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初夏的早晨，石榴花正艳。我在
这个村子里行走，是为了去见一个
人———一个从这个村子里走出去，
走到很远的一个人，一个把童话视
为生命的人。我确信一定能见到他。
小村寂静，花草带着茂盛的香

气，风摇晃着，草叶像孩子一样东歪
西倒，清澈的流水“哗啦啦”唱着曲
儿，这些熟悉的气息仿佛是特有的，
像是为他量身定制的。

一
琐园，浙江金华一个名不见经

传的小村。这两年因为海外学子游
学而变得声名鹊起。但是几乎很少
有人知道这儿还是著名儿童文学作
家鲁兵的故乡。鲁兵曾任少年儿童
出版社编审，在上海生活了几十年，
一生创作、编辑了大量儿童文学作
品，他主编的《!"# 夜》在家长和孩
子中影响深远。
我知道，在琐园，我一定会见到

鲁兵，虽然他已经走得很远，但他的
故居还在，他的手迹还在，他的儿时
往事、音容笑貌依然在乡亲们的口
中流传。
琐园作为一个旅游景点，大多

数游客步履匆匆，他们看祠堂，看雕
花的门窗，吃当地的特色小吃，他们
很容易忽略一个景点，那就是鲁兵
故居。大多数游客不知道鲁兵是谁，
他们不知道这个村里曾经出过一个
儿童文学大家，不知道这个村和儿
童文学有什么关系，他们喜欢看那
些表面的建筑，对于深层的内在的
东西他们往往一掠而过。
然而，那一日中国作协副主席

高洪波和一群儿童文学专家来到琐
园。他们一进村就开始寻找鲁兵故
居，仔仔细细地询问、观察。作为儿
童文学作家，他们对鲁兵有着一种
与众不同的情结。鲁兵编辑过《中国
儿童时报》《小朋友》等儿童读物。他
还写了不少优秀作品，如《唱的是山
歌》《老虎外婆》《小猪奴尼》等，深受
孩子们的喜欢。
在村里一个很不起眼的房子前

面，我们看到了鲁兵故居，又看了许
多介绍鲁兵的书籍和资料，高洪波
在锁园的民居里铺开纸笔，洋洋洒
洒写下了几个大字：“曾寄童心付明
月，行到琐园思鲁兵”。
是啊，行到琐园，不能不想起

鲁兵这位新中国儿童文学的重量级
大师。
每次我走进村中的鲁兵作品陈

列室，墙上那张大大的画像就会对
着我微笑。那些童诗仿佛就会从墙
上跑下来，一句一句跳到我的怀里
来。它们是那样地活泼、灵巧、充满
着童趣，让人心生欢喜。“一二三四
五，上山打老虎，老虎没打着，打着
小松鼠，松鼠有几只？一二三四五”
这样一些让我们耳熟能详的儿歌，
就是经鲁兵整理后流传开来的。

$%&'年 (月 &(日，据说那一
日琐园上空的云有些祥异。
园中街 $)号，又名润泽堂，琐

园一幢普通的房子，一名叫严光化
的男婴呱呱坠地。这就是后来的鲁
兵，他出生在一个开明的地主家庭。
但他一出生，母亲就缺奶，幸好

三里地外有个表伯母生了个女孩，
奶水多，于是就被抱去吃她的奶。三
岁的时候，鲁兵跟随母亲来到城里，
在离母亲教书的小学不远处的外祖
父家居住，那是一个教师之家，外祖
父叶熙先生是前清拔贡。后来专心
从事教育工作，曾任金华八婺女中
校长。金华地区有一首儿歌：“外孙
狗，米胖酒，前门吃了后门走。”把外
孙称为“狗”，其实说的就是外祖父
家对外孙的亲昵和眷爱。
鲁兵六岁去清波小学上学。后

来转入金华中学师范科附属小学。
这是当年金华最好的小学。鲁兵儿
时顽皮，捉鱼捉蟹，做泥工手艺，还

喜欢充当“英雄好汉”。

二
一日，我和著名儿童专家蒋风

老师聊天。蒋风老师说：“鲁兵出身
书香门第，家境比我好，家住在金华
城码头那边，家中范围大，还有一个
竹园子。”蒋风小时候则住在码头的
另一边，相距不远，从小就和鲁兵要
好。有一次鲁兵到他家里来玩，刚好
日本飞机飞过，鲁兵听到炸弹的声
音，马上躲到了房间的桌子底下，过
了好久才敢爬出来。那时日本鬼子
侵略中国，孩子们读书都要冒着生
命危险。日本鬼子在金华随处扔炸
弹。为了学生安全，高中时学校迁到
蒋塘乡下，蒋风因为家中腾不出铺
盖，就失学了。
各自大学毕业后，鲁兵义务编

《中国儿童时报》，就叫蒋风帮他写
写稿。后来蒋风老师从事儿童文学
研究，与鲁兵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
蒋风老师说，鲁兵最大的功绩是
“*"(夜”系列丛书。这是他想出来
的点子，这个点子为出版社赚了不
少钱。“鲁兵是个人才，能写古诗会
画画，叶圣陶对他也很欣赏。”上世
纪 (+年代蒋风老师到上海，旅馆住
不起，就住在鲁兵的办公室里，把办
公桌当床，去了四五次，在办公桌上
睡了好几次。
“我们一起聊的总是儿童文学。

鲁兵比我熟悉儿童文学界，陈伯吹、
洪汛涛等儿童文学大家都是他介绍
我认识的。”蒋风老师还找出一张鲁
兵当年写的书法作品给我看。蒋风
说，鲁兵童年时临柳体颜体，少年时
临魏碑，晚年的他特别喜欢《怀素自
叙帖》。所以他的楷书写得质朴，行
书飘逸秀美，草书则灵妙豪放，章法

有度，为书友所赞。他的几幅字基本
上送给几位知己留作纪念。在绘画
方面，偶尔画些墨竹和绿荷。鲁兵
早年流浪龙游时，见到郑板桥的墨
竹倾心难忘，所以画竹子一直是鲁
兵所好。画荷只是回忆童年时的嬉
戏，借此怀旧而已。其有画竹小诗
以寄之：“胸中块垒无处消，且借松
煤挥洒之，何必苦求知我者，枝枝叶
叶是相知。”
著名儿童诗作家圣野和鲁兵是

多年至交。圣野原名周大路，浙江东
阳人，比鲁兵大两岁，读书却比鲁兵
低两个年级。$%'$年圣野考入金华
中学不久对新诗产生浓厚兴趣，就
与同学一起成立了一个诗社，知道
鲁兵会写诗就向他约稿。圣野说：
“那时我们一起朗读珍藏在案头的
手抄本里艾青的《透明的夜》《大堰
河，我的保姆》和田间的《给战斗
者》，我们很快有了共同语言。”共同
的爱好，让他们成了好朋友。他们决
定一块编一个小刊，名字叫《岑风》。
他们俩分头约稿，自己也写作。稿件
印刷由鲁兵负责，鲁兵的字娟秀，第
一次印了 $++份，分送给广大爱好

文艺的同学和朋友。鲁兵也是从这
个时候真正开始搞新文学创作。
大学时，圣野和鲁兵住一个寝

室，上下铺。他说，鲁兵写的一些代
表性的诗，都是脱口而出的。他古诗
写得像白话文一样，既通俗又让人
回味。
圣野说，鲁兵是他交往的朋友

中印象最深的一个人。“在鲁兵的介
绍下，我 $%()年 )月从部队转业来
到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年底
从鲁兵手中接编《小朋友》。我和他
在上海曹杨九村一同住了 $(年，我
住在曹杨九村 !+号 (+!室，他住
(+(室。我们天天碰面，一起商量很
多事情。有一个晚上，我们居然一同
梦见了安徒生，说起来，忍不住哈哈
大笑，这就叫‘异床同梦’，竟然连梦
见的题材都相同，因为都是在为安
徒生的皇帝新衣写续篇。鲁兵写了
《一篇没有写完的童话》，而我写了
《竹林奇遇》。说来也真是巧，在同一
个晚上梦到了同一件事情，写出来
却是两篇完全不同风格的作品，不
能不说是童话创作中的一个奇遇
吧。鲁兵在老朋友面前肝胆相照，无
话不谈，对孩子有一种天然亲切感。
当时我们俩行影相随。有人说笑圣
野是鲁兵的影子啊！”

$%%$年，圣野 )+寿辰，鲁兵给
他的贺诗写道：“秋尽收千籽，春阑
种两家。牵牛开几朵，共数隔墙花。”
指的就是当时两家相邻的情景。

三
在琐园村文化礼堂里，有一个

小小的鲁兵作品陈列室。
整个展览的标题是“永远的孩

子王鲁兵”。展示窗里放着鲁兵写作
和编辑的书籍，《小蝌蚪找妈妈》《小
猪奴尼》《小诗自咏》等，墙上有鲁兵
像，有与陈伯吹先生在《小朋友》创
刊 "(周年纪念会上的合影，还有
“师恩难忘———回母校金师附中赠
书”“$%),年与同事讨论稿件”“与
好友圣野合影”“相濡以沫———与夫
人在鲁兵创作 (+周年纪念会上合
影”等。

鲁兵与漫画家张乐平是好朋
友，陈列室有鲁兵在张乐平漫画上
题的诗。鲁兵 $%(*年 %月到北京出
差，通过朋友认识了张乐平。两人一
见如故，张乐平是浙江海盐人，跟鲁
兵算半个老乡，虽然年纪比鲁兵大，
但两人之间仍有许多说不完的话。
鲁兵有时会去张乐平家玩。兴致来
了，张乐平画一只公鸡，鲁兵在旁边
题词写诗。星期天，两人一起郊游，
饮几杯酒。鲁兵始终以钦慕之心对
待张乐平。
鲁兵曾约请张乐平为《小朋友》

作画。张乐平专门为《小朋友》创
作连环漫画，内容反映新中国少年
儿童在阳光照耀下的幸福生活。后
来，就形成一个固定的张乐平漫画
专栏。

在创作上，鲁兵童话、诗歌、散

文、寓言、理论，样样都来。他对幼儿
文学情有独钟。几十年来，他在这片
寂寞的园地里辛勤工作，为娃娃们
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好作品。他
爱孩子，也爱自己的工作。鲁兵曾写
诗云：“突然老已至，总觉太匆忙，但
有三生石，再做孩子王。”
他曾给几个从事幼儿文学工作

的年轻朋友提了八个字———“别有
洞天，乐在其中”。这既是对青年人
的勉励，也是他的切身体会。鲁兵对
青年人在儿童文学上的写作帮助很
大，尤其令年轻人感动。他对他们的
写作从不干涉。只是多次叮嘱要为
孩子写，以孩子为中心。他总是告诉
年轻人，你认为该怎么写就怎么写，
完全不必受任何制约。他曾自豪地
说：“我们是在为明天工作，为未来
工作，多有意思。”

鲁兵一生致力于儿童文学，最
重要的是他的儿童文学主张。上世
纪八十年代，他率先提出了“儿童文
学就是教育儿童的文学”的观点，一
时之间在儿童文学界引起了一场轩
然大波。赞同者有之，批驳者有之，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观点引发了一场
关于“儿童文学到底是什么样的文
学”的大讨论。
圣野对鲁兵的为人为文，了解

至深。他曾有一个比喻，说画家黄永
玉曾经画过一只眼睛睁着、一只眼
睛闭着的猫头鹰。鲁兵就是这样一
只猫头鹰。写童话的时候他梦幻地
闭着那只富于想象的眼睛，等写寓
言的时候，他清醒地睁着那只夜醒
的眼睛。鲁兵性格耿直、豁达，刚正
不阿，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各种漩
涡中屡屡受到打击，却始终不肯随
波逐流的原因。
那日，我在浙江师范大学遇见

圣野老师时，他再三和我说，鲁兵的
故居一定要保护好，村里出个名人
不容易，琐园也没有出多少名人，老
屋不要随便拆了。前几天，我再去琐
园村，欣喜地看到鲁兵故居已经挂
上了“润泽堂”的牌子。看来村里现
在开始重视名人文化了。
我还在村子里看到一块“儿童

文学馆”的指向牌子。馆门口的牌子
上面有一张鲁兵的木刻画像。屋子
的墙上画着三只可爱的小青蛙，还
有一群小蝌蚪，画的应该就是《小蝌
蚪找妈妈》这个童话故事。
“妈妈叫他洗个脸-他把鼻子洗

一洗。”琐园，每次我来，内心都有一
种虔诚的感觉。我知道这儿曾经站
立过一位儿童文学大师。他用自己
的文字拨动孩子的心灵，用精神的
雨露喂养孩子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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