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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年来，刘绪源的研究成果超出人们的想

象。自2010年迄今，仅仅3年多的时间，他竟然连
续出版了《今文渊源》《该中国哲学登场了——李
泽厚 2010 年谈话录》《中国哲学如何登场？——
李泽厚 2011 年谈话录》《周作人论儿童文学》辑
笺、《儿童文学思辨录》等多本学术著作。不过，著
作之丰硕并不是刘绪源近年来惊人的主要原因，
甚至跨界研究、方法别致、见解独到、观点透辟也
不是他近年来成果惊人的全部原因。他著作的惊
人之处在于：他的著作是他自身，他自身就是他
的著作。进一步说，在当下学随“术”变的大背景
下，当许多文学研究者因屈从于某种体制的规
定、利益的诱惑、观念的限定而纷纷选取自身与
著作相分离的学术生产方式时，刘绪源宁愿将自
身投放到著作中去。

这样，在进入刘绪源的新著《中国儿童文学
史略》之前，有一个问题不可逾越。那就是：如何
理解刘绪源的研究方式？概言之，让自身与学术
著作相同一，是刘绪源一以贯之的研究方式。更
确切地说，让自身的思想、情感、判断力、感受力、
想象力等生命要素与学术著作处于同一关系，构
成了刘绪源的研究方式的特异性。这种同一关
系，可以被描述为：学术著作是生命的表达形式，
为了生命自身去写作学术著作是刘绪源学术研
究的真正动因。所以，阅读刘绪源的文字，总是会
传递出当下久违了的自然、充沛、丰富的生命感。
即：研究者自身与他的著作之间，不存在时下学
术著作常见的人文分离的裂痕，也不存在气脉衰
颓的迹象。作为学者，他以素朴、庄严的学术精神
负载着这个时代的学术的断裂感，却更致力于整
合断裂的学术传统与学术新变；作为评论家，他
以敏锐和沉思的批评精神置身于这个时代的文
学批评失守的尴尬处境之中，但更致力于重新振
奋困倦的文学批评的人心与文心；作为媒体人，
他以经验和直觉感知了这个时代的媒体的飘忽
不定的特性，但更执念于对社会文化现象、文学
现象进行深层追问的文化目标；作为作家，他感
受真切、体验细致，再加上一清如水的语言，形成
了独特的书话体。总之，“多栖”身份使得刘绪源
的学术著作散淡有度，神采灼灼。

二
《中国儿童文学史略》充分体现了刘绪源的

自身与著作相同一的学术研究方式。它容纳了一
位研究者的深厚积淀、评论家的犀利目光、媒体
人的社会责任意识、作家的文学感受力。最重要
的，“多栖”身份皆内含了刘绪源自身的真生命、
真问题和真思考。当然，作为一部学术著作，“多
栖”身份比较而言，批评家和媒体人、作家的身份
是隐蔽的存在，皆让位于研究者的职业身份。而
且，“多栖”身份无论如何各安其位，在这部著作
中，都旨在承担生命自身与学术著作相同一的学
术使命：以投放自身的方式叙写中国儿童文学史
的审美本质论。

熟悉刘绪源学术著作的人，大概很难不叹服
他丰富、敏锐的审美感受力和细微、精准的审美
判断力。常常，一个被夸大或漠视的文学作品，一
经他的审美目光的凝视，便会显现出它本来的面
貌和价值。事实上，刘绪源将自身与著作相同一
的研究方式首先依靠素朴的审美体验，而不是依
赖于各种引进的新式研究方法。而刘绪源这种由
审美体验出发的研究归根结底源自他对审美本
质论的确信。更确切地说，刘绪源作为这个激变

时代的文学研究者，在目睹了多彩的泡沫化研究
纷纷破灭后，更加信任审美研究这一基本研究方
法。无论当下学界如何解构本质、轻慢审美，他的
文学研究、文学批评都从文本的审美特质出发，
然后经由历史、文化、政治、时代等多条路径的交
错，终回到文学的审美本质中来。可以说，文学的
审美本质，对于刘绪源的文学研究著作与生命形
式，具有准宗教般的神圣位置。在他的文学研究
著作中，假如有一种本体，那也只能是文学的审
美本体。离开了审美本体，文学研究著作便成了
沙雕，当各种时尚的潮水漫溢过来时，将一无所
从。同样，在他的生命形式中，假如有一种本体，
那也只能是生命的审美本体。研究者的生命倘若
离开了审美本体，便将不可避免地坠入庸常，了
无生趣。当然，刘绪源对审美本质论的确信在文
学研究中也有其危险性，因为审美性与个人性之
间暧昧不清的边界使得人们很容易将审美研究
视为一种个人化的趣味表征。刘绪源自然清醒地
意识到审美本质论的危险所在。事实上，刘绪源
对审美本质论的叙写从来都不固守在文本的审
美世界，而是延展至文学史和思想史的观照中。

《中国儿童文学史略》同样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
史、思想史的观照下来叙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审
美本质论的。

三
作为“史略”，刘绪源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略》

在叙史方式上显然接受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
略》的启发：“虽专史，亦粗略也”（鲁迅语，见《鲁
迅全集》1981年版第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即：

《中国儿童文学史略》置身于复杂、多变的中国儿
童文学现代性的历程中，选取最具有审美价值的
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作品进行梳理、辨析和评价，
在看似“随意散漫”（蒋兴煜语，见该著第 10 页，
以下引文“该著”省略）的书话体中，内含了颇具
规模的“文学史”体例。所以，《中国儿童文学史
略》与《中国小说史略》一样，皆属于高难度的文
学史写作。但是，由于《中国儿童文学史略》与《中
国小说史略》所叙写的内容毕竟不同：一个是自
上古至清末的浩繁的小说史；一个则是自现代之
初至“文革”结束（新时期儿童文学史不包含在该
著之内）的相对单纯的儿童文学史，故具体的叙
写方式有所差异。《中国小说史略》作为小说史的
开山之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

（胡适：《白话文学史》），以期叙写由俗文学至“纯
文学”的中国小说进化史，而《中国儿童文学史
略》由于多种因素的限制（比如：中国儿童文学自
身的容量问题、中国儿童文学长期以来隶属于中
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处境问题，以及中国儿
童文学学科已经存在了不同版本、不同程度的史
著、史论，等等），难以在搜集、取材、断制的治史
三“硬件”方面获得开创性突破。不过，《中国儿童
文学史略》的用意所在并不是为了开创中国儿童
文学史的写作范式，而是为了实现中国儿童文学
史的当代重写，进而确立叙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
审美本质论。这一学术工作意味着另一种富有新
意的高难度写作。进一步说，为了叙写审美本质
论的儿童文学史观，它既需要重新反思已有的中
国儿童文学史观，又需要重评中国儿童文学作
品。在此前提下，《中国儿童文学史略》才能抵达
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写作目标。

如果说刘绪源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略》在叙
史方式上受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启发，那
么，在儿童文学史观方面，则深受周作人的影响。
这是非常有趣的神奇事情：周氏兄弟竟然如此深

刻地影响了“后来者”；刘绪源竟然在他的著作中
实现了周氏兄弟的遇合。那么，刘绪源如何接受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史观？在《周作人论儿童文学·
前言》中，刘绪源从“儿童文学与生命历程”、“国
民性批判”、“儿童本位论”、“文学无用论”、“赤子
之心与双重标准”这几个方面对周作人的儿童文
学观进行解读。其实，这些观点亦构成了刘绪源
的儿童文学史观。概括说来，刘绪源既继承了周
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与鲁迅同道的启
蒙主义儿童文学观，也接受了周作人在“五四”新
文化运动落潮后与鲁迅差异的反思启蒙主义的

“纯文学”的儿童文学观。正是在此基础上，刘绪
源结合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公开分化的现状，形
成了他的审美本质论的儿童文学史观。显然，这
样的文学史观很不合时宜，但其意义就在于此：
审美本质论的儿童文学史观不仅可以让中国儿
童文学中的“纯文学”与“伪文学”划清界限，而且
可以让一位研究者实现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
语境与现实语境的双向反思。可见，刘绪源的审
美本质论的儿童文学史观中的“审美”不是自闭
的自我世界的抽象物，而是如周作人“自己的园
地”中的“果实”一样，是将自我与历史、时代密切
联系在一起的具象物。“审美”在《中国儿童文学
史略》中，不仅内化为与历史上训导主义的儿童
文学史观以及当下非本质主义的儿童文学史观
相对抗的文学史观念，而且还外化为结构方式、
体例编排、章节设计、作家排序、评价标准、语言
风格，等等，《中国儿童文学史略》由此区别于已
有的同类之作，即：成为了和作者生命同构的它
自身。

于是，与文学史著作大多选取编年史体例
的结构方式不同，《中国儿童文学史略》宁愿以
书话体的散点透视替代史著的编年梳理；也与
文学史著作中强调文化思潮、政治运动等“文
外要素”的处理方式不同，《中国儿童文学史
略》 更着力于呈现“文内要素”如何审美地消
化“文外要素”。至于在作家座次的排列上，

《中国儿童文学史略》固然尊重经典性中国儿童
文学作家的文学史位置，但更依据经典作家对

“纯文学”儿童文学的贡献而客观地重排顺序。
曾经被中国儿童文学史忽视或重视不够的作家
作品因其“纯文学”性而被提升到中国儿童文
学史的重要位置。比如：凌淑华的儿童小说

《小哥儿俩》、任溶溶的儿童诗、郭风的诗化散

文和汪曾祺的少年小说《羊舍一夕》。最为难能
可贵的是：该著始终恪守鲁迅所主张的文学批评
标准：“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无论是对地位显赫
的权威儿童文学作家，还是对曾被漠视的儿童文
学作家，都被放置在同一尺度内。

四
我们有必要细读《中国儿童文学史略》。依据

审美本质论的儿童文学史观，刘绪源在《中国儿
童文学史略》中遴选并重评了中国儿童文学史中
的“纯文学”作家作品。不仅如此，这部著作可以
说几乎章章节节都有令人信服的新见。

先看卷一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部分。第一章
和第二章重新厘定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端期。以往
研究者通常认为是陈衡哲 1920 年发表于《新青
年》八卷一期的《小雨点》，而刘绪源却将胡适写
于1916年的新诗《蝴蝶》视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
端之作，且认为胡适的新诗体现了儿童语言“清
浅的诗美”（第9页）。将新文化运动主帅、学问家
胡适的新诗与儿童语言联系在一起比较，不可谓
不大胆，但是在审美本质论者的解读中，一切都
理所必然。第三章重评叶圣陶的童话集《稻草
人》，认为《稻草人》为中国儿童文学史提供了“母
爱型”和“父爱型”两种童话模式，同时也指出了
它的图解式死局。在整个重评过程中，处处呈
现出令人信服的理论感和审美判断力。第四章
先是对周作人提出的“有意味的没有意思”这
一曾经长期被放逐的经典性的儿童文学理论进
行再评价，继而以冰心的 《寄小读者》 为例深
思了成人作家如何“为儿童”创作的难题，准
确地呈现了冰心的儿童文学创作与周作人的儿
童文学理论之间的距离。第五章通过对凌淑华
的儿童小说 《小哥儿俩》 的重读，提供了破解
成人作家如何“为儿童”的难题的可能性。在
解读过程中，刘绪源并不掩饰理想化儿童文学
作品满足他的阅读期待时的喜悦之情，但他更
着力于对理想化儿童文学样式的审美理论建
设。第六章依据第四章和第五章所确立的儿童
文学理论与儿童文学作品的理想化形态，重评
了沈从文、陈伯吹和老舍对卡洛尔 《阿丽思漫
游奇境记》 的接受和消化不良，以及张天翼的

《大林与小林》 的长短，进而认为：即便是天才
作家，倘若“轻敌”或图解，也会在儿童文学创作
中败下阵来。尽管这样的道理并不难发现，但能
够有勇气直言的发现者，则需要“赤子之心”。第
八章探讨时代激变中“政治童话”和“教育小说”
的生成与优秀儿童文学作家金近、包蕾、贺宜对
童趣的守护，由此显示了一位审美本质论者的文
学信念。

再看卷二。包含两条线索：其一是中国儿童
文学如何被“一体化”；其二则是中国儿童文学如
何以审美本质对抗“一体化”。虽然这两个问题缠
绕在一起非常复杂，如果运用时下学界流行的非
本质主义历史观去考察，将会陷入一个很虚无的
境地。但刘绪源方寸不乱，非但不更换审美本质
论的儿童文学史观，反而仍然一如既往地确信

“纯文学”的儿童文学作品的存在。这样，建国十
七年儿童文学在审美本质论的儿童文学史观的
评价下，总体面貌虽然确有“图解化”的苍白的一
面，但同时也有其“纯文学”的另一面。沿着这样
的思路，第九章细读鲁兵和柯岩的童诗，传递了
童趣与“一体化”之间的此消彼长，进而延续了卷
一所提出的儿童文学究竟从童趣出发，还是从观
念出发的问题。第十章专论任溶溶的童趣，在深
层结构上，与卷一第五章凌淑华专论互为呼应，

再度提供了理想化的儿童文学样式。从翻译中获
取“童趣”的审美性表达，是刘绪源所发现的儿童
文学如何对抗“一体化”的隐秘话语。第十一章对
任大星与萧平所分别探索的“社会生活场景”与

“日常生活场景”这两种儿童小说范式的解读，有
历史的同情与理解，也有审美的赏析与遗憾。第
十二章对战争小说的模式化情节的质疑，与对刘
真、萧平在同类小说中注重儿童性的好评，准确、
公允。第十三章对胡万春和沈虎根的“旧社会题
材”的儿童小说和当时红极一时的高玉宝小说的
评价，皆深度思考了建国十七年儿童文学在“图
解化”创作过程中的沉痛教训。第十四章到第十
六章通过对郭风的诗化散文、张天翼的童话《宝
葫芦的秘密》和孙幼军的童话《小布头奇遇记》的
精到解读，呈现了儿童文学中“纯文学”的顽强生
命力。第十七章在论及徐光耀的《小兵张嘎》与汪
曾祺的《羊舍一夕》时，除了审美性，还将儿童性
与人性结合在一起，可见审美本质论者始终将

“审美”视为无限开放的世界。第十八章将 60 年
代台湾作家林海音、朱氏姐妹和林焕彰的作品纳
入其中，突破了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已有格局，为
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另一种有难度的写作样式。

五
由此可见，这部著作不仅叙写了 1916 年到

1977年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发端、发展、转型的
历史过程，而且试图由此流脉重新发现中国儿童
文学史上“纯文学”作品之间的内在关系。更
确切地说，该著对中国儿童文学史流脉的梳理
和辨析其实是为了呈现中国儿童文学审美本质
论的存在与演变踪迹。在审美本质论的儿童文
学史观的影响下，刘绪源似乎想说：中国儿童
文学史的流脉当然离不开一个又一个政治、思
想、文化事件，但波谲云诡的历史变化中总该
积淀着恒定的东西。中国儿童文学无论如何写
史，都离不开儿童文学的恒定之物——审美本
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儿童文学史略》
所坚持的不是某个特定时代中的审美本质论，
而是历史连续性中的审美本质论。后者大概可
以视为一位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之所在。虽然
该著看似以单个作家作品结构章节，但各个章
节之间的联系显而易见，即对中国儿童文学中
的“纯文学”流脉、“纯文学”精神的深度关
联。基于这一点，该著不仅在叙史结构上与周
作人的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具有源流关系，
而且在精神结构上与周作人的精神世界也具有
承传关系。比如：刘绪源反复强调周作人的儿童
文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童趣。这究竟意味着
什么？童趣，既是儿童文学的审美本体，也是儿童
文学作家的生命本体。换言之，童趣，即儿童的自
由，作家的自由，人的自由。

当然，自现代中国以来，经由一拨拨激进的
文化运动的冲击和近些年西方解构主义历史观
的影响，历史连续性破碎了。刘绪源试图重建它，
谈何容易？特别是，中国儿童文学，这一长期以来
被主流文学界边缘化却又被国家意识形态和市
场争夺的“小儿科”，如何可能？但即便如此，刘绪
源依旧坚信他的工作的神圣意义，如同他对《中
国儿童文学史略》的自我评价：“我的这本小书虽
在书名中出现了‘文学史’的字样，其实很可能只
是一本‘书话’的合集。但这束书话是相对系统
的，是对近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中较优秀的创作的
鉴赏与批评，同时也在努力寻找它们之间的关
系。”（序二，第 11 页）对于自己此番所从事的学
术工作，刘绪源确信历史连续性的存在，却既不
作简单化的理想主义论断，也不作虚无的悲观主
义阐释，这是刘绪源的自我与其著作相同一的内
在学术精神。

《中国儿童文学史略》是一次负责的重写或
清理。不仅如此，刘绪源借助这部著作，还寻找到
投放生命自身的有效方式。无论从中国儿童文学
学科的角度，还是从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个人生
命形式的角度，刘绪源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独特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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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放自身，叙写审美本质论
——读刘绪源的新著《中国儿童文学史略》 □徐 妍

■短 评

好书精读

童话是为精神打底、为人生奠基
的一种文体。自祖母的枕边故事，到作
家的专业创作，童话以其浓郁的幻想
和夸张的想象，感动和温暖着童稚的
生命。这份来自童年的光将会在未来
的生命中闪闪发亮。优秀的童话往往
具备这样的潜质。“台湾童话列车”正
是一套具有这种潜质的作品。

“台湾童话列车”从海峡彼岸驶
来，本次列车上的9位嘉宾，各自挥
舞着手中的童话魔法棒，为读者们幻
变出一幅幅精彩的画卷，带领大家穿
梭在时空之间，畅享奇妙的心灵旅
程。这份嘉宾名单是司马中原、傅林
统、黄海、管家琪、王淑芬、林世
仁、杨隆吉、山鹰和周姚萍。秉承台
湾现代童话的趣味和幻想传统，本套
丛书的作者以各种不同的创作风格，
为孩子们精心准备了一顿充满台湾风
味的童话大餐。

在老一辈作家中，司马中原的神
话、鬼话和笑话可谓是古中国民间的
传说。在《木鱼的来源》一书中，作家的
视野俯视着中华大地上的那些乡野故
事，其老辣的笔触犹如本人武侠作品
中的路客与刀客、大漠英雄，只不过这
回笔锋中带着更多温柔的情意，那就
是关注世俗社会的善与美，爱与智慧。
在为孩子们创作的传说故事中，老校
长傅林统的《超人七兄弟》直接以鸟言
兽语学校和月亮故事作为背景。书中
收集和整理的台湾民间故事，干净清
新，明亮温暖，像宝岛台湾一样美丽朦
胧。在经历了时间和岁月的磨洗之后，
教师出身的作家身上的那种寓教于乐
的训诫意味被娱乐性和趣味性所取
代，有一种返老还童之感。科幻作家黄

海的《玻璃狮子》带有科幻的味道。作
品中那些穿梭于时空间的故事，新颖
独特，带着未来和宇宙的气息。与此同
时，作家注重将故事建构在科学想象
的基础上，以细致的描写，营造出旖旎
魔幻、神秘的画境。故事中主人公和机
器人在过去和未来间自由行走，让读
者体验许多惊异传奇。黄海科幻小说
式的童话趣味性和艺术性兼备，总是
能让人会心一笑。诚如他自己所言：

“科幻文学与童话交融调和，形成新的
文类‘科幻童话’，必须建构在人文关
怀、哲理思考上，以追寻艺术定位，构
织妙趣无穷的想象世界，为儿童文学
园地增添胜景。”

在中生代作家中，管家琪的作品
幽默别致、蕴含深义，《口水龙》堪称其
代表作。作品中的主人公，无论是人类
或是拟人化的动物，均为个性鲜明、活
泼的形象。其与众不同的趣味，常让人
读后忍不住捧腹大笑。文如其人，管家
琪在其作品中传达出的热情和幽默，

和她本人率直明快、幽
默搞怪的个性，是可以
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写
好玩的故事，写精彩的
故事，管家琪坚持自我
的写作定位，令她有创
作的动力和源泉。王淑
芬的“妙点子”童话，清
新明快，妙趣天成，充满
创意。《冰糖爱上方糖》
一书中，那些花草虫鸟
的寓言与人心向善的美
丽小故事，令大小读者
们充分感受乐趣与收
获。绘本、儿童诗、童话、

少年小说、手工书、阅读推广技巧，王
淑芬几乎写遍了儿童文学的各个门
类，而且都颇有建树。“创意”在她
心目中的地位或许直接等同于灵感。

“明日童话大师”林世仁仿佛一位童
话隐士，以高超的剑法，守护着精致
的童话城堡。《魔洞历险记》 涵盖动
物的奇幻故事，穿插着人物的想象故
事，既颠覆传统童话，又融入新鲜的
创意，不仅幽默风趣，更充满哲思。
林世仁是台湾中生代儿童文学作家中
最具创作才华和潜质的一位，其创作
的儿童诗和童话总是令人拍案叫绝。
台湾原版图书的顺序是依照林世仁的
创作历程编排的。根据作家本人的意
愿，图书在编辑过程中，将作品的顺序
进行了一次“大逆转”，即以倒推的形
式进行呈现。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大
小朋友们能够更轻松地进入阅读情
境，进而以另一种新鲜角度，去追溯作
家的创作历程。

在新生代作家中，擅长使用文字

谐音创作的杨隆吉，其童话充满游戏
性，无厘头式的搞怪幽默，总是令人忍
俊不禁。《山猪小只》一书本身就像一
座欢快的童话主题游乐园。山猪“满
地”找牙的戏剧性场景，生动地折射出
喜剧效果。山鹰的《地球弯弯腰》是一
本难得的科学童话作品集。航天科学
家山鹰的天文学背景，支撑起其作品
的科学底蕴。不过他的作品关注的话
题很广，从具体而微的汉字、慢慢扩大
到我们生活着的环境、地球，以及无边
无际的星系、宇宙，甚至是 GPS技术，
无所不包。书中，作者驾驭着科学和文
学两架马车，用情感和想象构筑出独
特的科学童话世界。周姚萍的《收集笑
脸的朵朵》带着浓郁的少女童话的色
彩。作品的风格时而忧伤甜美，时而瑰
丽奔放。她的故事总是能让悲伤消失，
让黑暗的地方变光亮，让令人讨厌的
坏习惯变成专长，让看似无用的能力
变得很有用……

本次童话列车上的每位嘉宾，都
是擅长造梦的天使。一幢幢精美的童
话宫殿，一座座欢乐的童话乐园，一幅
幅精彩的童话画卷，在纸上栩栩如生。
读者的心情会随着故事起伏摇摆，在
那些或幽默、或搞笑、或温暖、或忧伤
的情境中穿行。

该书系是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系
统引进台湾优秀儿童文学作品规划的
一部分。该批作品充满奇思妙趣，蕴含
无限创意，寄寓丰富内涵，大体能够管
窥出台湾童话创作的样貌。本系列图
书从封面和内文用纸、开本的尺寸、插
图和版式的风格，均参照台湾原版图
书进行制作。这也是我们针对大陆读
者阅读台湾原版图书需求的尊重。

神奇瑰丽的台湾童话之旅
□林淑平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以下简
称“中少总社”）于 2013年 8月正式启动第
二届《儿童文学》十大青年金作家的评选活
动。评选活动拟在中少总社旗下《儿童文
学》杂志的现在或曾经的作者中征集候选
人，年龄要求在18-45岁之间，至少出版过
两本图书，在儿童文学界有一定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曾获得过《儿童文学》杂志擂台
赛的奖项、年度优秀作品的奖项，或者在成
人文学界、儿童文学界有过获奖记录的，形
成个人独特的写作风格。

据悉，中少总社计划每三年举办一次
“十大青年金作家”评选，以发现、扶持新作
家为己任，以发展、壮大儿童文学创作队伍
为使命，向广大读者推出一批批拥有雄厚

创作实力和市场潜力的青年作家。2010
年已经成功举办并评选出首届十大青年金
作家，中少总社专门为获奖作家出版了十
大青年金作家文集。所有被授予“《儿童文
学》十大青年金作家”称号的作家将享有多
种图书出版优先权，提供出国研修、挂职锻
炼和深入生活的机会等。

第二届《儿童文学》十大青年金作家
评选活动向各界征集候选人名单，报名可
以由出版机构、作家及广大读者踊跃推
荐、自荐，在中少总社儿童文学官方网站
下载申报表 （www.etwx.com.cn），填写
完整后，在 2013年 9月底前发送至邮箱：
jinzuojia@sina.cn 或邮寄至 《儿童文学》
杂志社。

第二届《儿童文学》

十大青年金作家评选正式启动

■短 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