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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中篇儿童小说的艺术特质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江玉婷

“用银镊子翻弄人生。”这是日本小说家菊池宽对芥川龙之介的评价。日前，在

由接力出版社主办的“短中篇儿童小说的艺术特质——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获

奖作品新书发布暨研讨会上，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朱自强用这句话描述短中篇小说。

事实上，这场研讨会可以追溯到几年前。一次，在机场候机时，曹文轩和接力

出版社总编辑白冰聊起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状：短中篇小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有的作家一上手就写长篇，而短中篇恰恰是作家成长的“蓄水池”。3年后，首

届“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举办，2020年第2届获奖作品于今年6月上市。

正如白冰所言，儿童小说的创作和理论，是儿童小说发展的“双翼”。这也正是

此次会议的深远之处——不仅为了发布新书，还旨在通过文学评论、文学创作、儿

童教育三重视角，提出新观点、新思路、新理念，找到短中篇小说的另一种可能。

短篇小说是“作家的练兵场”

今年年初，新世纪出版社将曹文轩的短篇收拢在

一起，有10册之多。“我这才发现，原来这些年，我下在

短篇上的功夫丝毫不比下在长篇上的少。”曹文轩说。

最近，他常常提起一个话题——短篇意识。

对于作家曹文轩来说，眼前的世界是由一个个板

块，或者说是由一个个点和片段构成的。而短篇就是

面对其中的一个点和一个片段，凝视它，仔细分析它，

然后将它圆满地叙述出来、描写出来。“如果你要写好

长篇，就得将这些点和片段写好。这是一个简单的道

理。”曹文轩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说，短篇练的就是叙述

和描写这个世界和生活的基本功。他还有一个判断长

篇质量高下的标准——能否切割出一篇篇精彩的短

篇。由此，可见短篇的价值。

谈到短篇小说，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国际儿童文学

研究中心主任朱自强想到了三句话。第一句是丰子恺

先生对自己漫画的概括，“最喜小中能见大，还求弦外

有余音”。第二句是日本小说家菊池宽对芥川龙之介

的评价，“用银镊子翻弄人生”。第三句是芥川龙之介

的名言，“人生还不如波德莱尔的一行诗”。朱自强说：

“银镊子是什么？银镊子很小，而人生却巨大无边，但

银镊子却能翻弄人生。”他把这几句话归纳起来，揭示

了短中篇在艺术和思想上的特质：艺术上，要有高超的

艺术技巧；思想内容上，作品对人生进行洞察和观照

时，具有透彻的目光。

辽宁省作协副主席薛涛作了一个比喻：如果说长

篇小说是一棵完整的树，那么中篇小说就是“从树上截

下的一段木头”，而短篇小说是“这段木头上的一个截

面”。短篇小说是“立意的艺术”，作者仿若一个“巫

师”，说出新奇的话语。它还是“裁剪的艺术”，一名裁

缝要把“该剪掉的都剪掉”。与此同时，短篇小说也是

“收尾的艺术”，作家像一名“篾匠”。篾匠的工作正是

如此，“编筐编篓，全在收口”。

儿童文学作家王璐琪将短篇小说比作“作家的练

兵场”。相比长篇小说的汪洋恣肆，短篇小说犹如深潜

地底的潜流——曲径通幽、牵连深远又静水深流。这

就意味着，小说家要在尺幅之地，节制地以短小的文本

展现才华与抱负，“隧道要能延伸到大地深处”。“大河”

和“隧道”，最终都能抵达文学流域的源头。会上，她引

用了作家徐则臣在《我的朋友堂吉诃德》里的一句话：

“意蕴才是短篇小说的目的，故事只是工具；意蕴来自

故事和小说”。

“孩子既需要远景，也需要近景。”在儿童文学评论

家、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理事崔昕平看来，短篇小说表

现的是人生中的“景象”，中篇小说讲述的是人生中的

“故事”，长篇小说展现是人生中的“命运”。短篇小说

是一个精彩的生活横断面，小切口下有深井，小篇幅里

起波澜；叙事中取精妙的减法，埋巧妙的悬念。“这样的

短篇，才真的是短篇。”崔昕平说道。

“真情感”成就“真生命”

“‘真生命’来自作者，作者有感情、有感受，才能

写出有生命的作品。即便作家技巧娴熟，但是没有投

入真感情，作品也无法感动读者。”《少年文艺》执行主

编谢倩霓认为短篇小说的创作，要把握好 4 个关键

点：写好生发地、警惕“错时代”的写作、设定好人物、

投入情感。她关注大背景和小细节，大背景是一部作

品的生发地，而细节描写得好，真切的气息会扑面而

来。人物设定不能摇摆，她说：“落笔后，一部好的小

说，人物一定是自己‘往前走’的。”

《假装被风儿吹走了》是一部现实题材的中篇小

说，获第二届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金奖。这是陈

梦敏第一次尝试现实题材的创作，一次与死亡擦肩而

过的经历，让她萌生写当下生活的念头。照顾孩子的

过程中，她发现了城镇孩子身上的伤痛：一方面他们

享受着优渥的生活，另一方面背负着过多的期待。为

了提高一分两分，这些孩子辗转于培训班，他们迷茫、

困惑、忐忑又痛苦。

陈梦敏明白，生活是绝对无法逃离的，唯一的方法

只有面对。《假装被风儿吹走了》讲述了一对“双生花”

的故事。唐紫萱与余晓棠是朋友，她们走在磕磕绊绊

的人生路上，爆发过争吵，也有过和解，最终正视了真

实的自我。生活有繁花似锦的一面，也有一地鸡毛的

时刻。身为母亲的陈梦敏，她在创作时流露出爱与温

情，相信文学能驱散孩子前路的阴霾。

《青菀》是邓西写给自己的小说，是对童年的回

应。故事发生在木村，爷爷是村里唯一会錾碗的人。

每户人家的碗底都会錾上人名，出现的名字无一例外

都是男性，是爷爷、父亲，甚至是刚刚满月的男婴。年

幼的青菀有一个固执的愿望，想要一个写着自己名字

的碗。这一情境真实地发生在邓西的童年，她和青菀

一样固执，一样坚定地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碗。

小说里，青菀实现了愿望：先是得到了一片錾上

“青菀”的残碗，长大后继承了爷爷的手艺，再后来村里

錾女人名字的碗越来越多。而现实生活中，邓西没有

等到属于自己的碗。但她在书写的过程中，达成了和

解。去年国庆节返乡，邓西在家里吃饭，端起那只碗底

錾着爷爷名字的碗，想到20多年前去世的爷爷，她有

些伤感。“人生短暂，一个碗、一棵树可能都比一个人存

在得长久。”这时，她重新发现了碗的意义。这种基于

现实的生命力被看见，《青菀》获第二届接力杯曹文轩

儿童小说奖银奖。

琉璃烧造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独特的文化符

号。“我轻轻地抓住了这个题材，又轻轻地把它放进小

说里。”王新生说道。他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故宫的

红墙黄瓦、斑斓的琉璃瓦是他童年时代不可磨灭的

记忆。《琉璃爷爷和琉璃小子们》获第二届接力杯曹

文轩儿童小说奖银奖，这部作品脱胎于王新生的长

篇小说《五彩琉璃》。《五彩琉璃》中的故事发生在皇

家琉璃窑场，以琉璃爷爷为代表的中国工匠保护琉

璃烧造的秘方和绝世珍宝。《琉璃爷爷和琉璃小子

们》也发生在琉璃窑场中，王新生在书里展现了儿童

的真诚、稚嫩与天真。

“不同的题材，不同的艺术风格，都指向了对于成

长的关怀，对于生命的悲悯，对于艺术格调的讲究。”

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李东华认为，每位写作者都应该珍

惜自己立足的土地，那是最宝贵的文学根据地。接力

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获奖作品体现了这一点，作者在

熟悉的领地进行了深入的勘探。“当这些作品集束式

地呈现，就让人看到了丰饶的属于中国孩子的成长经

验和生存境况。”李东华说。

文学真实的独特价值

“最近我经常在想一个问题，今天的儿童文学应该

何为？今天的儿童文学是不是注定要担负特别的时代

使命？ ”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利芳在会上发问。在

社会对儿童教育形成焦虑气氛的背景下，儿童文学的功

能和意义是什么？她得出了一个答案：儿童文学站在教

育焦虑的对面，它要凝视着现状，并以自身的力量释缓

这种压抑，从精神上解放儿童与成人。“这可能是这个时

代的儿童文学最需要做的。”她缓缓说道。

作家殷健灵提到了时代精神。她是两届接力杯曹

文轩儿童小说奖的评委，在她看来，大众文学追求“好

看”，“好看”是一目了然的；而纯文学追求的是“好”，而

“好”具有识别难度。纯文学要有艺术性和先锋性。先

锋性，也就是艺术的独创性，不是指形式的新异，更重

要的是内容的独创，同时含有“时代精神”。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香表示，现实主

义作品不是对生活的完全记录和复刻，而应当是认识

自我和人类处境的一种方式。作家要把日常生活放在

社会维度、人性观照、命运变迁的背景下重新予以观照

和重现。现实主义作品尤其注重“现实感”，故事的扎

实绵密要建立在细节的真切可感上。

王璐琪笔下的《给我一个太阳》揭开了平静校园生

活下的暗流——校园暴力。创作灵感来自于一则有关

校园暴力的新闻，她把一些真实的细节融入了小说。

这部作品斩获首届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金奖。她

认为，儿童文学“不应该总是欢天喜地”，有童趣也有残

酷。学校是一个“微型社会”，学生总会长大、走向社

会。她所做的是，真诚地蹲下来，去问一个始终沉默的

孩子，他究竟遭遇了什么。与新闻相比，王璐琪发现，

经过文学方式处理后的真实，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可以

把生命从纸上撕下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成为一张

鲜活的面孔，在读者的面前或者微笑，或者流泪，甚至

流血。现实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虽然没有建构一个

奇幻的梦境，但能让人保持警醒。

作家马三枣在写小说时，没有创作提纲。“是人物带

着我行走。”他说。马三枣不追求情节的冲突跌宕——

那是长篇小说吸引读者的手段，而是用细节、意境和真

情让人物鲜活起来。他也不拽着、推着、逼着人物去行

动，而是尽量贴着人物写，因为“这样的小说更自然”。

马三枣的中篇小说《良夜灯火》获首届接力杯曹

文轩儿童小说奖银奖。相较于其他获奖作家，他还有

一个特殊的身份——教师。白天，他站在讲台上讲

课。课后，他是作家马三枣，在灯下编故事、写小说。

兼具作家和教师的双重视角，马三枣说：“选择当儿童

文学作家就选择了责任，就要尽到文学育人、艺术树

人的责任，并把这种责任体现到创作志趣、思想境界、

人物塑造的字里行间。”

苏州大学基础教育研究院儿童阅读教育研究所

所长张学青时常为学生推荐成长小说。这是因为“成

长小说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质，就是它更加写实”。相

对于空洞的说教，成长小说以艺术的形式，让学生直

面困苦，经历一场“成长的预演”。她希望儿童文学作

品“有桃核一样的质地”——外壳坚硬，内里芳香。

“那时的我们，接触更多的是短篇小说，我非常想

念那个时代。”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周益民对儿

时阅读的短篇记忆深刻。在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

奖获奖作品中，李秋沅写的《你是我的哥哥》令他印象

深刻。这部作品关注边缘群体，矛盾集中，很有张

力。周益民希望，当下的儿童能看到更多篇幅虽小但

内核辽阔的文学作品。也许，这能成为孩子长大后的

想念和记忆。

《假装被风儿吹走了》陈梦敏著/接力出版
社2021年5月版

第二届“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金奖

推荐理由：该书关注城市儿童内心成长

状态，以纯净温暖的文字慰藉和引领孩子前

行。既然成长的疼痛不可避免，那就勇敢御

风向前。

《青菀》邓西、李秋沅、吴梦川、吴洲星、张立
新、罗泽洋著/接力出版社2021年5月版

第二届“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银奖

推荐理由：该书收录了《青菀》《水巷人家》

《我在乡下有块田》《你是我哥哥》《烟火》《博

“疫”》共 6 篇小说作品。《青菀》倾情塑造了女

孩青菀这个独特的形象，她打破偏见，成为一

门古老手艺的传人。该书收录作品多有所创

新，用新颖独到的眼光和创作手法，刻画出真

切鲜活的当代少年儿童形象。

《琉璃爷爷和琉璃小子们》王新生著/接力
出版社2021年5月版

第二届“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银奖

推荐理由：清末民初，国运衰微，北京西郊

琉璃局村的一帮小孩儿做了件了不起的事情。

琉璃局村的窑场曾专门生产御用琉璃。“琉璃六

小子”年岁小，却敢于深入敌后，善于用智谋挫

败盗贼和日本商人阴谋。他们有心将琉璃烧制

技艺发扬光大，让它不再是独门绝技。

《百合静静绽放》冯桂平著/接力出版社
2021年5月版

第二届“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铜奖

推荐理由：一场游戏，引出了小蔓对自己

身世的疑惑。她偷听母亲的谈话，发现真相是

残忍的：她的亲父亲残疾后，不愿拖累家庭，

主动与母亲离了婚。醒悟后的小蔓去探望父

亲，可惜等待她的只有一座孤坟……

《给我一个太阳》王璐琪著/接力出版社2018
年9月版

首届“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金奖

推荐理由：作品直面一对农村留守姐弟艰难

的生活现貌，立意高远，平中见奇。小说塑造了姐

弟俩内心的本真、坚守、高贵，令小说从同类题材

的作品中脱颖而出，极富艺术张力。平凡如草木

的他们，向往春风一来，焕然一新。

《黄羊角》许廷旺著/接力出版社2018年12月版
首届“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银奖

推荐理由：该书以黄羊角为线索，讲述了蒙古

族少年巴杰的成长历程。巴杰跟随备受草原人尊

敬的乌图生活，可乌图的沉默寡言令巴杰感到沉

闷。巴杰结交了“哥哥”毛都噶，没想到陷入了一

场阴谋，巴杰必须拿乌图的珍贵之物——黄羊角

去解决问题，而黄羊角凝结着巴杰父子与乌图的

恩怨。巴杰将会做何选择，乌图又将作何选择？

《良夜灯火》马三枣著/接力出版社2020年1月版
首届“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银奖

推荐理由：大雷哥外出务工，不幸伤残，他把

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肯见人。为了宽慰大雷哥，慧

宽亲手制作了很多灯笼，还把自己的涂鸦贴在灯

笼上，打算在中秋节这天将溪山村装点一新。月

圆之夜，大雷哥一瘸一拐地来到清湖码头，将九盏

大红灯笼高高地挂了起来……

《今天要问的问题》庞婕蕾等著/接力出版社
2019年6月版

首届“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铜奖

推荐理由：该书收录5篇作品。《今天要问的问

题》中数学博士爸爸问了女儿无数个数学问题，却

回答不出女儿关于家的疑问。《幸福剪》中仲小满

热爱剪纸，爸爸却非要他学打铁，他该不该听爸爸

的话？该书作品多表达天真儿童的质朴疑问，用

澄澈的童心感悟世界。

《羊儿在云朵里跑》梁贻明著/接力出版社2019年
1月版

首届“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铜奖

推荐理由：作品涉及少数民族少年的成长。对于

壮族少年多多，故土难归是因为心灵的距离；而对于多

多的阿大，故土难离却是缘于融入血脉的深情。作者

以细腻的笔调刻画出几代人在家乡与他乡之间的徘

徊，情感真挚，引人深思。

《安和小美》付小方等著/接力出版社2019年6月版
首届“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铜奖

推荐理由：该书收录5篇作品。《安和小美》中安和

小美是好朋友，一起分享美食和游戏，却因为一个可怕

的男人，有了难以启齿的秘密，她们能否保护自己不受

伤害？该书作品多展现复杂的现实世界，单纯向善的

童心却让世界得到净化。

《红围脖》梁燕等著/接力出版社2019年6月版
首届“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铜奖

推荐理由：该书收录6篇作品。其中，《红围脖》中

丫头一心想要绿围巾，新婚的二姑却把它送给了别人，

而给了她一条红围脖，她会喜欢吗？《雨打芭蕉》中美娇

从没见过自己的爸爸，她总是很忧伤，直到班主任陈老

师的出现。《溪间明月》中云海来到小茴家学唱戏，他们

常在溪边嬉戏，后来云海“倒仓变嗓”了，他能顺利度过

这个关口吗？该书作品多表达儿童对美好事物和情感

的向往，用纯净的心灵发现人生中的美丽。

《黑勺》廖小琴等著/接力出版社2019年6月版
首届“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铜奖

推荐理由：该书收录4篇作品。《风在阳光里流淌》

中夏琦的母亲劳累病倒，可家里的母猪要生崽，红薯地

要翻，种好的烟叶等着收，夏琦该如何应付？《黑勺》中

黑勺和妹妹跟着阿妈到了继父家，却坚决不肯改口叫

“爸”，继父不幸摔伤，黑勺对阿妈说，以后这个家就由

他当了。该书作品传达出弱小生命在逆境中生长的力

量，充满韧性和能量。

“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获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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