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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以加速度前进着，这一进程所带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给儿童提供

了更好的文化环境。更多的儿童乐园、儿童书籍出现了，更先进的教育理念、亲子理念和生

命观逐渐获得家长和老师的认同。然而，大量的农村留守儿童和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也伴生在

城市化进程之中。他们的生存现状已经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但我们的关心不能仅仅停留在

物质的层面，文化上的不平等或许是更深刻、更长久、更难“治愈”的社会之痛。 

  “教育的不公平是最大的不公平。虽然文化问题不等同于教育问题，但是对儿童来说，

教育是文化养成最重要的途径。”作家黄传会一直关注弱势群体儿童的教育问题，他在报告

文学《托起明天的太阳——希望工程纪实》中对贫困地区的失学状况做了令人触目惊心的描

述，之后又创作了《我的课桌在哪里》，敏锐地触及了进城农民工子女在城市里难觅一张

“书桌”的困境。他认为，农民工子女目前还不能平等共享城市的教育资源，而在家庭中，

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也不如城市孩子。“没有几本课外书，也不上音乐美术课，谈不上家庭

的阅读指导，很多孩子放下书包就要帮父母干活。现在进城农民工数量激增，已经达到1.5

亿，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他们的子女将如何面对这种矛盾和困境？”黄传会在打工子弟学

校的调查让他非常担忧。他认为，虽然从体制上解决问题是最关键的，文学不能发挥直接作

用，但是可以发挥间接的影响力，作家手中的笔应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力量。 

  在作家阮梅看来，留守儿童问题称得上是“世纪之痛”。她多年来行走于各个乡村，思

考、书写留守儿童失衡的家庭关系和情感培养。她认为，农村留守儿童在文化传递与接受过

程中处于的弱势地位，令人忧虑：一是大部分留守儿童的生存环境缺少父母的有效监管与亲

情呵护，二是社会公益事业对农村留守儿童成长的文化环境存在漠视现象。“儿童成长的核

心是快乐地成长为一个自觉遵守与维护社会秩序的‘人’，所以留守儿童成长的文化环境中

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特别重要，成为人的过程不只是通过学校教育能够完成的过程。目前我

们对农村物质文明建设投入较多，但对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还关注太少，特别是对少年儿童成

长的文化环境关注甚少。”阮梅说。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留守儿童的这种家庭缺失，很多

热心人士参与到了“代管家长”的公益行为当中。但阮梅认为，“代管家长”还停留在给钱

给物上，做到让孩子们吃穿不愁容易，但孩子心理的健康、文化的熏陶却不是轻易能够达到

的，要让孩子感觉幸福与快乐，需要“代管家长”长期的付出。 

  在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看来，不只是留守儿童和进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状况令人担忧，

就普遍的农村而言，教育问题、文化问题依然严峻，她认为农村儿童在人生之初便开始承受

这种人为的不平等。“教育的公平现在已经不是体现在大家都接受了教育，而是接受了什么

样的教育。”汤素兰说：“幼儿期是人生最初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教育如果得法，一个孩子

潜在的天赋和才能被激发出来，就能为他将来的成长打下良好的基础。但幼儿教育是比小学

教育、中学教育甚至大学教育难度更大的一种教育。如果一个教师不能懂得幼儿身心发展的

规律，不懂得如何因势利导，他所实施的教育对于幼儿来说不啻于一场灾难。目前的农村小

学教育师资水平本来就亟待提高，居然还在小学里增设学前班，一般情况下是把学校里水平

最低的老师派去教学前班。人们的逻辑是孩子的学识水平越低，所需要的师资的水准就可以

更低。这明显是一个荒唐的逻辑，但是要改变它，实在非一日之功。”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作为最贴近儿童的文化形式——儿童文学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呢？儿童文学作家萧萍认为，目前原创的儿童文学更关注城市化题材的创作。充满都市符号

和时尚气息的一些作品，或许正应验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提法，但是只沉溺于一种模

式化的城市构造和写作，对于作家和作品都是危险和不公平的。进城农民工子女目睹更多城

市的遭遇变迁，他们和城市一起长大，儿童文学应该挖掘这些孩子生命中的独特体验，关注

他们的情绪和心理，以文学的方式来表达他们成长中的欢喜和疼痛。“比如很多孩子依然面

临父母工作不稳定带来的生活压力，生活相对艰难，他们和这个城市建立长期的情感比较

难，因为朋友是流动和稀薄的。那么他们对这个城市有多少认同感呢？而更为复杂的情况

是，当孩子们正在融入这个城市，但一旦完成义务教育，他们要重新回到家乡上学。这个适

让所有孩子共享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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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过程很复杂、很无奈。我想我们写作者的任务就是呈现这些细节，挖掘塑造更多这个时

代发展和变化中的各个阶层的少年儿童形象。” 

  又要到“六一”儿童节了，孩子们需要鲜花和欢笑，但只要还有一个孩子生活在暗处，

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作家都不能放弃思考和担忧。作家们希望在这个日子，能够用自己的作

品呼吁社会更多地关注那些处境艰难的孩子，希望社会发展的成果能最先惠及孩子，让所有

的孩子共享社会文化进步的成果，让今天的差距在未来能够逐渐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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