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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成人文学作家跨界创作儿童文学

近年来，成人文学作家创作儿童文学的现象颇引人关注，不仅为儿童文学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也带来了

新的发展契机。本期《读周刊》尝试从多位成人文学作家在儿童文学领域的新作中，发现他们带来哪些新的阅

读体验，如何助力儿童文学高质量发展。

为孩子创作，是一件特别幸运、特别庄
重的事情。成人文学作家跨界写作，为儿童
文学写作带来一种新可能、新方向，一定程
度上提升了儿童文学的水准、品质。

成人文学作家跨界创作儿童文学，这并
不是一个新现象，却常谈常新。这个话题总
能得到业界和媒体的高度关注，与童书出
版的蓬勃发展、青少年阅读备受关注、童
书编辑对市场的敏锐度、越来越多的成人
文学作家介入这一领域，以及成人文学作
家的儿童文学作品在业内、小读者间产生广
泛影响有关。

诸多成人文学作家已经在文学领域深具
影响力，这其中包括茅盾文学奖得主张炜、
徐贵祥、梁晓声、杨志军、刘亮程等，知
名作家鲍尔吉·原野、赵丽宏、裘山山、叶
广芩、叶梅等。对许多成人文学作家来
说，创作儿童文学绝不仅仅是尝试而是深
耕。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儿童文学并非
锦上添花似的存在，而是与成人文学大有
平分秋色之意。成人文学、儿童文学均硕
果累累，构成他们丰饶、斑斓的文学世
界。涉足儿童文学创作后，许多成人文学
作家对这一文体展现出热爱，将儿童文学
作为重点写作方向。

成人文学作家、儿童文学作家应相互
借鉴、共同成长，为孩子们写出最优秀的
儿童文学作品。好多经典作品，作家原来
就是成人文学作家，创作初衷也并非针对
儿童，却影响了一代代小读者，例如，《小
王子》《老人与海》等。另外，科幻作家刘
慈欣的《流浪地球》《三体》等作品，虽然
并非专门写给青少年，却深受他们的喜
欢。对于儿童文学作家来说，要多读受关
注的成人文学作品，成人文学作家也要多
读优秀儿童文学，互相汲取营养。同样是
反映时代巨变、乡村振兴的题材，儿童文
学作家可以看看乔叶的 《宝水》 怎样写，
杨志军的 《雪山大地》 怎样写，老藤的

《草木志》怎样写。儿童文学作家的视野也
可以广阔一些，关注成人文学领域的创新
与实践。例如，在过去三年广受关注的

“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新时代山乡巨变
创作计划”，儿童文学界同样可以参考，书
写好孩子们的生活，反映时代巨变，攀登
属于儿童文学的高峰。

对于成人文学作家来说，要遵循儿童文
学创作规律，不要只是简单当作成人文学的
缩小版。刘亮程曾说过：“现在很多儿童文学
把世界简单化、幼稚化。孩子们看了，会笑
话大人的‘智慧’。孩童看到的必定是更丰富
的世界、更饱满的世界，而不是更简单的世
界。”儿童文学不是浅显的、“小儿科”的。
张炜也曾说，他在写了好多成人文学作品之
后，再回到看起来简单的图画书创作、儿童
文学创作，感受到的是这类作品写作难度其
实很高。“儿童文学需要更简洁、轻盈的阅
读感觉，但又不能够浮起来，还要有厚度、
有意境、有诗性。写儿童文学作品一点都不
轻松。”

当然，成人文学作家在创作儿童文学
时，要把握住作品的童心、童真、童趣，突
出光明、梦想、希望、温暖等元素。正如高
尔基所言：儿童的精神食粮的选择应该极为
小心谨慎。真实是必需的，但是对于儿童来
说，不能和盘托出。

期待成人文学作家发挥自我优势，紧
贴新时代儿童的生活创作，让优秀作品真
正走进孩子们的心灵，成为影响他们的人
生之书。

互相借鉴
共同成长

□杨雅莲

成人文学作家参与儿童文学创作，
打破了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之间的壁
垒。对于很多作家来说，童年是他们笔
下的“常客”，书写童年更是听从内心的
召唤。成人文学作家以丰富的人生经历
和深刻的洞察力，为童年题材的书写打
开了更多维度，为记忆中的精神原乡赋
予更多内涵。

“迄今为止，我一直在写自己的童
年，直接或间接地写，有多种呈现童年
的方法。”作家张炜在几十年的写作生涯
中，从未间断过对于儿童与童年的关注
和思考。可以说，他的成人文学写作与
儿童文学创作之间始终在交叉并行。张
炜的新作《狐狸，半蹲半走》（长江文艺
出版社） 是一部以童年记忆为底色、融
合自然哲思与成长叙事的文学作品。作
者以孩童的纯真视角、清新自然的笔
触、丰沛深沉的情感讲述了一个个传奇
灵动的故事，让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
刻哲思跃然纸上。书中描述的万物生
长，那些听祖母讲的故事，又或是其他
人讲的故事，犹如在浑然天成的大自然
之中来回跳跃。

“我把儿童文学看得非常高、非常
难，童心和诗心是文学的核心，儿童文
学最能体现这一核心。”张炜认为，儿童
文学不会因为写得繁琐而变得更有内涵，
过于复杂的叙述往往会使作品的灵动性
受到压制，真正的儿童文学应该寓教于
乐，既要关心儿童的身心发展，又要尊重
他们的认知水平和兴趣。在这部作品中，
张炜从孩童的纯真心境出发，让孩子去爱
自然、爱世界、感悟周围的一切、捕捉生活
的细枝末节、接受万物的启发。

“有人以为儿童文学是‘小儿科’，
是玩玩而已，那就大错特错了。”谈到儿
童文学创作价值观，张炜表示，儿童文
学创作不是说点正确的道德层面、社会
层面、伦理层面的套话和主题，而是回
到生命力与审美感悟的若干细节的展示
和释放，应该更靠近诗意，也更贴近生
命的原色。

杨志军在创作儿童文学的过程中也
坚持这样的原则。“天真的作家还是应该
面对天真的读者。”他表示，儿童是他的
老师，从孩子们身上学到久违了的澄
澈、单纯、美好、鲜活、梦想、无邪、

童趣、诚实、清醒、好奇、朴素、可塑
和希冀，“如果我有追寻真善美的欲求，
就不能忽视那些能够理解我的儿童。我
想唤醒他们，同时也渴望他们唤醒我。”
在他的《拉萨的美驼与骏马》（明天出版
社） 一书中，两位藏族少年为护送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重返森林，分别骑着
自己心爱的坐骑——骆驼和骏马，从拉
萨出发，踏上漫长的旅程。一路上，少
年们追随祖父、曾祖父两代青藏、川藏
公路建设者的艰辛足迹，聆听祖辈们在
高海拔牧区耕耘、建设的传奇故事，从
他们的奋斗中感知着信仰的力量、生命
的韧性、坚守的意义。

“你不能把大人的情感灌输给孩子，
再高尚也不可以。只能用儿童的思维和
情感去演绎他自己的故事，自己的人
生。”在一次采访中，杨志军表示，好的
儿童文学一定要有好的价值观，还要有
趣味性和故事性，儿童不听概念，最好
的方式是通过故事去引导孩子，纯洁他
们的精神，“启蒙最好从孩子做起，让他
们明白什么是人的追求，什么是活着的
意义、生命的价值，什么叫高尚等等。”

靠近诗意，更贴近生命的原色

张炜、杨志军、鲍尔吉·原野等作
家，为成人文学作家创作儿童文学树立
了榜样。他们在叙事技巧和艺术风格方
面的多样化，让儿童文学作品既充满张
力，又具有深度，以丰富的主题塑造着
新时代儿童文学的厚重品格。

“作家如果遇到了一个认可你作品的
孩子，他很有可能一直都记得你，记得
你的作品，并且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
形成很有可能与你的作品有关。这是一
种奇妙的缘分。”在《老虎啸风》（新蕾
出版社）作者任林举看来，“孩子们是最
真诚、最有潜力也最有未来的读者。”他
愿意为这个群体讲述自己几年来，穿行

在原始森林中搜寻野生东北虎、豹的经
历，他记录下早年以打猎为生的人如何
生存，告诉孩子们如何在原始的环境下认
识各种动物，了解它们的生存环境、生活
规律和生存哲学。在这本书中，他将虎群
繁衍生息的真实图景转化为生动的文学
叙事，创造了性格各不相同、形象鲜明的
老虎一家，讲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老虎野
外生存的故事。书中融入生动的寓言、传
说与真实观察案例，让孩子们跟随文字穿
越东北雪原，见证老虎与自然、人类的奇
妙羁绊，体会每一个物种、每一个个体的
命运及情感，传递尊重自然、保护动
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念。

成人文学作家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带来新突破。温燕
霞的《萤火谣》（希望出版社）以新时代
赣南乡村为背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客
家山歌童谣为线索，通过独具匠心的结
构、生动饱满的人物、丰富真挚的情
感，呈现一位老人、一个女孩传承客家
山歌童谣、追寻精神故乡的灵魂旅程。
在这部以新时代乡村振兴为背景的作品
中，作者从赣南文学故乡中汲取源源不
断的创作灵感，将独特的客家风情、当
代少年的成长、文化的守正出新有机融
合，展现出浓厚的地域特色、时代特征
和文化特质。

丰富主题，塑造儿童文学厚重品格

为孩子们写书，语言需要精妙、纯
粹，也需要很高的艺术技巧。创作者既
要考虑儿童读者的接受水平，也要让表
达尽可能呈现更多的想象力和创作力。
成人文学作家正在用精准、灵动、充沛
的文字，为儿童文学构筑独特品格。

作为诗人、画家，冯杰的儿童文学
作品以乡土情怀、童真童趣和诗画结合
为特色，兼具文学性与艺术性，最新推
出的儿童诗集“城市和孩子”系列（海
燕出版社），包括《我们一家人》《好看
还能好吃的风景》《城市有故事》三本，
以儿童视角，图文并茂地抒写了城市的
日常生活、日常景观，涉及许多儿童喜
闻乐见的动植物，还巧妙地把城乡的风
土人情融入其中，集趣味性、知识性、艺术
性、故事性、教育性、互动性于一体。冯杰
还为每首诗配图题字，让插画与文字相映
成趣。书中的诗画融合更贴近民间歌谣
与传统年画风格，画面色彩浓郁，线条朴

拙，带有乡土生活的烟火气，还常以方言
谚语入画，将儿童视角与节庆习俗结合，
体现了地域文化的亲切感。

周晓枫近日推出了“梦精灵”童话
系列的第三部——《小酒窝》（作家出版
社），讲述了一个制梦小精灵的故事。

“梦精灵”童话系列第一部 《小翅膀》，
写的是递送梦境的精灵；第二部《小门
牙》，写吃掉噩梦的精灵；《小酒窝》延
续了她的创作风格，讲述了一场冒险旅
程，在主人公小酒窝的旅途中，她遇到
了多位角色，在这些角色与她的互动中
逐渐揭示了梦境的重要性，让小酒窝重
新思考和肯定梦境的价值。“我希望这些
故事是天真而非幼稚的——幼稚可以空
洞，天真却丰富。据说随着成长，变得
成熟的人们不再为了丢掉童年最宝贵的
东西而伤心；我却认为，最有力量的成
熟，莫过于始终保持天真。”周晓枫以丰
富的想象力讲述了冒险与成长，引发读

者对梦与理想的哲理思索。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成人文学作家

为儿童文学创作带来了更多可能性。《古
里古怪》（新蕾出版社）始于作者徐则臣
打算为儿子写一本书，但在创作过程
中，他不断有了新的感悟和认识，以力
透纸背的笔力和丰沛的情感书写对当下
现实的思考、环境问题的反思以及对美
好未来的希冀，以童话的形式来完成这
部作品。

读过此书的人不难发现，与传统童
话着重于故事本身的书写不同，《古里古
怪》直指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作者打破
了童话故事与现实生活的壁垒，为儿童
读者展现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他尊重孩
子，但并不把他们放置在幻想世界的温
室里。同时，《古里古怪》无疑也给少年
读者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一颗承载着
人性温度和守持精神的种子，期待之后
某个瞬间的破土而出。

充分尊重，但不把孩子放在温室里

拓展新视角 注入新活力
□本报记者 韩萌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