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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主持人!作为阅读研究者!同时

也是一名家长! 您在为孩子选择读

物的时候!会有哪些方面的考量"

朱寅年!作为家长，在给孩子买
书的时候，不会太多考虑是中国的
还是外国的作品，更关心的是绘本
画得好不好，故事能否打动孩子。我
还听到一些家长感慨，为何很少看
到传统题材的绘本。引进版的绘本
内容很好，但是，人物都是金发碧眼
的外国孩子形象，绘本中的节庆习
俗也是西方的。

新阅读研究所研制基础阅读书
目的时候，会考虑到一定比例的中
国原创作品。小学基础阅读书目中，
中国原创作品可以达到 !"#，幼儿
基础阅读书目中这个数字是在
$"#%&"#。原创儿童文学作品，尤
其是原创绘本的出现，还需要时间。

主持人!您心目中!经典儿童文

学作品需要具备怎样的特质"

朱寅年! 最重要的是要符合人
类的普世价值———真善美，兼具至
真、至善、至美的作品，一定是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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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的话

! !

! ! ! !在昨天闭幕的第二届上海国际童书

展上!一场以致敬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经典

为主题的论坛!将众人的视线汇聚到了原

创儿童文学"亲子阅读越来越受重视的今

天!相比引进儿童文学!原创儿童文学作

品却受到冷落"中国原创儿童文学作品难

道不如国外的#今天的中国作家能否书写

经典#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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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主持人!第二届上海国际童书展上!您主

持了以#致敬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经典$为主题

的论坛!将大家的目光聚焦到了中国原创儿童

文学!为何选择这样的主题"

梅子涵! 中国的原创儿童文学作品总体
水准未必能够与欧美比肩，但是，中国曾经有
很好的儿童文学作品。五四时期，在缺少世界
儿童文学作品参照的情况下，当时的作家们
靠着天赋写出了很好的作品。今天，我们向中
国原创儿童文学经典致敬，因为在老一辈作
家身上，我们读到了文学的安静，他们对语言
讲究且富有个性，他们的作品中，有着浓烈的
情感，可以品味到那种真实的乡下泥土的味
道、城市马路的味道。他们的作品用符合儿童
阅读的语言写得天真幽默，并且对儿童成长
给予恰当的引导。那个年代，没有版税，作家
们的创作态度是真诚和负责任的，出版社的
审稿是严格的，编辑是内行的。在读他们创作
的经典作品时，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字、每一
句话的努力。

主持人!今天!中国的家长们在为年幼的

孩子选择读物时! 似乎更倾向于国外的儿童

文学经典!为什么"

梅子涵!人类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是大
家共享的，好似满天星斗，哪颗亮大家就看
到哪颗。读者买书时当然有自己的选择标
准，认为国外的作品更好，所以买引进版图
书，很正常。
老一辈的中国作家们创作了很多堪称经

典的儿童文学作品，未来的经典是在过去的
经典的基础上站起来的，今天，依然有许多作
家在认真地写作，并且，
创作出了具有经典品质
的作品。出版社应该多关
注那些安静写作的作家，
给那些具备经典品
质的作品，更好的推
广和宣传。

! ! ! !致敬老一辈的
经典作品%关注具有
经典潜质的新作

!

! ! ! !主持人!任大星先生已九十高龄%上世纪五十

年代!您的&吕小钢和他的妹妹'就已获得全国第

二次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一等奖%在您眼中!经

典儿童文学作品有哪些"这些作品具备哪些特质"

任大星!我从小是个书迷，根本不知道小说之
中还该分什么“成人小说”和“儿童小说”。我可等
不得长满了胡须才去看《水浒》《三国演义》《聊斋
志异》和《福尔摩斯探案》。从当时的情况看，不光
我是这样，凡是喜欢看书的孩子都是这样。就我所
知，到了现在，喜欢看书的孩子也还是这样。正因
为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我想阐明一个观点：专为
孩子们出版的所谓儿童小说，并不是爱读小说的
孩子们非此不可的必需品。

英国作家笛福的长篇小说《鲁滨孙漂流记》问
世时并不专为儿童读者出版，但由于它广受儿童读
者喜爱，结果成了一部世界公认的优秀儿童小说。
再如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莫泊桑的《我的
叔叔于勒》等经典作品，也都是这类“老少咸宜”的
儿童小说。中国也不乏这样的作品，吴承恩的《西游
记》，也应该是事实上的儿童小说。

现代意义上的儿童小说，我国起步较晚，直
到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才为我国的现代文学奠
定了基础，也为我国的现代儿童文学奠定了基
础。当我还是一个小书迷的时候，我便有幸读到
了使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而且对我嗣后的创作
产生深远影响的一些现代儿童小说。我指的是鲁
迅的《故乡》和《社戏》，还有冰心的《离家的一年》
和《寂寞》等。鲁迅和冰心的这四篇作品，从文艺
心理学的角度看，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以情动
人，以作品所包含的富有艺术感染力的真情实感
打动读者的心，引起读者感情上的共鸣，使之进
入美好动人的艺术境界，从而得到审美的愉悦。
台湾作家林海音的中篇儿童小说《城南旧事》，也
有同样的艺术感染力，同样广受小读者的喜爱。
上述作品，全都应该当之无愧地称为中国现代儿
童小说中的经典作品。

在当代文学领域，叶圣陶的短篇儿童小说《半
年》《一桶水》《邻居》《儿童节》《一个练习生》等；老舍
取材于新加坡生活的长篇儿童小说《小坡的生日》；
张天翼表现贫富对立为主题的中篇儿童小说《奇怪
的地方》；记者华山的中篇儿童小说《鸡毛信》，足以
代表我国当时儿童小说创作的最高水平，称之谓儿
童小说的经典作品，决不过分。

主持人! 您是否关注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创作

的现状"

任大星!限于我的体力、精力和视力，近年我
很少阅读新的儿童文学作品，这方面的意见很可
能是相当主观的。我希望当前的儿童文学作品，
特别是儿童小说，题材内容不要太局限于儿童生
活的小天地，而应该放到整个社会生活的背景中
去。少年儿童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而是正
在不断成长、不断发展和不断变化着的“未”成年
人。所以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如果总是有意无意
地把题材内容局限于儿童生活的小天地，而不让
作品主人公（少年儿童）放到整个社会生活的背
景中去，这就必然会削弱了儿童文学的社会意义
和人文价值。
我似乎觉得，儿童文学作家也应该多关心成

人社会的生活，多写写成人文学作品；反之，成人
文学作家也应该写写儿童文学作品。中外文学史
上可以举出很多这方面的例子。千万不要在儿童
文学和成人文学之间，形成一道相互隔绝、视同陌
路、“老死不相往来”的人为高墙。

! ! ! !主持人! 关于中国原创儿童文

学与国外作品的比较! 我们听到不

同的观点!作为作家!您比较关心的

是什么"

张之路! 我经常看到评论家对
国外作品的简单明快的介绍和赞
美。但是对中外儿童文学的比较还
缺少量化的、有广度的、有深度的、
有说服力的分析。谈到儿童文学的
经典，有人认为，国外的儿童文学经
典比比皆是，而中国的儿童文学经
典绝无仅有或是凤毛麟角。也有人
认为中国的儿童文学已经进入经典
的行列，是可以和国外儿童文学比
肩的，只是不被重视罢了。面对这些
不同的评价我也困惑，我特别希望
看到这样的文章———不是和全世界
比较，而是和某国比较；不是空泛的
号召，而是同类题材的作品进行比
较。这样我们写作就可以有个可以

参照的坐标。
我们还处在一个创作不自信的

的状态。为了走出去，有些作家在写
作的时候就在想。我是写出有中国特
色的孩子形象好呢？还是有普世价值
特点的孩子更能得到世界的认同。

我的一个学生在美国生活许多
年，是美国科学院的院士，她几天前
告诉我，现在美国的许多小学生也要
去上许多课外班，因为公立学校的中
学资源有限。听到这个消息我有些庆
幸，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在写到这个
现象的时候，就不怕人家看不懂了。
还有报纸说，英国聘请中国的一百个
中小学数学老师去英国任教，因为他
们认为中国的小学数学的教育应当
借鉴。我举这些例子是想告诉同行，
不是谁好谁差。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
应该充满自信，在文学上下功夫，而
不是非要去取悦别人！

! ! ! !儿童文学与成人文
学切莫&老死不相往来'

"

中国儿童文学创作须摆脱&取悦别人(的心态
#

市场繁荣%但经典作品数量不够让人满意
$

期待更多优秀的本土原创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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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主持人!近些年!中国儿童文学

创作取得了很多成绩! 但市场一片

繁荣的同时! 似乎并没有多少堪称

经典的作品问世"

张之路! 因为儿童文学市场的
占有率越来越高，几乎全国所有的
出版社都开始涉及儿童书的出版。
但是，出版优秀的尤其是成为经典
作品的品种和数量还是不能令人满
意。
几年前评论家雷达先生曾经就

成人出版乱象说过一句很大胆也是
很中肯的话，他说，有些作家每天制
作许多垃圾，其他的作家为了不被
掩盖，于是也要制作更多垃圾。
儿童文学是不是也存在着这个

问题———为了增加数量，出书的门
槛越降越低，图书缺乏孕育的过
程，图书出版后没有打磨和考验，
只是找名人推荐，只闻一片赞誉之
声……这些现象都不利于经典的产
生。
我们近几年的儿童图书越来越

多，各种图书的广告，各种推荐书
单让人眼花缭乱。推荐书单就成了

当下的一种乱象。当有的学校老师
希望我推荐阅读书目的时候，我就
感到很困难，很惶恐，因为报纸上、
网上的书单太多了，读者闹不清这
是变相的广告还是真实意见，有些
无所适从。这种现象给选书增加了
成本，除了时间，更大的遗憾和危害
是孩子读不到好书。

主持人( 在电子媒介日益繁荣

的今天!儿童文学经典会否被淹没"

张之路! 这也是我当下最关心
的问题。有一次，在农村的路上。一
个小男孩引起了我的注意。大约有
六七岁，妈妈在一旁买菜，他的手里
拿着两个火柴盒大小的木块，一会
儿在地上推，一会儿又在天上飞，一
会儿一手一个让两个木块交锋，嘴
里还念念有词。我猜想他可能把木
块当成汽车、坦克或者飞船，正沉浸
在他的幻想世界里。在城里长大的
孩子如果做游戏的话，玩具不会是
两个木块，他们玩的是电脑等高科
技的产品。那么哪一种孩子的想象
力更丰富呢？哪一个孩子更爱读书
呢？这个问题可以留待大家去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