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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我眼中的20232023年儿童文学年儿童文学
————看看儿童文学作家看看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评论家、、出版人的出版人的20232023年的年的““朋友圈朋友圈””

王泉根
（陕西师范大学人文

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
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文
学院教授）

在朋友圈聊天对话，问我2023年的儿童文学
有什么关键词？我说了三个：一是主题出版；二
是文化传承；三是少儿科幻。这三个方面都有可
圈可点的新人新作新气象。但我更想着重说说
少儿科幻，这自然与我在2023年参与的科幻活
动有关。

当初，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招收科幻文学方
向的博士生，每年举办与科幻文学相关的多种大
小会议与活动。如今，北师大文学院的儿童文学
学科已是独立的二级学科，下设儿童文学与科幻
文学两个研究方向。儿童文学与科幻文学是两个
有着密切精神渊源与相同目标的“文学共同体”，
我始终在以自己的方式拥抱科幻。

说来有意思，2023年于我而言，可谓是“科幻
年”。盖因我参加会议最多的是科幻，关注度也几
乎在科幻领域。在北京，我参加了5月在首钢园
举行的“2023中国科幻大会”，又主持了11月第
十二届北京科幻“光年奖”的终评评审会。两次去
了四川，一是5月参加在广汉三星堆举行的第三
届少儿科幻“星云奖”颁奖等系列活动；二是10月
参加在成都科幻馆举行的“世界科幻大会”，见证
了全球瞩目的“雨果奖”颁奖盛典。

只有当你身处科幻一线，你才能真切地感受
到当今科幻文学——包括少儿科幻在内——崛起
的那一种振奋气场。中国少儿科幻以前的领军人
物是张之路、杨鹏，现在已涌现出马传思、陆杨、超
侠、江波、赵华、李姗姗、何明瀚、宝树、彭绪络、王

林柏、秦萤亮、姜永育、彭柳蓉、武萝、霞子、左文
萍、周敬之等一大批卓有才华的新力量，有不少名
字是儿童文学界所陌生的。

当今少儿科幻创作呈现出科学型少儿科幻、
人文型少儿科幻和科普型少儿科幻三种主要类
型特征。2023年的少儿科幻新作品十分瞩目，
如何明瀚的《恒星异客》系列、武萝的《恐龙侦探
小奇奥》系列、潘亮的《太空少年肖小笑》等；更有
多套书系亮相，这有刘慈欣、董仁威主编的《全球
华语少儿科幻大奖书系》《我们的元宇宙·少儿科
幻精品书系》以及《中国少儿科幻星云书系》《太
阳鸟·少儿科幻大奖系列》等，此外，还出版了董
仁威等著《中国少儿科幻史话1949-2021》、国
际儿童科幻星云联合会主编的《中国少儿科幻文
艺百家谈》等。

成都世界科幻大会历时5天，先后有200多
场主题沙龙、主题展览、“雨果之夜”湖畔派对、粉
丝派对等活动，这里面有许多活动都与少儿科幻
相关。每天成千上万的参加者中，99%都是青春
洋溢或童稚天真的脸庞！当我置身那些少儿科幻
场地，与思虑未来、仰望星空、展望星图的科幻作
家、学者和科幻迷们汇聚一堂，他们的脑力激荡和
理性火花，立意高远和恢宏想象，童真天趣和瑰丽
幻想，必定会把现代和未来对接贯通，勾画畅想人
类发展的前景和种种可能。

新时代的少儿科幻融合了在场的现实生活与
恢宏浪漫的天际幻想，贯通了逻辑严谨的科学假
设与温暖细腻的文学肌理，承载着万千人的记忆、
情感、求索和追寻，它所呈现的大胆想象和惊世塑
造，从一个方面提供了人类未来的新方向。最近，
出台了教育部等十八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
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无疑为少儿
科幻、科普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巨大的机遇。未来，
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少儿科幻的崛起。

杨 鹏
（儿童文学作家，中国

社 会 科 学 院 文 学 所 副 研
究员）

总结2023年中国童书
产业的关键词，我认为大概
有：周期、迷茫、坚守、探索和复苏。

当人们预测未来时，通常是在描述当下的现
实，比如人们对未来悲观，往往只是当下情况不太
好的一种情绪反映，反之亦然。

2023年9月到12月，我从北京出发，前往湖
北、山西、福建、四川、河南、内蒙古、湖南、新疆、浙
江、江西十省数十个市县进行书业考察，和上百位
一线图书经销商进行了交流，获得了许多宝贵的
信息和经验，比如当下童书，儿童文学销量锐减，
科普和功能性读物蓬勃发展，并不是因为读者突
然对后者感兴趣，而是因为线下书店大量关停，从
前儿童文学作品传播由学校推荐、学生在书店阅
读并口耳相传的模式失去了众多线下书店的支
持，传统阅读生态受到极大破坏，用户购书主要是
由家长通过观看线上直播购书，而科普和功能性
读物的“解释成本”比儿童文学作品更低，在营销
上具有数量级优势造成的。尽管我也从事少儿科
幻科普创作，但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很有可能让中
国孩子的阅读变得更加功利化、肤浅化，是值得警
惕的现象。

不过，与此同时，我也欣喜地看到，十多年前
盛极一时的在线下书店与读者面对面交流的阅读
推广模式，正在复苏并行之有效，比如在新疆、内
蒙古等电商不发达的区域，学生的阅读情况反而
比电商发达的内地更好，民营书店在逆势扩张。
万物皆周期，图书也是如此。

2023年儿童文学有哪些关键词？

马光复
（中国儿童中心出版部

原主任，北京作协儿童文学
创委会副主任）

如果问我2023年的儿
童文学大花园里，哪些花朵

开放得最艳丽？我的回答是百花齐放、争奇斗艳。
比如殷健灵的《帆》、卢一萍的《雪线上的边关》、刘
海栖的《乒乓响亮》、张国龙的《瓦屋山桑》、金波的
《叶子里的春》、赵丽宏的《手足琴》、张之路的《乌鸦
不会道歉》、许诺晨的《完美一跳》、裘山山的《游过
月亮河》、唐池子的《我的阿角朋》、董宏猷的《金唢
呐》、陆梅的《万花筒》、叶广芩的《猴子老曹》、马三
枣的《慈江雨》、王苗的《国色天香》、刘东的《回家的
孩子》等。

回望2023年，面对群星灿烂，成就耀眼的儿童
文学继续繁荣与发展的现实，以及出现的疲软与不
确定性，我们应当站得更高些，看得更远些。我们
应当看到那些潜在的问题与危急。急躁、迎合、攀
比，抢市场、低标准，抢稿源、先出先得，低估质量、
低估读者、低估时代与历史大浪淘沙的力量等。有
远见与宏大目标的作家们，特别是有经验的老作家
和新生代作家，一定要守住底线：守住现实主义的
书写，守住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创作，守住
儿童本位，为了孩子的需求、为了孩子的成长的底
线，不被诱惑，不被动摇。发扬十年磨一剑的精神，
耐心一些，精益求精，开拓致远，不辜负时代，不辜
负历史，继续创作出优秀的儿童文学精品。

殷健灵
（儿童文学作家、《新民

晚报》社高级编辑）

2023年，我出版了两本
新作，长篇小说《帆》和散文
集《童年的味道》。这两本自
己都很喜欢。为什么特意这么说呢？因为我并不

是一个对自己作品都喜欢的人，甚至常常没有勇气
重读旧作——总觉得不够好。但这两本我都重读
了，自认为还算“耐读”。前者是对早年少女心理小
说写作初心的回归；后者写童年的食物，也写时间
与人情，读来轻松，却也时时令自己眼眶湿润。

此外，也有一本旧作重出，26年前的长篇小说
处女作《玻璃鸟》改名为《长大》，又有了新的样貌。
出版前，自然也重读了，心里涌起复杂的感觉，当年
的笔触青涩稚拙，内里潜藏的生命含量却是那么勃
发——是一种不可重返的新鲜记忆和剔透赤诚。

拉开一段时间重读自己，会有新的收获——仿
佛打量一个似曾相识的人，让原先模糊的印象变得
清晰，从而发现自己的不足和特点，这未必是充满
乐趣的，更多时候，带着一点点遗憾和痛苦。不过，
进步的本质大概就是辩证的痛苦之快乐，感受到的
遗憾和痛苦越多，所获得的进步可能就越大。

或许可以此作为自己的“年度总结”，和各位师
友分享。

李利芳
（儿童文学评论家、

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我想用“实”这个字
来表达我对2023年儿童
文学的阅读印象，这是一

份让人感觉到内心充盈，对文学与生活间的关系更
加信任，有着更加美好感觉的踏实。这份充实感可
以从一个角度显示我国原创儿童文学成熟稳健的
发展态势，它的根本力量来自于作家们持之以恒地
对高质量写作的追求。

刘东为了写好《回家的孩子》这部儿童历史小
说，用了整整25年的时间去准备与沉淀，找准历史
书写的文学灵魂；张国龙的《瓦屋山桑》之所以能够
获得普遍好评，也是他长期坚守在自己的文学地理
空间中，不断求索的结晶；陆梅的写作从来都是沉
静而有韧度的，她的《万花筒》有对童年本质绝对的
穿透力；梅子涵的《黄麦地》文字粒粒金黄，颗颗饱
满，为我们铺展出辽阔无垠的精神麦田；叶广芩脚

踩大地，扎根生活，在《猴子老曹》中写出了中国人
文化哲学、文化心灵中的动物；张吉宙也是在用厚
实的生活积累与生命体验写童话，《小黄牛和野斑
鸠》以动物视角引领孩子与历史对话……坚实的原
创道路与丰裕的儿童文学成果，需要研究界持续展
开深入的价值阐释。

翌 平
（儿童文学作家）

回顾 2023 年的儿童
文学创作，我认为短篇作
品表现抢眼，值得一提。
冰心新作奖获奖者闻婷的
《千岛渔歌》用文学的文字、质朴的情感，深情吟唱
一首千岛渔家生活的生命之歌；高资悦的《外公的
朋友阿尔茨海默》极具呵护和关爱，讲述外公与“新
朋友”阿尔茨海默病的故事；南风子的散文《月光一
碗一碗落下来》写出月光撒入米豆腐般的亲情与思
念；石帆的童话《小门神》说的是恪尽职守的门神小
自在帮田小龙和奶奶过年，和他自己跨越年坎儿的
故事；李秋沅的《你听得见石头的歌唱吗》文学想象
力极为细腻，描述能听见听觉之外生命之音的孩
子，与孩子感觉到的亦幻亦实的生命映象；吴越的
《顺江而下》描写送胥家爷爷生命最后一程的少年
如何完成自己的成人礼；左昡的《和缇雅说话》讲述
得亦真亦幻，小主人公“我”决意成为缇雅那样真
实、自主的儿童；高巧林的《拜师》中规中矩，描写少
年学艺的守成与传统；慈琪的《几月几日厄运节》试
用最简单的童话形式与科幻人物，解读一个有关厄
运和好运的宏大命题；陆梅的《猫的小夕和小夕的
猫》告诉孩子朋友彼此拥有的最好方式，可以是住
进对方的身体里，友谊的偶遇又可能是一场失去；
王勇英的《萤火虫坡》绘出山明水秀的狐狸村与穿
越爱意、乡情小女孩的童话故乡。

概括一下，这些作品有三种艺术个性给人以深
刻的印象。一是清逸，用文学的灵动代替直白的说
教；二是深情，平静的生活之下腾涌着款款深情；三
是“不安分”，怀揣着强烈的艺术表达冲动。

杨雅莲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读周刊主编）

时间如同开了倍速般飞快，流水带走光阴的
故事。

孩子盼望长大，大人却害怕衰老。感谢有儿童
文学相伴，让人回到童年，回到澄澈，重新生长。

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盘点2023年的儿童文学，
我选择用“挑战”。朝气蓬勃的儿童文学，面临如何
读懂童年、读懂青少年的挑战，面临如何成长得更好
的挑战，以及如何适应时代的挑战。

2023年，儿童文学界大事要事多，我最关注的是
“儿童文学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举
行”。看到媒体推送相关报道后，我放下手中的笔认
认真真看两遍，并转给两位好友。文章中的观点，对
儿童文学如何更好发展极具指导性。

作为一名儿童文学读者、评论者，我去年出版了
一本小书《晴朗的天空》。因为想把最好的内容呈现
给最爱的孩子们，书稿前后修改近十遍。在写作过
程中，我深刻体会到创作者的不易与用心。读茅盾
文学奖获奖作品《本巴》，我将之当作优秀儿童文学
的标杆。正如刘亮程所言：“这个世界，即使被大人
看过无数遍，也永远需要用孩子的天真之眼再看一
遍，这是文学对人类初心的观照。”用天真的孩童之
眼看世界，正是儿童文学的至高境界。

日迈月征，朝暮轮转。新的一年，愿你我如孩童
般纯真，愿你我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孩童。

陈诗哥
（儿童文学作家）

对于儿童文学乃至整个
国家，2023年并非轻松的一
年。在这个背景下，《儿童文
学》六十周年座谈会适逢其时，160多位来自全国各
地的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出版工作者、读者齐聚
北京，总结儿童文学创作与阅读传播的经验，展示浩
浩荡荡的儿童文学力量，提振儿童文学界的信心。
专家与读者纷纷从各自的角度回忆与《儿童文学》的
情分以及总结自己的写作经验。会上还宣布了21位
《儿童文学》的荣誉作家。

《儿童文学》给了我莫大的鼓励。今年，我鼓起
勇气，第二次重写长篇童话《童话之书》，重新探索作
为价值观、方法论、生活方式的童话到底是怎样的，
这本书将由《儿童文学》出版。实际上，2009年，我才
开始写童话，把自己的童话作品通过邮局寄给杂志
社，那时候，儿童文学界的朋友我几乎一个不认识，
没想到主编看了我的作品后，让当时的副主编给我
打了一个热情洋溢的电话。正是《儿童文学》的包容
性和创新性给了我非常大的鼓励，让我有信心继续
探索新的童话美学，也让我感悟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不仅是复兴中华民族过往的辉煌成就，更是一
场面向世界、朝向未来的伟大创造。作为这场伟大
复兴的一部分，儿童文学也是如此。

徐 妍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

闻传播学院教授）

从2023年儿童文学界的朋友圈中，我痛感今日
世界的“不确定性”——新年第一天就从朋友圈获知
了董宏猷老师病逝的沉痛消息。斯人已逝，而香如
故。他的遗作《金唢呐》在9月份出版，是他以文学
的形式向家乡、土地与艺术致敬的最终章。感谢儿
童文学，让我们通过文字永远怀念那些闪闪发光的
灵魂。

此外，交流是在隔膜的世界中增进不同文化理
解的有效路径。2023年6月16日，由中国图书进出
口（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故事沟通世界——曹文
轩对话30国汉学家”的活动不光有趣，而且大有意
义。“主题出版”、中华传统文化复兴的历史叙事兴致
正浓。儿童文学研究者的研究版图在扩大：从中国
至域外，从文学到文化，以上诸多印象都在表明21世
纪的中国儿童文学未来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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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儿童文学有哪些好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