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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先锋作家的激情、困惑和反思
———兼谈当今儿童文学创作的主要艺术症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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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金华 321004)

　　摘 　要 :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中国儿童文学界出现了一批具有强烈创新意识和实验偏

好的先锋作家群体。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学视野的拓展 ,他们的创作心理也经历了一个从充

满激情 ,到遭遇困惑 ,再到不断反思的历史演变过程。文章在分析这一演变过程的基础上 ,进

一步指出了当今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主要艺术症结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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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先锋作家 ”

文学创作很久以来就存在着泥古与创新、守

成与前卫的势力分野。其中主张创新、表现前卫

的“先锋作家 ”常常是这样一群人 ,他们有着极强

的职业写作意识 ,但又不愿意承认既定文学事实

的绝对合法性和唯一统治权 ,不愿意接受已有艺

术秩序和既定命运的安排 ,而总是扮演着特定时

代文学法规、秩序的爆破手、突围者、实验者的角

色。他们常常以自己狂放不羁的文学奇想、大胆

新颖的美学实验 ,为文学带来新的元素、秩序和面

貌。从一定意义上说 ,文学世界正是因为有了这

些先锋作家的加入和存在 ,人们的文学经验才会

获得不断更新和添加 ,文学发展的历程才会变得

波澜壮阔、异彩纷呈。

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只

有 100年左右的时间。由于儿童文学独立发育的

不成熟性 ,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中 ,中国原创儿

童文学在相当程度上主要是依靠对外来儿童文学

的学习、借鉴甚至模仿 ,对民间儿童文学的发掘、

整理和改写来积累起自己最初的艺术经验的。中

国儿童文学创作领域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先锋

作家 ,尤其是不存在集团性的先锋作家创作群体。

这种状况到 20世纪 80年代初突然发生了一

次重要的变化。在整个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带动

下 ,儿童文学创作领域出现了一批具有强烈创新

意识和实验偏好的作家群体。他们上演了 20世

纪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最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幕

实验与创新的历史活剧。

对儿童文学先锋作家群体的创作及其演变的跟

踪和研究 ,在今天显然是一个有意义的讨论话题。

二、儿童文学先锋作家的创作心理轨迹

考察一个时期文学流程的变化 ,可以有许多角

度和指标 ,其中之一就是考察作家的创作心理及其

发展轨迹。先锋作家作为特定时期文学生活中最为

活跃的影响因子 ,他们的心理变化构成了一个时代

文学生活及其变迁的基本动力和奥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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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980年代 :激情、自信

20世纪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原创儿童

文学 ,来到了一个令人兴奋、也令人感到疑惑的十字

路口。一方面 ,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所

发生的一系列根本性变化 ,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

艺术契机和现实空间 ,这在新时期成人文学创作中

已经表现得十分突出 ;另一方面 ,由于儿童文学创作

的特殊性 ,儿童文学作家对时代要求的感应 ,还需要

经过一定的专业经验和个体认知上的转化。所以 ,

与整个新时期文学汹涌的潮流相比 ,新时期之初的

儿童文学在艺术观念的更新和创作实践的推进上 ,

是显得相当犹疑和滞后的。

大约是到了 1980年代的初、中期 ,随着整个

国家和民族思想文化意识的进一步解放 ,同时也

由于整个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有力启迪和带动 ,儿

童文学创作开始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创作思想和艺

术实践上的更新与尝试。而文学创作在那个时代

是一个令无数青年人神往的职业 ,作家也是一种

拥有很高社会美誉度的身份。就在这一时期 ,中

国当代儿童文学创作队伍实现了一次极为重要的

文学扩军 ,一大批拥有相当生活阅历、艺术准备 ,

怀抱着无限文学理想的青年人进入到了儿童文学

的创作领域。可以说 ,正是由于他们的加入和到

来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那个时期儿童文学的历

史书写。

雄心勃勃、跃跃欲试的年轻作家们与他们的

文学前辈们一样 ,普遍面临着一个如何摆脱历史

束缚 ,寻求新的艺术可能的现实课题。于是 , 20

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史上一次规模最大、范围

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艺术创新和实验过程开

始了。

今天 ,重新置身于 1980年代儿童文学的文学

语境 ,我们将会深深地感受到 ,那些依次发生的文

学事件 ,组成的是一幕幕充满艰辛的文学实验和

突围表演。我曾经在《寻求新的艺术话语 ———再

论〈儿童文学选刊 〉》[ 1 ] ( P60～70) 一文中认为 , 1980

年代儿童文学艺术话语的探寻、实验、更新 ,大体

上是在“说什么 ”和“怎么说 ”这两个层面上进行

的。1980年代初 ,在整个儿童文学界 ,“说什么 ”

曾经是一个令人感到困扰的创作难题。受传统艺

术思维定势的影响 ,儿童文学作家们自觉或不自

觉地在心理上存在着许多话语禁忌和表达障碍 :

许多题材不能涉足 ,许多主题被理所当然地放逐

了。然而 ,在迅速变革发展的新时期文学观念的

影响和带动下 ,一股儿童文学话语革新的潜流也

在艰难之中悄悄地开始涌动。例如 ,在儿童小说

创作中就陆续出现了《谁是未来的中队长 》、《吃

拖拉机的故事 》、《失去旋律的琴声 》、《阿兔 》、

《妹妹的生日 》、《烛泪 》、《彩霞 》、《一个颠倒过来

的故事 》等作品。这些作品不满足于用传统的、

相对单一的目光来审视和描述少年儿童的精神世

界和生活状况 ,而开始了一种相对新颖的尝试 ,即

从不同视角、不同方位来展示当代少年儿童与整

个社会生活的复杂联系 ,从而大大拓展了儿童文

学的现实表现空间。

如果说 ,对于儿童文学“说什么 ”的探索和尝

试主要实现了文学认识和社会价值观范畴的演进

和突破的话 ,那么 ,对于儿童文学该“怎么说 ”的

关注和实验 ,则更多地从儿童文学艺术本体的角

度更新了儿童文学的传统话语品质。以周锐《勇

敢理发店 》、丁阿虎的《祭蛇 》、程玮的《白色的

塔 》、曹文轩的《古堡 》、常新港的《独船 》、班马

《鱼幻 》、冰波的《那神奇的颜色 》、金逸铭的《长河

一少年 》等童话、小说为代表的一大批从语言、情

节、结构、象征、神秘、哲理、幽默、荒诞、文化感、游

戏性、悲剧意识等等不同艺术关节点切入进行尝

试、创新的儿童文学作品 ,几乎是以毫不犹豫、

“毫不讲理 ”的方式撑破、搅乱了传统儿童文学相

对收敛的艺术格局和相对单一的话语方式。这一

切 ,构成了横贯于整个 1980年代儿童文学发展历

程的一道气势不凡的艺术探索与创作景观。很自

然地 ,一个富有创新意识的儿童文学先锋作家群

体也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应运而生。

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在许多儿童文学书刊中找

到 1980年代儿童文学艺术实验和突围表演的诸

多痕迹 ,例如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曾经在整个

儿童文学界影响深远的《儿童文学选刊 》,江西少

年儿童出版社 (现 21世纪出版社 )出版的“新潮

儿童文学丛书 ”,等等。我们也可以从这些书刊

所保存的文学果实和历史档案中 ,感受到那个时

期先锋儿童文学作家们的创造激情和艺术体温 ,

感受到他们挣脱限制、寻求文学变法的欲望和冲

动 ,感受到他们充满底气和自信的创作心理积蓄。

在由曹文轩执笔的《回归艺术的正道 ———“新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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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丛书 ”总序 》[ 2 ] ( P1～3)
一文中 ,他们宣称 :

“‘新潮儿童文学丛书 ’是从新时期洋洋大观的儿

童文学作品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作品的汇集。它们

从各个侧面反映着中国儿童文学的新动机和新趋

势。人们可以从这些作品的深部 ,获悉从痛苦中

崛起的儿童文学所热烈追求的新的艺术价值体

系。”他们这样表达了自己的文学追求 :我们赞成

文学要有爱的意识 ;我们推崇遵循文学内部规律

的真正艺术品 ;我们尊重艺术个性 ;我们赞同文学

变法。他们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历史处境和文学责

任 :“进入 80年代以后 ,中国的儿童文学发生了

历史性的变化。它推开和摒弃了过去的许多观

念 ,而向新的观念伸开拥抱的双臂。这是一种深

刻的嬗变。老一代在进行着伟大的自我超度 ,坚

强地从自己身上跨越过去。新生代带着压抑不住

的开创精神 ,发出沉重而响亮的足音进军文坛。

新与旧之间划了一道深深的刻印。文学在变法

⋯⋯”在为新潮儿童文学丛书《探索作品集 》所撰

写的“总论”《你们正悄悄地超越 》一文中 ,班马对

儿童文学先锋作家们的创作道路和创作实绩作了

在今天看来也十分深入、精确和到位的分析。谈

到他们的艺术成就和贡献 ,班马说 ,“我甚至认

为 ,将来的中国文学可能会蓦然回首重新发现曾

有过那么一批儿童文学作家在某一些文学新意识

上 (如更博大的星球意识 ) ,在某一些文体的新创

造上 (如极近后现代主义技巧的小说体童话 ) ,也

许竟会是中国较早的觉醒者。”[ 2 ] ( P395～396)

可以看出 ,对于 1980年代儿童文学的先锋作

家群体来说 ,他们对艺术的恭敬、执著 ,与他们对

自身艺术创造能力和创作成果的自信与肯定 ,是

完全融合在一起的。坦率地说 ,在当时的历史情

境中 ,尽管面临着不少质疑的声音 ,但是 ,中国原

创儿童文学的艺术先锋们几乎都判定 ,儿童文学

的美学可能性在当时已经得到了最大的开拓 ,我

们已经抵达了儿童文学的艺术腹地 ,我们的探索

和实验激情已经换来了值得骄傲的历史性胜利和

美学成功。

21 1990年代 :迟疑、困惑

进入 1990年代 ,中国原创儿童文学所赖以生

存的社会文化环境又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 ,主

要表现在 :市场经济和商业化时代的到来 ,使以市

场、商业价值取向为主导的生活发展力量在一定

程度上打击了纯粹的文学活动的生存空间和发展

激情 ;网络时代的全面降临 ,对人们包括少年儿童

的生存状态、文学选择和消费方式 ,甚至对童年的

面貌及其基本特征等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读

图时代的悄然出现 ,对传统形态的儿童文学阅读 ,

显然也形成了一定的挑战和影响。

上述变化对原创儿童文学的生存和发展产生

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 , 1980年代以来形成的以艺术创新、审

美价值取向为主要追求的儿童文学创作 ,不得不

逐渐被市场的力量、商业的价值取向所主宰。如

果说 , 1980年代的创作环境还允许作家们谈艺

术、求创新的话 ,那么到了 1990年代 ,这样的环境

和空间已经渐渐不存在了。

其次 ,网络时代和读图时代的到来 ,也对读者

的文学阅读心态进行了新的塑造。对于大多数儿

童读者来说 ,他们阅读文学作品 ,往往不是为了学

习 ,甚至也不是为了审美 ,而只是为了简单的消遣

和娱乐。在阅读方式上 ,他们往往沉溺于快餐式

的消费性速读 ,而不再有伴随着审美体验而进行

的沉思与冥想。同时 ,繁重的学业负担也进一步

加剧了少年儿童上述阅读心态的形成。

再次 ,纯儿童文学的出版、传播环境等也发生了

许多微妙的变化。例如 ,出版界对纯文学出版的资

助热情逐渐下降 ,许多作品的传播如果不借助一定

的商业营销手段就无法成功地打入相应的市场。

面对生存环境的巨大变化 ,在进入 1990年代

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先

锋作家们仍然保持着一种矜持而沉稳的创作姿

态。他们相信 ,有了 1980年代丰饶而坚实的艺术

铺垫 , 1990年代的儿童文学创作依然会攻城掠

地、无坚不摧。以秦文君的《男生贾里 》、曹文轩

的《草房子 》、梅子涵的《女儿的故事 》等为代表的

1990年代新著的成功 ,曾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先

锋作家们的这种坚守和自信。正像梅子涵曾在一

次会议上谈到过的那样 :新时期有一个很基本的

精神 ,就是 ,挑战旧的 ,毁去不合理的 ,以新的灵感

建构新的面貌 ,以以为的不可能建立着可能。有

些理论家也说 ,“新时期 ”结束了 ,但我仍然以新

时期的心情、热情、平静的心态进行着写作 ⋯⋯因

此 ,儿童文学的先锋作家们仍然相信 ,我们的文学

才能和创造能力是毋庸置疑的 ,缺乏的只是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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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市场和拥有读者的能力 ,而市场和读者往往

排斥纯粹的文学精神和真正的艺术精品 ,因此 ,问

题不在我们。

尽管先锋作家们保持着这样的矜持和自信 ,

但是 , 1990年代文学生存环境的不断变化 ,事实

上还是在相当程度上不断地改变着先锋作家们的

艺术心态和创作心理。面对读者的不断疏远和逃

逸 ,面对市场汰洗和滑坡的严峻局面 ,相当一部分

先锋作家们逐渐开始沉寂下来。在新的文学生存

挑战面前 ,他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迟疑和困惑 :

纯粹的美学追求和纯文学的创作道路越走越窄 ,

而市场化、商业化的话语力量变得日益强盛 ,是放

弃纯粹的艺术追求投入市场的怀抱 ,还是坚守艺

术追求同时努力寻找与市场和读者的现实结合

点 ? 在即将告别 20世纪的时候 ,中国儿童文学的

先锋作家们在整体上似乎已经逐渐丧失了他们在

1980年代曾经拥有过的那份激情和自信。

31 21世纪之初 :震撼、反思

进入 21世纪以后 ,在新的时代和文学环境

中 ,中国儿童文学的一部分先锋作家们又集体性

地表现出了一种对于外国优秀和经典儿童文学作

品的特殊的亲切感和学习欲望。而且 ,他们不仅

自己阅读、揣摩、玩味、吸收 ,还把他们的阅读感想

与体验写成文章推荐给同行和公众。他们在这方

面的工作成果主要有梅子涵的《阅读儿童文学 》、

彭懿的《图画书 :阅读与经典 》、刘绪源的《文心雕

虎 》,还有新生代学者陈恩黎的《孩子 ,让我陪你

一起成长 》,等等。他们读林格伦、达尔、安房直

子等获得过国际安徒生奖或未曾获得过这个奖项

的各类优秀文学作品 ,读外国优秀的图画书作品。

他们从林格伦和达尔那里读到了瑰丽的想像和丰

富的游戏精神 ,从《大海的尽头在哪里 》、《亨利徒

步旅行记 》中读到了借助孩子似的天真来完成的

对于世界和人生的哲学思考 ,从《我有一个跑马

场 》、《猜猜我有多爱你 》中读到了人性的温暖和

美丽 ,从《我的爸爸焦尼 》、《鳄鱼怕怕 ,牙医怕怕 》

中读到了美学的智慧和巧思 ⋯⋯

很显然 ,这些优秀的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在中

国儿童文学的一部分先锋作家们那里产生了相当

强的艺术震撼。他们在这样的研读和比照中强烈

地感受到了中国儿童文学在整体上与国外优秀儿

童文学作品之间的距离。于是 , 1980年代所培养

和建立起来的那份从容和艺术自信 ,在他们那里

不知不觉地已经荡然无存。人们发现 ,对于当今

绝大多数的儿童文学写作者来说 ,他们事实上还

在一个较低的美学平台上徘徊 ,而 1980年代以来

所建立起来的艺术自信和美学上的成功感 ,其实

是有点肤浅和虚幻的。梅子涵就曾坦陈 ,“面对

我们的原创 ,我经常觉得无话可说 ,可是‘研讨

会 ’和安排好的一些演讲仪式又要必须讲 ,所以

我在很多的时候是在硬讲。”一个曾经壮怀激烈

的先锋作家 ,现在面对原创作品却“无话可说 ”,

这很典型地反映了当今一部分先锋作家面对世界

最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时所发生的评判标准和创

作心理上的重大变化。这就是 ,在经历了 1980年

代的激情和自信 , 1990年代的迟疑和困惑以后 ,

相当一部分儿童文学的先锋作家们开始了对中国

原创儿童文学的艺术反思。

毋庸讳言 ,经历了 20多年艺术风雨的吹打和

洗礼 ,儿童文学的先锋作家群体已经发生了很大

的变动和分化。而且 ,面对中外儿童文学的艺术

现实 ,人们的感受和评判结果也不尽相同。但是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 ,今天的中国儿童文

学更应该具有一种世界性的眼光 ,中国最优秀的

儿童文学作家和作品 ,应该努力与世界优秀的儿

童文学作家和作品站在同样高度的美学平台上。

三、当今儿童文学创作在艺术上的主要症结

或许 ,这真的是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事实 : 20

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在走过了 1980年代以来最辉

煌的一段历史之后 ,人们突然发现 ,尽管它积累和

拥有了一些堪称优秀的作品 ,但是在整体上 ,它还

处在一个不高的美学平台之上。与国外优秀的儿

童文学作品比较起来 ,我认为 ,当今中国儿童文学

在整体上的差距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1思想的缺席

很久以来 ,中国儿童文学就是以教育儿童为

艺术天职的 ,加上“文以载道 ”传统的影响 ,儿童

文学这一艺术容器的内容物 ,常常都是针对儿童

的缺点和毛病来设计的。1980年代以后 ,中国原

创儿童文学在内容物上有了极大的丰富 ,但是从

整体上看 ,儿童文学的思想力量仍然是比较贫乏

的 ,甚至是缺席的。例如 ,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品在

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童年的隐秘心理、乡土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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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经验 ,等等 ,但是 ,在对世界和人生的基本思

考方面 ,在对人情和人性的艺术揭示上 ,在对某些

特殊题材领域如残疾儿童等弱势群体的关注和思

考方面 ,我们的儿童文学创作还显得力不从心或

缺乏洞察力。

相反 ,当代外国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却常常

在内容物和思想力度上 ,给我们带来强烈的撞击

并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 ,《大海的尽头在哪里 》

表现的是人类对于世界和存在的一种形而上的永

恒思考 ;《亨利徒步旅行记 》揭示了人生目的和人

生过程之间的微妙联系 ;《我的爸爸焦尼 》展现的

是单亲家庭父子之间永远无法割断的挚爱亲情 ;

《我有一个跑马场 》则借助一个弱智孩子与其周

边人群之间的感人故事 ,表现了人世间的真情与

博爱。这些作品之所以感人肺腑 ,并给我们以强

烈的心灵震撼 ,首先就是因为它们触及到了关于

社会、人生、人性、命运等等最基本的人类价值和

命题 ,因而具有了相当的思想深度和情感力度。

21美学的乏力

儿童文学的内容物固然重要 ,但是我以为 ,相

比之下 ,儿童文学的美学表现力也许是更为重要、

对于儿童文学作品的成功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从这个角度看 ,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美学的乏力主

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

一是童趣的缺乏。1980年代以来 ,少年文学

的崛起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标志性成果之

一。少年文学的独立和发展 ,一方面大大拓展了

儿童文学的整体思想艺术空间 ,另一方面 ,也使中

国儿童文学在总体艺术风貌上走向了深沉和凝

重。当然 ,自 1980年代以来 ,以周锐、冰波、张秋

生等的童话作品 ,张之路、韩辉光等的短篇小说 ,

武玉桂等的幼儿文学作品 ,郑春华《大头儿子和

小头爸爸 》、秦文君的《男生贾里 》、梅子涵的《女

儿的故事 》、汤素兰的《笨狼的故事 》、杨红樱的

《淘气包马小跳 》等为代表的儿童文学作家和作

品 ,也为中国儿童文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童趣和

幽默感。但是从整体上看 ,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品

还是相当缺乏那种纯正、自然、巧妙、富有丰富表

现力的童趣和幽默感的。许多时候 ,我们的儿童

文学作家在很用心 ,甚至是很用力地制造童趣和

笑料 ,但是效果却既不自然 ,也缺乏刻画人物、表

现主题的艺术力量。

我们同样常常能够在国外优秀的儿童文学作

品中看到那些极其丰富而自然、极其富有表现力

的童趣和幽默。例如 ,加拿大诗人丹尼斯 ·李的

童诗《进城怎么走法 》:进城怎么走法 ? /左脚提

起 , /右脚放下 , /右脚提起 , /左脚放下 , /进城就是

这么走法 ;还有《晴天有时下猪 》、《小尼古拉和他

的伙伴们 》、《拉拉和我 》、《母鸡萝丝去散步 》等

等。在这些作品中 ,童趣的出场和呈现都是天然

的 ,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

二是巧思的缺乏。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最基

本的智慧和能力 ,表现在故事的构思和讲述策略

上。能否以及如何通过简单而又巧妙的构思 ,能

否以及如何借助一个看似浅显而又玄机无限的故

事 ,来表现作家的基本文学运思 ,是见出和检验一

个儿童文学作家艺术才情和智慧高下的重要方

面。1980年代以来 ,一部分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开

始重视将厚重的内容物填入自己的创作之中 ,但

是整个作品的艺术表现却也同时变得厚重和艰涩

起来 ,于是作品中除了厚重 ,却完全没有了儿童文

学作品在艺术表现上应该具有的灵巧和叙事

智慧。

曾获得“国际安徒生奖 ”的澳大利亚作家帕

特里莎 ·拉伊森的长篇小说《我有一个跑马场 》

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优秀的范例。这是一

部以弱智儿童安迪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安迪常

常沉溺于自己的幻想世界 ,当他以为自己用 3块

钱从一位拾荒老人那里买下了跑马场之后 ,就把

他的全部热情投入到了对跑马场的关心和相关劳

动之中 ,而他身边的小伙伴和跑马场的工人们也

以最大的爱心呵护着安迪天真的幻觉和梦想。最

后 ,当跑马场的委员会要“收回 ”跑马场时 ,他们

用 10块钱从安迪手中“买下 ”了跑马场 ,安迪的

心灵和幻想因此而受到了最大的关爱和保护。这

是一部充满温暖感并富于巧思的儿童小说作品。

正是情节构思上的自然和巧妙 ,使小说的主题呈

现变得更加自然、深刻和完美。

三是细节的缺乏。细节的独特、生动和富于

表现力 ,也是儿童文学创作的一大艺术课题。细

节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儿童文学作品的叙事肌理

和艺术面貌。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品中并不缺乏细

节的运用 ,但是 ,我们却不常看到那种新颖独到、

令人拍案叫绝的细节呈现。常常是 ,作家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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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图十分高远 ,但落实到细处 ,却给读者以莫名其

妙、隔靴搔痒的阅读感受。

笛米特 ·伊求的系列儿童故事集《拉拉和

我》中的《婴儿 》、《鲜奶油蛋糕 》等作品塑造了一

对天真顽皮而又充满爱心的小姐弟的生动形象 ,

其艺术上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是整个故事集

中设计、分布了大量鲜活、独特、极富表现力的文

学细节。例如 ,姐弟俩不知道桐尼太太发胖 ,是因

为怀了孩子的缘故 ,于是整天就担心着桐尼叔叔

会被胖太太从床上挤下来 ,操心着如何让桐尼太

太减肥。故事中丰富的细节设计 ,生动地凸现了

小姐弟俩天真而富有爱心的可爱品质。英国山姆

·麦克布雷尼编文、安妮塔 ·婕朗绘图的图画书

《猜猜我有多爱你 》中的小兔子和大兔子之间 ,也

是通过一个个具体形象的动作细节 ,来表现彼此

的爱心和情感的。正是这些具体形象的动作细

节 ,令读者感动不已、过目难忘。

我以为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艺术症结 ,其实

并非表现在缺乏那些五光十色的、时髦的现代艺

术手法和策略上。我们儿童文学创作缺乏的其实

仍然是属于普遍文学魅力和力量构成的一些最基

本的 ,也是最重要的文学元素 ,那就是思想 ,还有

表现这些思想的童趣、巧思和细节 ,等等。

四、结 　语

讨论当代儿童文学的生存现状和创作出路时 ,

人们可以选择不同的角度来展开思考。但是在这

里 ,我想说 ,对于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来说 ,我们还有

一个更为重要、更为关键的思考方向 ,那就是如何更

好地清理我们对儿童文学艺术特征和美学力量的认

识 ,如何更好地在创作实践中去展现儿童文学本体

特有的、非凡的艺术可能和美学魅力。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怪圈 : 20世纪 80

年代 ,中国儿童文学的先锋作家们以“回归艺术 ”

的名义 ,在儿童文学的艺术疆域里纵横驰骋 ,深耕

细作 ,几乎试遍了儿童文学创作的十八般武

艺 ———我们曾经坚信 ,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已经登

上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峰。但是今天 ,当我们面

对世界经典和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时 ,我们突然

发现 ,儿童文学最基本的艺术面貌和最独特的美

学魅力 ,其实就是源自一种天真而质朴的性情 ,一

种简单而又智慧的巧思 ;儿童文学的最基本的美

学 ,其实也就是儿童文学的最重要、最深刻的美

学。也许 ,这就是儿童文学的美学宿命。我相信 ,

这也是儿童文学先锋作家们的历史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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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 ssion, Perplex ity, and Reflection of the L ead ing W r iters of Ch inese

Ch ildren L itera ture W ith a D iscussion of the Crux of crea tive techn iques

in Today’s Ch ildren L itera ture W r iting in Ch ina

FANG W eip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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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980 s, on the stage of Chinese children literature, there has been a group of vanguard writerswho pos2
sess a keen sense of innovation and an excep tional appetite for experimental creation. W ith the development of our epoch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ir literary vision, their literary creation p sychology has experienced a p rocess of evolution: from fabulous fervor to

bewilderment to constant reflection.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is p rocess of evolution, this paper takes a step further and points

out where the crux of creative techniques lies in today’s Children literature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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