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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欣赏

《妈妈是个海仙子》插图，李星明绘，接力出版社，202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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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书房

邹超颖《橘豆的茧》

主题创作要不脱主题创作要不脱““儿童的天真稚气儿童的天真稚气””
□徐 可

近年来，儿童文学主题创作、主题出版空前繁荣，佳作迭
出，但其中也不乏问题。有的作者把主题写作，狭隘地理解为
只写重大题材、英雄人物，只能歌颂、不能批判，实则不然。主
题创作既要处理宏大主题，也要关注普通人的命运，既要弘
扬真善美的主旋律，也要敢于揭露和鞭挞假恶丑。导向正确
的同时，也要讲求文学性、艺术性，用文学的语言、儿童的语
言来表达。

出版家海飞在《让儿童文学主题写作更“文学”》一文中
把当下儿童文学主题创作、主题出版存在的问题，归纳为五
个方面，一是过于政治化；二是过于成人化；三是离当下的时
代太远，离当今的儿童太远；四是把主题创作、主题出版当成
了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五是跟风成风。我是非常赞同
的。那么，这些问题的出现，原因何在？我们应该怎样解决呢？
新时代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之路应该怎么走？最重要的一点
是儿童文学需要姓“童”，要回到“儿童”本身。一部合格的、优
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必须有童心、童趣、童真。

《橘豆的茧》是近年来的主题出版佳作，也是邹超颖的转
型之作。从《再见，蜻蜓镇》开始，作者便将更多焦点转向现实
题材和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橘豆的茧》所关注的，不仅仅是
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成长中的喜怒哀乐，更涉及到很多沉重
的成人话题，譬如生死、失业、家庭矛盾等，已经超越了传统
意义上的儿童文学范畴，也为作者的写作带来了更大的难
度。非常难得的是，作者举重若轻，轻松地处理好了这些难
题，高质量地完成了这部作品。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作者始终从儿童本身出发，围绕“童”字做文章。

呵护真诚的本心

儿童文学作品要有童心。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必
须牢记我们书写的对象是儿童、读者对象主要也是儿童，所
以一定要有童心。童心是人在最初未受外界任何干扰时一颗
毫无造作、绝对真诚的本心，不掺杂任何虚假的纯真，是人内
心中的一念之本，是那瞬间萌动的天真。在具体表现形式上，
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要从儿童的视角出发，以儿童的眼光打量这个世
界。儿童文学写儿童、儿童看，作家要充分考虑儿童的特点，
了解儿童的心理，用儿童的眼光来看待故事，用儿童的口吻
讲述故事，而不是以成年人的视角、口吻讲述故事。就像陈伯
吹所说的，作家要“和儿童站在一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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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作品是以第一人称还是以第三人称，都要放
低身段，从孩子的眼中看世界。这样让小读者看起来会很亲
切，没有距离感。

邹超颖《橘豆的茧》就是从一个9岁小女孩橘豆的视角展
开叙事的。无论是爸爸的下岗再就业，还是表哥石头面对家
庭的破裂直到最终阖家团圆，或者好友艾佳与组合家庭之间
从隔阂到和解，这一系列社会问题、家庭问题，都是通过小女
孩橘豆的眼睛呈现出来的。以一个9岁小女孩的认知水平，她
无法完全理解这一切，正符合儿童的生理特点和心理特点。
如果以一个成年人的视角来书写这一切，超越了儿童的认知
水平，那就显得失真，也离小读者更远。

第二，要考虑儿童的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以童言童语
或儿童能够接受的语言书写故事。有的作家不会说孩子话，
也不会说孩子听得懂、爱听的话，他们笔下的孩子就像一个
个小大人。我读《橘豆的茧》，有时感觉语言不是那么完美娴
熟，但是转念一想，这正是孩子的语言，就是周作人所说的

“说着孩子气的话。”什么叫“孩子气的话？”孩子的心智还不
成熟，他们的话往往是不准确的、不周全的，常常能引得人哭
笑不得，这就是孩子气。儿童文学作家在语言上除了要追求
优美凝练之外，还要注意保留孩子的语言特点，要有孩子气。

寓教于乐，尊重儿童的情趣

儿童文学作品要有童趣，就是“儿童的情趣”。有人认为，
评判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成功与否的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
有趣与否。孩子的特点之一是喜欢玩，喜欢有趣的东西。加
拿大学者佩里·诺德曼的《儿童文学的乐趣》是当代西方儿

童文学领域广有影响的一部重要著作，它致力于论证的一
项重要内容，即发现、思考儿童文学作品如何以独特的艺术
方式传递丰富、复杂的文化内容，以及如何从这样的发现和
思考中获得儿童文学阅读的独特趣味。好的儿童文学作品需
要尊重孩子的趣味，在儿童文学创作中注重趣味，是为了使
作品更为少年儿童所喜爱，以便寓教于乐，从而产生更好的
社会效果。

那么，怎么让作品变得更有趣呢？邹超颖在《橘豆的茧》
中，通过以下几种方法，营造了一种有趣的氛围。

一是通过描写场景、气味营造趣味。作品开篇，就通过城
市早晨的描写，让我们感受到了热气腾腾的烟火气：“清晨，
太阳刚刚升起，露珠还在草芽儿上滚动，空气中散发着江水
沉淀了一夜的味道。橘豆蹦跳着出了门，上了街。路边摆满了
早点摊子，芝麻酱香、炸油饼香、糊汤粉香……这些气味唤醒
了这座城。”这些气味不仅唤醒了这座城，也唤醒了读者的味
蕾，让人感受到一个热气腾腾的城市就在眼前，吸引我们迫不
及待地读下去。后面紧接着描写了一位叔叔大口吃着热干面的
情景，和另一位大叔炸面窝、炸麻团、炸油条的情景，充满了人
间的烟火气。

二是通过人物语言营造趣味。人物语言要鲜活生动有

趣，通过语言来营造喜剧的效果，是文学作品的常用手法之
一。比如“李橘豆的脑袋被门夹了”，原意是骂人笨、不聪明，
但是如果平铺直叙，就没有喜剧的效果，也失去了童言童语
的趣味。作家要特别重视语言的训练，考虑到儿童文学作品
读者对象的特殊性，对作家的语言功夫要求更高。儿童文学
作品的语言，最基本、最重要的要求是准确、合适，恰如其分；
第二个层次的要求是要生动、活泼，兼有趣味；第三个层次的
要求是要优美、典雅，引人深思。对照这三个要求来看，《橘豆
的茧》的语言比较讲究，也是比较干净的。

三是通过讲述故事来营造趣味。利用故事的巧合、人物
的误会来达到喜剧的效果，这也是作家常用的手法之一。像
《毒蘑菇》那一节，大舅和大舅妈刚刚和好，大家稍稍松了一
口气，可大舅妈吃了橘豆采的蘑菇煮的面条后，肚子剧痛，口
吐白沫，被送进医院。还好没有生命危险，只是虚惊一场。这
个桥段的设置为故事情节的推进制造了波折，让故事更加丰
富、更加耐读。儿童文学故事切忌写得过于严肃、过于死板，
板着面孔，令人生畏。虽然，《橘豆的茧》涉及的家庭和社会问
题都是比较沉重的，但是读起来并不沉闷，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作者较好地拿捏和把握了作品有趣的尺度。

让孩子们在童真中成长

儿童文学作品要有童真，不脱“儿童的天真稚气”。孩子
的心灵是最纯洁的、最真诚的，儿童文学作家们要抱着同样
真诚的态度来为孩子们写作，要展示世界的真善美，更要敢
于向孩子们展示社会的复杂、矛盾甚至是阴暗面。我们经常
说童年是最幸福的，是无忧无虑的，这话并不完全对。孩子们
也是有忧有虑的，他们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有着自己的
烦恼，也要面对很多复杂的社会家庭问题。只不过，相对成年
以后经历的事件来说，童年时代的烦恼、忧虑要少一些。写作
时不能把孩子们的生活写得跟世外桃源一样，要敢于揭开社
会真实的一面，这才有利于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当然，在揭示
这些社会家庭问题的时候，不能超越儿童的认知程度，而是
要用儿童的眼光来看待它们。通过作品，让孩子们加深对社
会、自我的认知，向他们展示更加多元化的世界，助力他们的
精神与审美成长。《橘豆的茧》的可贵之处在于敢于揭示、直
面社会的复杂多元，不回避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体现了作
家挑战自我的勇气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揭示问题和矛盾并
不是要让孩子们绝望，而是要让孩子们看到新的希望。作家
用橘豆养的蚕成长、蜕变、破茧这一积极向上的过程作隐喻，
一一化解了三个家庭所面对的矛盾和问题。在这一过程中，
孩子们也得到了锻炼和成长。

儿童文学作家应该从身边出发，以儿童视角，透过现实，
深度挖掘文本背后的有生命力的、永恒的东西，走向更辽阔、
更深邃的土壤，创作出更多像《橘豆的茧》一样的好作品。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

出于对儿童文学的赤子热爱，
我经常从自己的创作经验和阅读经
验出发，进行自我批评。于我来说，
每次写作，都是一场冒险，惊心动
魄，险象环生。我是通过写作成长，
也是通过写作领受文学的魅力与恩
赐。常常自找苦吃，背靠悬崖，谋得
寸土，或者搬山填海，再造大陆。因
为文学在我心中，伟大而迷人，仿佛
唯有通过苦修，经历辗转难眠和魂
牵梦绕，心怀虔敬之心，把自己的人
生经历和情感体验投进去，死去活
来，才能窥见文学如佛陀拈花微笑，
而我的文字也才能分得一份光彩和
照拂，才有了生命与头脑，有了灵性
与精神。

我尽量放弃人所熟知的路，尽
管安稳且妥当，哪怕那是一条自己
摸索出来的路。每次写作，都愿有
一点点新的开掘，所以，我不愿意被
定义，甚至也不愿意我所深爱和书
写的儿童文学被简单定义。中国儿
童文学最早被周作人提出，虽至今
也不过百年，但早已不
是当初的那个儿童文
学概念能完全概括的
了。我希望儿童文学
仍然在不断地形成和
成长之中，犹如巴赫金
在《史诗与小说》中对
长篇小说的表述：“长
篇小说是唯一的
处于形成而还未
定 型 的 一 种 体
裁。”他还说“长
篇小说的体裁主
干至今还没有稳定下来，我们尚难预测它的全部可塑
潜力。”还未定型，意味着它还年轻，正在发育，仍然充
满生命力和创造力，而我乐于看到这种发展的可能。

每次写作其实都有所惧怕，怕有人说这不是儿童
文学。比如，我在写《听见光》——一个盲人小提琴音
乐家的人物传记非虚构的时候，就很犹豫。要不要一
直写到主人公的大学时代？如果写，那书写对象岂不
是不“儿童”了？还有与主人公息息相关的古典音乐，
孩子们会不会不懂？我不想写成一个简单的励志故
事，而是想写一个关于“人”的故事——一个平凡生命
在与他人、世界、时代和自我命运的相处中，所展现的
人性光辉——丰富与复杂、深远与开阔，而这些，孩子
们能懂吗？

儿童文学有时是一分为二的，即写作者在文学上
的探求有时会影响作为儿童读者的接受，这会是一个
难以调和的矛盾。在英美国家，有“YA 文学”（即
Young Adult Literature,是专为12至18岁青少年创作
的文学作品）的概念，即为青少年而作的儿童文学，而
这也恰好是在中国始终未能完全发展起来的儿童文
学。正因如此，我不知道这类的创作将如何面对市场、
批评家和读者。

在儿童和文学这一对犹如跷跷板一样的矛盾关系
之间，作家需要使用他的阅读和写作经验，但有时也需
要放弃这样的经验，像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儿童一样
仅凭热爱与好奇去寻找和探求。我以为，儿童与文学
的矛盾统一，也正是儿童文学的魅力所在。希望儿童
文学能以一种包容和开放的姿态，鼓励更多主题故事
和表现形式的广义的儿童文学书写。在我看来，钱伯
斯的《在我坟上起舞》、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是
优秀的儿童文学，黑塞的《德米安：彷徨少年时》和尼
尔·盖曼的《坟场之书》也是；露西·蒙哥马利的《绿山墙
的安妮》、贝蒂·史密斯的《布鲁克林有棵树》是优秀的
儿童文学，迪莉娅·欧文斯《蝲蛄吟唱的地方》和艾玛·
雷耶斯的《我在秘密生长》也是。甚至歌德、罗曼·罗
兰、狄更斯、乔治·艾略特那些经典作品中主人公童年
及青少年的成长书写也可以是货真价实的儿童文学。

儿童文学成为一种文学门类和学科，自有其特殊
性以及独立自主的“文格”，这是不言自明的。但是，我
也希望儿童文学能够跟随时代和作家的探索，自身不
断地发展和丰富。事实上，这一百年来，儿童文学在中
国的诞生、发展、变化与丰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创
作上，都是有目共睹的。理论和创作逐渐成熟之后，不
免会显得有些老气横秋，范式有了，模仿就多了，探索
就少了，这些年尤其明显。聪明的作者知道市场需要
什么，评论家需要什么，在功利的导引下，就像有了高
速公路，再鲜有人走荒山野岭。然而，写作毕竟不单单
是行路，路本身、如何走路以及路上的风景，才是文学
独特性的根本。

成人文学作家谈起儿童文学往往会集中探讨以下
两点：一是市场好，卖得好；二是门槛低，文学性差。这
其中既有“轻视”也有“重视”，既觉得“轻浅”又不免“艳
羡”。作为儿童文学作家，听到这些言论，最开始当然
有点耿耿于怀，但静心反思，儿童文学有时被看轻，也
是“求仁得仁”。最近几年，很多非常优秀的成人文学
作家开始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我真的倍感欢欣鼓舞。
希望他们来了解儿童文学，亲身体验儿童文学的“难”，
同时，也希望他们以自己的创作来丰富儿童文学，甚至
改变儿童文学的生态。好作家也有责任为小孩子写大
文学，如托尔斯泰、黑塞、奥兹、麦克尤恩、托卡尔丘克
等，都创作过非常优秀的儿童小说和童话。

中国的原创儿童文学有点像纺锤，中间肥大，两头
尖细，即低幼文学和青少年文学偏弱——最近这些年
因为图画书的突飞猛进，低幼文学（婴儿文学与幼儿
文学）在体量上增长迅速，但质量仍良莠不齐。青少
年文学则显得停滞不前，适合中学生的儿童文学少之
又少。即便是数量庞大的童年文学的写作，也更多是
在主题选择上动心思，而在艺术形式、思想内涵和童
年精神上还可以有更多的探索和尝试。儿童文学要
有尊严，要获得尊重，不能居于舒适区和安全地带，
有时也需要立于悬崖之畔，处于危险之地，争得立足
之本。

（作者系儿童文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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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2版）
施战军在总结时表示，科学题材创

作是富有生机的创作蓝海。当前，科
幻、科普与科技题材创作力量的配置还
不够均衡。“科幻文学已经兴盛起来，科
普方面也有不少佳作，科技题材纪实文
学也蔚成大观，但是现实主义科学题材
的小说还是太少了。希望大家能突破
这个具有双重认知门槛的写作领域，科
幻、科普、科技题材三种创作力量齐头
并进、人才辈出，才是真正美好的局
面。”他还谈到，从《山海经》《搜神记》到
《西游记》《聊斋志异》《镜花缘》，从儒
勒·凡尔纳、童恩正到王晋康、刘慈欣、
韩松、麦克尤恩、刘宇昆，科技题材创作
始终是古典与现代、科学观与人文观、
想象力与责任心的交汇之地。中国的
幻想文学传统具备伦理批判和价值规
约功能，比如文学对人类生命体的责任
意识、对科技伦理的提示和警示等，这
为现代性提出了非常重要的价值尺度，
也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的关键和责任所在。希望未来中国
的科技工作者、科幻科普创作者能够从
更高指向、更全方位的视角书写人类发
展故事，将专业的科学视野与整全的价
值尺度结合，赋予科学求真以向善向美
的心灵血肉，抵达科学与文学交融的理
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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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王进展在致辞中表示，中国科协和中

国作协都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是建设
科技强国、文化强国的重要力量。中国科
协、中国作协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文艺
工作和群团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充分发
挥各自优势，相互支持、携手共进，锚定共
同目标，聚焦“国之大者”，在弘扬科学家
精神、推进科学文化素质建设、繁荣科幻
科普创作、拓展国际交流等方面深入合
作，共同为科技工作者、文学工作者、科普
工作者搭建广阔舞台，激励大家勇攀科学
高峰和文艺高峰，推进科学技术与文学艺
术深度融合，更好服务建设科技强国、文化
强国。

王进展谈到，开展此次作家活动周，是
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强化
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探索科技和文
化深度融合的具体举措。团结引领科幻科
普作家，让科学与文学相互点亮、相互滋
养，用科幻科普启迪智慧，用文学魅力激发
创新，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

中国科协将努力为大家提供更多科技资源
和灵感启发，助力大家创作出更多时代精
品，讲好新时代中国科技故事、创新故事、
未来故事。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征程
上，中国科协和中国作协将务实合作，建设
名副其实的科幻科普作家之家，织密文化
与科技融合之网，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科
技界、文艺界的智慧力量。

作家代表宝树在发言中说，中国作协
对科幻科普创作的关注源远流长，并在近
年来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他谈到，在今天，
新发明、新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史无
前例的，从高铁到无人机，从元宇宙到人工
智能写作，从数字支付到无人驾驶，昨天还
是幻想，今天已成为现实。科幻变成了生
活，生活越来越科幻化，现实生活不再是一
个固定的数值，而是随时间变幻的曲线。越
来越多有志于把握生活与时代内涵的青年
作家认识到，科幻不仅是一种趣味性的想
象，更是理解生活本身的重要维度，也将成
为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部分。面对科幻文
学蓬勃发展的现况，科幻作家需要有更多
创作上的自省，找准自己的位置和发展方
向，和其他文学领域加强交流互动；追踪前

沿科技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从最新的科
学发现和技术进展中获得灵感，寻回科幻
原发的探索精神；进一步关注中国本土的
历史文化资源，返本以维新，去开启观照现
实与未来的新视角。

开幕式上，受邀参加作家活动周的作
家们获颁中国作协入会纪念牌及此次活
动的参会纪念牌。杨利伟向中国现代文学
馆捐赠自传《天地九重》，王蒙向杨利伟颁
发“作家之友”纪念牌，李敬泽代表中国现
代文学馆向杨利伟颁发入藏证书。作家代
表刘慈欣向杨利伟赠送《三体》。

据介绍，此次作家活动周为期3天，其
间将举办“科学与文学共助新质生产力”座
谈会、科学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AI语境
下的文学创作与接受”座谈会、“文学科学
双螺旋：作家、科学家汇客厅”对谈、“瞭望
科技前沿”科学家分享及交流等文学活动。
作家们还将参观走访中国现代文学馆、中
国科学家博物馆、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
中心、大运河博物馆等地。

参加开幕式的还有中国作协各单位各
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国科协相关部门负
责同志等。

“《哥德巴赫猜想》之后——
科幻科普作家活动周”在京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