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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具有现代意识的儿童主体形象
□姚苏平

2023年7月，由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和中国
海洋大学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第
四届国际儿童文学论坛在英国纽卡斯尔大学举
行。本届论坛共有来自中国、英国、波兰、土耳
其、乌克兰、澳大利亚、美国、印度、以色列、比利
时、荷兰等十余个国家的上百名专家学者参会，
有近50位专家学者发表了学术论文及主旨演
讲，进行了积极热烈的互动研讨。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儿童文学的跨国转向”，
分会场主题包括“挑战全球化霸权主义视角的儿
童观”“作为跨文化阅读教育资源的儿童文学”

“二十世纪早期的儿童文学历史性跨国转向”“童
话和民间故事的跨国改编与传播”“中国儿童文
学的转变”“南亚儿童文学中的文化交流”“地方
儿童文学的海外输出”“儿童文学中的民族国家
形象建构”“跨文化翻译与全球童书出版市场”

“劳特利奇出版社的跨国机遇与挑战”等，主要关
注儿童文学领域内日益频繁的跨国对话现象，具
有显著的学术前沿性。近年来，儿童文学界普遍
认为，当下的儿童文学研究需要突破英美文化惯
例所规约的“童年”或“儿童文学”概念范式，发展
出更为开阔的国际视角。本届论坛从历史和跨
学科的视角探讨儿童文学“跨国转向”相关问题，
思考或明或暗的多向度跨国元素如何打破儿童
文学和儿童观的单向叙事，关注当代儿童文学研
究中提倡的国际交流模式，借此探索儿童文学领
域内阐释历史的新视角，发现长期被埋没的重要
文本的新意义，构建儿童文学“跨国转向”背景下
的新研究方法或理论，以达成一场具有长远影响
力的学术对话。

前沿而新锐的学术视野

本届论坛的与会学者普遍具有前沿而新锐
的学术视野，围绕“跨国”这一主题，许多学者勇
敢探索学术上的未知领域，提出了具有创新意义
的观点。例如金伯莉·雷诺兹在发言《从交火到

交流：作为西方儿童文学跨国化驱动力的战争》
中指出，童年概念和童书在本质上具有跨国性，
在实践中，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文化和儿
童文学带来了巨大创伤，但二战前后的大量人口
流动和文化交流也为儿童文学的跨国化带来了
新的动力。朱自强的论文《中日“儿童文学”观念
比较研究——以中日儿童文学发生期为中心》从
独到的视角研究了“儿童文学”这一观念在中日
两国儿童文学发生期的形态差异，指出虽然中国
的“儿童文学”观念在其发生期从思想内涵到词
语表达都受到了日本的影响，但这一观念在中国
儿童文学的历史化进程中，被不断注入本土的生
命资源，成为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儿童文学理论。

论坛所涉及的学术话题大多站在当前国际
儿童文学研究领域的前沿，丰富开放而不自我设
限。会上议题触及到了许多有趣的“学术盲点”，
将之前被忽视的重要材料带入到国际学者的视
野之中。埃蒂·戈登·金茨堡和安妮塔·康拉德合
作的《米拉·洛贝的〈儿童岛〉/〈因苏普〉》一文以
奥地利儿童文学家米拉·洛贝的一部早期作品为
例，研究该书先后以希伯来语和德语在不同国家
的出版情况，指出该书的传奇跨国出版史是一个
有趣的案例，洛贝的国际旅居创作挑战了传统意
义上“国别”或“跨国”儿童文学的概念。亚历山
德拉·维切尔凯维奇的《从奇幻的神秘乐园中撷
英：拉夫卡迪奥·赫恩的中国和日本故事集在20
世纪初的波兰语译本》一文讨论了跨国主义和文
化交融的代表性人物拉夫卡迪奥·赫恩所收集的
中国和日本传统故事集的波兰语译本，认为赫恩
可以被视为“现代的尤利西斯”，他在不同文化圈
层之间的“文明游牧”与当时波兰文化界对于东
方遗产的热情两相契合，对20世纪初的波兰儿
童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迪蒂·维亚斯的《从关
爱和坦诚到抱怨和不满：古吉拉特语印度摇篮曲
的跨国转向》一文则追溯了古吉拉特语摇篮曲的
跨国演变过程，指出商业印刷及当代数字化媒体
平台的广泛应用减损了传统印度歌谣中的“母

性—自然”元素，人们应该警惕市场力量对儿童
口头叙事文本的压制和抹杀，重新思考地方文化
与跨国传播之间的关系。

各界力量的整合与凝聚

本届论坛的鲜明特色之一就是突破单纯的
学术研究范畴，整合并凝聚了广义儿童文学领域
内的各方力量。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门类，儿童
文学一直具有“实用性”及“商业化”的色彩，儿童
文学的参与和研究者不仅包括作家和学者，诸如
教育、出版、翻译、图书馆、美术设计、阅读推广、
评奖审查等大量相关行业都与儿童文学的发展
壮大密不可分。

英国儿童文学作家、国际安徒生奖得主大
卫·阿尔蒙德在与卡内基奖工作组主席、奖项执
行官杰克·霍普的对谈中，分享了他的创作经历
和理念、本土和跨国文化对他创作的影响，以及
创意写作对儿童读者的独特价值。在另一场主
旨发言对谈会“书的背后：创作跨国儿童文学”现
场，作家秦文君、插画家郁蓉和英国儿童文学翻
译家汪海岚，分别讲述了他们的跨国职业生涯，
探讨儿童文学跨国创作出版的困难与意义，强调
了异质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重要性，并从不同的
视角谈论了绘本《我是花木兰》背后的故事。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学者将自己的研究思路
扩展到儿童文学周边问题中，其研究成果很好地
呼应并印证了各界儿童文学专业人士的研讨。
例如艾玛-露易丝·席尔瓦的《想象的地理学：大
卫·阿尔蒙德的〈我的名字叫米娜〉和〈纸船，纸
鸟〉》一文，梳理了阿尔蒙德的日本之旅与他的跨
国书写经验之间的关系。陈诗雯的《全球市场趋
势与中国和印度的儿童出版业》一文分析童书市
场全球化趋势对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出版业产生
的影响，以及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如何应对这一趋
势，在本土文化产品和跨国出版物之间寻找平
衡。儿童文学各界力量的整合与凝聚，以及研究

和实践的有机结合，是本届论坛的一大特色。
由于众多青年学者的加入，本届论坛充分彰

显出令人充满期待的新生学术力量。这些学术
新秀大多视野开阔，视角独特，具有新锐的创见，
让与会学者感受到了优秀的学术品质和蓬勃的
学术生机，清越的雏凤之声体现了儿童文学学科
新生力量的崛起。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一批在海外高校留学的
中国籍儿童文学博士生在论坛中崭露头角，他们
的跨国儿童文学研究大多取材于中国或东方文
化元素，将中国文化置于世界儿童文学的舞台之
上，建构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儿童文学理论。例如
胡馨月的《美国亚裔儿童文学中的跨国写作实
践：林珮思幻想小说〈花木兰：在成为利剑之前〉
的批判性分析》分析美国华裔儿童文学作家林珮
思如何以独特的写作风格，将中国民间传说与当
代现实相结合，并在作品中反映出跨国与融合的
身份建构。高甜的《对于西方人来说只是一本

“幼稚”古书？日本民间传说中童年的复杂性及
其建构》将视线投向日本，讨论东方古典民间故
事对西方近现代儿童文学的影响，以及这些故事
的深层内涵在西方重述时发生的脱落和扭曲。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关注中国文化背景的儿童及
教师将儿童文学文本作为跨文化教育资源时的
阅读情况。众多青年学者的研究既立意新锐，又
关注当下；既有宏观视野，也有微观细读；既有世
界性眼光，又有中国文化底色。学科新生力量的
崛起表明，我国儿童文学学者的研究视野和路径
正在不断向国际靠拢，在东西方学术思想的交流
碰撞中，必将生发出更具新意、更加深刻、更富学
术生命力的成果。

跨文化视角的真诚交流

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相互听取报告，互通有
无，切磋研讨，实现了不同文化视角之间的真诚
交流，契合了儿童文学“跨国研究”的题中之义。

在圆桌会议版块中，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的克
劳迪娅·纳尔逊、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的伊丽
莎白·韦瑟林、中国台湾成功大学的吴玫瑛三位
学者进行对谈，介绍他们共同主编的新书《劳特
利奇儿童文学与文化指南》的经验，谈及该书在
编纂过程中最为重视的是儿童文学理论框架和
学术方法论的建构。在随后的研讨环节中，美国
匹兹堡大学的学者泰勒·比克福德尖锐地提出，
书中所建构的理论都要借助具体的案例才能得
以验证，事实上，儿童文学跨国转向研究缺乏一
个共通性的方法论，并询问在场的学者对此有何
见解。在一番激烈的争论之后，朱自强教授给出
了自己的学术回应。他指出，比克福德教授的看
法固然不无道理，但当下首先要做的是儿童文学
跨国转向研究的具体实践，任何学科都需要遵循
科学的发展规律进行建设，必须先积累丰富的研
究经验，随后才能上升到抽象的学术研究方法。
这就像是登山一样，只有经历爬升过程中的艰
险，才能最终摘取山巅上的理论桂冠。会场随处
可见气氛热烈的学术论争场景，在尖锐而真诚的
思想碰撞中，鲜活的议题被进一步深度思考，新
的观点和想法被进一步激发，学者们跨越了东西
方文化之间的隔膜，促成了世界儿童文学学术共
同体的建设。

纵观本届论坛，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世界
各国与会学者对儿童文学的珍视与热爱。“跨国”是
崭新的学术术语，超越了以往“世界文学”“民族主
义”“全球化”等学术概念。各国学者致力于从各
种饶有新意的角度来研究儿童文学的“跨国转向”
问题，但这一概念尚未形成一套权威话语体系，学
界仍在探索它的内涵和外延，建构它的边界与研
究方法，预测它的研究态势及可能取得的研究成
果。正因如此，本届论坛才会显得如此前沿而新
锐，充满生机和活力，为“儿童文学的跨国转向”这
一朝气蓬勃的学术领域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国际儿童研究中心副
教授）

“跨国转向”：仍在探索中的儿童文学研究新课题
——第四届国际儿童文学论坛学术要述

□程 诺

儿童文学儿童文学
现实主义创作笔谈现实主义创作笔谈

如何理解现实、把握时代、更好

地塑造儿童文学的典型人物，提升

现实题材儿童小说的创作水平，是

新时代对儿童文学提出的新期待。

本期特邀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授姚

苏平撰文，立足近年现实主义儿童

小说的创作实践，探讨儿童文学现

实主义创作的成绩、突破与问题。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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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近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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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飞的《马兰的孩子》再现
了中国核基地草创期的克服万难；于潇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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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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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情的《金珠玛米小扎
西》向戍守西藏边疆军人投下深情一瞥；徐玲的《长大后我想
成为你》关注的是社区治理和城市精细化管理主题；韩青辰
的《我叫乐豆》中乡村民警对留守儿童尤其是服刑人员孩子
扶志扶智……这些作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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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从事现实主义儿童小说创

作的作家较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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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显了孩子的童真，也召唤着孩子的使

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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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从事现
实主义儿童小说创作的作家们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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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较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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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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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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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司令韦思源却说：“我一直有个想法，把孩子们转移到根据
地最安全的地方，找个地方读书，让孩子们学知识。这些孩子
长大了，要为国家做大事。一定不能再让孩子们冒险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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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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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兰的孩子们；在《冷
湖上的拥抱》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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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环保志愿者李强为了对抗盗猎者、保护三江
源的动物们，不惜离开家人，走上一条壮烈的不归路；在《长
大后我想成为你》里，李抒恒放弃机关岗位，主动下沉到社区
当主任。这些作品努力用平凡成人的“群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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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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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活在建国初期军人家庭的
严新文带着12岁男孩的鲁莽和率真；《冷湖上的拥抱》中，14
岁的女孩孟海云经历了父母离异、从海南辗转到父亲再婚后
的柴达木，她的敏感、细腻，和温润的杜亦茗、爽利的余君影
等少女构成了不同气质的新世纪儿童群像；《三江源的扎西
德勒》的小主角李小海跨越了幼儿与成人期，故事的重点是
懵懂的小海在和动物救护站里的红嘴鸦阳阳、金雕小白、小
黄马遥遥、藏獒多吉等朝夕相处中，有了朴素和坚定的动物
保护意识。他在一路追随妈妈寻找“失踪”爸爸的旅程中，逐
渐通过和动物的“交流”而发现了爸爸因雪崩掩埋的冰洞，展
开了一场荡气回肠的动物和人类的联合营救行动；战争年代
的儿童成长有着更快的速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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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成为他们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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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一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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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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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清醒的认
识，非常注意把握好节奏和尺度，这也使得当下现实主义小
说创作中的儿童形象跳脱出扁平人物的窠臼，具有了各自的
神采。

现实主义儿童小说的结构与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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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叙事结构上的精心设置成为儿童

小说“儿童性”的重要指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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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紧扣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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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叙事结构上的精心设置成为儿童小说

“儿童性”的重要指征。在现实主义最常态的“正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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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壮烈人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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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马兰的孩子》中比石头还硬的馍、无糖的苦咖啡、酱油
拌饭等等生动的细节描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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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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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爷爷不时出现的混沌意识之间彼此印证；作为前一段婚
姻中的孩子，孟海云想起从前任性时可以“甜蜜”地验证到母

亲的牵挂，如今她在茫茫荒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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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与作

品主人公栖身于不同时代背景的问题，

作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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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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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建国初期不同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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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严新文、薇拉等孩子的扎根成长来
铭刻这段光荣伟大的荆棘路；《冷湖上的拥抱》通过爷爷不断
的追忆、孟海云等年轻一辈配合爷爷“复盘”历史等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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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各类动物的习性、秉性和灵性，描绘得深郁苍
茫。比如，救护站的动物们主动加入到寻找“失踪”爸爸的行
动中并展现出独特的探究与合作的能力，人类对本地狼、荒漠
狼的认识和误解，以及坦荡荡的牧人与贪婪的入侵者所构成
的博弈与妥协，这些独具“三江源”特色的书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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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繁重的疫情防控……这些像“绣
花”一样的千头万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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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重要历史和时代需求的关切，这些作品激发出包
括儿童在内的国人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情感共鸣。

尊重儿童，敬畏历史，忠于现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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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情怀融为“共同体”，用儿童自身的蓬勃力量，展示出作品的
丰盈。

■域外传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