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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倡中国儿童文学批评体系
关键词 儿童文学 批评体系 新世纪

○刘瑛

近日，儿童文学评论集《喧嚣之下：新世纪中

国儿童文学的价值支撑》由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该著明确提出，随着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

文学创作的繁荣，重返中国儿童文学现场，重归中

国儿童文学实践，廓清中国儿童文学黄金期的理

论形式和批评框架的时机已到。

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儿

童文学迎来了作品井喷式增长和原创稳步提升的

黄金发展时期。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民进中央副

主席、全民阅读形象代言人朱永新表示，老中青三

代儿童文学作家携手，为少年儿童的精神成长提

供了大量的优质作品。少儿出版完成了由“进口

为主”向“中国制造”的转变升级。每年出版的少

儿类图书占据我国图书零

售主要市场份额，2020年上

半年达到31%。

该书作者陈香为儿童文

学评论家，从事儿童文学批

评、少儿阅读出版研究18年。

多年切身的儿童文学现场观

察，陈香发现，目前中国儿童

文学理论大多是对西方儿童

文学理论的照搬和借用，然

而，对中国儿童文学进行百年

追踪，尤其是随着新世纪以来

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繁荣、成绩的斐然，越来越显示

出西方儿童文学理论框架无法完全解释中国儿童文

学的创作全貌与特征，更远离了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学

语境和价值关怀。比如，从欧美经典的、广受市场欢

迎的儿童文学作品类别来看，幻想儿童文学是重中之

重；而从百余年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和源流看，经典的、

广受市场欢迎的儿童文学作品大多为现实题材。图

画书领域，与欧美图画书着重于“童趣”“想象力”“游戏

精神”的表现不同，原创图画书虽然也强调趣味性的

表现形式，但在对生命、历史文化呈现和现实思考方

面多有着墨，呈现出了饶有意味的分野。

脱离文学实践的理论无法解释、评价和指导

文学的创造和生产。要重构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

框架，需要重返中国儿童文学现场，重归中国儿童

文学实践，该书正是其中的努力之一。

该书以宏阔的场域视野，以切近现场的批评

话语方式，对新世纪第二个 10 年前后的典型作

家、典型作品进行深切探究与阐发，勾勒当下中

国儿童文学的整体面貌与特征，在中国儿童文学

实现叙事边界、艺术手法和观念等重要突破的

“黄金期”，对儿童文学的本质价值、审美意涵、批

评路径和理论阐释等提出新的生长点，以廓清中

国儿童文学黄金期的理论形式，重构中国儿童文

学的批评框架。

“《喧嚣之下：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价值支撑》

是陈香用见证者和建设者的双重身份和视野，撰写

的一部当代儿童文学评论集。”朱永新如是评论。

“该著视野开阔，密切关注文学现场，评论不

乏新颖独到的见解。”中国

作家协会书记处原书记束

沛德表示。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

授、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

学委员会主任曹文轩提

出，文学批评需要鲜活和

“在场”，文学批评需要现

场感和介入能力。

“儿童文学批评的可

贵之处，是关注和重视真

实的儿童阅读状况。一个

儿童文学批评家，只有与儿童生活建立起生命与

生命之间的活生生的联系，才可能找到对于文学

批评来说最有生命力的那个自我。”中国作家协会

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

会长朱自强如是表示。

“需要从文学现场积累批评经验和理论原

创。”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提

出，批评建构在批评家的理论基石和文化底蕴之

上，但一个优秀的批评者应该拥有阐释和表达自

己对世界的看法和认识的能力，融学理与艺术感

受于一体。批评还应该是一种审美层次和创作理

念角逐式的对话，以美的形式传达批评立场和真

知灼见。“这正是陈香文学批评感染力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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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学技法为乡村人物“立像”

关键词 乡土题材 文学技法 人物

○苏少伟

汤伏祥的散文集新作《过往》，从风格上来说

是现实主义作品，摹仿是其基本艺术手段。《过往》

通过描摹闽地乡村真实发生的历史往事，刻画了

一个个具体、形象的乡村人物。书中有 16 个篇

章，篇篇都记录各种各样的人物及其身上的故

事。这些人物包括外祖父、祖父、叔祖父、姑婆、堂

曾祖、太婆、邻居、地主、长工、寺庙住持、教徒、乞

丐、酒鬼、疍民等等。从根本上说，这样的写作是

代人立言、为人立传。

多重故事、多样的人生，汤伏祥写尽了闽地乡

村人物不幸、痛苦的遭遇。写这类乡土题材的作

品，一个难题是如何才能把人

物的内心世界写丰满，写出人

物的神色、活色。汤伏祥是有

文学表现技巧的，懂得如何通

过叙事来扩张文字的感染力

和表达效果。他在《过往》里

进行了多样文学技法的尝试。

其中，很明显的一种情况

是多种叙事方式的转换运用，

包括倒叙、插叙、补叙等。例

如《逃脱，时间再冲刷》这篇散

文，先是倒叙写出故事主人公

的一件事，而后不断地插叙“我”的思考，并插叙主

人公的其他事情，从而构建了一个立体的人物形

象。这一多种叙事方式的运用，也使文本的事件、

话语、节奏，常常被推开正常叙事轨道而步入复

杂、立体的话语体系中，因而丰富了文本内容，扩

容了人物身上的历史内涵，进而增强了文本的表

达力、感染力。《过往》中的《他和他的女人》《三个

女人》《顶祠》等章节皆是如此。西方叙事理论认

为，文本要通过叙事方式来改变叙事时间，不断冲

击人们固有的心理程序，促使受众心理活动增加，

实现叙事张力的内在控制。由此观之，《过往》是

有这种效果的。

此外，汤伏祥在细节的把握能力上更熟练，也

更生动、活泼。他能够以简练的文笔构建场景、表

现人物。《傻，也许不傻》在介绍人物时荡开一笔，

写道：“那翠翠的花色，宛如春天挣扎在冬天里，显

眼、明亮，但就是临风孤寂了些。”其细节性的呈现

到位，文字质感非常强烈。

文章情感也细腻了一些。因《过往》是大篇幅

描绘乡村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所以汤伏祥在刻

画人物的心理、情感方面，下了一番功夫。他特别

注重置身于人物的心理意识，暴露人物内心；他的

语言、句式、情节，都服从于对“人”的深度挖掘。

他讲出了乡村人的痛苦、木然，注重文学表现力。

例如，讲人的木然，《欠情》这篇里有一段话：

“他坐在木椅上，垂老得像厅堂里的大钟。也

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他儿子搬来了这么一个大钟，

说是外面买来的，属于有些年代的货。那可能是

一种安慰，在这样一座乡下的木屋中，放上这么一

个老钟，似乎是搭配的，但显然，他对此没有什么

兴趣。儿子告诉他，偶尔可以看看大钟，有点时间

概念，但他觉得无所谓时间了，大钟准与不准，都

无所谓了，不就是消耗多余的

时光吗？”

这样的话极具代表性。

人似乎成了钟，甚至可以说人

活成了老钟的形态。这里有

一种拟物的修辞，有一种延缓

的叙事节奏，揭开了人物的心

理世界，因此老年的木然形象

地呈现出来。这是较高明的

文学笔法，扩张了感染力。在

其他章节里，汤伏祥仍不断地

运用这种技法，深入地“走”进

人物心理、情感中。

汤伏祥还有一种“反写”笔法。在《愿悲伤不

再来》文章中，汤伏祥一开篇就以强烈的故事翻

转，带给人震撼之感。故事主人公“他”在舞台上

惟妙惟肖地表演“特务”角色，其逼真让“观众在台

下怒吼，交头接耳”。汤伏祥进而写道，“他为自己

成功的演出而高兴”。一种欢快的氛围呈现在文

本中，但是欢乐戛然而止，“他还没走出会场，几个

人就围了上来直接给他戴上了手铐”。故事在此

实现了反转。这种写法，在较短的篇幅内一再“翻

转”情节，极有震撼力。这篇散文接下来的叙事，

该笔法仍不断出现。

总的来讲，汤伏祥的这部散文集在文字锤炼

上、在叙事节奏把握上、在情节推进上，展示了新的

进步。笔力的稳健、笔意的洗练、笔法的高明，是可

以见到的。他用文学性语言，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幅

乡村人物图，用形象化文字揭示了过往的多重意

蕴。所以我们读到这些乡村人物的往事时，能够感

同身受，并深深地为其不幸、痛苦而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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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写给青少年的情绪管理指南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我的6个情绪朋友》。这是一本写给青少年

的情绪管理指南，为他们走出青春期阴霾、化解成长的烦恼寻找答案。

情绪教育是青春期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主题。该书是意大利著名心理学家兼心理医生写给青

春期孩子的温暖指南。该书的主要切入点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当步入青春期的孩子被某种强烈

的情绪裹挟而无法自控时，他的大脑里正在发生哪些变化？人的大脑就像是一座三层楼的房子，

其中情绪就位于第一层。全书通过阐述悲伤、恐惧、厌恶、愤怒、惊奇、喜悦等章节内容，带领读者

了解大脑的工作机制，以及在前青春期和青春期阶段大脑会发生哪些变化，每章都以故事、小测

试的形式帮助读者领悟这6种情绪的底层逻辑和应对方式，非常适合青少年在了解、接受和调控

自己的情绪时参考使用。该书入围意大利亚马逊教育类图书TOP10，其作者荣获意大利卫生部

银质奖章。

书中提到，“书籍、电影和音乐是无比重要的训练工具”，并运用大量书影音作品案例，场景化理

解每种情绪。“在书中，你常常能遇到跟自己相似的人，了解他们的故事，看他们如何面对挑战，解决

问题。”章节设置“小故事”板块，具像化理解每种情绪。“你手中的书就像指南针，在你通过纷繁复

杂的情绪测试后，将会帮助你决定赋予这些情绪什么意义。”每一章节开篇的“小测试”，精准化理解

每种情绪。该书是一张描述思维工作原理的地图，分辨你的情绪伙伴；是一本解析大脑结构的操作

指南，认识你的情绪伙伴；是一套训练成熟心态的实用工具，经营与情绪伙伴的关系。 （穆宏志）

审视别样童年 聚焦儿童成长
关键词 童年 成长 教育模式

○姜铭铭

冰心曾说过：“童年啊，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

回忆时含泪的微笑！”《爸爸送我一座动物园》描绘的正是

这样一个充满理想和浪漫的美好童年。故事的主人公林

明璇是一个天真浪漫的小女孩，她的爸爸为她放弃事业，

照顾她的日常起居，悉心陪伴她成长。但璇子的爸爸似

乎有些“另类”，当别的父母都把孩子送去各种补习班时，

璇子的爸爸却选择陪她玩耍，带她去感受大自然，鼓励她

拍摄广告片，参加帆船比赛，甚至答应为她建造一座动物

园……

作者庞婕蕾在这本书中设置了两组童年的对照，多

维度呈现了童年的不同形态。首先，璇子的童年和爸爸

的童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璇子的童年无拘无束、快乐

自由，爸爸像超人一般守护着她，陪伴她慢慢长大。而爸

爸的童年却截然相反，爸爸有着不

幸的原生家庭，家境贫寒，爷爷嗜

赌，奶奶又在爸爸12岁时改嫁，他在

孤独和痛苦中长大。正如余光中所

说：“人的一生有一个半童年。一个

童年在自己小时候，而半个童年在

自己孩子的小时候。”正因为爸爸的

童年是充满缺憾的，于是他无比坚定

地守护着璇子的童年，想让璇子在12

岁前无拘无束、幸福快乐地长大。庞

婕蕾在书写童年的困窘时，丝毫不回

避苦难和现实，通过璇子充满童真的

眼睛关注爸爸的苦涩童年，在童真的叙说中超越苦难，给

人求真向善的力量。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

用一生治愈童年。其实爸爸在陪伴璇子长大，守护璇子童

年的同时，璇子的童真浪漫也在治愈着爸爸，弥补了爸爸

童年的缺失。

儿童文学应深入儿童的内心，深入社会实际，进入到

孩子们的生活。书中的另一组对照即璇子和她同学们的

童年对比，凝聚了庞婕蕾对内卷、教育减负、童年消逝等社

会热点问题的思考。璇子的童年在玩耍和欢笑中度过，无

拘无束、快乐自由。而同学们却穿梭于各式各样的辅导

班，繁重的学习任务，枯燥的校园生活，父母殷切的希望，

不断地压缩着他们的童年。内卷时代教育何去何从？这

是当下家长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也是值得当代儿童文学作

家通过文学作品去讲述和探讨的问题。面对“双减”政策，

父母们一面积极响应减轻孩子学习压力的号召，一面在迷

茫和焦虑中摸索着培养孩子的新路。庞婕蕾通过描绘璇

子爸爸陪伴璇子成长的故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想的教

育模式。因此《爸爸送我一座动物园》不仅是充满童趣的

“心灵宝典”，也是适合父母阅读的“教育指南”。

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应该具有生活的宽度，展现社会

历史的变迁，表现真实的生活和情感，使之充满生活气息；

应该具有审美的高度，描写真实灵动的故事，塑造鲜活的

人物形象，使之蕴含美学质地；应该具有思想的深度，蕴含

深厚的文化底蕴，传达深邃有洞见的思索，使之富有启迪

韵味。《爸爸送我一座动物园》正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庞婕

蕾用朴实的语言，不枝不蔓的叙事，将童年时期少女的童

真、好奇、青涩、执拗表达得淋漓尽致，字里行间闪烁着童

趣、真情、智慧的光芒。璇子这个天真烂

漫的小女孩，她的童真童趣感染着我们

每个人，不论是孩子还是成人，阅读时都

会忍不住嘴角上扬，会心一笑。然而穿

透文字，这本书带给我们更多的是极大

的情感共鸣和思想启迪。作者为璇子摘

掉了主角光环，让她在跌跌撞撞中长大：

动物园创建失败，工作室的谎言被揭穿，

没有如愿取得竞选资格，爸爸丢失了宝

贵的工作机会，璇子没有实现逆袭考取

提优班……主人公的成长并不是一帆风

顺的，这样更贴近小读者的日常生活，真

正做到了从儿童本位出发。作者通过璇子的经历告诉小

读者：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所有的付出

都会在短期内有回报，缺憾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庞婕蕾始

终坚持以一颗美好的童心去描绘承载着爱、美、温暖、浪漫

的理想童年；以充满灵性的笔墨书写纯真自然、尚善尚美

的动人故事；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肩负社会重任，响

应时代号召，关注新一代青少年的成长。她的“风信子悦

读坊系列”一直是一套受孩子们喜爱，被家长们认可的图

书。它以成长为主题，关心孩子们成长中的切身体验，关

注当下亟待解决的亲子和教育问题。《爸爸送我一座动物

园》无疑是作者倾注心血带给我们的一部崭新力作，是一

部适合孩子和家长共同“悦读”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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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无用之用”——《清物十志》的生存本味启示
关键词 文人 美学理论 艺术研究

○曹转莹

受物质追求与符号经济的共同冲击，人类愈发受役于

物，对生存意义的纯粹认知逐渐钝化，难以触及生存世界

的清泠境界，甚至徘徊在“拜物”生存的危机边缘。北京大

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致力于美学理论与中国文人艺术

研究的李溪老师，通过《清物十志：文人之物的意义世界》

一书，以诗画等载体中的文人“清物”的呈现论证为辅助，

在解构“文人之物的意义世界”的过程中，阐述人与物的生

活美学意味，还原文化赋能之于物质世界的建构与反思，

召唤人们从古人的生存智慧中觅得治愈过度受累于物的

美学良方。书中尤其青睐陶渊明、白居易、苏轼等诗人的

日常审美哲学，以白居易、苏轼的世俗观念批判理论为承

接面，追寻世界与“我”的共同“真

性”，勾勒起清泠世界的面貌。

诗画作为文人抒写精神境界的

介质，李溪老师的“清物”例证统一

于艺术美学的审美定位。《清物十

志》先从“隐几”与“听琴”所彰显的

“去弊存真”内里切入文人世界；再

从“剑”的意象深化到“挂剑”所意指

的文人的真纯个性与义气秉性；“铭

砚”进一步呈现知识分子反思功利

性之名的自省秉性；“坐亭”与“策

杖”从时空双重秩序中牵引出人的

主体性及对权力问题的解构；“友石”与“玩古”在人与自

然、历史的关系中检验与反思物的时间性，挖掘生命时间

秩序的恒久；最后由虚到实，从日常实践体验层面以“煎

茶”和“种菜”的味觉意象反思真与俗、清与浊等悖反性生

存意味，反思当下社会物质化追求的现实观照。

“无用之用”与“于不可图而图之”、隐几者“不可见的在

场”相通，都在消融于功利世界后获得一种“意义”表达的寂

然。“清物十志”选取中国思想史中尤为重要的哲思概念，从

“用物”到“意象”，按照从人到物主体显隐的逻辑顺序展开，

以“隐几”“听琴”“挂剑”“铭砚”“坐亭”“策杖”“友石”“玩古”

“煎茶”“种菜”10个典型“应物”之举，论述文人应物而行后

对“无用之用”的肯定。“有用”是人类改造自然世界的首要

目的，而“有用”上升到人类构建文明意指符码的层面后，有

用性机能悄然消退。当古琴、几案、亭台等成为“吾丧我”的

物质映照时，“无用之用”凸显出来。解构“无用之用”的思

维回路，彰显出人类文明之于生存世界的推进。

“非本真”的思维方式是人类受制于物的表现，而跨越

千年的文人生活面貌对于物的意义世界的建构，充满着对

“俗世面目”的反抗。作者对文人之物的“有用”与“无用”、

“入世”与“出世”、“作为”与“无为”、“合目的性”与“不合目

的性”的思考，兼容其对儒道思想中“无”与“本真”“自我”

以及中国哲学关于生命、时间等终极理念的深刻领悟。如

李溪老师所言，“琴有真音，亭有真趣，石有真风，砚有真

手，古董有真赏，清茶蔬食有真味，在文人笔下，这些物之

‘真’并不是说未经人手改造，而是涤除了庸俗和虚伪的诸

多尘垢后，在一种存在的本有之中‘显现’的真。”生存真味

一方面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化被隐没，一方面又随着人类的

自我反思而回归。

朱光潜认为世间有两种人的生活最不艺术，一种是俗

人，一种是伪君子。“俗人”缺乏人性本色，以“不思”的存在

方式过活，而失去自我判断的能力。文人诗意地栖居于世

是在尊重物质世界独立存在基础上展开的；而世俗人类往

往放大了物之抽象意义的追求，并在此凭依关系的强扭中

打碎了生活之境的本真，沦陷于“眼前

的苟且”。人对于社会性物件的“入

世”与“出世”、“有用”与“无用”的认

知，在文人知识分子那里表现为关于

“浊”与“清”的审美判断。书中对砚之

“入世而全己”品格的评价，实则是作

者对人类生存智慧的期许。“浊物”经

由古代文人的“澡雪”而成为启发人类

返璞归真的行动指南。人类要想获得

诗意栖息的生存空间，必须在世界观

的驱“浊”逐“清”过程中，涤荡个人被

掩埋或被遮盖的“本真性”。

人与物作为整体的意指性，使物的意义被附着于人的

审美思维之上。文人之物的意义世界成全了文人之物的

本真存在和被感知，免除其入世之俗而成为清物，实现了

文人自我与物之间生命的相互切近。正如“凭几”到“隐

几”，“几”的“用”与“位”功能被遗忘，当其成为名士的象征

物之后，物的意象功用转换为符号功能，本我的生命境界

在经历意义解构后退回到原初的意义能指。与之相同，剑

从“用物”到“意象”，在其工具性消失后，从舞剑再达至画

作题材创作的艺术至高境界。

当物质世界以其影响和操控力向人类的精神世界侵

吞时，现代性与传统文化狭路相逢，现代性的异化功能有

所提升，人与自然、物质生活的和谐关系更引人深思。生

活之境的“清物”思维方式对人类的俗世生存觉思很有必

要。“清物十志”是文人感知世界本真存在的意义建构，更

在引导人类以纯净的内心感知力超脱尘俗生活，以日常

诗意生活抵抗物质世界的异化倾向。如果说诗人、画家

等最先通过诗画拥有了“真我”体验，解锁了世界的“真

意”，成为首批诗意栖居者，那么他们对于世界他者的慷

慨之处，正在于通过诗画传达了获得诗意栖居之体悟和

精神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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