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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2 日，由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主办的“当前儿童文
学的精进与提升——李学斌、李东华、安武
林、孙卫卫创作研讨会”在京举行。

与会者以 4 人在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家书
系》为蓝本，研讨了 4 位作家在儿童文学创
作方面的成绩以及存在的不足。4位作家都
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新世纪前后走
上文坛，目前已成长为我国儿童文学的中坚
力量。尽管4位作家创作风格不同，但其所
体现的童年观念、审美旨趣却一脉相承，不
仅反映了当下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基本特
征，而且符合现代文学创作的本质和规律。
4位作家的创作都秉持了“弃绝时俗，塑型成

长”的纯正文学理念，艺术上孜孜以求，文体
上互渗、互融，呈现出“跨文体、多元化”文学
风貌。举凡儿童文学诸多文体，如小说、散
文、诗歌、童话、评论、随笔等，他们都有所涉
及，频出佳作，并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4
位作家曾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
大奖，他们的创作在当下青年儿童文学作家
群体中颇具代表性、典型性，对他们作品的
研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对中国当代儿童
文学的一次审视和检阅。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儿童文学委员会
主任高洪波主持会议。束沛德、梁鸿鹰、金
波、樊发稼、张之路、王泉根、曹文轩、彭学
明、何向阳、海飞、牛玉秋、刘颋、李利芳、张
国龙等作家、评论家出席了研讨会。（童文）

儿童文学创作需要精进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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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志
新观察新观察 徐玲徐玲《《等你在千里之外等你在千里之外》：》：

远行的孩子最渴望家的抚慰
□刘新球

由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作家徐
玲的新作《等你在千里之外》讲述了一对农
民工父子曲折的回家之路，它让我们重新审
视了农民工这个生活在城市中的特殊群体，
并唤起社会大众给予这些特殊的孩子更多
的关注。

《等你在千里之外》的主人公买买，离家
快3年了。为了省下路费给奶奶看病，他和
爸爸已经有两个春节没能回家与家人团聚
了。这次元旦还没到，他就开始和爸爸一起
规划着回家的行程。买买的爸爸王家顺是
一个技术不错的油漆工，除在厂里干活之
外，为了多挣钱，平时还接一点零活。对于
他们来说，城市再好，终究不是自己的家，山
沟里的家虽不富有，却是这个世界上让他们
感到最温暖的地方。只是长长的 2100 公
里，注定了他们回家的路是艰辛的、曲折的、
不同寻常的；遥远的归程，注定了他们的回
家是一件需要金钱，同时需要体力和智慧才
能完成的大事。

买买回家的故事，是对当代进城农民工
子女急需抚慰的心理和情感的集中透视，也
是对农民工真实生活的逼真再现。买买在
回家前所碰到的每一件事，虽然不是惊天动
地的大事，但都足以阻滞买买回家的路。很
多事情似乎天生就是为农民工们定制的，让
他们无法回避，必须面对。当然，这些事并
不都是坏事，有的甚至是平时一直期盼发生
的好事、美事。比如，买买凭借自己优秀的
作文得到了一次难得的参加杂志社作文冬
令营的机会；比如买买的爸爸接到了活干，
可以挣比平时更高的工钱……只是这些好
事、美事来的不是时候，让他们心里很矛盾、
很纠结。书中将这样的情节放到高潮部分
出现，更能深刻触动读者对农民工的生活现
状作深入的思考。

作品中大篇幅描写了买买准备回家又
回不了家的那种令人无法忍受的心理煎
熬。每次当买买满心欢喜认定回家的日子
再也不会更改时，偏偏会有一盆冷水突然从
天而降，直落到他头上，让他年幼的心一次

又一次像坐过山车一样从空中掉到地上。
作者通过一波三折、高潮迭起的情节，将读
者带入沉重的思考——农民工回家的路为
何这么难？如今，农民工的身影出现在城市
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城市发展、社会进步最
活跃的建设者、生力军。城市已越来越离不
开农民工，越来越依赖农民工，但是这种需
要却阻滞了农民工回家的脚步。有数不清
的农民工家庭像买买家一样长年累月都是
残缺的，妇女和老人终年咬着牙硬撑着一个
个没有男人的家；数不清的村庄成为空心的
村庄，长年没有青壮年的气息。只有过年的
时候，家才有希望是完整的，村庄才是有生
气的。随着城乡交融，在很多地方农民工已
被视为新市民，但在农民工心里，城市能让
他们立足，却很难让他们安家。

如今，虽然农民工无法真正成为城市的
一员，但所有的城市正以前所未有的胸怀接
纳和包容着每一个远道而来的农民工。事
实上，越来越多的城市已成为很多像买买一
样的农民工子女的第二故乡。虽然买买一
次次无法按期回家，心灵饱受煎熬，万般无
奈，但读者依然能透过买买在城市的生活读
到城市的温情、读到农村发展的希望。买买
与同桌池小格、与房东爷爷的孙子展若怀等
一个个本地人的友好相处，除了体现农民工
后代比父辈们更能适应城市，更能接受农村
以外的事物，还寓意着未来的农村在经过城
市历练和熏陶的新一代农民手中必将会有
一个美好的发展前景。

读过作品，当代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女的
形象会在读者心中清晰定格。通过买买父
子在城市的生活，我们可以看到当代农民工
在城市生活是痛并快乐着的。磨难是生活
最好的老师，相比于生活无忧的城里孩子，
像买买这样在贫困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农
民工子女，心智早熟得让人心酸。平时买买
对家里总是报喜不报忧，这份被生活逼出的
懂事让人欣喜又不忍。当不幸降临到同样
在外打工的老乡刘目标爸爸身上时，买买的
爸爸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并不假思索

地放弃回家。对爸爸的决定，买买不仅没有
怨言，而且觉得理所应当。这让读者体会
到，农民工淳朴、火热的心并不会被城市横
流的物欲所改变，他们的孩子也一样是大度
的、无私的。

这部作品不是一部简单的小说，因为它
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它不仅艺术地再现
了农民工的回家之难，更触动读者对我国城
市与农村、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巨大发展落差
去作理性思考。相对农村，城市是富有的、
多彩的，但这些无法填补农民工情感上的空
白。所以，一到过年，无论回家的路有多远、
有多难，也挡不住农民工急切回家的脚步。
农民工回家的路虽难，但我们仍能不时读到
整个社会为此做出的种种努力，这是社会进
步的必然体现，也正是徐玲作品的高明之
处——在绝望中总是给人以希望。

作品在充分贴近时代、打造独特思想深

度的同时，匠心独运，让人从中饱览了独特
的艺术表现手法和超强的感染力。作品的
章节用一个个确切的日子来替代，这不止
体现日子在一天天过去，回家的日期一天
天临近，更在于表现主人公对回家的那份
心情随同时间的流逝变得非常迫切、非常
紧张。这份迫切、紧张，感染着读者在心
底产生和买买一样的愿望，希望买买回家
前不要再发生任何意想不到的事。当读到
买买一次又一次即将成行又不得不放弃
时，读者会在心底忍不住为买买祈祷。一
波三折、跌宕起伏的情节发展令读者的心
也随着书中主人公的经历上下起伏，在被
深深吸引和打动的同时，更深刻体会到农
民工及其子女回家的艰辛，他们面临的种
种困难和内心的煎熬，并由此生发出深切
的同情和关怀。这也正是作者想通过这部
作品表达的内涵和寓意。

读完整部作品，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到作
家徐玲对儿童文学的创作主张：“儿童文学
不再只代表小故事、小情感、小启发，作为文
学的一种表现形式，儿童文学同样能担当大
手笔，展示时代大主题。”在她的作品中，我
们经常能看到用现实题材来展示社会的发
展方向。徐玲第一部现实题材的长篇儿童
小说《流动的花朵》，将关爱的目光用文学的
形式投射到了亿万农民工子女的身上，引起
了全社会对教育公平问题的普遍关注。而

《等你在千里之外》是徐玲又一次将关爱的
目光普射到广大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女身上，
这次关注的不止是对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
艰辛和春运期间行路难的简单平视，而是对
农民工和农民工子女心理和中西部地区发
展滞后的多角度俯视。以《流动的花朵》为
代表的关注儿童生活、展望社会未来发展方
向的现实题材儿童小说已成为当下可贵的
一种创作取向。这种取向不仅拓宽了儿童
文学的创作选材与表达范畴，同时也打破了
人们对儿童文学的认识局限。《等你在千里
之外》再一次印证了“儿童文学的本质是大
文学”这个观点。

林良是台湾现当代儿童文学
之父，享有大家长、领航者、常
青树的美誉。在大陆，他也是一
位声名显赫、为业内人士和众多
读者所敬重的文学前辈。林良
说，儿童文学作家应当把爱文
学、爱儿童两种美质兼具于一
身。他本人就是这样一位始终不
渝对文学、对儿童爱得极其真
挚、深沉，把爱文学与爱儿童完
美统一于一身的典范。

由于海峡两岸长期隔绝的历
史原因，对林良这样一位从事儿童文学创作、
工作长达 60 多年、成绩卓著的名家，我却一
直无缘识荆。直到 13年前，2001年 11月赴台
湾参加台东师范学院举办的华文世界儿童文学
学术研讨会，我才和林良先生有一面之缘。我
清晰地记得，林良作为研讨会第一场论文发表
的主持人，那儒雅大方的风度，那平和质朴的
谈吐，至今难以忘怀。我的相册上还保存着一
张照片，那是会议期间一天清晨，我和林良、
马景贤、李潼先生等一起登上住处 （台东公教
会馆） 附近鲤鱼山的合影。当年林良先生已
77 岁高龄，依然步履稳健，精神矍铄。他那
老当益壮、勇于登攀的精神，曾给我以很大的
激励和鼓舞。

上世纪 80 年代末，两岸儿童文学交流之
门打开后，我终于有机会分享台湾儿童文学作
家的创作成果，欣赏到林良先生的作品，领略
他的文学主张，给我不少启迪与教益。

1993年8月，在四川温江召开的海峡两岸
童话童诗研讨会上，我在题为《共同的探索与
追求——试谈海峡两岸童话理论和创作之异
同》的发言中，谈到着力表现人与自然的融合
时，满怀热情地推崇林良先生宣扬的“民胞物
与”的精神。在他看来：“童话作家把‘人
性’赋予天地万物，因此在构思、取材的时候，拥抱的是一个比

‘人的社会’宽广得多的大宇宙。他对天地万物寄予同情，因为
它‘了解’他们。他写作的时候怀有‘民胞物与’的胸襟，同时
也品尝‘民胞物与’的乐趣。”他还谈到：“童话对宇宙万物的关
怀与同情，跟我们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民族思考是相
吻合的。”在那次发言中，我还赞扬了林良的童话 《绿色的白
鹅》，认为它具有美丽的创造性的想象，展现了温馨动人的友爱
之情和诗意美。这种爱及一切的仁慈之心，不仅从事童话创作、
大自然文学创作的朋友要把它润物细无声地浸透到作品中去；对
我们所有儿童文学工作者的修身养性，也是不可或缺的。过去是
这样，今后也还是这样。

在这之后不久，桂文亚女士编选的《银钱星星——台湾趣味
童话选》由作家出版社、台湾民生报联合出版。在这本书的出版
座谈会上，我作了题为《人性美的深情礼赞——林良童话赏析》的
发言。我由衷称赞《汪汪的家》《我要一个家》塑造出富有善良人性
的艺术形象，颂扬了人世间至诚至真至善至美之情，给人以温暖与
挚爱，给人以同情与关怀。我又一次为林良这位大手笔热情拥抱
宇宙万物的宽阔胸怀和熟练驾驭文学语言的艺术功力所折服。

2005 年参与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编选 《百年百部中国儿童
文学经典书系》的工作，使我有机会细细品味林良风靡台湾的名
著《小太阳》。这是一本充满着温馨、和谐的亲子之情和家庭生
活情趣的散文精品，读来令人赏心悦目，回味无穷。我不禁联想
到，这本书就其读者覆盖面和经得起时间检验、经久不衰的艺术
生命力来说，似可与冰心老人的《寄小读者》媲美。

无论是 《小太阳》，还是上述童话 《汪汪的家》《我要一个
家》，以及这次我读到的 《爸爸的 16 封信》《林良爷爷的 30 封
信》，都贯穿着温暖亲切的“我爱我家”的深挚热情。林良先生
确是一位创造“家的文学”的高手。他呼唤人与人之间的真诚、
友爱、宽容、和谐，深切盼望每个人都能好好地爱自己的家。小
读者只有首先爱自己的家，才会懂得爱朋友、爱师长、爱家乡、
爱国家、爱人类、爱自然。林良先生满怀热情，笔耕不辍，做的
就是向孩子心灵深处播种爱的种子、真善美种子的工作。

林良先生不仅在创作上硕果累累，而且在儿童文学理论上富
有真知灼见。他的《浅语的艺术》《纯真的境界》，就是两本引人
瞩目的经典之作。林良的理论、评论饱含着丰富的生活感悟和创
作甘苦，深入浅出，完全没有那一副令人生厌的“理论八股”的
面孔和架势。1997 年，我在为张美妮、巢扬主编的 《中国新时
期幼儿文学大系》 作序时，曾把林良先生倡导的“浅语的艺
术”，作为提高幼儿文学创作质量、增强它的艺术魅力不可或缺
的要素。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儿童文学是浅语的艺术”，在林良
为儿童文学所下的这个定义中，“浅语”、“艺术”两个关键词，
一个也不能少。浅语是指儿童听得懂、看得懂的浅显语言。文学
创作，包括幼儿文学创作，是一种艺术，它不能离开文学艺术的
本质、功能和特征，要借着艺术形象反映生活，要以情感人，给
人以审美愉悦。在我看来，幼儿文学是通过成年人和娃娃一讲一
听这种独特的传播、接受方式来推广的，理应更讲究“浅语的艺
术”，作品的语言要求浅近易懂，句子短小，音节鲜明，念起来
朗朗上口，听起来明白晓畅。

“浅语的艺术”，是林良先生对可爱的“儿童文学”的可爱的
阐释。如此精辟、透彻的理论，确实是他用黑发换白发，呕心沥
血、殚精竭虑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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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国作家协会港澳台办公
室、福建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海峡出版发
行集团共同主办的“林良作品研讨会”在
京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儿童文学家和评
论家共聚一堂，倾心畅谈，从不同的角度
对林良先生和他的作品作出解读。

林良是台湾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是台
湾儿童文学界公认的“大家长”、“常青树”。
林良为儿童写作长达近 70 年，以《国语日
报》“看图说话”专栏与小读者结缘，结集出
版《树叶船》《青蛙歌团》《月球火车》《小纸
船看海》《小动物儿歌集》等图画书作品十
余册，散文作品《小太阳》《爸爸的16封信》

《林良爷爷的30封信》《会走路的人》《早安
豆浆店》《回到童年》多册，儿童故事《我是
一只狐狸狗》，儿童文学论文集《浅语的艺
术》《纯真的境界》等，另外翻译有国外经典
儿童文学作品200多册。

研讨会上，两岸儿童文学界的专家学

者，分别讲述他们眼中的林良先生，回忆与
林良先生的交往经历，从不同角度为我们描
绘出一位淡定谦和、温文尔雅、慈祥纯真、充
满童心的长者形象。下午的学术研讨会上，
来自北师大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的王泉
根、陈晖、张国龙、黄岚，来自浙师大儿童文
学研究所的方卫平、熊慧琴，来自中国海洋
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的朱自强、徐德荣，来
自上海师大儿童文学研究所的梅子涵、赵
琼，来自台东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的游珮
云、黄雅淳、吴肇祈等人从不同的角度发表
了对林良先生作品的相关论述与评价。

高洪波、束沛德、梁鸿鹰、刘宪平、樊发
稼、金波、张之路、曹文轩、海飞、汤锐、李东
华、王林、陈晖、王越、陈效东、杨佃青、林淑
平，以及台湾作家和评论家林文宝、张子
樟、何绮华、黄莉贞、林玮等作家、评论家
6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会议由台湾著名儿
童文学作家、出版家桂文亚主持。（李墨波）

近日，接力出版社在北京蓝色港湾传
奇时代影城召开《麦兜我和我妈妈》新书发
布会暨同名电影观影会。该书是谢立文、
麦家碧耗时两年时间推出的一部温情之
作，是一本关于母爱、信任、感动的温情绘
本，一本关于成长、责任与梦想的治愈之
书。

麦兜形象自诞生以来，深受广大读者、
影迷喜爱。在这本新书中，麦兜第一次体
验到了成长带来的辛酸与快乐。与以往作
品相比，这部作品的跨度更大，情感表现力
也更强。一样的麦兜，可能会带给读者不

同的感受，或心酸，或幽默，或感动。但麦
兜不管怎么变，它总会在无意间触碰到你
心灵深处那根最柔软的心弦，带给读者含
泪的微笑！这也是麦兜最大的魅力！

据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介绍，接力
出版社是“麦兜”系列在大陆地区的惟一授
权出版机构，“麦兜”系列图书已出版 11
本，销量达 67.4 万册，码洋近 2000 万元。
网络热播的《麦太家居万能侠》相关改编图
书也将在近期内上市，作为电影原著故事
书《麦兜我和我妈妈》的番外篇，相信也将
给读者带来更多的温馨与欢乐。 （童 讯）

林良作品研讨会在京召开

《麦兜我和我妈妈》“十一”火热上市

广 告

西西 湖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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