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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儿童文学的群体样貌与多向度探索江苏儿童文学的群体样貌与多向度探索
□崔昕平

开阔丰富与新的可能性
——2024年儿童文学创作综述

□纳 杨

在文学多元化发展的新时代，“地域”视角的

打量，往往能给予文学整体性的认识和思考。基

于这样的路径考察“江苏儿童文学”这一群体概

念，仍可提取的关键词，除了“文学地域”，还有

“时代性”与“多向度”。

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史上，江苏是一个

被重点关注的“文学地域”，与中国现当代中国儿

童文学发展有着密切的渊源。五四时期的叶圣

陶、陶行知、陈鹤琴等，都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

重要发起者、实践者。新中国成立后，江苏逐渐

成为北京、上海之外又一重要的儿童文学创作基

地，出现了“江苏儿童文学作家群”这一群体概

念。1976 年创刊的《少年文艺》（江苏）、1984 年

成立的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培育了众多创作力

量，江苏儿童文学形成了实力强劲的创作梯队。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创作的张彦平、肖建亨

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创作的丁阿虎、金曾

豪、范锡林、刘健屏、马昇嘉、黄蓓佳、曹文轩、程

玮、祁智等，包括紧随其后的王一梅、王巨成、章

红、曹文芳、韩开春、任小霞、韩青辰、徐玲、龚房

芳、顾鹰等，以及近些年创作活跃的赵菱、顾抒、

张晓玲、刷刷、郭姜燕等。这样齐整的、覆盖多个

代际的作家队伍，在全国也是颇受瞩目的。江苏

儿童文学作家屡屡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五个一工程”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等重要

奖项，仅获国家级奖项的作品就有数十部，显示

出江苏地域良好的儿童文学生态与充沛的创作

能量。

“江苏儿童文学作家群”凸显着地域文化背

景与地方性经验赋予的文学资源。无论是曹文

轩的《草房子》《青铜葵花》《石榴船》，还是金曾豪

的《蓝调江南》、祁智的《小水的除夕》，还有曹文

芳的《香蒲草》《牧鹤女孩》等，皆有着灵秀的水乡

气韵与柔中带韧的人性描摹，呈现出内里延续的

乡土文脉。而江苏独具的文化地理资源，“文学

大省”的创作积淀，多元、开放、前瞻的文化氛围，

同样为江苏儿童文学带来了开阔通达、不拘一格

的文学气息。江苏儿童文学作家群的创作实践，

还鲜明地呈现出“时代性”与“多向度”的特点。

江苏儿童文学作家近年的创作，往往与“时

代风气”“当下脉搏”保持着较高的敏锐度与内化

能力，且多有不拘于某一种美学风格、不囿于某

一类创作题材的理念与尝试。比如，作家们敏锐

捕捉了“二孩时代”匆匆抵达的时代题材，祁智

《二宝驾到》与徐玲《永远第一喜欢你》都是观照

儿童家庭格局之变的儿童小说。《二宝驾到》中，

时代感，尤其是都市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时代特

征非常鲜明，凸显了代际间平等文明的新型家庭

关系，也展现了时代儿童豁达开朗的性格。《永远

第一喜欢你》更多地关注了儿童所受到的冲击。

当众多“大人”因为“二孩”政策突然降临而兴奋

不已、滔滔不绝甚至摩拳擦掌的时候，那个并不

能参与决策的孩子的内心同样是波澜起伏的。

敏锐的作家们以形象化的手法，观照、抚慰着这

些被卷入家庭模式变革的孩子。

一批中青年作家的创作都显现出高度关注

时代、介入现实的创作意识和不断突破自我的创

作努力。韩青辰的《小证人》《因为爸爸》《中国少

年》等作品，延续了在扎实的现实素材基础之上

构筑作品的创作宗旨，选材处理上则有明显突

破。《因为爸爸》聚焦捍卫社会秩序、护卫家国平

安的“英雄”警察和“遗孤”，沉痛与昂扬并行，对

当代军旅题材书写有突破意义。《中国少年》则转

向历史题材，重现了“新安旅行团”行程数万里的

抗战宣传，并努力将这一小英雄传奇复苏于当代

校园。赵菱从《父亲变成星星的日子》《大水》，到

《我的老师乘诗而来》，再到《霓裳》《梨园明月》

《会发光的声音》等，从对轻盈唯美转向切近现实

的题材捕捉，从时代支教者的人生选择到开掘传

统文化的当代生命力，可以看到作家不断调整、

探索前行的用心与努力。地方性资源也受到青

年作家们关注。顾抒的《城墙上的光》《寸锦寸光

阴》均以南京为背景，尝试将独特的城市历史文

化融入现代故事，也是富有新意的文学表达。

在朝向时代、指向现实的深度与力度层面，

在儿童心灵关怀乃至生命关怀、生态思考层面，

江苏儿童文学作家们从丁阿虎、刘健屏等一代作

家直面成长与人性的深度书写一直延续至今。

金曾豪近年多有超越动物文学表达层面的生态

文学，《凤凰的山谷》打破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理论

基础、以人类利益为核心的价值判断，平等描绘

万物生命，传达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

的生态观；《我在老街等你》以动物视角映射人类

心灵中某些正在被漠视的美好品性。王巨成《别

让一条狗哭泣》借助犬类的书写，反观、批判人类

世界，呼唤失落的良知与正义。部分作家聚焦了

青春成长与心灵隐痛的表达，如韩青辰《飞翔，哪

怕翅膀断了心》、章红《十四岁的纸条》等，圈定青

春期自我意识勃发与社会化人格建构的关键年

龄阶段，真实描述该阶段少年人面临的困境与迷

途，追踪心灵轨迹，以文学的方式达成沟通、宣

泄、同化、慰藉的功能，传递给少年读者人生的信

念。张晓玲也颇为擅长书写少年儿童心灵隐秘

伤痛，《躲猫猫大王》《隐形巨人》等作品，直入内

心的情感捕捉与外化于言行的绵密细节，让温暖

的情感慰藉变得有迹可循。还有一批作家擅以

心灵童话的方式，以温情的想象表达对生活、情

感、生命的思索，比如顾鹰《狗先生》《阁楼上的熊

皮外套》、郭姜燕《布罗镇的邮递员》等。

上述作品既凸显了作家们高度关注“时代”、

介入“现实”的敏锐与内化为个体表达意愿的能

力，也呈现了作家们从未间断的“多向度”的创作

尝试。作家们一方面不断突破着自己的题材舒

适区，另一方面也努力尝试不同的文体表达方

式，阶段性地呈现出格调迥异的作品。中青年作

家如此，成熟的、资深的作家们也满怀求新探索

的意愿，且有着强大的表达能量，这一点尤其令

人钦佩。黄蓓佳《黎明动物园》借助“科幻”这一

幻想形式，让人性思索触抵现实深处，直指人类

痛点，以少儿科幻为载体，向儿童读者传递了一

种对万物生灵普世的尊重与大爱，一种对未来常

怀的笃定与不离不弃的希望。祁智《沿线》在单

一的场景、闭环的时间截面内，以微观的切口做

“时代”的文章。密集的细节与漫画式的从简与放

大，突出了少年独立踏上行程的惶恐与期冀，一如

那辆长途客车，满载凡俗生活与生活传奇、善恶与

真伪，颠簸着，交织着，目送少年走向成人。

朝向未来，期待当代儿童文学这支文学苏

军，呈现出更多具有独立思考与深刻判断的儿童

文学作品，期待江苏儿童文学作家们更深度地介

入当代儿童成长与时代问题，更大胆地拓展中国

儿童文学美学的新图景。

（作者系太原师范学院教授）

““文学苏军文学苏军””新观察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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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开卷数据，少儿市场2024年1-10月码洋

比重为28.01%，依然是整个图书零售市场中码

洋比重最大的细分市场，其中的细分类别码洋比

重“前三甲”依然是少儿科普百科、少儿文学和少

儿绘本。之所以在盘点2024年儿童文学创作时

要提出这组数据，是因为这一年儿童文学创作整

体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视野愈加开阔，而这与整

个少儿阅读的状况是相辅相成的。开卷的数据

让我们看到儿童文学在当下大众阅读中所占的

位置依然较为显著。儿童文学当然不能完全等

同于少儿图书，但上述“前三甲”基本上都可以纳

入儿童文学范畴，其中的儿童性、思想性、艺术

性、知识性、教育性等共性都是儿童文学研究的

重要维度。与其他文学门类相比，儿童文学更重

视阅读，重视读者对作品的接受度，重视作品对

小读者产生的影响。开卷的数据也在提醒我们，

在一般文学研究范畴的“儿童文学”之外，存在着

一个更广阔的儿童阅读市场，在这个“市场”中，

原创作品正在逐渐占据优势，不仅体现在数量

上，也体现在质量上。这是近十年来儿童文学作

家、出版人、研究者共同努力的成绩，而要保持这

一良好趋势，不断提高原创作品的质量是基础，

也是关键。整体上看，2024年儿童文学创作展

现了不断向上攀登的态势。

开阔的创作视野

书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是近两

年来新的“增长点”，2024年又有新的突破。汤

素兰《绣虎少年》写湘绣给一个残疾少年带来了

生活的方向与勇气，写出了古老的艺术能够接续

下去的原因，感动之余也引人深思。邓西《永远

的阿贝》在两个女孩之间的幽微情谊中嵌入黎族

织锦这一古老的艺术如何在现代社会人们的生

活中找到新的存在方式，使得小说充满传统与现

代的对比带来的张力。温燕霞《萤火谣》是关于

传统山歌和童谣的礼赞，小说主人公一老一少，

皆有唱山歌诵童谣的天赋，围绕着他们的是客家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人们生活和情感的变化。

王一梅《茶乡少年》和刷刷《茶园笙声》都把目光

对准茶乡的孩子，种茶、采茶、制茶的传统文化对

孩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培养少年儿童的科学兴趣和素养一直是儿

童文学的重要突破点。与此前多为报告文学或

科普类作品不同，2024年有几部航天航空题材

小说，作了新的尝试。军旅作家曾有情、张子影

《绽放太空的玫瑰》从女航天员女儿的视角写航

天员的生活，葛竞《宇宙的梦想》写航天人的孩子

们在父母的影响下逐渐激起探索宇宙的渴望并

决心脚踏实地去实现。这些作品把“太空”那么

“高远”的事拉回到“地面”，用孩子们熟悉的生活

为牵引，比如校园、家庭，在孩子们和航天员之间

搭起一座心灵沟通的桥梁。赵华《银骆驼》则以

中国第一个航天基地建成、第一枚人造卫星发射

成功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讲述中国航

天航空事业的起步。军旅作家马京生、王建蒙

《大漠神箭飞天记》采用传统的科普小说的写法，

抓住科学探索精神与儿童的冒险探险精神的契

合点，把科学知识注入儿童故事中。“我们的小时

候·科学家系列”散文推出了物理学家李淼的《童

年的小宇宙》、古生物学家周忠和的《一个人的万

物起源》、数学家蔡天新的《海边的男孩》三部作

品，是科学家们写自己小时候的事，从中可以读

到科学家的成长心路。少儿科幻作品较多，陈楸

帆《山海歌谣》和黄蓓佳《极地穿梭》比较有特

点。《山海歌谣》把乡村发展、自然生态保护与发

展和贵州的传统民间文化相结合，富有想象力，

思想也比较超前。《极地穿梭》则更偏重人的情

感，以一个不那么复杂的故事探讨了一个比较复

杂的论题，即AI与真人的关系，当一个人身体陨

灭而精神借助虚拟网络存在的时候，人们该如何

面对他物。

当下孩子们的生活依然是儿童文学作家着

墨最多、最用心用情的。以乡村生活为主要表现

对象的作品较多，艺术特色也最为丰富。秦文君

《街市上的芭蕾》讲述了一个身居乡间却痴迷于

芭蕾的女孩勇敢挣脱现实的束缚，坚持追求梦想

的故事。余雷、孙嘉晖《背篓少年》写逆境中成长

起来的网球少年。高雅艺术、网球运动这些过去

似乎与乡村相去甚远的事物，现在已经在乡村开

始传习，这是信息技术变革带给乡村巨大变化的

重要表现，作家敏锐捕捉到并写出来，让我们看

到当下乡村新的一面。张国龙《山月当归》继续

写铁桥李花兄妹俩及他们身边的乡村少年儿童

的成长故事，随着哥哥这一代即将步入成年，小

说所表现的童年生活更加深刻且真实。马慧娟

《飞起来的村庄》把农活农事写得细致饱满，也写

出了脱贫之后的乡村如何继续向前。余闲《小云

兜里的梦》里，大山里的女孩来到镇上的学校，勇

敢地超越过去的自己，站上人生的新台阶。还有

赵菱《会发光的声音》、孟宪明《猴王蓝鼻子》、唐

池子《田野深入》等，从支教、动物保护、乡村风物

等角度描绘当下乡村孩子生活的图景。

城市孩子的生活多以校园和家庭为主。祁

智《方一禾，快跑》中的方一禾既要承受爸爸突然

离世的痛苦，还要照顾生病卧床的妈妈，但他选

择每天跑着上下学回家照顾妈妈，仿佛只要他坚

持跑，跑得够快，生活中的一切困难都能迎刃而

解。殷健灵《少年仰起他的脸》和汤汤《青色风筝

飞走了》都关注特殊环境下的孩子，他们在生活

的重压下依然坚持着努力向上，为自己赢得希

望。吴洲星《幸福里》以社区拆迁为背景，写了三

个家庭环境、性格都各不相同且不在同一所学校

的孩子，因为一只流浪猫而相识相知相助、共同

成长的一段人生经历。

有的作家回望自己的童年，写“过去的事”，

比如刘海栖《我们的乒乓球队》、徐贵祥《老街书

楼》，为当下的孩子提供一个回溯历史的路径。

有的作家关注当下，比如徐玲《橘光》讲述新时

代志愿者的故事，常笑予《追松塔的爸爸》其实

是追被热气球带跑的爸爸的故事，其中关于东北

林场生活的描写陌生又新鲜，翌平《新雨过后的

空山谷》关注孩子成长过程中那些“忧伤”，给予

“疗愈”。

少年时期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开始体验“长大

成人”之前的迷茫和无助的重要阶段，儿童文学

应当给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一些不同的精神能量，

比如勇气、抚慰、认同和信任等。刘华《苹果花

开》直面当下少年可能会遇到的生活困境，主人

公因一时之勇意外犯下大错、造成严重后果，在

“苹果爷爷”的帮助下，学会勇敢面对和承担后

果，成功应对人生中的一次“危机”。周敏《马可

的十四岁》和唐糖《月亮计划》都是写初中生的，

其中的成长滋味多了一些酸涩，也多了份责任和

期待。

书写各民族少年儿童生活的作品表现不

俗。江觉迟《会唱歌的帐篷》以非虚构小说的写

法写出了藏族孩子的现实生活，质朴而动人。许

廷旺《额吉的河》、金少凡《永远的马头琴》、马瑞

翎《驼峰航线上的孩子》等小说也都是贴着不同

民族地域的孩子的现实生活写的，从中可以看到

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成员之间深厚的情感。

自然生态题材的作品更加注重儿童性、文学

性与科学知识的调合。王棵《珊瑚在歌唱》以孩

子的故事替代了保护珊瑚保护环境的直接叙事，

小女孩在学习潜水的过程中观察珊瑚、了解珊

瑚，进而喜爱上珊瑚，成为海洋保护的坚定倡导

者和践行者。

儿童文学的书写覆盖了社会生活、历史文化

方方面面，除上述题材外，还有写当代军营故事

的高满航《参军吧，兄弟》、写澳门的历史和当下

的杨颖虹《雀仔园的雀仔》，写中国援非医务工作

者60年坚持默默奉献的曾维惠《中国妈妈》，写

红军故事的张品成《长征天字号行动》等，都展现

出儿童文学作家们在题材上的开掘能力。

可贵的艺术探索

除了题材上的开掘，儿童文学作家们还在

艺术的创新上孜孜以求。2024年有多部作品

都表现出了较强的创新意识，虽然有的不是那

么完满，但艺术的进步就是在这些创新的基础

上实现的。

左昡《我的世界》题材很新，写新兴行业的

从业者——快递员、外卖员们，他们被统称为

“骑手”。人们对他们既熟悉又陌生，对他们的

精神世界更是不甚了了。作家用真实的接触获

得关于他们的“第一手资料”，再经过文学的加

工，从儿童视角去表现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作品

中那个梦想做导演并且已经开始制作自己短片

的骑手的女儿格外引人注意。有故事有人物，

小说就有了生命力。周晓枫《我的名字叫阿吨》

中虚构了一只叫“阿吨”的熊猫，它与北京冬奥会

吉祥物冰墩墩有关联，但又不是冰墩墩，冰墩墩

是阿吨寻找自我的精神偶像，小说在幻想与现实

之间自如切换。

吴梦川《大树的女儿》以一个乡村家庭的三

个女儿为主角，从二姐的视角，讲述姐妹和母亲、

祖母乡村三代女性的经历，以颇具传奇性的笔法

为乡村绘制女性生存与成长的精神图谱，其中蕴

含着突破一般儿童文学写法的叙述方式，带来更

为开阔，也更为震撼的艺术效果。保冬妮《童年

树》则以塞罕坝人工造林的创举为题材，设置了

现实与过去两条线交叉前行，让小读者在熟悉的

现实的引领下，尝试理解过去，从而体会人们的

创造、奉献与坚持。

在林彦《九歌》里，屈原的名篇与主人公之

一、一个富有文学天赋的小男孩的诗作相互映

照，加上其他古典诗歌、现代诗歌、散文、小说等

文学经典的加持，让几个孤儿在保育园的生活笼

罩上一层淡淡的氛围，有忧伤，有冲撞，有感动，

还有一种只属于孩子的荡气回肠。舒辉波《听见

光》有励志的意义，但又不限于此，作品中引用了

大量的经典，文学的、哲学的，使得作品从书写现

实生活进入到书写人的精神世界的境界。在这

部非虚构作品里，引用经典起到了帮助更深层地

理解人物的作用。诺亚《白夜梦想家》是另类“改

编”名著的尝试。作品借用了《西游记》师徒四人

西天取经的经典“模式”，设计了小主人公为了找

回自己的名字而踏上冒险旅程，但他们遇到的不

是“九九八十一难”，而是需要帮助的人们，每帮

助一次，他们就离要找寻的真相更进一步。这是

一个初看有些乱，读到最后谜底揭晓的故事，其

间各种预留的线索和伏笔，非常考验作家对整体

叙事的掌控能力。

木也《给妈妈的一百万封信》叙事手法独特，

以类似意识流的方式、文艺的语言，写出了女儿

对妈妈的爱，带给我们某种纯粹的情感体验。配

合作品的特点，图书装帧的设计也别具一格。同

样在形式上有特色的还有尹才干《童诗会画画》

和金朵儿《放牧云朵》。《童诗会画画》在诗歌的文

字排列上做了实验性尝试，再配以相映成趣的图

画，让阅读充满游戏性和探索性。《放牧云朵》则

是在插画和装帧设计上配合诗作的气质，把整部

诗集打造成了一个艺术品，给阅读带来清新自然

的美感。

短篇作品和图画书中的创新意识则体现得

更为鲜明。孙建江的寓言集《一念一句》以一句

话成篇，高度浓缩了人生的经验、历练、智慧和哲

理，是寓言创作的一次探索。王林柏《无聊之神》

运用了“反其道而行之”的艺术效果，在整体构思

和情节上都有出人意料又情理之中的妙趣。高

洪波、李海燕《图书馆之夜》脱胎于真实事件，作

者运用高超的想象和凝练，把孩子们在图书馆能

读到的众多经典名著编入书中，畅游阅读世界。

和畅团《萝卜大厦》运用富有寓义的故事和强烈

饱和的色彩搭建起一个文学性艺术性俱佳的小

世界。蔡皋、萧翱子《火城 1938》以细腻的画

面和简洁的文字把曾经的美好与毁坏后的破

烂呈现在读者面前，万语千言尽在其中。徐建

明、小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和贾玉倩、王

祖民、王莺《有什么东西我买不来》都是中国民

间传统故事精神的重塑，其中的诙谐幽默和人

生智慧是中国人精神的内核之一。周翔《我和爸

爸逛巴扎》则以独特的色彩展现新疆地区独特的

风土人情。

壮大的创作队伍

这一年，高洪波、张之路、曹文轩、秦文君、常

新港、汤素兰、徐鲁、黄蓓佳、张品成、孟宪明、肖

定丽、葛竞、汤汤等一批儿童文学作家们推出新

作，90岁的“常青树”金波先生也推出《金波别

集》，这套特别的作品集让作家的“旧作”在重新

梳理编排中展现“新意”。

跨界作家们也奉献了一批精心之作。除上

述周晓枫、温燕霞、徐贵祥、王棵、吴梦川、曾有

情、张子影、马京生、王建蒙、马慧娟等，还有赵丽

宏《月光蟋蟀》，延续了唯美唯真、“简”而不“单”

的创作风格，陈蔚文《芙蓉花开》关注女孩的成

长，李成恩《直到河流尽头》从民间故事中汲取

灵感，写了一个小门神钟馗守护汴河人家的温

暖故事。

更多的中青年作家正处在创作旺盛期。刘

虎推出了《拥抱大象》《少年筏子客》《金色日出》

《生命纹章》等4部小说。赵卯卯《欢喜的森林》

中，小女孩欢喜和外婆就像一对山林精灵，带给

我们大自然的美好。还有龙向梅、萧袤、廖小琴、

吴洲星、巩孺萍、顾鹰、唐池子、小河丁丁、冯与

蓝、黄颖曌、金朵儿等，以及一批“新人”作家王征

桦、鲁鸢南、杨遆峰、何晓宁、夏桨、郑铸彪、张牧

笛、李小菁、丁之琳等，他们的长短篇作品，已成

为儿童文学持续发力的强大动力。此外，小学老

师李柏霖带着她的学生们创作的《田野诗班》，让

诗教在儿童中开花结果。蒋惠莉、王宜振主编的

《唱响红色新童谣》让孩子在诵读中种下文学的

种子，还有更多的潜在作者正在崭露头角。

拓展的理论格局

2024年举行了一系列重要的儿童文学理论

会议和对话交流活动，理论界、创作界、出版界紧

密互动，充分发挥理论评论推动创作的重要作

用。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与诗刊社、文艺

报社合作，举办推动新时代儿歌创作传播研讨

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由中国作协举办

的专题讨论儿歌创作与传播的一次会议，围绕

新时代儿歌创作传播的特点与难点、新时代儿

童审美心理变化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中国作

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和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

限公司、童趣出版研究院合办的“童书创作：构

建成长的力量”儿童文学创作出版国际交流会，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举办的以国

际儿童文学历史研究的新视野为主题的“第五

届国际儿童文学论坛”等活动，加强了中外儿童

文学创作、学术交流，使得儿童文学界进一步打

开视野提升格局。当代儿童文学创作研究中心

（浙江）、百花文艺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儿童文

学：新的可能性——新时代成人文学作家跨界

写作儿童文学主题对话会”，中国儿童文学研究

会、明天出版社举办的“多维视野下的新时代儿

童文学理论与创作”研讨会，江苏凤凰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江苏作协举办的以“成长与未来：少

年文学与少儿写作发展研究”为主题的第二届当

代少儿文学创作与研究国际论坛暨《全国优秀作

文选》四十周年刊庆活动，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

员会、诗刊社、义乌骆宾王国际儿童诗歌大赛组

委会联合举办的“新时代儿童诗歌创作传播座谈

会”等，都紧贴当下创作实际，对突出现象进行专

题讨论。

2024年，90岁高龄的张锦贻先生出版了《中

国当代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发展史》，这部专题研

究我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重要理论著作，以具

体作品为轴，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作

家创作儿童文学的各个历史时期，分析概括各个

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和成果，兼具学术价值和史

料价值。

儿童文学创作需要儿童文学理论的支撑，儿

童文学理论也需要更加开放包容的格局，正如评

论家张燕玲所言，建构开放的、创新的儿童文学

观，包容和褒奖那些为儿童写作，守护童心童真

并兼具文学性的作品，无论其文本形态、艺术样

式如何多样化，都能为儿童文学的繁荣发展带来

更丰富的可能。

（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