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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更多优秀原创作品滋养儿童心灵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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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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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儿童文学拥有丰富的传
统文化资源。朝向传统的文学开掘，凸
显当代儿童文学独特的文学优势、美感与
韵味。身处五千年文明古国，无数神话传
说、民间故事、文学典籍都构成中国儿童
文学的创作源头。近年来，儿童文学作家
有意识开启儿童文学创作资源与美学韵
味的寻根之旅，多部具标志意义的作品面
世。张炜的《寻找鱼王》讲述具有民间传
说韵味的传奇故事，周静的《天女》从《山
海经》中汲取丰沛幻想资源，李秋沅的《天
青》营造具有传统诗学韵味的古典意境。
图画书领域，取材于传统故事的《花木兰》
等，展现本土原创图画书独特文化韵味。
从瑰丽的上古神话、志怪小说、民间传奇
中汲取灵感与资源的中国式幻想，再现的
传统文学原型，重寻的古典意境之美，为
儿童读者带来新异又扎根本土的阅读体
验，同时开拓出具有本民族美学特质的儿
童文学新路。

当代儿童文学倾情记录中国式童年
时代变迁。大量现实题材儿童文学创作
直面当下、介入生活，体现儿童文学与时
代、与童年的紧密关联。秦文君的《云三
彩》、宗介华的《大槐树下》、陶耘的《梦想
天空》、周敏的《沙海小球王》、刷刷的《八
十一棵许愿树》等作品讲述支教、扶贫中
的感人故事，关注城镇化进程中的不同
群体，与城乡儿童生活轨迹自然咬合，在
儿童可感知的视角下，生动记录当代中国与中国式童年的
时代变迁。还有多部作品在书写童年的同时，着力凸显
乡土气息、民族特色、地域风情，呈现丰富多彩的文化样
貌，彭学军取材江西瓷都的《黑指》、邓湘子取材湘西南侗
寨的《像蝉一样歌唱》等，既承载以文学记录时代童年的
使命，也参与当代中国的形象建构。

当代儿童文学充分参与童心的国际交流。中国童
书业通过国际儿童读物联盟、博洛尼亚童书展等平台，
积极促成中国儿童文学多种形式的世界“对话”。中外
作家、插画家共同创作儿童文学的尝试日益增多；儿
童文学版权贸易空前活跃，原创儿童文学作品版权输
出明显上升，成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力量。杨
志军的儿童小说《巴颜喀拉山的孩子》，余丽琼、朱
成梁的图画书《团圆》等，既具有独特的中国传统
文化韵味，又展现共通的人类情感。这些优秀作
品对世界儿童读者的吸引力日渐提升，中国儿
童文学已经成为世界儿童文学的重要组成。

朝向经典的写作态度，形塑儿童精神的
文化使命，自觉的创新意识，壮大的创作力
量，社会各界的关注支持，使得中国原创
儿童文学迎来繁荣发展时代。与此同
时，新时代儿童不断开阔的文化视野化视野
和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和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对当代儿童对当代儿童
文学创作提出更高要求文学创作提出更高要求。。新时代新时代
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当不断检视创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当不断检视创
作水准作水准，，推动有效阅读传播推动有效阅读传播，，发发
挥理论研究与批评的作用挥理论研究与批评的作用，，
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塑塑
造生动形象造生动形象，，迎来更大迎来更大
发展发展。。

（（崔昕平崔昕平））
据据《《人民日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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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意义的儿童文
学发端至今已逾百年。历经上世
纪前期儿童文学运动、新中国成立之初
茁壮成长、改革开放初期蓬勃兴盛，当今
中国儿童文学进入又一个黄金发展期。
伴随儿童观的日益成熟、儿童教育的文化
需求与巨大的市场推力，儿童文学成为中
国当代文学备受关注的领域。

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在出
版推动下呈井喷式发展，走向注重文
学品质与艺术特色的发展阶段，多维
艺术探索不断深入。

首先是创作数量持续增长。据
《中国出版年鉴》数据，2000年全国年
出 版 童 书 7004 种（其 中 初 版 新 书
4275 种）；2010 年较 2007 年翻倍，年
出版数达 19794 种（其中初版 12640
种），童书成为出版产业最具活力版
块，年增长率保持两位数，儿童文学
读物成为童书中最具活力类别；2016
年较 2010 年再翻倍，年出版数增至
43639 种，仅儿童文学类就达 19288
种（其中初版 11412种）。中国已成为
名副其实的童书出版大国和儿童文
学创作大国。

与之相应，儿童文学创作潜力极
大激发。当代儿童文学以开放姿态
发掘各领域创作资源，多股创作力量
不断汇聚。儿童文学领域呈现四代
作家共谋创作的繁荣局面：新中国成
立初期投身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家，如
圣野、任溶溶、金波等均已八九十岁
高龄，仍屡有新作问世；改革开放新
时期开启创作的作家如曹文轩、张之
路、秦文君等，不断推出有标杆意义
的新作；以汤素兰、徐鲁、彭学军等为

代表的作家成长于世纪之交，成熟于
儿童文学市场繁荣时期，呈现鲜明独
特创作风格；一些在丰富中外儿童文
学滋养下成长的 80 后、90 后、00 后，
以开阔阅读视野与鲜明文学个性为
儿童文学创作注入鲜活力量。非儿
童文学作家跨界创作，是新世纪重要
文学趋势之一。张炜、叶广芩、赵丽
宏、杨志军等知名作家先后推出儿童
文学作品，推动儿童文学艺术样貌不
断丰富。

创作数量增长与创作力量壮大
带动创作质量提升。历经多年市场
洗礼与文化沉淀，儿童文学原创着力
点显著转变，专注于精耕细作的作家
日渐增多。曹文轩 2016 年获得国际
安徒生奖，标志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水
准在世界范围被认可，也为中国原创
儿童文学树立信心。作家们有意识
摆脱题材惯性，尝试技法创新与边界
拓展，立意出新之作显著增多。如刘
海栖的《有鸽子的夏天》以口语化方
式本色行文，董宏猷的《牧歌》以意识
流动中的听觉记忆描摹时代变迁，史
雷的《将军胡同》将京味小说风格融
入儿童文学创作，陆梅的《无尽夏》尝
试“小径分叉的花园”般的开放叙事，
等等。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创作始终以
理性儿童文学观为主流，明确儿童本
位立场，规避程式化思维，充分尊重
儿童读者。

现实主义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
主流，同样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创
作主流。现代儿童文学发端期，叶
圣陶、张天翼等先驱奠定了中国现
代童话高度关注现实的文学传统。
当代儿童文学创作同样显示对现实
主义的高度关注。近年来，书写中
国童年、讲述中国故事的现实主义
创作成为儿童文学主旋律主旋律。。其中其中，，
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大量涌现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大量涌现，，如曹如曹
文轩的文轩的《《火印火印》、》、黄蓓佳的黄蓓佳的《《童眸童眸》、》、张张
之路的之路的《《吉祥时光吉祥时光》、》、孟宪明的孟宪明的《《三十三十
六声枪响六声枪响》、》、常新港的常新港的《《寒风暖鸽寒风暖鸽》、》、
殷健灵的殷健灵的《《19371937··少年夏之秋少年夏之秋》、》、左左昡昡

的的《《纸飞机纸飞机》》等等，，多角度讲述革命历多角度讲述革命历
史 故 事史 故 事 ，，彰 显 人 性 温 度 与 童 心 光彰 显 人 性 温 度 与 童 心 光
辉辉。。关注当下中国儿童现实生活关注当下中国儿童现实生活的

校园题材、都市题材等跳出原有模
式，增加富有质感与个性的成长书
写 。 童 话 领 域 ，汤 素 兰 的《犇向 绿
心》等作品尝试“童话小说”的文体
形式，借助灵动童话幻想承载现实
与人文之思。

使命意识是当代儿童文学创作
的鲜明特征。基于爱童之心焕发的
文学使命，当代儿童文学作品大多潜
移默化地引领儿童更深入地认识自
我与人生。近年来，多部作品聚焦和
平年代的军人、各行各业的英雄，如
裘山山的《雪山上的达娃达娃》、》、韩青辰的韩青辰的

《《因为爸爸因为爸爸》、》、吴洲星的吴洲星的《《等你回家等你回家》、》、
于潇于潇湉湉的的《《深蓝色的七千米深蓝色的七千米》》等等，，以富以富
有质感的细节展现无私奉献精神有质感的细节展现无私奉献精神，，呈呈
现奋进的现奋进的、、有信念的人生状态有信念的人生状态。。理想理想
主义情怀与饱满情感温度是当代儿主义情怀与饱满情感温度是当代儿
童文学作品的精神底色童文学作品的精神底色，，作为儿童成作为儿童成
长良师益友的优秀作品显示出持久长良师益友的优秀作品显示出持久
生命力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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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时代 题材突出
现实题材创作聚焦普通人，聚焦

时代、社会的发展变化。
2020 年即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人民

的财产》是周梅森聚焦国企改革的重磅现实主义
题材新作，是《人民的名义》姊妹篇，即将播出的电视

剧《人民的财产》原著小说。周梅森说，“这是我一生中最
想写的一本书。”
同样，无论是贾平凹的新作《暂坐》、王蒙的《笑的风》、王松的

《烟火》、刘庆邦的《女工绘》还是蔡骏的转型之作《春夜》，都是在表现世
事变迁、历史沧桑，贴近生活与时代，真实地反映生活本质，以作家的文学素

养去谱写现实，充满人文关怀，作家出版社与作家一起以积极的态度关照新时代，
激发创作活力，逐渐成就新时代的文学创作高峰。 （据人民网）

时代车轮滚滚向前，再回首过去的故事
时，时代的烙印将深深地印在每个人的心中，故

事中的点点滴滴都令我们感同身受、情感共鸣。
作家王松的《烟火》从天津老城北门外“侯家

后”胡同开始讲起，从 1840年到新中国成立，时间跨
度百余年。天津的市井文化，各色小人物，在历史风

云背景下，如一幅长卷徐徐展开，是津味小说的一个
里程碑。

如画卷一般的《女工绘》中，作家刘庆邦为我们展现
出带有时代感的画面：她们结束了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

当上了矿山女工。诗意，崇高，华美，构成了后知青时代丰
富多彩的女工群像“大观园”。

悬疑小说作家蔡骏时隔三年推出长篇新作《春夜》，以历
史为背景探讨了文中“我”的父辈工作半生的春申厂的历史和

围绕工厂发生的两起悬案，历史感很强，是一部大上海的众生
相。这部作品也即将成为蔡骏的转型之作。

《吉祥的天空》是知名儿童文学作家张之路创作的一部成长小
说，作者细致地描

摹了新中国成立后
北京男孩吉祥的中学

生活，展现了新中国成
立后的社会百态，充满质

感和时代特色。

宅在家里品读一本美妙的书籍，成为了
当今生活的调剂品。

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经历去年的公司
化转制后，在 2020 年度将迎来全新的局
面。在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作家出版社

举办的发行工作年会上，知名作家冯骥
才、周梅森到场，可看出今年作家出版

社的重磅新书非常值得期待。

名家新作 看点颇多
王蒙、贾平凹、冯骥才分

别携新作回归。
今年 86岁高龄的王蒙宝

刀未老，新作《笑的风》讲述
了作家傅大成的婚恋故事，
时间跨度从上世纪五十年代
至今，多变的视角与活泛恣
肆的语言，盘点中国七十年
的历史信息、风云际会。

贾平凹是作家出版社的
老 朋 友 ，今 年 他 的 新 作《暂
坐》以西安为背景，讲述了现
代生活的快节奏下，一群单
身女性在生活中互相帮助、
在心灵上相互依偎的故事，
展现了当下独立女性的风采。

《俗世奇人》系列是作家出版社自 2008 年
起出版的冯骥才的短篇小说作品集，今年出版
的《俗世奇人》（叁）将延续《俗世奇人》壹、贰的
风格，由十八个短篇小说连缀构成，描写清末
民初天津卫的奇人异士，短小精妙，回味无穷。

回望历史 引发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