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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散文的难度、维度
与童年游戏精神的艺术尺度

□王泉根 崔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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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锐是一位我熟汤锐是一位我熟
悉而又略感陌生的朋悉而又略感陌生的朋
友友。。说熟悉说熟悉，，那是因为那是因为
她从浙江师范大学儿她从浙江师范大学儿
童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童文学专业硕士研究
生毕业不久之后生毕业不久之后，，我们我们
就相识了就相识了。。她以当时最她以当时最
高的儿童文学理论界高的儿童文学理论界
的学历的学历，，主持过主持过《《文艺文艺
报报》》的儿童文学专版好的儿童文学专版好
几年几年，，而我恰好是而我恰好是《《文文
艺报艺报》》在这个领域工作在这个领域工作
多年的编辑和记者多年的编辑和记者。。

初识汤锐的时候初识汤锐的时候，，
她还非常年轻她还非常年轻，，文静且文静且
有锐气有锐气。。汤锐以非常高汤锐以非常高
的专业素质完成着她的专业素质完成着她
的本职工作的本职工作，，她似乎永她似乎永
远沉静地微笑着远沉静地微笑着、、聆听聆听
着着，，也思考着也思考着。。我记得我记得，，
在上个世纪在上个世纪8080年代中年代中
期的庐山新潮儿童文期的庐山新潮儿童文
学研讨会上学研讨会上，，她就是以她就是以
这样的形象出现在我这样的形象出现在我
们面前们面前，，也行走在庐山也行走在庐山
的云雾中的云雾中。。

说到和汤锐有几说到和汤锐有几
分熟悉分熟悉，，我可能也只是我可能也只是
大略而已大略而已。。若要说略感若要说略感
陌生陌生，，也有几分准确也有几分准确。。
因为因为，，我虽然与她一同我虽然与她一同
参加过若干次研讨会参加过若干次研讨会、、
座谈会或者儿童文学座谈会或者儿童文学
委员会年会委员会年会，，但是除了但是除了
会议上的碰面之外会议上的碰面之外，，我我

们几乎没有私下里的交往和深谈们几乎没有私下里的交往和深谈。。我甚至不知我甚至不知
道她的家庭生活道她的家庭生活，，也不了解她的女儿也不了解她的女儿。。唯一见到唯一见到
她女儿的那次她女儿的那次，，是在很遥远的一次中学生作文是在很遥远的一次中学生作文
的现场评奖会上的现场评奖会上。。当时当时，，汤锐带着还是小学生的汤锐带着还是小学生的
女儿一起出席了那次匆忙且紧张的评奖女儿一起出席了那次匆忙且紧张的评奖。。小小小小
的女孩子坐在座位上做着自己的作业的女孩子坐在座位上做着自己的作业，，而她的而她的
妈妈在点评着一篇又一篇孩子们的作品妈妈在点评着一篇又一篇孩子们的作品。。安静安静
的小女儿让我感到惊讶的小女儿让我感到惊讶，，我对汤锐说我对汤锐说：：““你女儿你女儿
真的很有定力真的很有定力，，在这样的场合还能完成作业在这样的场合还能完成作业。。””
印象中印象中，，好像从那次以后好像从那次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汤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汤
锐的女儿锐的女儿。。但她和妈妈一样的沉静但她和妈妈一样的沉静、、稳重稳重，，令我令我
记忆犹新记忆犹新。。

熟悉而又陌生的汤锐在一个特殊的日子熟悉而又陌生的汤锐在一个特殊的日子
里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离开了朋友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离开了朋友们。。她的决绝她的决绝
和果断让我感到震惊和果断让我感到震惊，，也感到一种尊敬也感到一种尊敬。。在那个在那个
特殊的时刻特殊的时刻，，她给曹文轩留下了一段文字她给曹文轩留下了一段文字。。我记我记
得得，，那是一个夏季的深夜那是一个夏季的深夜，，文轩突然给我打来电文轩突然给我打来电
话话，，声音里有一种哽咽和哭泣的悲凉声音里有一种哽咽和哭泣的悲凉，，他告诉我他告诉我
汤锐走了汤锐走了，，还说看到了她的遗言还说看到了她的遗言，，开始以为就是开始以为就是
普通普通的微信的微信，，仔细一看才知道那是她和我们最后仔细一看才知道那是她和我们最后
的诀别的诀别。。接到文轩的电话以后接到文轩的电话以后，，那一夜无尽苍凉那一夜无尽苍凉，，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无数次与汤锐一起开会的场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无数次与汤锐一起开会的场
景景，，想起她最后一次参加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想起她最后一次参加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
活动时活动时，，拄着手杖拄着手杖、、坚强地独自上台颁奖的身影坚强地独自上台颁奖的身影。。

汤锐是一位学养深厚汤锐是一位学养深厚、、修养优雅的儿童文修养优雅的儿童文
学理论工作者学理论工作者，，她对当代中国的童话她对当代中国的童话、、小说以及小说以及
儿童诗歌都有着独到的见解儿童诗歌都有着独到的见解。。被她评论过的作被她评论过的作
家大多成为了她的朋友家大多成为了她的朋友，，他们都在感念着汤锐他们都在感念着汤锐，，
包括年逾包括年逾9090岁的束沛德先生岁的束沛德先生，，不久前也曾写下不久前也曾写下
了一篇深情怀念汤锐的文章了一篇深情怀念汤锐的文章。。她生前的许多朋她生前的许多朋
友们的文章陆续刊载出来友们的文章陆续刊载出来，，逐篇逐字流淌出炙逐篇逐字流淌出炙
热的思念热的思念，，混杂着悲凉的心情混杂着悲凉的心情。。我想我想，，这种矛盾这种矛盾
而复杂的情绪也体现在这篇文章里而复杂的情绪也体现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匆匆我们匆匆
忙忙地来到人世间忙忙地来到人世间，，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匆匆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匆匆
离开离开。。

仅仅在这几年里仅仅在这几年里，，我们先后告别了徐怀中我们先后告别了徐怀中、、
葛翠琳葛翠琳、、任溶溶任溶溶、、孙毅等长者孙毅等长者，，也告别了比他们也告别了比他们
年纪略小的刘先平年纪略小的刘先平、、张秋生以及和我同龄的董张秋生以及和我同龄的董
宏猷宏猷、、李迪李迪、、何申等何申等。。可惜的是可惜的是，，汤锐是我们汤锐是我们““5050
后后””作家里的作家里的““小字辈儿小字辈儿””，，她一直是我心目中安她一直是我心目中安
静的小妹妹静的小妹妹，，未曾想却决然地先我们离去未曾想却决然地先我们离去，，到另到另
一个世界去继续她的儿童文学研究一个世界去继续她的儿童文学研究。。我想我想，，她一她一
定正带着惯有的宁静和安详的微笑定正带着惯有的宁静和安详的微笑，，注视着她注视着她
所喜爱的儿童文学作家队伍和一部一部朋友们所喜爱的儿童文学作家队伍和一部一部朋友们
的作品的作品。。

汤锐留在世间的文字汤锐留在世间的文字，，是她用心血和智慧是她用心血和智慧
写下的逻辑鲜明写下的逻辑鲜明、、感情充沛的文字感情充沛的文字，，这些文字告这些文字告
诉我们一个事实诉我们一个事实：：一个优秀的批评家一个优秀的批评家、、一个认真一个认真
的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的离去的儿童文学理论工作者的离去，，是儿童文学界是儿童文学界
的重大损失的重大损失。。但她的文章又留给我们若干的思但她的文章又留给我们若干的思
索和启迪索和启迪，，使当代中国的儿童文学事业向着阳使当代中国的儿童文学事业向着阳
光光、、向着未来展翅腾飞向着未来展翅腾飞。。从这个意义来说从这个意义来说，，汤锐汤锐
并没有走远并没有走远，，她还始终走在我们中间她还始终走在我们中间。。

汤锐汤锐（（左左））与本文作者高洪波与本文作者高洪波（（右右））合影合影

vsvs
散文的精神内核是“真”

崔昕平：王老师好！最近了解到您在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了一本散文集《我的童年是游戏》，这本散文集入选了

《中华读书报》2月好书榜、《出版人》杂志4月书单。在大多数
人的印象里，您首先是学者，是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建设、理论
奠基与人才培养的重要参与者，也有大量的理论论著出版。
从1987年出版《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至今，在我的印象中，
应该有近 40 部了吧？之前，您也有散文集出版，如《北京的

“学术气场”》《王泉根散文精选》《往昔皆为序曲》等，多是您
治学、求索、知人、阅世的人生经历与社会感悟。这部《我的童
年是游戏》，应该算是您的首部儿童散文，我很想知道您的散
文观与儿童散文观。

王泉根：谢谢你的关注。作为一位从事文学教学与研究的
学者，投入文学创作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实际上，我们那一代

“77级”中文系本科生，上大学前多多少少都曾有过诗人梦、作
家梦。我在上大学前，曾先后当过13年知青、军人、铁路工人，
但同时也自认为是一位“业余文学青年”，发表过短篇小说、诗
歌、童话。但在读研究生尤其是在高校从教后，就彻底转向“学
者”，只是偶尔手痒忍不住写点自己喜欢的散文随笔之类。那
本2018年出版的《北京的“学术气场”》，选录了我40余万字
的文字，幸蒙北大谢冕先生赐序，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我不把
王泉根的散文随笔当作一般的作品来读，在我，是因为他的言
谈深得我心而有如对故人的感觉。我特别看重他的文字中流
露出来的‘书斋趣味’，阅读在此时成了一场欢愉的精神盛
宴。”李怡、梁鸿教授曾在合写的一篇评论中有这样的表述：

“王泉根的语言极有特点，作品始终充溢着一种童心和巨人的
激情。我们始终可以感受到，一种纯洁、明朗、向上的思想状态
流淌在他的语言之中，而他思维的开阔、思考的深刻和不断求
新的特点也融会、体现其中。”这对我是一种拔高的鼓励，但同
时也道出了我有自己独立追求的某种文学观，包括散文观。

散文是一种非常别致又是一种难以说得清楚的文体，说
句笑话，凡是明显不能归入小说、诗歌、戏剧的“文学作品”，都
可以放进散文这个筐。这么说来，散文岂不就成了超市、杂货
铺？散文的精神内核到底是什么？人们常说散文“形散神不
散”，这个不散之“神”又是指什么？

在我看来，构成散文的精神内核只是一个字：“真”。散文
形散神不散的神也是一个“真”字。真是散文的命脉。我对散文
的理解是：以真为本，美文书写，形神兼备，笔带感情。作为“非
虚构文学”的散文，其感世、醒世、存世、传世的价值正在一个

“真”字。王蒙先生深谙散文之道，他有一段话说得实在太好
了：“散文与读者之间不存在小说与读者间的那种允许虚构的
默契。而报告文学的虚构就更不道德。”这是散文本质的经典
表达。真正的散文只能是“有我”的写作，即作品里站着作者，
有作者的真性情、真思悟、真行为、真踪迹。当然，散文作品的
风格可以各异，或恬淡，或清丽，或激越，或苍劲，但语言必应
是干净的、优雅的、形象的、生动的，是可会于心可动于情的。

崔昕平：那么，在您看来，给孩子们写散文，最大的意义在
哪里？创作儿童散文，是不是有它独特的方法或者说难度呢？

王泉根：由于散文的独特内质与文风的自由开展，因而散
文往往成为中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课程资源，成为学生写作
的范本与模板。实际上，我们从小学一年级起所学习的课文，
绝大多数都是散文，或广义的散文；很多作家最早也都是得益
于散文的滋润，从散文起步而诗歌，而小说，而其他。

儿童散文作为散文的一脉，要写好它，首先必须坚持“有
我”“守真”，表达作者的真情实感、真思悟、真行为。我们知道
少年儿童的阅读是一种真正“沉浸式”“代入式”的阅读，他们
对童话、小说、幻想文学中的人与事尚且信以为真，那对于散
文、报告文学自然更会视为“真人真事”了，因而如果儿童散文
也是虚构幻化，那就简直太“缺德”了！我个人很不喜欢那些

“散文小说化”的写法，尤其不喜欢文笔华美、似乎掏心掏肺而
实际上是小说的所谓散文。

“真”是指散文所记之人之事，应当是真人真事；所抒之情
之意，应当是真情实意。当然也有艺术想象与发挥的空间，例
如写天上云影的变幻，写枝头鸟雀的鸣叫，到底是“两个黄鹂
鸣翠柳”还是“三只麻雀飞枝头”，就不必过于较真。鲁迅先生
在咸亨酒店与朋友饮绍兴黄酒，下酒的是茴香豆还是炒花生，
也没必要细究。但散文所写之人事、所抒之情志，必不能空穴
来风，更不能天马行空。

儿童散文的发展繁荣需要一批“青春在眼童心热”的作
家，他们的创作立足点是为少年儿童而写，同时必须艺术地把
握儿童视角，或是儿童世界的现场书写，或是童年经验的人生
升华，或是童年记忆的艺术再现，用散文这一特别自由灵动的
文体，抒发童心、慧心与诗心，提升少年儿童的阅读品质与人
生高度。

好散文是儿童的“短经典”

崔昕平：近年来，相较于小说等文体，儿童散文的创作其
实是不太活跃的，创作的关注度、文体本身的创新性都有所不
足。比如儿童散文题材的固化问题，一些回忆童年为路径的儿
童散文，沉浸在个体缅怀中，很难与当代儿童读者的情感世
界、认知世界产生共鸣；再比如，一些儿童叙事散文，更多地依
靠小说的虚构手法来增强儿童散文的生动性，散文的边界变
得日益模糊。在您看来，当代儿童散文创作可能的创作路径有
哪些？什么样的儿童散文是好的儿童散文？

王泉根：什么是好的儿童散文？儿童散文的创作路径有哪
些？你的发问实际上是儿童散文的一个老问题了。正如你所
说，相较于小说、童话等文体，儿童散文的创作其实并不活跃，
关注度、创新性也都有所不足。这一现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
已存在，儿童文学界也多有焦虑与探讨。不妨告诉你一个“故
事”：为了激活儿童散文创作，1996年4月，海峡两岸几位儿童
文学发烧友，包括汤锐、班马、方卫平、孙建江、李建树与我，与
来自台湾的桂文亚、管家琪，汇聚浙江宁波，在三天三夜的行
走与对话中，曾就与你上面提出的大致相同的儿童散文问题
展开讨论，大家各抒己见，也有面红耳赤的争论。那次讨论，全

部用录音机录了下来，最后在台湾出版了一本《这一路，我们
说散文》的书。这一晃，竟快30年了，所憾汤锐、李建树已经远
行，但儿童散文的一些问题依然没有太大改变。

首先，我们应当正视一个事实：在儿童文学诸文体中，儿
童小说、童话永远是体量巨大、影响广泛的核心文体，接下来
才是儿童诗歌、儿童散文等，因而儿童散文不大可能会产生现
象级作品与畅销书作家。但如上所述，儿童散文又是少年儿童
阅读教学中接触最多、对他们的写作乃至文学素养的养成意
义最深的文体。由于散文不可能写成长篇，总是以短篇存现，短
小精悍，形神毕现，因而好散文的阅读对儿童而言实际上是“短
经典”的阅读，这对于中小学生尤其显得现实与重要。鲁迅先生
认为短篇的好处是“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短篇
能让我们挤出片刻时间随时随地阅读，随时随地了解与认识文
学世界里的种种不同的创作风格、种种作家作品，以及种种不
同作品所描写和反映的人物、故事与社会生活。正因如此，激活
当代儿童散文创作的发展，创作出更多好的儿童散文，尤显紧
迫与重要。

在我看来，边界模糊不清是制约儿童散文发展的“硬伤”
之一，王蒙先生断言“散文与读者之间不存在小说与读者间的
那种允许虚构的默契”，这是治愈散文硬伤的良方。必须正视
那些“散文小说化”的作品正在“败坏”散文的品质，这些散文
不像散文、小说又不像小说的“四不像”，一定程度也在入侵儿
童散文领域，诚如你指出的那样，一些儿童叙事散文，更多地
依靠小说的虚构手法来增强儿童散文的生动性，散文的边界
变得日益模糊。好的儿童散文，首先必须是“有我”“守真”，这
是散文之为散文的一个大前提，也是一条底线。在此前提之
下，作者尽可调动浑身艺术解数，尽情挥洒语言才华。散文是
最能见出作者语言功夫与本领的艺术。散文的语言应是饱含
作者的真灵魂、真性情，是作者才情迸发时的灵光与喷泉，是
有感染力、浸透力、影响力的。当儿童散文既有了“真我”这一
不散之“神”，又具有艺术语言的不朽之“力”，如此神力融凝，
何愁儿童不会喜爱？又何虑儿童散文停滞不前呢？

由于儿童散文的操刀手是成人作家，又由于创作儿童散
文的主力作者往往是在人过中年以后（中青年作家的激情多
在小说、童话、诗歌），因而极易把儿童散文写成蓦然回首感慨
人世沧桑的“中老年”散文，如你所说“一些回忆童年为路径
的儿童散文，沉浸在个体缅怀中，很难与当代儿童读者的情
感世界、认知世界产生共鸣”。这类散文当然也有它的价值与
文学性，但最好是寄给成人刊物去发表，如果是投给儿童文
学刊物，那就必须考虑到读者对象与接受兴趣。张天翼所追
求的儿童文学要告诉小读者“真的人”“真的世界”与“真的生
活”，陈伯吹所力倡的儿童文学作家要“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
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以儿童的心
灵去体会”，这些都是包括儿童散文在内的儿童文学的创作准
绳。归根结底是一句话：坚持文学“以人民为中心”，儿童文学
显然是要坚持“以儿童为中心”。

在“有我”与“守真”中书写童年的游戏

崔昕平：阅读这部《我的童年是游戏》时，仍能感受到这部
儿童散文集同时呈现了您学者型作家的行文特色，不仅仅是
文学表达，更兼具文化探讨。行文间，呈现了您一以贯之的治
学之风，重实证、重考据。因而，散文中写到儿时的儿歌、游戏
时，每每会关联到其他文学、文化文本，如鲁迅、周作人，包括
当代彭斯远等学者的童谣论述，关联了如《踢脚班班》的版本
溯源；也关联了不少作品，如同在江浙地区生活的鲁迅《从百
草园到三味书屋》、当代曹文轩《草房子》等作品中的所记所
述。从这一层面看，作品同时具有典型的“文化散文”特质。这
样一种文本特色，是否也是您的一种有意为之呢？

王泉根：的确是“有意为之”。我对散文缺乏研究，但如上
所述，我对散文有自己的散文观。包括这本集子在内的已出版
的数种散文集，正是我“散文观”的具体实践与结晶，那就是在
每一篇作品里，都有“有我”与“守真”，当然，如果是将稿子投
给儿童文学刊物，自然会特别注重童年经验与儿童视角的艺
术表达。同时，我的散文写作有意识地远学“桐城派”的“义理、
考证、文章”，近学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活跃在浙江上虞春晖中
学（上虞是我的家乡）的夏丏尊、丰子恺、朱自清等“白马湖”派
作家的散文，那也是鲁迅兄弟的一脉散文之风。更近的是佩服谢
冕老师散文的精气神，自然也喜欢儿童文学同辈中高洪波、张之
路、肖复兴、赵丽宏那些深具时代感的散文与小说。当然，这是
我私下学习而难以企及的，我自知缺乏散文大家的“博雅”

“才情”与“教化”，只能以“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自勉罢了。
崔昕平：阅读《我的童年是游戏》，我能够感受到，这是一

本旗帜鲜明的、张扬儿童天性，为儿童游戏合法性鼓与呼的作
品，可以感受到您对儿童游戏天性的充分肯定和抒写。这部作
品里，有关于儿时的声音记忆、动作记忆和情感记忆，尤其是
大量20世纪五六十年代江南孩子们常玩的游戏，像是“踢脚班
班”唱儿歌、射纸箭、飞牌头、打弹子等，都写得欢乐率真，童趣
盎然，也着实是勾起了我们这一代的许多童年回忆。作品承载
着您对童年的怎样一份感情呢？在您看来，游戏与儿童成长的
关系是怎样的？您认为，书写儿童游戏对于儿童成长具有哪些
重要的意义？通过这部儿童散文，您希望小读者们、也包括大
读者们，从中获得些什么呢？

王泉根：我近年之所以忍不住去写儿童题材的散文，原因
之一是“有感而发”。我们这一代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长大的
人，实在搞不懂现在的孩子为什么书包那么重、读书压力那么
大、课外培训那么多，甚至根本谈不上童年的快乐。人的生命
从童年开始，如果一起步就满脸沉重，那还是童年吗？这就不
由自主地想到了我的童年，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事实上，张
之路的《吉祥时光》、肖复兴的《红脸儿》、赵丽宏的《童年河》
等，都以小说或散文的形式开启了这一代人的童年书写，而且
完全是“以儿童为中心”的儿童文学式的书写。

美好的人生从童年开始，幸福的童年离不开游戏。儿童的
游戏过程，不但是一个动手、动脑、开发想象力、创造力实现自
我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学会与人交流、分享、合作、融入群体的
社会化过程，更重要的是，儿童游戏是放飞生命、享受快乐童
年的生命成长过程。一时代有一时代的童年游戏方式，童年需
要游戏，但人生不能“游戏”。童年对于人只有一次，期待儿童
文学能够更多地关注与智慧地表达儿童游戏精神，祝愿新时
代的孩子们拥有快乐、幸福、向上向善向美的童年吉祥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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