、创新的艺术形式展

现出“儿童”这一主体在新时代下的发展与变化。

当下儿童文学创作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王林希望青

年作家们能通过作品为那些心灵困顿、精神困顿的小读

者提供向上的力量。对当前儿童文学的发展，他有三点

建议：一是价值观引领，即“培根铸魂，启智增慧”。二是

语言表达，锤炼出流畅、直白、适合孩子阅读的语言。三

是创新故事，作家们不能过多受外界各种声音的影响，而

不愿意创新或自我突破了。他希望，青年作家们能够为

时代留言、为儿童代言，寻找到儿童文学创作的内驱力。

弘扬儿童本位、
人文关怀的精神内核

青年作家应当坚守儿童本位，贴合儿童审美心理，真

正能走进孩子心灵，知道他们的爱与快乐、悲与欢，写出

能够体现童年精神的故事。作家要把创作的根系深扎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深扎在古老而神奇的中国大地上，

创作更多具有中国味、中国色、中国风的故事，坚守文化

立场，树立文化自信，刻画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论及青年儿童文学作家的具体创作实践，周长超认

为，赵菱的《大水》充分体现了作者对于乡土文化的热爱

和坚守，平凡、平淡的乡土生活中有着丰富的中原文化，

处处渗透出生活的风情，衬托出劳动者生生不息的品质

和对生活的奋斗精神。作品里的中原乡土社会就是赵菱

建构起来的独属于自己的文学领地：乡土集市、麦田、河

水、芦苇、野鸭带、黄河大鲤鱼，以及河南独特的饮食文

化，这些隐含着作家浓浓乡愁的风物轻而易举地将我们

带入到那个时空场域中去。许多生活在城市的少年儿童

对于乡土社会的了解比较缺失，由此，《大水》中关于乡土

的书写对于延续民族记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徐峙在

赵菱身上看到了“三气”：一是地气，这来自于她对乡村生

活细致、敏锐、深刻的了解，而且对乡村里的风土人情、文

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握得非常细致；二是“大气”，她

把人类对抗洪水的故事浓缩在黄凤阔这个小小的乡村

里，有驾驭更大作品更大题材的能力；三是“浩然之气”，

通过抗洪这件事，能看到作品中人性的温暖，看到不屈的

民族精神。

顾抒的《失踪的木活字》是一部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作品，故事中蕴含纯粹的童年趣味和童年精神，较好

地把握住了主题、文化和文学三者之间的关系。冯臻表

示，首先，作品成功将主题融入到契合孩子趣味的故事当

中；其次，作者特别擅长将知识和思想融入情境和细节当

中，让孩子在阅读当中产生共鸣感和体验感；第三，作品

在思想传达上做到了较自然的跨入，将文化自信和文化

自豪非常自然地表达出来。在主题出版的创作实践当

中，顾抒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创作经验。谭杰认为，顾抒是

一位很有文化传承使命感和责任心的作家，她的创作一

直有两处特别用心之处：一是体现在她始终保持紧贴当

下儿童的现实生活，回归儿童本位，对儿童的精神世界和

内心需求进行温暖的观照；二是体现在她对中国气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注、还原和展现上，完成了对文化保

护和文明传承正向价值的传递，引导儿童对中华文化产

生兴趣，并积极探索，呈现出一种欢快、明亮的色调，其中

不乏让人忍俊不禁的儿童生活细节，更构筑了文化内核

和儿童精神的双重升华。叶一格则谈到，《失踪的木活

字》是一个具有教育性、启发性的童话故事，具有浓厚的

文化意蕴。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

故事用诸多细节将隐藏的两种文明的碰撞勾勒出来，并

从另一个先进文明的消亡，来反思文化自信的重要。与

此同时，藏在幻想迷雾背后的人物成长路径，对于人物来

说不仅是一次典型意义的成长，更是一种治愈、理解以及

自我和解。

彰显“独具一格、
成熟稳健”的美学风格

儿童文学有其独特的艺术特性和技巧要求，需要作

家将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深刻的真理通过浅显生动、独具

一格的形式表现出来，以贴近儿童特质的语言实现想象

性、形象性和情感性的多维观照，在潜移默化中帮助孩子

从故事中汲取乐观、信念、勇气和智慧。作家一旦形成了

自己独特的美学风格，往往标志着自己文学创作的成熟。

关于青年儿童文学作家创作中的美学风格，崔昕平

提到了黄颖曌的《不存在的小镇》，她认为，这是一部解构

意识很强的长篇童话，它摒弃了传统的线性叙事手法，采

用了一种类似《一千零一夜》的并列的、框架式的叙事结

构。更加巧妙的是，作家给故事增加了一条感情线，使得

作品从一个并列式的故事变成了一个完整的救赎故事。

她讲述的每一个小镇，都非常有闪光点和创意，让读者时

时在阅读中被羁绊住，值得反复回味。吴欣蔚也认为《不

存在的小镇》的叙述框架非常精巧，现实世界和童话世界

相互交织，完成了充满幻想因子的艺术空间。作者以天

马行空的想象，营造了一个个奇幻且富有变化的童话小

镇，一老一小奇妙的交流，让两个本来毫无交集的个体在

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精神上的相通。作品的字里行间流淌

着一种本真情感和社会温情，在极具想象力的描写中歌

颂真善美，引导孩子以正确的态度对待生命的逝去，寻找

生活的美好，发现生命的价值，具有审美的精神指向。叶

怡雯同样认可《不存在的小镇》的结构考究和内容丰富，

她谈到，整个故事建立在梅婆婆（或作为小女孩的梅梅）

与过往和解的大框架之上，作者采用了非常巧妙的叙事

逻辑来实现这个大框架，即叙述方式是顺叙的，而情感上

是回溯的。叙事时间和情感内核之间的反差凸显了梅婆

婆强烈的无助与孤独感，也使得这个大的故事框架能够

迅速在读者心中立住，从而被这种情感所感染。

吴洲星的《紫云英合唱团》谱写了一曲“爱的教育”，

塑造了一位非常成功的新时代教师形象。杨雅莲表示，

书中的陈大力、黄小灵、吉羊等人物形象，小小的年龄承

载着太多的沉重，小雨老师用爱、理解与尊重，打开了孩

子们封闭的心灵。她像一缕和煦的春风，吹走了孩子们

心中曾经的痛楚、苦闷，让他们的童年阳光、快乐起来。

借助程小雨这位新时代乡村教师，作品在脱贫攻坚取得

全面胜利和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展现了新时代乡村教

育的蜕变和全新风貌。陈香谈到，作品饱满的故事性，对

叙事游刃有余的驾驭能力，是吴洲星这位年轻的作家展

现出的不同寻常的禀赋。在《紫云英合唱团》中，作品以

倒叙开始，又以“回忆”进行故事时间的填充与再造，“小

雨老师还会回来吗”的故事悬念牵出了多条“旁逸斜出”

又和谐整一的故事线——即不同孩子的人生故事，与小

雨老师的人生交集。作者运用了“逆时序”“扩叙”的时间

叙事策略，纵横交错的叙事时间造就了故事的丰厚饱满，

赋予了作品柔软、细腻和深微的敏感的诗意。小说中“小

雨老师为什么没回来”的悬念同样令崔君印象深刻，她认

为，作品结构总体采用倒叙和插叙的方式，第一章到第五

章的重要悬念在第六章得到回应和解释，对真相的探索

和对阅读的引导是持续递进的。作品从实在的花朵、自

然的美，到乡村里渴望唱歌的孩子们，从外婆的知青时代

绵延到现在，“紫云英”这个意象贯穿全文，产生充实密匝

的情感价值。肖雯在《紫云英合唱团》中，读到了作者对

于叙事结构处理的匠心与巧思。故事并没有采用惯常的

单一视点与线性叙事，平铺直叙地讲述一个刚毕业的音

乐教师如何通过音乐课与合唱团影响、治愈着乡村少年

的故事，而是汲取了合唱艺术中的多声部唱法，在叙事中

进行时空跳接，以穿针引线的方法，充分调动起一众主人

公共同参与到故事的讲述中来，吴洲星以相当纯熟的笔

触调动文本的叙事活力，铺开了一幅描述乡土日常生活

的画卷。

（王雨婷、袁蓉、贾秋整理）

秋生走了。/这个秋天生的人，/他随着轻盈的秋风走了。/我只能
流泪，/我只能伤心，/我只能无望。/我的案前还放着他的书信，/我的书
桌还铺着他的手写稿。/他如此认真一生，/他如此一丝不苟；/他的心血
耗尽了，/他的挚爱倾尽了；/他的人品留下了，/他的作品永存了。/他是
儿童文学真正的骄傲，/他是孩子们最亲爱的爷爷。

张秋生是我多年的朋友，他是一位值得尊重与敬佩的儿童文学作

家、诗人与编辑家。我之所以敬重他，是因为他的人品、文品俱佳，称得

上德艺双馨；他对人真诚、朴实，从不说大话、假话、虚伪的话；他对编辑

工作勤奋而倾心尽力，无论是主编《少年报》还是创办《童话报》，都卓有

成绩。当然，他还是一位著作颇丰的儿童文学作家，用他毕生的作品告

诉人们，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必须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儿童文学作品应

该怎么写。

中少总社曾出过一套张秋生先生的作品集。其中，典藏6卷，每卷

约30多万字，包括中长篇童话集2卷，分别是《狗爸爸和儿子猫》《老鼠

喂养的恐龙》，还有小巴掌童话3卷，分别是《阳台栏杆上的猫》《骑在猫

背上的勇士》和《散步的母鸡遇见狼》，以及1卷儿童诗《童年阁楼上的

白云》。此外，还有名家新作3卷，每卷约12万字，包括小巴掌童话精短

新作《在树上看风景的狐狸》、小巴掌童话诗《恐龙妈妈孵蛋》、小巴掌童

话诗精选《鱼儿会不会微笑》。该套作品集涵盖了张秋生先生的绝大部

分创作成果，总字数超 200万字，体量之庞大令人惊讶。要知道，秋生

是以小巴掌童话见长，每篇只有两三百字，想来也能知道他倾注了多少

的心血和辛劳。

秋生的小巴掌童话是十分了不起的，他默默无闻地坚持着，精雕细

刻地坚守着，细水长流地经营着，就这么数百字、数百字地写着，并无一

时一刻惊天动地的轰动效应，却像涓涓流淌的泉水，滋润了孩子们的心

田。“小巴掌”是一个多么形象的文体确认。秋生曾说，这是一片树叶，

这是一片树叶讲的童话，这是多么富有诗意的表达，其实这片树叶就是

孩子的小巴掌，每个孩子都可以讲述自己的故事。我认为，秋生的小巴

掌童话主要有6个方面的特点：

其一，短小、轻快，如一片轻盈的羽毛。人物少、情节单纯、线索不

复杂。道理深入浅出，但又能让孩子看到生活的五颜六色。比如他的

代表作《在树上看风景的狐狸》，全篇只有两个主要人物，一是爱嘲笑人

的狐狸，二是看似笨拙的大象。情节明朗的一条故事线索：狐狸自夸自

己多灵活，嘲笑大象笨拙的粗腿与蒲扇般的耳朵和笨脑瓜，结果大象教

训了它。大象的鼻子多灵活，一卷就把狐狸卷起，晃得狐狸头晕目眩，

甩上了树。故事讲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不要嘲笑别人的缺陷，否则会受

到惩罚；又如《云和一棵树》，讲述了一大一小两朵云，从不同方向看同

一棵树，发表不同见解。故事告诉孩子们，看东西要全面，不能只见一

叶作判断。秋生的小巴掌童话基本形态就是这样，从短小中见到不同

的生活色彩。

其二，活泼、俏皮、幽默，变着角色讲故事。秋生不仅在童话中用爷

爷的口吻讲故事，还经常变化着讲故事的本体。一会儿孩子是讲故事

人，一会儿童话人物是讲故事人。《我是一只猫》是猫讲的故事，《胃对嘴

巴嚷嚷》是胃讲的故事，《妈妈睡了》是孩子讲的故事。

其三，语言简洁、规范、浅显而生动。秋生惜墨如金，以短句、动态

句、色彩句，娓娓道来。如《小蜻蜓和小鱼儿》开头，写了三只蜻蜓沿着

水面低低地飞着，红蜻蜓停在一片荷叶上，蓝蜻蜓停在一根芦苇上，紫

蜻蜓停在一株露出水面的水草上。三个句子形成了一幅极富色彩和动

态的写意画。

其四，精巧的结尾艺术。许多篇章的结尾部分往往像是昏暗中的

一束火笛，能在一瞬间让通篇被照亮。

其五，诗与童话的结合。秋生在《鱼儿会不会微笑》文集序中说自

己“常常一心二用”：“我写童话时，会想到诗；而我在写诗时，又想到童

话。”秋生把童话与诗完美地融在一起了，他的小巴掌童话诗就是这种

形态的典型代表。

其六，想象奇特，又符合生活逻辑与童话逻辑。他可以把一根青藤

想象成一根绿色的电话线，把孩子的五个脚指头想象成五条鱼，把河马

的打呼噜想象成藏在鼻子里的妖怪等。

秋生发明了这一灵动而美妙的精短文体，并使其成为一种精致的

艺术品，既有生活哲理，也有文化趣味，非常适合低幼年龄段的孩子们

阅读。他的创作为后辈的儿童文学作家们作出了重要示范。又是一年

秋天，恍然间，秋生已经辞世一年有余，我们永远地怀念他，怀念他的

“小巴掌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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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时代而歌，做时代的书写者
——作家、评论家、出版家共话新时代青年儿童文学作家的使命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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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秋生

新闻出版家、少年报社原总编辑张秋

生先生于2022年10月4日凌晨在上海病

逝，享年83岁。在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

里，张秋生先生陆续创作了一批将诗、童

话、散文汇成一体的童话作品，篇幅短小，

像手掌大小，汇成《小巴掌童话》。本期，儿

童文学评论家张锦江撰文重温张秋生先生

儿童文学创作的艺术特质，深情怀念深受

几代小读者喜爱的“小巴掌童话”之父。

——编 者

8月31日下午，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主办的“新时代青年儿童文学作家的使命与

担当——儿童文学论坛暨儿童文学青年作家作品研讨会”在鲁迅文学院成功举办。鲁迅文

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中宣部原副秘书长、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郭义强，二十一世纪出版

社集团社长刘凯军，《儿童文学》原主编、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徐德霞，北京师范大学文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晖，《文艺报》社副总编辑刘颋、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李东华、周长超，人

民教育出版社少儿读物编辑室主任王林、鲁迅文学院办公室主任吴欣蔚、鲁迅文学院教研

部副主任谭杰、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副社长闵蓉、《儿童文学》主编冯臻、《中华读书报》主

编助理陈香、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杨雅莲、《中国校园文学》主编徐峙、太原师范学

院文学院教授崔昕平以及鲁迅文学院教师叶怡雯、崔君、叶一格、肖雯和40余位青年作家

代表出席会议。与会专家畅所欲言，围绕“新时代青年儿童文学作家的使命与担当”这一议

题作了主题发言，并就赵菱的《大水》、吴洲星的《紫云英合唱团》、顾抒的《失踪的木活字》、

黄颖曌的《不存在的小镇》四部作品展开了精彩研讨。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