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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欣赏

《小乙》插图，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24年8月

■评 论

眼中有自然，心中有儿童
——读马忠《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生态内涵》

□拓敬雯 李明泉

“我坐在自行车上，风像蜘蛛网一样罩住我。”
“花落了，花会疼吗？”“天冷了，我想给小草盖被
子！”……这些天真烂漫的语言让我们感到儿童和大
自然有着本能的亲近，他们会用清澈的眼睛和明亮
的心灵去感悟自然，带来诗意的惊喜。

马忠《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生态内涵》针对儿童
文学，以严谨的评论态度，透视其历史，梳理其现状，
揭示了儿童文学中生态意识的书写、挖掘和灵活处
理的重要性。该书共分七章，以多文本的具体分析和
客观犀利的解读评价，积极探讨儿童文学如何担负
起保护自然的崇高使命。

启迪儿童，要从经典作品中挖掘生态文学。生态
文学的内核在于生态意识，生态意识作为一种处理
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观念，其突出特点在于以生态
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追求，坚持人与自然是相互平
等、相互联系的整体。这样的生态意识，并非仅存在
于西方的生态理论中，而是早已在我国古代儒释道
思想体系中清晰显现，如“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
中得人和”“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一花一
世界，一叶一菩提”等，都是尊重自然的生态思想。

在成熟的生态文学作品中，大自然并非只是单
纯地作为环境背景被捎带描写，而是作为一个独立
的、有生命力的主体，具备其自身特有的内容、价值
和审美意义，与作品里的其他因素之间彼此联系、平
等对话。建立好生态文学体系，必须注重把经典作品中
的生态精神资源转化为一种批评力量，使生态内涵不
断焕发绿意生机。

靠近儿童，在澄怀味象中书写生态文学。儿童在
观察体悟自然时倾向于一种忘我投入、物我不分的
游戏状态，会用一种最原始、最生动、最自然的情感
力量去观察、思考、想象大自然，充满好奇和热爱。儿
童对自然的尊重、关怀和希望的精神认知是在纯粹
的感悟状态中形成的。没有亲眼见过勃勃绿意的作
家，写不出好的生态文学作品，同样，没有领略过自然
活力的批评家，也不能做出好的生态文学批评。既然生
态文学要书写草木、展现自然，用文字来唤醒读者的生
态良知，那么生态文学作家就要走出书房，带头到自

然中去，用自己的眼睛去观赏日升月落、草木虫鱼。
“眼中有自然，心中有儿童。”作家在书写针对儿

童的生态文学时，要靠近和捕捉儿童在感悟自然时
的所思所想，这就要求自己尽量达到一种澄怀味象
的状态，像儿童感悟自然那样，全身心地去静观、细
嗅、触摸自然世界，忘却自我，不知不觉地与之融为
一体。在这样的写作状态下完成的作品，不仅具备生
态观念和生态精神，还拥有能引发儿童兴趣共鸣和
审美欣赏的力量。

托举儿童，应该于知行合一中构建生态文学。儿
童是人类社会的未来和希望，也是解决生态问题的
重要力量。如今的孩子们生活在一片钢铁森林里，对
自然的感悟并不深切。用儿童文学对他们的成长产
生健康的引导，对儿童身心和民族未来的发展有重
大的现实意义。

如何“知”？淡化道德阐释和说教意味，关注儿童
的主体性参与。写给儿童的生态文学作品中，作家要
尽量退居幕后，少说教，赋予作品中的花草树木、鸟
兽虫鱼以蓬勃生命力，让它们多和儿童对话和嬉戏，
和儿童分享美好、倾诉悲伤。相信儿童灵敏的天性，
会使他们本能地捕捉自然的信号。

如何“行”？要注重将儿童对自然的情感转化为
有效的行动，作品需要具备一定的科普意识，让孩子
了解自然规律；作品也需要有方法意识，以可实践的
方法去教导孩子如何保护自然。儿童的感受毕竟是
零散的，想象是随意的，这就要求生态文学给儿童提
供美育滋养，在潜移默化中为他们植下敬畏生命、保
护环境、保护地球家园的种子。作家要敢于跳出成人
的固化经验，才能欣喜地跃入儿童的天地。

“一部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就好比一根点燃的蜡
烛，照亮原本可能被遗弃的珍贵。”自然是包容万物、
充满生命关怀的，作家们在创作时要主动从自然的
整体利益出发、从儿童的本性出发，书写倡导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贴近儿童生活，关注自然与儿童关系的作
品，这不仅是时代的召唤，也是儿童成长的发展需求。

（拓敬雯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李明泉系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11月15日，由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
社主办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坚守：亲情，相伴
童年成长——第四届曹文轩儿童文学奖获
奖作品悦享会”在上海国际童书展曹文轩馆
成功举办。江苏凤凰传媒出版集团总编辑徐
海与第四届获奖作者石若昕、常笑予、周闻
悦围绕儿童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和
亲情书写进行深入对谈。

2017年4月诞生的中国原创儿童文学
奖项曹文轩儿童文学奖，已孵化出38部描

摹中国式童年、歌颂新时代发展、高扬人性
真善美的精品力作，总印数逾60万册，收
获了“中国好书”、冰心儿童图书奖等国家
级大奖。

曹文轩表示，现实主义是一种精神、方
法和手法，并不意味着只是写现实、写当
下。儿童文学需要尊重、回归现实主义。他
也对第四届曹文轩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在
现实性、儿童性和艺术性等方面的表现表示
肯定。

此次悦享会聚焦坚守现实主义精神对
儿童文学创作的意义、儿童文学的亲情元素
对于儿童教育心理发育等起到的滋养作用
等议题。与会专家认为，儿童文学旨在引导
孩子探索人生的奥秘和真谛，培养孩子健康
的审美意识，净化孩子的心灵和情感。本届
获奖作品是青年儿童文学作家们以自己的
创作坚定回应现实主义精神的实践尝试。活
动现场，三位获奖作者从创作实践和文本出
发各抒己见，并与现场观众进行交流。

第四届曹文轩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悦享会在沪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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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妈妈》插图

袁敏《月光妈妈》

以爱为旗以爱为旗 所向披靡所向披靡
□高洪波高洪波

《月光妈妈》，袁敏著，江西
教育出版社，202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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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笔马良之父”洪汛涛的理论专著《洪汛涛文
集》第一辑近日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

洪汛涛一生的创作总量高达500余万字，他高
度重视将童话创作和童话理论紧密结合，曾表示：

“我们的童话创作要总结出理论来，童话理论要来
自童话创作，再进一步推动童话创作发展”。20世
纪80年代，他以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和独到的理论
研究见解写成50万字的理论专著《童话学》，构建起
童话研究的理论体系，该书曾荣获中国首届儿童文
学理论奖。

新近出版的《洪汛涛文集》（第一辑）是洪汛涛
文学理论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共三卷。卷一收录了
关于童话的基本理论著述以及关于台湾儿童文学
研究的思考，卷二和卷三收录了多篇重要的文学评

论文章，分为童
话教学议评、童
话序跋选辑、童
话艺术思考、
儿 童 文 学 散
论、华文儿童
文学研究和戏
曲 艺 术 欣 赏
等。本书展现
了洪汛涛丰富
的创作实践和
独到的理论研
究，是一套有
价值的、社会效
益良好的文学
理论丛书。

■创作谈

■动 态

2018年，我在《收获》推出知青专栏《兴隆公社》，其中有一
篇《乡村教师》，写的是半个世纪以前为北大荒农村孩子们奉献
青春的一群知青教师。

文章发表后，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之
后不断地有人来和我探讨乡村教师的话题，也有不少热心的读
者，主动给我提供当下仍在乡村从教者的新的采访线索，还有
多家出版社向我抛出了橄榄枝。

为什么一群知青教师，在偏远荒凉的北方农村开展的乡村
教育，在50年以后的今天，依旧散发出不灭的光彩？为什么当
时代已经跨入高科技、网络化进程，中国教育的各种软件和硬
件设施早已今非昔比时，还会有这么多人怀念那些曾经在茅草
棚和田间地头给孩子们上课的乡村教师？在中国的版图上，还
有多少像当年的兴隆公社一样偏远落后地区的孩子，睁着一双
双渴望读书的眼睛？那些地方的乡村教育是不是仍停滞不前？

当这些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冒出来时，我终于明白，从采写
《乡村教师》开始，我的心就已在中国贫困落后地区千千万万个
孩子中间，我的目光再也无法离开中国乡村教育这块阔大深广
的土地。

当年邀请我开辟专栏并亲自审阅专栏稿件的，是巴金先生
的女儿、《收获》杂志原主编李小林，当我向她讲述读者看了《乡
村教师》的热烈反馈时，小林很动容。她说，父亲生前一直关注
中国教育，晚年更是在多篇文章中谈到中国教育。中国大量人
口在乡村，中国教育的重要根基也在乡村，而现在人们更多地
追逐精英教育，似乎只有不断地培养出高精尖人才，才能体现
出教育的成功。当这种执念被越来越多的学校和家长奉行时，
我们的教育开始渐渐偏离了教育的本质，教育的“内卷”也愈来
愈盛，这是令人担忧的。

小林建议我开辟一个关注教育的专栏，写一写那些真正具
有教育情怀和奉献精神，能不为名利所动、不被钱财驱使，真正
为中国广大乡村基础教育，为中华民族振兴的基石，奉献自己最
温暖的爱心的人。

于是，2020年，我在《收获》推出了《燃灯者》专栏，写下了退
休以后拒绝百万年薪，奔赴黔东南，为民族教育呕心沥血的“时代楷模”陈立群校
长；写下了创建“山水田园课程”，并致力推广“家庭实验室”的“中国十大科学传
播人物”陈耀老师；写下了先后在四川丹巴和青海直亥援建两所希望小学，并带
领爱心团队十几年如一日地为藏地雪域高原的孩子们奉献爱心的月光妈妈。

《燃灯者》专栏的推出，不仅收到了读者的热烈反响，也引起了出版社的关
注，专栏文章先后被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签约出版。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2021年初秋，江西教育出版社的总编辑桂梅带着两位编
辑专程来到我家，她们特别表达了对我书写的《燃灯者》专栏中《母羊的心》和《梦
中的橄榄树》两部作品的喜爱，以及对月光妈妈的崇敬，希望将这两部作品交由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当得知这两部作品已经签约人民文学出版社时，她们在遗憾的同时，以出版
人敏锐的思路和站在教育战线前沿者的角度，向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月光
妈妈的教育扶贫之路走过了十几年，那些被月光妈妈的爱心温暖着的孩子如今
怎么样了？能不能重返丹巴和直亥，寻访那些孩子，用他们真实的成长路线图，
为读者描绘一幅教育扶贫的美好图景？

于是，我在初访丹巴和直亥多年后，一次次地踏上那两片相距遥远，却同样
美丽的土地。我在寻访孩子们的过程中欣喜
地看到，那些曾经露出冷漠和自卑的眼睛，如
今闪烁着阳光和自信；那些曾经透出怯懦和
迷茫的面容，如今洋溢着勇敢和坚定！

十几年的教育扶贫之路，弹指一挥间；月
光洒落之处，处处是风景。月光下，母羊牵过
一群小羊；青涩的幼苗，转眼间长成了蓬勃的
大树，年复一年的心血浇灌，让根须茁壮、绿
荫浓密，温暖的月光藏在绿荫的背后，眼里满
含着欣慰的泪水。

我在这泪水中，走进了月光妈妈的心灵
深处……

本书作者袁敏是我相识几十年的同学和文友，她
曾写过涉及教育领域的《蒜头的世界》《燃灯者》，再加
上这本厚重的《月光妈妈》。袁敏用真诚的情感、持久
的耐力、以及有温度的文字完成了这本具有特殊意义
的书。

由这本《月光妈妈》我想起曾经用动物园中的动物
比拟过作家的类型：比如批评家，属于啄木鸟型；诗人
大多是高雅的，属于仙鹤型；散文家有点像梅花鹿；小
说家像孟加拉虎，捕捉各种细节和人生感悟特别厉害；
唯有报告文学作家，它属于凶猛的西伯利亚狼型，需要
耐力追踪，才能把作品完成，袁敏就属于这种类型。

袁敏表现出的耐力、耐心以及和《月光妈妈》主人
公高颖的心灵交流还有和藏族孩子们彼此的互动让我
非常感动。我想起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句“爱像光一
样静静地包围一切”，想起冰心老人的名言“有了爱就
有了一切”。在读《月光妈妈》的时候，我强烈地感觉到
了弥漫在字里行间中的大爱。

可以用三句话来表达我读后的感受，第一是大爱
无疆，慈善引领。书中可以看到月光妈妈高颖和300
人的团队所做的事情，平凡中见高尚，琐碎里出境界，
时间上显真诚，让人非常感动。第二是众生平等，民族
情浓。我曾经在云南生活过10年，云南有26个少数
民族，我也见过那些乡村教师和小学校园里的孩子，有
相似的感觉，但《月光妈妈》让我更加感动。来自汉族
地区的月光妈妈团队对民族地区的特殊关爱，体现出
了浓厚的民族感情，在民族团结的高度上作出了极有
意义的实践性引领。第三是有教无类，育苗成才。这
八个字实际上是点题的，“教育扶贫，少年追梦”特别透
彻地体现在这本书里面，袁敏为我们提供了一本中国
当代乡村教育及民族地区教育的教科书。

作者袁敏与被描写者月光妈妈高颖，她们是彼此
很熟悉和了解的朋友，这是我所看到的纪实文学中一
个特殊的范例。她们互为主角，相映成趣。袁敏虽然
是采访者，月光妈妈高颖是被采访者，但是呈现在全书
文本中的叙述方式是互为主角。作家写故事，主人公
补充人生的各个环节，比如月光如水照射大地，袁敏用
节制的文字书写了跨血缘、跨民族、跨地域的特殊情
愫，用文字融化了地域之间的文化隔膜。她追踪了14
年，当时那帮懵懵懂懂的小孩子，现在有的成为诗人，
有的成为研究生，有的想当法律工作者，这种巨大的变
化给人一种特殊意义的感动。袁敏特别敏锐地把这些
捕捉并准确地表达出来，这和她的多年编辑经历及文
学创作实践大有关系，更表现出袁敏对《月光妈妈》这
一特殊领域教育题材作品的珍视程度。

袁敏很注意表现动人的细节，比如她写到自己在
雪山上的体会，顺便带出红军长征时最后一次党费的
故事，描写埋在雪地里牺牲的红军战士刘志海高举着
的手，和手里的党证和党费，一下子就把历史和现实融
合在一起。这样的细节在书中特别多，但是又非常真
实，这就是小说家的才能。还有她笔下那个写诗的藏
族孩子，他写的噶尔巴就是土沟，小孩子在土沟里看
天。但是换了一个词，就让人觉得很神奇，好像噶尔巴

是一个神奇的平台，是一个
特殊的象征。她用孩子们
的诗，把藏族小孩的才华、
诗意的敏感，还有他们未来
发展的无限可能性，都很轻
松地表现出来了。

由于有了月光妈妈团队，
有了他们的发掘，甚至扶植培养
乡村孩子们的特殊才华，才有《月光
妈妈》这本书里面表现的一个又一个生
动的画面和生动的细节。孩子们从最初冷漠、疏
离、躲闪的眼神，到最后每个人眼里都有了光，有了光
就有希望，这和《月光妈妈》的主题非常一致。

读作品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月光妈妈应该是两个
人的化身，一个是本书作者袁敏，一个是人物原型高
颖，两个人组合在一起，幻化成这一本特殊的纪实文
学。高原采访的艰辛程度我深有体会，20年前，我进
藏调研15天，由于严重的高原反应，我的体重减了5
公斤，这15天里好像背着一个几十斤的背囊在行走。
而袁敏的采访历时两年多，七次进高原，其中的艰辛、
困苦不足为外人道也。

袁敏由一个文学刊物的主编和优秀的小说家，转
向社会教育题材创作，这是一次华丽的转身。她的一
批教育题材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多维度的视角，对于
民族地区如何进行全民阅读推广工作，有相当的针对

性和指导意义。教育改变人，实际
上是阅读改变人的命运，从这一点
来讲，这本书也符合国情、党情、社情

和世情。全民阅读已经推广十年有
余，我希望这本书能成为全民阅读的特

殊读本，对边疆地区的孩子们产生励志作
用。这本书不仅属于藏族孩子，也是跨血缘、跨

民族、跨地域的大爱无疆，它属于所有人。
（作者系诗人、儿童文学作家、中国作协原副主席、

儿童文学委员会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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