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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艺出版社5月推出的萧萍“新话本”系列《沐

阳上学记》（4卷本），让人眼前一亮，它们是近年来少有

的、具有实验与探索性的儿童文学作品。

或许正是这一“话”的概念，引起了我对于“读”的扩

展探讨兴趣：“读”，即（现在的）阅读的行为；“话”，即（文

学史的）“话本”现场；那么“读”与“话”的互动是否朝向

一种（未来的）“超文本”？其具有的“话”的现场叙事与诗

性实验，对于未来的中国儿童文学阅读与写作又将构成

怎样的意味？

“话”空间：“主创”与“代言”及多界面
叙事

萧萍的《沐阳上学记》以儿子为创作原型，讲述了一

个名叫沐阳的小学生在学校和家庭的生活故事，细节描

摹生动幽默，宛如一个人童年的成长记录手册。其实，这

类故事题材并不新奇，那么《沐阳上学记》为什么会给人

特别的阅读体验呢？

它的叙述语境之中有三大混搭结构：其一《童诗现

场》，为儿童李沐阳的韵律化口语所引入的童年谐趣和

自由幻想的长短句；其二《沐阳讲述》，则以儿童李沐阳

角度的（儿童）原生态口语转述。其三《老妈日记》，直接

出现了作家兼母亲“萧萍”的教育随笔插评。

这正是我的兴趣所在，萧萍作为儿童或叙述者的多

角度“代言”模拟，自如切换于多种“代言”话语，成为《沐

阳上学记》“话”的全部表意及手段——它使得作家成为

穿行于多界面的“总叙述者”，一种既老又新的“说客”或

“主创”的叙述者。

北宋就有“说客”式的说书人：他可以替各色人等、

甚至包括动物进入平行移情式的代言，并可以忽地跳出

所有角色，完全以“我”或“听众”来进行“插评”；又类似

于现场总导演，集说者、听者、观者、问者于一身，对故事

的演绎是“多界面”的。这在当下传媒的各种“说艺”，如

新媒体的综艺或直播中也可以见到：一位主创导演并穿

插于多种“界面”，从多视点或全景式的叙述角度演绎角

色。其实，大众传播叙事的电影的表达方式，正是通过

“话语”的多角度与多通道，实现跨越当下时空及叙事逻

辑的切换。

那么，《沐阳上学记》是否存在着一个更高的“叙述

者”的作家身份——属于与新媒体时代相关的“作家新

写作”的新型叙述者。

“话”与“声”：新媒体时代的“现场性”
与“文艺性”

我们读“新话本”《沐阳上学记》，最突出的感觉莫过

于那“话”中的一系列艺术现场——小儿心灵的“游戏呓

语”童诗、儿童口述实录的日常话语，乃至代天下家长设

问与感叹的日记，营造出一种“拟同期现场”，一种并行

空间的叙述声音与阅读体验——在我看来，萧萍以自身

关于诗歌、戏剧、演艺、导演的学术背景，对于“话”进行

了儿童文学现代写作意义上的扩展，从而实现了当下的

现场感以及表现力。

如果进一步探究“话”所引发的、超越平面文字的现

场感，我们是否意识到，已有的阅读经验可能正在或已

经让我们错过作者对“话”的艺术设置以及对新的阅读

效应的预设。这是惯常的阅读方式（一种正常的方式）带

来的困惑。不过，面对新媒体时代的新界面作品时会发

现：当今阅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落向了视觉主导方向

（不涉及文字的思维加工），而且正被有效地运用到诸如

绘本等图书的创新之中。

从儿童美学的感应机理和多重阅读效果来看，《沐

阳上学记》之中的“话”与“声”让我们进一步反思：儿童

文学阅读是否只读到“文”，而未曾领受其间的“艺”？文

与艺是何时分离的？文与艺的重新合体又是否会成为

“新媒体作家”的整合之路——开创“导演型”的作家身

份，融文、诗、小说、童话、言论于一炉，对于话语、语音、

身心韵律、心理辅导技巧的现场的诗性演绎？

或许，“新话本”之于作家的意义是对“话”的合理运

用，犹如文艺原本就是合为一体的，犹如“说书”，其间充

满：表（说）、演（动作）、学（各种模仿）、拟（一把折扇的虚

拟实物）、转场（一记惊堂木、新媒体的“切换”或“黑

屏”）；更不用说“话”的多角色、多语感、多声部和多腔调

的话语空间，营造着超乎单一“文”的表达而上升到“文

艺”的现场之境。

显然，当我们将“话”的综艺表达方式置入家庭的现

场感；当我们从“新话本”图书的“话”，读出了亲子相处

的现场感，这可能会有助于我们懂得萧萍的“话”之真意

与现实意义。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新话本”中被置入的

诗性，也是对于儿童成长题材作品异乎寻常的话语指

示：或许意指儿童教育已经缺失“诗性”；儿童文学教育

性的诗意提升，如何达成对经典文体的致敬和回归？

“话”与“歌”：童年天然的“韵律”与
“节奏游戏”

《沐阳上学记》的“新话本”方式，尤其凸显在其《童

诗现场》的诗体话语中。它是一种“口语体”的念法，长长

短短的句子很有游戏性的快乐，接近了学生们熟悉并热

衷的所谓“校园歌谣”，虽然还不是“说唱”，但也带有文

字游戏的环绕性和编排感。从话语的角度来看，它的可

念可诵和突出的语音、韵律等，似可看成是整部作品的

总叙述者正在进行的一种多界面的话语编织。

《童诗现场》的“话”是有声的，一方面以男孩沐阳的

角度来演绎纯真之声，是看似“没头没脑”的“词语飞

行”，是一段自由随意而眼花缭乱的时光，是一次从日常

事物而瞬间穿越异次元的奇妙之旅。而另一方面，这“现

场童声”仿佛前奏或者“诗行引渡”，像开场诗一样先期

带领着读者，“预演”进入之后的《沐阳讲述》的相关故事

主题或内容。

萧萍显然看重“童诗”对童年的作用力，她很有创想

并能掌控诗句的语音与韵律。韵律恰恰是作品所强调的

艺术要素，而韵律在本质上是万物的不同节奏。

“歌”更能够表达我读《童诗现场》后的直感：它蕴涵

童年李沐阳的独有身心韵律。它来自于自由恣意的儿童

生命，并从日常琐屑穿越想象，是儿童心灵和身体合一

的歌唱性状态。当一个孩子能在日常的生活场景中恣意

地“唱歌”，那就是天下最好的童年状态。

而那些没有唱出来的“话”与“歌”，也充满在孩子的

身体、神色、动作、情绪之中，表达在孩子快乐、颠狂、游

戏和歌唱般的口语中，那是萧萍要赋予“沐阳”和所有孩

子们的童年韵律感。

作家有意展示童年的“沐阳们”的狂欢状态和直播

语态，并将之置顶在作品之首，顿使教育也放出灵动之

光，发出快乐之声——它们理应有的声音、韵律以及身

体情绪，被淋漓尽致地融入“新话本”的表达之中。

由此，我再次意识到这一系列作品中关于语音与声

音的现场意义：童诗、沐阳讲述、妈妈自白，犹如“话”的

三种“说法”，而这三种“现场”又仿佛三部曲，它不同于

一般传统书写的层次；它的话语在三个不同界面以及三

种不同（文体）媒介进行着各自演绎，并共同汇成有关儿

童文学、成长与教育的交响，从而发生创新性的阅读节

奏与艺术韵律：“说”诗——“说”故事——“说”教育，这

三大界面从不同平行空间带来“读”与“话”的现场互动

与共鸣，在“声”“话”重构的亲近关系中，在当下网络新

媒体的交互语境上，创造互文、互换和互评的阅读体验，

引发我们对儿童生命成长的无限感怀。

““新话本新话本””：：儿童儿童““话话””的的
艺术创新与诗性演绎艺术创新与诗性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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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有图画书的，它的变化和进步与中国大历史同

步。

它有过绘画的灿烂、整体的灭顶、热闹的复兴、懵然的磋

跎。即便在灭顶时，也有极个别图画书奇迹般机缘出现。在

不许种花的年代，作者在书中留下许多美丽的花和一丝理性

的光。

若拿着日本绘本的尺度否定中国有过图画书，就像用英

吋和厘米否定中国古代度量衡的历史一样荒谬。况且，日本

绘本不是公制，也不可能成为公制。

回望中国原创图画书的历史风景，会让我们对中国图画

书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艺朮形态有所了解，会让我们对中国艺

术家的创造力产生不灭的信心，回望已往，为的是凝视当代。

艺术史表明，在古代，帝王和贵族的审美对艺术形式的

生发有重要影响，如徽班进京、如洛可可艺术。在近现代则

是中产阶级通过审美消费对艺术发挥重大影响，如日德兰画

派、如古典浪漫主义音乐。

观望当代中国，2009年是一个重要坐标，这一年中国城

镇居民收入到达了人均3000美元的台阶。尽管专家对中产

阶级的定义莫衷一是，但无论如何，3000美元标志着在2009

年前后有众多国民成为中等收入阶层，有不确定的统计显示

这占了城镇居民人口的30%，约两亿。

一般都把良好的教育背景作为中产阶级的必备条件之

一。因此，他们的消费审美往往追求典雅、自然、精致，这种

取向影响了城市规划、住宅设计、服装设计等方面，细小如芥

的图画书也受到极其巨大的影响。

中产阶级夫妇大都是从严酷的应试教育中搏出来的，对

自己的孩子也将重蹈覆辙早有思想准备，但他们格外重视孩

子的阅读，特别是对具有古典气息的图画书的阅读。

这是与未来职场拼搏无关的准备，而与爱、与美好有

关。由于他们的阅读背景，他们几乎是无师自通地认识到图

画书是人类美好情怀的最后方舟。

若历尽沧桑的地球最后终于沉寂，一队考古者飞抵荒凉

的地球，当他们观看了全部电影和游戏软件以后会说“地球

人是一种自相杀戮的残忍生命”。但打开全部童话书时 ，会

说“地球人是多么美好且美丽的生命”。

的确，包括有创世传说到儿歌的文学图画书几乎无一例外地讲述着人类

的美好情怀。所以年轻父母无论如何都想为孩子在未来的考场、职场、市场

等等残酷拼搏的惊涛骇浪中，留下一叶有爱栖息的方舟。

因此，童书和住宅、汽车一起成了中产阶级家庭的标配。但他们不会静

等艺术家和出版人把图画书塞进手中，这是一个既具有消费能力也极具行动

的阶层。他们能积极表达诉求，选择符合他们消费取向的图画书，于是数以

万计的以交流、阅读和推广图画书为已任的绘本屋出现了。这些绘本屋的主

持人多半是中产家庭的女主人，有别于赢利性绘本馆，她们通过网络、电台、展

览、讨论、演讲、表演等等方式遴选、推广图画书。在南方的一个美丽社区会出

现一座由尹藤忠雄设计的阅读图画书的地方，为孩子备下蛋糕和书。在文化史

中，还从未有过哪种雅文化艺术形式有如此波澜壮阔的强大民间推动力。

由于当下的中产阶级夫妇的阅读起步正是引进版图画书风生水起之时，

他们的所见多是进口图书。同时，学者们又总是“言必称希腊”，他们对图画

书的审美经验专注于进口图画书，以理论标准批评或忽视中国原创图画书。

于是，就文学图画书而言，中国图画书的原创正处于尴尬的境地：原创历

史不被承认，创作方式惟有向国外借鉴、评判标准混沌不清……

但这种尴尬是风云际会的历史必然，我们必得坦然接受。

这种尴尬也是黎明前晨风的呼唤，呼唤我们跃起。

创作的方式方法有如繁锦，色色不同。但我们跃起时，手中必得紧握超

越于日款和西方范式的图画书评价系统。

作家、评论家应当以创新勇气，建立“文学图画书”和“图画书文学”两种

概念，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梳理图画书中的各种分支及文图关系、永远当人

家的跟屁虫。

图画书文学应当列为文学样式的一种，毎件作品都应该有思考、有激情、

有优美正确的祖国语言……是虽短小但完整到能独立阅读的文学作品。指

望用图画来完成敍事的想法应该摒弃，这种想法终将导致图画书文学的简

化，最终只剩下“？”和“！”，而不再是文学。

同样，认为没有文字，图画就无法叙事的歧见也应该放弃。这种想法故

事陈述既烦琐又不优美，还失去了思考和激情。上世纪50年代的图画书文学

往往如此，难有后来的《麻雀》这样站在人类精神思辩高度的作品。

记住，为儿童创作，所依凭的不是作者的童心童趣，而是作者经年积累于

心的对世界的认识，将其用童话的方式、用文学和图画释放岀来。这需要与

其他艺术不同的技巧，无论作家还是画家，都可以从心理学和艺术学研究成

果中获得帮助，使自已拥有一双辉煌灿烂、富有想象力的翅膀。

要扬弃贯用的文图关系范式，建立一个“故事各自表述”的创作和评价系

统，这符合当下中国原创力量和编辑水平的现实，有利于图画书文学和插图

的发展。

文学图画书作为精神方舟也起着文化薪传的作用，因此，它的文学和图

画也应该有文化踪迹可寻。图画也应该具有善意的技巧，而不是粗粝的、吓

人的；应承继并提升传统的沉稳的绘画工艺，做出精致、典雅的作品。

至此，我怱然想起也是现实存在的不算太新的新景象：中产阶级对于图

画书的热情，还让年轻的中产者自己也爱上了图画书，兼顾大人的文学图画

书像新的旗帜飘起，如《向左走，向右走》《彼岸》《半只饼》。我们应该欣赏它

并试着纳入评价系统。试想，若是动画电影对象只限定儿童，那决不会有今

日之成就。

有规划称，到2025年，中国中产阶级将达到5亿，这将是中国原创图画书

的另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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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辽宁省作家协会创研部、辽宁儿

童文学学会主办的“放眼世界·辽宁儿童文学

发展恳谈会暨辽宁儿童文学改稿会”在辽宁

文学院举行。辽宁省作协副主席沙宪增在恳

谈会上讲话，希望通过交流，拓宽全省儿童文

学作家、评论家的文学视野，探索儿童文学创

作的新路径。

在恳谈会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

国际执委张明舟详细梳理了中国儿童文学走

向世界的过程。张明舟表示，具有国际视野

的儿童文学创作应具有儿童视角，从儿童角

度展现并引导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与探索；坚

持现实主义创作；在美学上有较高造诣，摄取

并升华人性共通的情感。

在恳谈会上，马力、肖显志、王立春、于立

极、李丽萍、阎耀明、马士均等回顾了辽宁儿

童文学的发展历史，交流了创作体会。辽宁

儿童文学创作扎根于生活土壤，儿童文学队

伍被称为“虎虎有生气”的“东北小虎队”，队

伍逐年壮大，作家创作态势稳健，作品获得儿

童文学大奖并陆续走出国门。作家们提出,

要不断自我审视，扎根生活，关注当代少年儿

童的心灵成长，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创

作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

发起于2014年的辽宁儿童文学改稿会旨

在培养儿童文学创作新人，两年来，通过改稿

活动，有一批作家的创作水平提升很快。今

年的改稿会上，辽宁省作家、评论家重点对李

浚丰、朱锡琴、张玉莹、冀思琪、于凤仪等年轻

作家的新作提出了点评和修改意见。（王 杨）

辽宁儿童文学发展恳谈会暨儿童文学改稿会召开

我对“小竹马”并不陌生，它曾是我童

年的玩伴儿。我的老家在江南水乡，儿时

也曾拿根小竹竿往腿下一夹，嘴里便唱起

歌谣：“竹马竹马真正好，不喝水不吃草，颠

儿颠儿到处跑，跑到山上乘荫凉，跑到海边

去洗澡……”当然，那只是个自制玩具，是

想象中的“交通工具”，能驮着小孩到处奔

跑。如今，它居然又进入新的童话篇章，成

为孩子们十分喜爱的童话人物。

《小竹马历险记》是作家郭洪波创作的

长篇童话小说，包括沙漠历险和海上历险

两部分，反映的是当代儿童的现实生活。

主人公是小竹马，它的小主人是芳芳和元

元。这匹小竹马跟我们小时候玩的小竹竿

可不一样，它是魔术师伯伯在生物学家的

帮助下，花费半生的心血才培育出来的，具

有神奇的魔力！在小竹马帮助下，芳芳和

元元姐弟俩在惊心动魄的冒险经历中，英

勇奋战，打败了盘踞在格里奇奇大沙漠的

黄沙妖和风婆子，把风沙城变成了绿树成

荫、百花争艳的鲜花城。后来，风婆子逃到

海边，同海妖狼狈为奸，在孩子们的外婆家

白鹭岛捣乱，枯萎了岛上的红树林，驱赶走

可爱的白鹭鸶公主……于是，小竹马和它

的小主人、白鹭鸶及白鹭岛人齐心合力，同

海妖风婆子斗智斗勇，经过一连串神秘、惊险的搏斗与较量，取得了

最后的胜利。

想象是童话的灵魂，没有想象也就没有童话艺术。童话中的“宝

物”都是由常物变化而来，童话作家发挥艺术创造力，展开丰富想象，

才把普通的工具、物件，变成有感情、有思想的“童话人物”。在这部

作品中，作家在交代小竹马由常物变为宝物的过程时，既充满了丰富

的想象，又叙述得合情合理，巧妙地将幻想与现实融合为一体，引领

小读者自然而然地进入奇妙的童话世界。

这部童话小说情节曲折生动，作者描写的场景丰富多彩，气势恢

弘：热浪蒸腾的大沙漠、波浪滔天的海洋、沿着海滩一眼看不到尽头

的红树林、遮天蔽日的白鹭鸶兵团……都能令孩子们浮想联翩。书

中还涉及动植物成长、生态保护等方方面面，《小竹马历险记》虽然是

一本小书，讲的却是一件大事：爱护生存环境，让蓝天、白云、绿树、鲜

花和白鹭鸶永远陪伴着我们。

萧萍萧萍

近年来，少儿出版正逐渐从追求数量规模

到追求质量效益的转变，多种少儿出版业态不

断涌现，图书的“全版权”时代正在来临。6月

20日，由中国出版集团、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

出版社主办的曹文轩作品“全版权”拓展大会

在京举办，各界嘉宾就曹文轩作品“全版权”的

拓展进行了研讨并签署了合作协议。

曹文轩在致辞中说，这是一个无限延展的

时代，作家只管写作品就是了，因为发生这一

切是因为那部作品具有可以发生这一切的品

质。作家要做的就是配合，配合那些有足够智

慧能力将你的作品以其他形式呈现。中国出

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岩谈到，曹文

轩的获奖将带动中国儿童文学的更快发展和

产业升级转型，曹文轩儿童文学艺术中心的

“全版权”运营也将迈上一个更高的台阶。

早在2014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

出版社成立了曹文轩儿童文学艺术中心，旨在

以作家品牌为核心，在图书出版、国际合作、影

视改编、游戏动漫等多领域开展“全版权”运

营，目前中心推出的曹文轩图书集群，已覆盖

学龄前至小学阶段共计7大产品线、54种图

书。随着曹文轩作品“全版权”工作的不断发

展和更多合作单位的加入，更多引领性的探索

也将继续。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项目部副主

任刘鹏、《青铜葵花》舞台剧编剧薛梅、喜马拉

雅电台副总裁杨申、腾讯袋鼠跳跳总裁贺亮、

Upup立起来剧场创始人牟艾莉、北京乐创奇

点国际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创始人翁纯璞等，从

投资、内容开发、舞台表现等方面，为打通文学

作品的全产业链，打造立体、全面、丰富的少儿

文化产业建言献策。 （行 超）

多方共议曹文轩作品的开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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