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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着太阳对着太阳，，透过糖透过糖纸就可以看到斑斓的人世间纸就可以看到斑斓的人世间””
——作家学者聚焦四川儿童四川儿童文学文学““叙永现象叙永现象””

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一个地处川南

边缘的小县城，近年来在儿童文学领域涌

现了一批较为优秀的本土作家和作品。叙

永儿童文学作家出版书籍多部，印刷量超

10万册，18篇作品获国家级省级奖项，数百

篇作品发表于重要文学刊物，多部被改编

为影视作品。这些作品植根当地文化传

统，抒写了乌蒙山下的儿童故事、中国故

事。日前，由中国作协社联部、四川省作

协、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中国寓言文学研

究会指导，泸州市宣传思想文化领导小组

办公室主办的四川儿童文学“叙永现象”推

介会举行，叙永获授“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

创研基地”。四川儿童文学“叙永现象”研

讨会同期举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为当地

儿童文学发展把脉问诊、建言献策。现将

部分内容摘编如下，以飨读者。

——编 者

阿来（中国作协副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

泸州市叙永县位于四川、贵州、云南三省

结合处，尽管地处西南腹地，但却出现了一个特

别有意思的文学现象，那就是在40年的时间

中，当地成长起来一群有追求、有成就的儿童文

学作家，在四川乃至全国都有一定知名度。这

支由几十位儿童文学作家组成的队伍，老中青

年龄结构清晰，创作力旺盛，特别是近十年内，

从老作家肖体高到年轻作家楼政等，都创作出

了许多优秀的儿童作品。希望泸州市和叙永县

能以本次活动为契机，继续加大对本土儿童文

学作家的帮扶和支持力度，也希望这些作家的

创作能进一步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让更

多作家、评论家、编辑家、翻译家等参与进来，深

化对这一现象的研究，让本土儿童文学作品得

到更为广泛的转化和传播，影响力不断增强。

要进一步总结叙永这一文学现象背后的经验，

既让叙永儿童文学现象持续发扬光大，也让他

们积累的好经验为儿童文学发展提供更多有价

值有意义的启示。

李晓东（中国作协社联部主任）：

泸州是英雄的城市，是四渡赤水战役的发

生地，是中国工农红军转危为安的重要战略转

折地。在这里，红色基因传承不息，红色故事代

代相传。今天儿童文学在叙永的蓬勃发展，正

是对红色基因最好的传承，也是对革命先辈理

想信念最好的致敬。

近年来，叙永儿童文学发展呈现出扎根本

土、群英荟萃、组织化创作等特点，老中青三代

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的获奖数量均居四川省前

列。“叙永现象”呈现出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扎

根本土，持续聚焦。叙永儿童文学作家始终和

这块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泸州这座城市的

红色基因到新时代产业高质量发展，叙永儿童

文学作家始终心系这片热土。二是龙头带动，

群英荟萃。泸州本土作家王良瑾1983年就获

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这代表了当地儿童文

学创作的优秀传统。希望叙永儿童文学作家始

终保有纯洁的心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孩

子们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精神食粮。三是通过

组织化创作，进一步搭建平台。叙永儿童文学

的发展得益于泸州市委市政府和叙永县委县政

府持续40年的支持、培养和推介，“叙永现象”

正是进行组织化创作的最好体现。四是全面提

升，走向前台。本次推介活动由作家直接面向

大众推介作品，是儿童文学作品走向前台、从平

面走向立体的积极尝试，相信会让儿童文学焕

发生命力。本次活动也是儿童文学作品向其他

艺术门类转化的有益探索，儿童文学作为母本，

要从果实再次变成种子，为视频、动漫等其他门

类提供原料，成为新兴艺术形式的基础。

李铁（四川省作协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

叙永儿童文学创作的蓬勃发展，是儿童文

学作家紧跟时代步伐、深耕地方沃土、持续创作

的结果。据统计，泸州市有11人12次获得冰心

儿童文学奖，成绩喜人。我们要以叙永儿童文

学发展为契机，开创四川儿童文学的新未来。

希望广大儿童文学作家自觉担负起新的文化使

命，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儿童文学精

品；继续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现实主义精神

和浪漫主义情怀去观察、发现和书写少年儿童

的现实生活、成长经历、人生梦想，以及与他们

紧密相关的宏大时代，让新时代少年儿童的精

神风采和个性跃然纸上；通过文学的力量，引导

新时代少年儿童树立远大理想，热爱伟大祖国，

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练就过硬本领，

锤炼品德修为，茁壮成长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也希望广大儿童文学作家以更

加恢宏的文学视野和跨界意识，推动更多儿童

文学作品“破圈”传播。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

展，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儿童文学的多元化和个

性化发展，不仅要鼓励作家以新视角和新手法

去创作具有时代性和现实性的作品，更要发挥

“文学＋”的作用，加强文学与新媒体、新业态、

新技术的交融交汇，加大儿童文学创作成果向

各种现代传播形态的转化力度，让更多儿童接

触到好作品，感受到阅读的美好和快乐。

徐峙（《中国校园文学》主编）：

校园是最肥沃的文学土壤，孕育着中国文

学未来的希望。培养文学的读者和未来的作

者，是新时代儿童文学的重要任务，也是新时代

文学要面对的重要课题。多年来，泸州市依托

《语花》报、《泸州文艺》杂志、《龙眼树》诗报等重

要平台和阵地举办的大型文学赛事，已经成为

儿童文学发展的基础，不仅培养了大批本土作

家，也培养了不少外埠作家，影响深远。由《语

花》报主办的“冰心杯”文学奖征稿活动、《龙眼

树》诗报主办的“创作函授培训班”和“鼎力杯”

“泸州老窖杯”“江阳杯”等，以及连续32年举办

的泸州市“屈原魂”杯传统诗词大赛，推出了一

批极具潜力的作家、诗人，为泸州的文学创作奠

定了良好基础。

30年前，我在宁夏老家读中学时，曾参加

过由泸州市作协、市教育学会和《语花》报共同

主办的“冰心杯”文学奖征稿活动并获奖，与泸

州的缘分不仅鼓励我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也让

我格外珍视文学的土壤。我们的儿童文学发展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本次推介会的举办可以说

正当其时。这是一次新的“赶考”，也是一个新

的挑战。作家们要共同思考这一课题，把握时

代脉搏，以更多更精彩的作品，丰富青少年精神

世界，增强青少年精神力量，引导青少年形成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吴丽丽（《少年文艺》执行主编）：

泸州有着深厚的儿童文学传统，这大概可

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如今，泸州的儿童

文学作家队伍不断壮大，已经有了相当规模和

实力，并且形成传帮带的传统，体现出薪火相

传、欣欣向荣的面貌。就我个人观察而言，泸州

的儿童文学创作门类齐全，佳作频出，一批优秀

作家的创作关注现实生活，重视儿童精神成长，

体裁、门类发展较为均衡，小说、童话、散文、诗

歌、纪实文学、幼儿文学乃至少儿科幻都有代表

作家和作品。许多作品刊发于《少年文艺》《儿

童文学》《中国校园文学》《十月·少年文学》《东

方少年》等刊物，入选多种选本，并在冰心儿童

文学奖、“周庄杯”全国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大赛、

全球华语少儿科幻星云奖等各类评奖中崭露头

角，显示出强劲的创作实力。泸州历史悠久，底

蕴深厚，尤其是叙永县接壤云贵，独特的地理环

境和历史记忆，为作家们的创作提供了丰沃土

壤，共同的文化底蕴与作家们个性化的探索和

追求交融贯通，形成了丰富的儿童文学样貌。

希望泸州的儿童文学作家在深挖本土文化资源

的同时，能够规划好自己的创作，不断突破自身

局限，努力创作出更多具有影响力和辨识度的

精品力作。《少年文艺》杂志也期待能够与泸州

的作家朋友们携手共进。

廖小琴（成都市作协副主席、儿童文学作家）：

读了这么多作品，我由衷地感受到叙永儿

童文学作家对写作的热爱多少年始终不曾改

变。写作技巧可以去学习，但对写作的热爱是

无法习得的，这是一个作家最宝贵的品质。我

也关注到大家的成长经历了一个过程，从作品

很难发表，到不断刊发在各类文学刊物，荣获诸

多奖项，形象地说就像一棵棵小树苗，逐渐成长

为一棵棵文学的大树。我相信，他们在这个过

程中一定经历过许多艰难，遇到过写作上的瓶

颈，甚至怀疑过是否还应该继续，但他们用行动

给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案。在儿童文学界，这

是一个特别的群体，每个人在进行个体书写、

保持创作个性的同时，也在一个群体中共同成

长、彼此呐喊，彼此鼓励。这么多年里，他们坚

持相互看稿，相互提意见，进行交流讨论，逐渐

得到认可和肯定，影响力越来越大，这是非常

难得的。

我也有几点看法想和大家共勉。第一，真

正走进儿童、了解儿童，进入到儿童的世界和生

活，拥有童眼童心，把为自己的心灵创作、为孩

子们写作当作一件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

第二，拥有自己的精神领地，寻找到自己擅长的

创作领域，深耕下去，写出有根系有分量的作

品。第三，多留心留意留情于富有地方特色的

文化，写出既富有地域文化又能感染打动读者

的作品。第四，创作自己真正想表达的内容，不

被浮躁和诱惑裹挟和左右，在作品中投入真心

真情真生命。第五，多研读经典书籍，不仅是经

典的儿童文学作品，还有世界上其他的经典作

品，只有在看到高山、跨过大海之后，我们才能

真正靠近最美好的风景。

楚三乐（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儿童文学以童年表达为核心，要为儿童服

务，首先就是要有可读性、趣味性，要让儿童喜

欢。这既是儿童文学的基石，也是儿童文学的

高标。当作家通过深切的思维洞察和审慎的

审美锤炼观照童年时，儿童生命在时空层面的

广度与精神世界的深度就在熠熠闪烁了。新

时代新征程，儿童文学应承担起“培养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历史使命。叙永儿

童文学作家面对新的时代召唤，要从回望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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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新时代儿童文学

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泸州市叙永县是四川

最大的少数民族杂居县，具有丰富的文学素材

和得天独厚的创作基础，广大儿童文学作家

要充分挖掘、用心抒写多民族的历史文化。

希望大家勠力同心，携手前行，把儿童文学生

动丰富的能量，通过烂漫多姿、美不胜收的创

造，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

要力量。

翌平（冰心儿童文学奖评委会秘书长）：

一部优秀的作品必然诞生于一个有思想深

度、有悲悯意识的写作者笔下。有深邃思想为

依托，作品才会有深深的根脉，探入生活的内

里，呈现表象背后的本质。叙永本地儿童文学

的蓬勃发展主要体现出情缘、心缘、人缘等特

点，当地儿童文学前辈为年轻人铺路架桥，打下

深厚基础，青年作家勤奋笔耕，赓续传统，多次

获得冰心儿童文学奖等重要奖项。此次近距离

和大家交流，我深刻感受到了各位作家和文学

爱好者的真诚与热情。

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是艰辛而幸福的劳动，

是美妙而充满未知的行程，每个身处其中的人

都会由衷地为能参与其中而自豪。每个写作者

都与时代紧密相连，因此作品也始终保有时代

的温度和气象。我们都深知，只有通过执着的

跋涉，才能最终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只有保

持对世界的好奇与活力，保持对孩子的爱、真诚

和善意，才能写出真正被少年儿童读者所喜爱

的作品，为他们的成长提供精神力量。儿童文

学承担着满足儿童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

责任，新时代新征程呼唤着新的文学创作，这不

仅意味着儿童文学创作拥有了更为广阔的天

地，也意味着作家思想视野的极大拓宽。写作

者要以大历史观、大时代观为指引，深入生活，

深入儿童的心灵世界，以文学的方式记录时代

步伐，描绘发展画卷，为儿童文学带来创作与传

播领域的新气象、新篇章。

税清静（四川省作协儿童文学专委会副主任）：

本次活动一定会有力促进四川儿童文学的

健康发展，推出一批立足本土、具有时代标杆意

义、具有中国气派的现实主义儿童文学作品；进

一步促进叙永儿童文学作家关注现实、关注当

下，拓展创作领域，提升创作水平；有利于培养

创作队伍，发现新人新作；有助于作家们立足

当代少年儿童的现实生活，讲好中国故事，满

足少年儿童的阅读期待，扩大四川儿童文学的

影响力。

儿童文学的发展有其特殊性，格外需要关

注和引导。当下媒体融合已经成为新趋势，文

学作品的改编融合也备受关注。在我看来，叙

永儿童文学想实现新突破，要展示真实全面的

泸州，讲好泸州故事、中国故事，把泸州儿童文

学打造成中国儿童文学的大IP。我们要充分发

挥泸州儿童文学的特长和优势，拓宽儿童文学

传播渠道，促进童谣童话小说等进行成果转化，

也希望社会各界继续加大力度，给予必要的支

持和扶持。

马传思（少儿科幻星云奖组织单位执行主席）：

中国当代的幻想儿童文学作品已经达到了

较高水平，但就国内儿童文学创作来说，相对基

数较大，精品还不是很多。因此，只有当身为作

者的我们真正带着情怀去创作，作品本身的价

值才能进一步得到提升。

对于叙永本地的儿童文学作家，我从同行

的角度，有几点建议。一是坚守与聚焦。面

对外界的浮躁和诱惑，写作者要坚守文学创

作的本心，在敢于大胆尝试与突破的基础上，

找到适合自己的门类体裁，不断聚焦，持之以

恒地努力。二是责任意识与悲悯情怀。由于

读者对象的特殊性，儿童文学拥有独特的价

值体系，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诞生，首先离不

开创作者本身的责任意识，要用自己的作品为

孩子们打开一扇扇心灵的窗户。三是关注时

代与科技发展。我们的创作既要书写日常，书

写生活与苦难，书写永恒不变的人性，也要关

注科技的发展带给当代少年儿童生存环境的

变量。

董仁威（少儿科幻星云奖组织单位创始人）：

从2013年第四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设

立少儿图书奖开始，到第十一届评奖少儿科幻

奖项独立出来，我们已连续举办了三届少儿科

幻星云奖评奖活动，四川的儿童文学作家胡晓

霞、廖小琴、王林柏都曾获得该奖项。通过大

家的共同努力，独具东方特色的少儿科幻正在

蓬勃发展，从少数几个专业少儿科幻作家，发

展至包括专业少儿科幻作家、兼职儿童文学作

家、主流科幻作家、文学作家组成的逾百人的一

线少儿科幻作家队伍；由少数几家出版社、期刊

社，到百余家出版社、期刊社发表、出版少儿科

幻作品。

我认为，本次推介会对促进中国少儿科幻

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让未来照进现实，给

想象插上翅膀。少年儿童是科幻作品最重要的

受众群体，也是未来科幻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

力量。推介活动的举办必将促进中国少儿科幻

事业进一步发展，使少儿科幻这株稚嫩的小树

成长为参天大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

神力量。相信随着科技的发展，会有更多作者

加入少儿科幻创作的队伍。

张合（泸州市文联主席、作家）：

今年是位于川渝滇黔结合部的泸州市成立

40周年。40年来，泸州文学艺术事业稳步发

展，成就喜人，其中儿童文学创作在四川省独树

一帜，影响广泛。泸州全市特别是叙永县儿童

文学创作以作家多、发表多、获奖多、坚持时间

长的特点，受到国内众多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

的肯定，这一现象的产生离不开叙永儿童文学

作家在乌蒙山下多年来的勤耕苦耘，他们用心

用情用功书写，从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和火热

生活中汲取营养、挖掘素材，用他们的爱恋和执

着、坚毅和奋争，扎扎实实书写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弘气象，歌颂乌

蒙大地的历史性飞跃和变迁。作家和生活互相

成就，叙永儿童文学被乌蒙时光涂抹上一层又

一层厚厚的地域色彩。

肖体高（泸州市作协儿童文学专委会主任、
儿童文学作家）：

小时候喜欢读书，得到哪怕一本小人书，也

会不吃饭不睡觉地拼命读起来。读着读着，我

突发奇想，也想要写书，想要当作家。几十年笔

耕不辍，真做起作家来了。但是，应该什么书都

读吗？小时候觉得红薯好吃，南瓜也好吃，但看

见别人吃鸡肉喝鸡汤，为什么会特别眼馋呢？

原来在吃的东西里，还有特别好吃、特别有营养

的。于是我体悟到，书也有档次。我要为孩子

们写让他们眼馋的书，读了不但长知识，还能长

精神。

写儿童文学作品，不能只站在成人的角度

去写成人视野中普遍假设的儿童，而是要用深

厚的人文情怀，用博爱的灵魂，蹲下身来尊重儿

童，去礼赞童年、礼赞儿童、礼赞童心。让我们

在阅读中，把成年人布满尘埃的灵魂擦拭得再

一次光洁照人。

靳朝忠（儿童文学作家）：

叙永儿童文学的发展凝聚着数十年、几代

人的执着耕耘以及心血和汗水。“40后”的老作

家依旧青春焕发，笔耕不辍；“70后”的中青年

作家陈言熔、李莉、叶科霞等，勇于探索，频频获

奖，深有口碑；“90后”作家楼政、陈会等，如新

篁破土，青翠秀人，表现不俗。作家们扎根乌蒙

边地，其作品努力讴歌时代，书写人民，浸润着

红色文化，颇具乌蒙气象、乌蒙气派。这支儿童

文学队伍潜力丰沛，必将创作出更多更优秀的

作品。

陈言熔（泸州市作协副主席、儿童文学作家）：

太阳底下并无新事，这是大人们的世界；

太阳底下全是新事，是孩子和儿童文学作家的

世界。作为儿童文学写作者，我感到幸福和快

乐。儿童文学既能帮助儿童认识爱、理解爱、

拥有爱，又可以教导儿童崇尚真实、追求真

理。所以，我们的创作方向就特别明朗。我

们要走向新时代儿童文学，这条路很漫长，有

繁花似锦，有荆棘丛生。作为儿童文学作家，

要学会沉下心来，用温暖有力的文字去承担

责任。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有4亿 6000万青

少年，这是儿童文学的读者。我们要把培养

读者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和高尚情操，

作为创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继承和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

播者，用手中的笔为时代记录抒写。具体到

我自己，我也将继续英雄主义和红色文化创

作之路。

胡晓霞（儿童文学作家）：

儿童文学的读者定位要关注少年儿童的认

知能力等，而面向成人的作品则更多展现人生

的多样性。作家对儿童文学作品在内容上要进

行取舍和剪裁，科幻也是一样。我认为少儿科

幻更多的是一些科学童话，对于小朋友来说，可

能只是科学的基础概念，但这也符合小朋友的

阅读心理，我们要在他们心里埋下一颗种子。

在我的想象中，儿童文学大概就像是包着五彩

玻璃纸的水果糖，开心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都

可以吃一颗，吃完后用那亮晶晶的玻璃纸对着

太阳，就可以看到斑斓的人世间。树木花朵，湖

光山色，晨曦雾霭，般般皆可爱。与此同时，儿

童文学又并非仅止于此。它真诚、勇敢又美好，

既能让孩子们知道这个世界有闪耀发光、令人

向往的价值，又能跳脱出生活万事如意、一帆风

顺的表象。于我而言，它是号角也是鼓声，是理

想也是信仰。

（发言由李欣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