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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微信 、微博信息海量，
电子阅读器轻巧方便、藏书万卷，
但还是有很多人依然对书籍情有
独 钟 。 其 实 ，无 论 是 纸 质 书 还 是
电子书，闲暇时，倒杯清茶，抛开
尘世的名缰利锁，宁神展卷，安然
恬怡。春读兴味长，磨其砚，笔花
香 ；夏 读 日 正 长 ，打 开 书 ，沁 心
脾 ；秋 读 玉 露 凉 ，钻 科 研 ，学 文
章 ；冬 读 年 去 忙 ，翻 古 典 ，细 思
量。四季若此，更是惬意。

“书，这是一代人对另一代人
精 神 上 的 遗 言 ，这 是 垂 老 之 人 对
刚 刚 开 始 生 活 的 青 年 人 的 忠 告 ，
这是准备去休息的哨兵向前来接
岗的哨兵的命令。”在许多智者看
来 ，读 书 乃 是 与 古 今 中 外 的 杰 出
人 物 进 行 跨 越 时 空 的 对 话 交 流 。
翻 开 书 本 ，你 便 走 近 了 他 们 的 思
想，触摸到他们的灵魂，感受到他
们 的 睿 智 。 读 孔 孟 之 书 ，如 品 馥
郁 香 茗 ，醒 脑 清 心 ，使 人 通 达 事
理；诵唐诗宋词，若饮陈年佳酿，
醇香无比，使人空灵豪放；品四大
名著，似往事重览，喻理醒世，令
人 流 连 忘 返 …… 这 种 交 流 交 融 ，
获 得 的 是 一 种 免 于 平 庸 的 自 由 ，
更是一种快意的人生。

读 书 的 过 程 ，亦 是 领 略 旖 旎
风 景 、发 现 人 生 真 谛 、顿 悟 决 策
思 路 的 过 程 。 书 中 既 有“ 日 出 江
花 红 胜 火 ，春 来 江 水 绿 如 蓝 ”的
江南彩韵，又有“大漠孤烟直，长
河落日圆”的塞外风光；既有“会
当 凌 绝 顶 ，一 览 众 山 小 ”的 豁 达
胸襟，又有“不经一番寒彻骨，怎
得 梅 花 扑 鼻 香 ”的 励 志 箴 言 ；既
有“ 治 身 莫 先 于 孝 ，治 国 莫 先 于
公”的治国理念，又有“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
话 短 长 ”的 廉 洁 意 识 …… 从 中 ，我 们 的 思 想 得 到 启
迪，心智得以滋补，境界获得提升。

今天许多人接近书籍，不重心灵升华而趋眼前
功 利 ，不 重 精 神 涵 养 而 重 眼 球 娱 乐 。 其 实 ，收 获 人
生之于满足眼前才是更大的“功利”，精神充实之于
感 官 刺 激 才 是 更 大 的“ 快 感 ”。 如 果 我 们 每 天 阅 读
的 是 温 暖 的 崇 高 而 引 人 向 上 的 书 籍 ，久 而 久 之 ，我
们 的 心 田 种 下 去 的 就 是 美 好 的 东 西 。 如 果 我 们 长
期 处 在 一 种 消 极 的 不 健 康 的 虚 假 信 息 中 ，久 而 久
之，我们的精神就会受到污染，甚至变得颓废，遮蔽
人生希望之光。

读 书 的 更 高 境 界 ，是 从 阅 读 中 领 悟 时 代 使 命 ，
进 而 笃 行 之 。“ 不 力 行 ，但 学 文 ；长 浮 华 ，成 何 人 。”
试想，假如毛泽东当年枯坐北大图书馆，饱览群书，
忧国忧民，却不将书本中的知识与纷繁复杂的现实
结 合 起 来 ，恐 怕 他 也 难 以 走 上 历 史 的 前 台 ，指 引 着
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一 个 浅 薄 、浮 躁 的 民 族 无 法 强 大 ，也 难 以 屹 立
于 世 界 民 族 之 林 。 阅 读 不 仅 可 以 丰 富 一 个 人 的 有
限 经 历 ，更 可 以 涵 养 一 个 民 族 的 灵 魂 性 格 ，构 建 一
个 社 会 共 同 的 精 神 家 园 ，铸 就 一 个 国 家 的 文 化 根
基。在五彩斑斓的中国传统文化园地里，影响深远
的 诸 子 学 说 ，浩 如 烟 海 的 历 史 典 籍 ，气 象 万 千 的 诗
词 歌 赋 ，匠 心 独 运 的 书 画 雕 塑 …… 令 人 推 崇 备 至 ，
惊 叹 不 已 ，也 感 召 着 一 代 代 人 自 强 不 息 、奋 勇 前
行。可以说，阅读决定了一个民族思维的深度和高
度，对文化传承、国家发展意义非比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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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驶入“快车
道”。随着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中国原创儿
童文学赢得世界瞩目，备受期待。

如何让儿童文学更好满足小读者的需求？如何
创作出有中国味道、中国气派的作品？日前在北京
举行的曹文轩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创作研讨会上，专
家指出，应进一步繁荣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创作，用中
国故事点亮孩子内心的梦想，用精品力作铸就民族
未来的灵魂。

少儿出版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现实主义
创作应加强

儿童文学创作长期以来颇受市场青睐。据统
计，中国少儿出版物年产值连续十年以两位数增长，
是整个出版界发展最快的板块。然而，2017 年，出版
少儿图书新书降幅达 10％，业内人士认为，少儿出版
正在告别依靠品种数量规模扩张实现高速增长的时
代，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繁荣背后，也不乏隐忧。中国出版协会少年儿童
读物工作委员会主任李学谦指出，原创儿童文学图书
市场上，同质化、跟风和重复出版的内容不少。还有
很多看似是原创的作品，充斥着惊悚和搞笑的内容。

“只有娱乐，没有营养，没有感动，我觉得是不够
的。现在应重点加强现实题材儿童文学创作，这是
实现少儿出版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李学谦说。

“现实主义精神，是人类文学史的魂。那些古今中
外的文学经典，基本上都是现实主义精神的产物。”北
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说，他的作品
无论是《草房子》《青铜葵花》还是《丁丁当当》，都试图
展示 20 世纪中国苏北地区底层儿童的生活画卷，社会

现实和底层儿童的命运是他创作的灵感源泉。
“当我们的目光渐渐从历史、从现实之上挪移开

了，殊不知被我们忽视了的、漠视了的那一切，是文
学创作的根本性写作资源。”曹文轩认为，中国的儿
童文学需要重新面对“现实主义”。

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说，艺术创作离不开生
活的积淀，儿童文学创作也离不开现实的土壤。无
论用哪一种体裁、哪一种技巧写作，都应扎根人民、
扎根生活，实践“有根的写作”。

儿童文学要给孩子“打精神的底子”
两个“傻孩子”成为故事的主角——弟弟当当走

丢了，哥哥丁丁出门寻找当当，他们由此开始了漫长
的互相寻找，演绎了一幕又一幕充满大善大美的动
人故事……

由曹文轩创作、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出
版的《丁丁当当》，获得了国际儿童读物联盟颁发的
以残障儿童为题材的全球优秀小说称号，发行量达
500 万册。

不仅在国内广受好评，还能获得世界性的情感
认同与价值认可，秘诀何在？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认为，曹文轩的创作展
示了苦难的力量、情感的力量、善的力量和美的力
量。他让孩子们懂得，生活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
满了困顿、忧伤和疼痛，但前方依然有亮光。

“千千万万的孩子正是由此认识了社会、认识了
人生，同时也获得了继续前行、创造属于自己生活的
勇气。这种创作既是现实主义的，也是浪漫主义的，
对于新时代儿童文学创作具有启示意义。”

曹文轩坦言，他写作的初衷，就是希望能用作品

给孩子们“打精神的底子”。这个“底子”有三方面内
涵：一是正当的道义感；二是正确的审美价值；三是
希望流淌着悲悯情怀。

“儿童文学不只是给儿童的读本，同时也是给成
人的读本。用悲悯之情关注现实，用大爱情怀传递
温暖，这是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应有的态度。”文学评
论家孟繁华说。

中国儿童文学要与世界对话
或关注当下社会，表达少年儿童的生命状态；或

追寻童年记忆，探求成长与文化的渊源……现实主
义儿童文学曾经是“中流砥柱”，标注着中国原创儿
童文学的高度。但如今，在市场潮流的影响下，它逐
渐被边缘化，各种奇幻文学作品占领了中国儿童文
学的主流。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金波说，现实主义的创作方
法，不仅可以真实地反映我们的生活经历，读起来亲
切有趣、感同身受，更重要的是能引发思考，而这正
是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力量。

金波建议，当代儿童文学作家，要把创作植根于
广阔的社会生活，从当下的现实中汲取营养，创作有
中国味道、中国气派的儿童文学作品，培育中华民族
独具特色的文学之花。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孙柱介绍，《丁
丁当当》目前已翻译成英语、韩语、希伯来语、阿拉伯
语等多种语言，版权已输出至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
区。“中国儿童文学越来越多地得到了国际认可，我们
更要立足中国当代现实，为国内的少年儿童出版优秀
的儿童文学作品；同时，也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和中国梦，与世界进行积极对话。” （来源：新华社）

用 中 国 故 事 点 亮 孩 子 内 心 的 梦 想
—— 专 家 把 脉 新 时 代 儿 童 文 学 创 作

《一起勇敢向前走》

一切经历都能转化为人生的财富

作者：卢珍珍
绘者：古依平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内容简介：本书分为三个章节，分别
是“挑战不可能的任务”“绝不认输”

“超越自己”，讲述了那些勇于追求理
想的人们，是怎样一步一步实现自己
宏大愿望的。每个故事之后都有贴
士“勇敢的理由”，剖析故事内涵，分
析其中的道理，成功不是一蹴而就，
需要付出努力和汗水，毅力也是其中
重要的一环。看完这些故事，你会发
现经历其实也是一笔财富。

《不爱读书不是你的错》

为读者带来全新阅读体验

作者：幾 米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内容简介：该书聚焦于时下热门
的“ 读 书 ”问 题 ，通 过 孩 子 的 视
角，提出许多关于读书的新颖观
点。被编辑评价为：“天真可爱
的幾米画与牙尖嘴利的幾米话
的结合，富有童趣，让阅读充满
快乐。”

《种子钟扬》

一个新时代奋斗者的人生答卷

作者：陈 芳 陈 聪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内容简介：“我们采集的种子，也许
会 在 几 百 年 后 的 某 一 天 生 根 、发
芽，到那时，不知会完成多少人的
梦想！”长篇报告文学《种子钟扬》
讲述了新时代知识分子钟扬的奋
斗人生。该书以优美感人的文笔、
生动详实的细节，带领读者走进生
物学家钟扬的世界，体验时代楷模
的人生之路，切身感受“精神珠峰”
的力量。

邮箱：ycydb3@126.com

我是个情感脆弱的人，小说、电视剧里面的
情节也常常把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那天中午，收到最新一期《盐渎》杂志，一口
气看完了李有干先生的长篇小说《蔷薇河》第
六、七章的节选。读到第七章“搓背”时，“三姑
父”幼年丧父写出“无字作文”的悲苦，“三姑父”
对“爷爷”搓背时的另一种“父子”情深，“三姑
父”继子大龙的乖巧懂事……一个个有悲切、有
凄苦、有纯情、有善良、有生动的精彩细节，让我
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晚上，立即下单，网购了一本《蔷薇河》。隔
天，收到快递员送来的小说。半天的时间，就一
鼓作气读完了这篇获得首届曹文轩儿童文学奖
特别荣誉奖的现实主义儿童小说新作。

日渐沉寂的村庄，老迈干涸的河流背后，是
锁子爸妈等年轻一代闯荡城市面临的挫折、挑
战、失败，爷爷等老一辈的故土难离。社会大背
景之下，小说中还有奶奶的老年痴呆，大姑母的
丧子丧夫之痛，二姑母的婆婆刁蛮霸道，三姑父
的幼年丧父和三姑母丧失生育能力，四姑父养
野鸭的血本无归及水荡人家的清苦，五姑母对
幼年因病被遗弃的耿耿于怀，以及六姑母、七姑
母之间的龃龉隔阂……“本书通过对蔷薇河边
锁子一家人生活变迁的描写，真实地再现了城
市化进程中现代农村的真实图景。”曹文轩儿童
文学奖评委会这样评价这部小说。而我，通过
作者笔下对锁子一家生活情境的描述，更多的
却看到了活着的苦难与困顿，艰辛和不易。这

正如作家陈明为李有干短篇小说集《秋夜》作序
时所说，“活着，有时候悲壮，有时候恐惧，有时
候沉着，有时候惨烈，有时候虚幻……”

但李有干的《蔷薇河》绝不仅仅为了写活着
的苦难。除了爷爷去世、蔷薇河干涸等的不可逆
转，小说最终还迎来了锁子父母还清欠债、妈妈
懂得孝敬老人、一家人团聚，草草考上名牌大学，
旺仔爱上了学习、二姑母有了生活的奔头，大龙
完全融入三姑母家庭……虽然锁子到七个姑母
家的第一个轮回，作者用了六个章节予以详细描
写生活的种种苦难，第二个轮回只用短短的两小
节着墨略写，却给我们一个近乎完美的结局，让
我们深信活着的美好，坚定好好活下去的信心。

“作者对苦难中的人给予无限同情，用干净而厚
重的文字，实现了对人心灵的抚慰。”

“他总是在为生存礼赞，为生命吟诵：活着
是美丽的。”陈明这样评价和他在同一座城市里
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李有干。确实，在李有干的
笔下，在《蔷薇河》这部小说里，活着本身就是一
份美好的情怀，就如蔷薇河一样，更是有灵性
的。曾经滔滔不绝的蔷薇河用鲜美的蚬子在困
顿的岁月养活了顺子一家人；日渐沉寂的村庄
更是老一辈人曾经相守依靠的故土家园；顺子
对父母，锁子对爷爷，七个姑母对父母，三姑父
对爷爷，大龙对三姑父，小鱼儿守墓，等等。书
中着墨最多的还有一个孝字，即使在诸多的生
活困境之中，这种孝的家风也没有丝毫改变。
还有父母之于子女的爱，小说中也是俯拾皆是，

落墨较多。譬如，爷爷为救落水的三姑母“连吐
了三口血”，爷爷为三姑父搓背，爷爷撮合六姑
母七姑母和好如初等等。凡此种种，都是李有
干先生不惜笔墨对活着、对真善美由衷的讴歌
和赞美。

“几乎他所有的文字，所做的都是感情上的
文章。”儿童文学大家、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曹
文轩先生在为李有干先生长篇小说《风雨金牛
村》作序时如是表示。是的，读李有干《蔷薇
河》，给我最大的感触仍然是浓厚的感情。情到
深处，让人难以自禁。小说中浓郁的感情色彩，
让充满苦难、充满挑战，危机四伏的生活，如明
灯在前，有了希望，有了奔头，有了向往，有了一
份活着的美好情怀。

“李有干先生是悲悯的。他是一个人道主
义者。他的文字总在表现人类的苦难，对苦难
中的人给予无限同情。”
曹文轩先生在为《蔷薇
河》作 序 时 这 样 写 道 ，

“他相信这个世界，相信
人，从不放弃希望。”是
的，读完《蔷薇河》，我们
不会忘记苦难，但更感
谢活着还有那份美好，
和曹先生那样“愿意永
远做他的读者。”一生一
世，都相信活着就是美
好的。

活 着 ，是 一 份 美 好 的 情 怀
—— 读 李 有 干 儿 童 小 说 新 作《 蔷 薇 河 》

□ 顾仁洋

《读者》杂志，相信在
许多人的学生时代有着重
要的位置。已经走过 37
个年头的《读者》，近日在
外滩开出了一家实体书
店，这也是读者品牌在全
国的首家集合概念店，选
址外滩九江路230号大生
大楼，面积共 550 平 方
米。书店开业后，吸引了
许多中青年读者专程前往
“忆青春”，相信这里将成
为黄浦区打造“上海文化”
品牌的又一发力点。

（来源：东方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