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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节刚刚过去，你给孩子的礼物
是书吗？它们是国内原创的，还是引进
翻译的作品呢？

在中国，一方面，儿童文学很“热”：
全国每年的童书总出版量已是世界第
一；少儿图书码洋占市场总额高达约四
分之一。另一方面，它又有些“冷”：教
育部正式发布的学科目录里，儿童文学
还没有位置，在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体系
里仍属冷门。

正如当年中国“入世”带动了金融
专业“热”；互联网时代，计算机类专业
迅速火爆⋯⋯某种程度上，大学中的学
科建设是跟着行业发展走的。

那么，“冷热”交错中的中国儿童文
学经历了什么，又面临着什么？

全国自主设置儿童文学研究方向
的高校不算多。浙江师范大学因其儿
童文学研究历史悠久、成果卓越、专家
济济，被公认为“儿童文学人才培养的
重要基地”“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学术
重镇”。

记者日前走进这个被誉为儿童文
学从业者“朝圣地”的校园，在与师生的
交流中，我们不仅感到“重镇”之重，也
感到“重任”之重。

高地的崛起

如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梅贻琦之
于清华大学，每一个大学都有一个灵魂
人物。

在距离浙江师范大学不远的员工
家属楼，一位老人扶着助步器，缓缓从
书房挪到客厅。他是坐在硬木板凳上
接受采访的。家人解释：沙发太软，坐
下去就站不起来了。

老人已经 98 岁，因为身体抱恙，约
见的时间一调再调。见来访者脸上挂
着叨扰的歉意，他憨笑宽慰：“我搞了
一辈子儿童文学，没有办法拒绝你们
呀！”

老人就是蒋风，我国著名儿童文学
理论家、儿童文学学科开创者、浙江师
范大学原校长。

丝毫不夸张地说，蒋风的一生，就
是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建设的年谱。而
他工作了几乎一辈子的浙江师范大学，
就是原点。

晚于西方约 300 年，中国的儿童文
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1978
年，首届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
谈会召开，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投身
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的蒋风受邀参
加。大会鼓励师范院校尽可能恢复儿
童文学专业教学。

次年，浙江师范大学开始招收硕士
研究生。当时学校只有 1 个导师，就是
蒋风，专业是儿童文学。

就这样，全校“唯一”的蒋风，创造
了多个全国的“第一”：建立高校第一
个儿童文学研究机构、招收新中国第
一个儿童文学硕士研究生、编写中国
第一部儿童文学史和第一部专业儿童
文学工具书、成为第一个国际格林奖
获得者⋯⋯

从 1979 年到他 1994 年离休，蒋风
本人总共招收了 11 届硕士研究生。总
数不多，只有 20 余人，“成材率”却很
高，如：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原院长吴其
南、中国第一位儿童文学博士生导师王
泉根、中国当代具有代表性的儿童文学
理论家汤锐和方卫平、儿童文学作家汤

素兰⋯⋯1988 年全国首届儿童文学理
论奖评奖，6 名获奖者中有 4 名是他的
学生。

离休后的蒋风发挥余热，开设“非
学历儿童文学研究生”讲习班，不限学
历，免费招生。经过 20 余年耕耘，讲习
班总共招收了 700 多名学生，涌现出了
汤汤、张玲芳、方先义、翟攀峰、巩春林、
陈巧丽、孙慧玲等一大批出类拔萃的儿
童文学工作者。如今，讲习班仍在，年
迈的蒋风仍会授课。

在蒋风的带领下，坐落在金华“村”
里的浙江师范大学，一步步成为中国儿
童文学的高地，为儿童文学产业链培育
了一批从业者。

“局部的繁荣”

今天，儿童文学专业已是浙江师范
大学王牌专业。“我们每年招收七八名
研 究 生 ，录 取 比 例 约 10:1，就 业 率
100%。”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中
心主任吴翔宇介绍。

此外，根据蒋风计算，以前很长一
段时间，研究儿童文学理论的人最多不
过十来人，创作队伍也算不上庞大，而
现在单在作家协会中从事儿童文学理
论研究和创作的就有3000多人。

在图书市场上，相较于早年儿童文
学的各种“捉襟见肘”，21世纪以来的中
国少儿出版出现了连续 10 年两位数的
增速度，并至今维持高市场收益。

不过，这只似乎只是“局部的繁荣”
“一边热的繁荣”。

学者谭旭东在《儿童文学研究的
情形、问题域及学科期待》中写道：“虽
然近几年，对儿童文学研究感兴趣的
人越来越多⋯⋯但它与其他学科与研
究领域相比，依然是非常偏冷的。甚
至与简牍学、音韵学、考据学、古文字
学、训诂学和文献版本学相比，都要冷
门很多。”

在与蒋风代表的老一代、吴翔宇代
表的中生一代，以及今天的新一代的交
流中，他们的亲身经历印证了谭旭东的
说法。

出于兴趣，蒋风是主动投身儿童
文学的。“但是几十年前，我在大学中
文系工作时，儿童文学是没有人愿意
教和学的‘小儿科’，最受欢迎的是古

典文学、古汉语文学、现当代文学。儿
童文学讲师评职称、加工资都比别人
要晚一年，学生选学它也大多觉得它
门槛低、容易学。”

十几年前，吴翔宇则因为学科拥挤
而“半路出家”。他原本学习的是现当
代文学，博士论文研究对象是鲁迅。

“2011 年，为了投报省里组织的‘之江
青年社科学者行动计划’项目，考虑现
当代文学领域竞争太过激烈，为了提高
中选率，我和其他几位老师组团以‘儿
童文学和成人文学的对话’主题切入，
来申报课题，并成功入选。”

吴翔宇坦言，虽然周作人、茅盾、
冰心等现当代知名作家都有涉足儿童
文学，乃至鲁迅本人也翻译过不少儿
童文学，但早前，他的确对儿童文学抱
有“既不深刻也不深奥，是简化的‘成
人文学’，没什么研究空间和必要”的
刻板印象。

几年前入学的研二学生熊威，已经
获得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但是他在
中学时期已经不看儿童文学，卡夫卡、
波拉尼奥才是偶像。为了实现自我突
破、创新写作，他才进入了儿童文学创
作领域。“身边很多同学是因为好奇才
进入专业，谈不上立志和热爱”。

在就读“非学历儿童文学研究生”
讲习班，爱上儿童文学时，作家汤汤是

小学老师。因为一度感到读这个班耽
误教学，她差点就弃学了。

从“没人愿意教和学”到“学术的一
片蓝海”，再到“好奇和不了解”，都反映
出社会对儿童文学的普遍误解，还未发
生根本的扭转。

但，时代已经等不及了。

时代的催促

当下，儿童文学正在面临更高、更
新、更复杂的要求。

例如，许多人已经把阅读视为素质
教育的重要一部分。尽管关于儿童文
学的教育性、文学性等因素孰轻孰重的
问题，在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但无可否
认，孩子们阅读的内容的确会对他们造
成潜移默化的影响。

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专业博士生
罗兰，之前是福建的小学语文老师，
2021 年从学校辞职后全职读博。她解
释：“从一线的教学经验中感受到了知识
匮乏”。

她曾在课堂和孩子们分享课外读
物——世界经典儿童文学《吹小号的天
鹅》，却没有想到有孩子最喜欢的内容
会是关于雌雄天鹅的爱情描写。

故事推荐错了吗？该怎么和孩子
解释爱情？她满头问号。

“教学中，你会发现孩子们阅读的
不可能只有课本内容，教师有引导孩子
阅读的责任。”罗兰说。尤其在 2022
年，鼓励学生进行广泛课外阅读的“整
本书阅读”被写进国家《义务教育语文
课程标准》，罗兰更加确信学习相关知
识的急迫性。

近年还出现了一种“现象级”趋势，
一众成人文学作家纷纷踏入儿童文学
领域。赵丽宏的《渔童》、张炜的《半岛
哈里哈气》、毕飞宇的《苏北少年堂吉诃
德》，马原的《湾格花原》，阿来的《三只
虫草》⋯⋯例子不胜枚举。

但它们的市场反馈远远不及作家
的“本职作品”。评论家认为，作家并没
有“蹲下来讲故事”，算不上真正在给孩
子写书。

与此同时，儿童文学的界限正在变
得模糊。2013 年，刘慈欣的《三体 3:死
神永生》获得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
奖。显然，以硬科幻、哲学性著称的《三
体》系列的定位并非儿童读物。

这些“错位”指向一个问题：对于一
部作品，孩子和成人的理解似乎是不一
样的。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在谈
及幼儿文学创作时就曾提出：“大人的感
觉”和“孩子的感觉”能不能合二为一，是
对幼儿文学作家提出的最大考验，同时
也是对幼儿教育、幼儿心理学研究、实践
的考验——因为绘本面对的读者不要
说判断力，甚至都不会说话，无法对图书
质量进行有效反馈。

对于一部文学作品，纵然“一千个
人的心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吴翔
宇也不得不指出一个现实：各种榜单、
奖项、书单的评委都是成人，编书、写书
评的也是成人，儿童文学评判缺乏儿童
视角。

2019 年，浙江师范大学再一次走
在前列，成为全国首个、也是目前唯
一将“儿童文学”设为交叉学科的高
校。不过，限于师资，儿童文学只与
教育学、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
学 3 个学科进行交叉。而在国外，儿
童文学的学科交叉性已经是普遍认
知，横跨脑科学、心理学、哲学、出版
等领域。

“就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已经不
能满足现状，未来要做的事还有很多。”
吴翔宇说。

回过头来看，从 1922 年叶圣陶书
写的《稻草人》这部中国童话的开山之
作算起，中国儿童文学已经跨过百年的
门槛。

百年来，中国儿童文学形成了五代
作家的创作阵容，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涌现了许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和
作品。

就像中国首位国际安徒生奖得主
曹文轩在获奖后所说：“得奖的意义还
在于帮我论证了自己多年来对中国儿
童文学的判断，即中国最好的儿童文学
就是世界水平的儿童文学。”

然而，我们更要正视，我国整体儿
童文学学科地位仍相对边缘，研究人员
数量较少，学术气氛有待进一步活跃，
一些基础理论研究课题需要马上跟进
的种种事实。

蒋风在最新修订出版的《蒋风传》
中给我们写下一句期盼：“儿童文学是
未来的事业，需要更多人的关注。”

百年，只是一个开始。

探访中国儿童文学重镇浙江师范大学

今天谁在给孩子写书
本报记者 严粒粒 通讯员 盛灿灿

《改变世界的信》
[英]科林·索尔特 著
[美]程应铸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写信人有总统、科学家、艺术家、
战士、刺客；内容是私人信、检举信、绝
笔信、狱中书简⋯⋯本书精选上百封
意义深远的世界信件，它们串联起一
系列或明或暗的重大历史时刻，带领
读者从薄薄信笺间窥见历史之潮的端
倪和转折处。

《极北之地》
[瑞士]埃里克·厄斯利 著
夏昱华 许桦钰 译
译林出版社

这是一部有奇迹也有苦难、有英
雄也有恶棍的冰雪与荒原的史诗，讲
述了征服与侵略的历史。作者多次前
往西伯利亚，只为让我们真切地看到
在 16 至 20 世纪末几百年的时间里，
西伯利亚如何从无人问津到举重若
轻。

《水边的修辞》
陆春祥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本书为长篇散文作品，作者以富
春江为核心视角，结合自身经历和今
日家乡人、家乡貌，通过你、我、他（她）
三卷的全面挖掘，呈现了两千多年来
大江丰厚的历史人文，提炼了富春江
的文化特质。

《大汇合与大分流》
郑永年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本书聚焦于厘清中国现代化进程
与全球化的关系，探究大变局发生的
深层次原因及其对中国的继续现代化
构成的重大挑战，尤其探讨了“中国下
一步怎么走”的问题，为读者认清世界
变局、把握中国未来提供了精深洞见
与前瞻思考。

书讯

原本平凡的人一路披荆斩棘成长
为人人敬仰的英雄，这样的故事是不是
很熟悉？不管是在我国家喻户晓的《战
狼》《花木兰》，还是风靡世界的《超人》

《蝙蝠侠》，英雄的故事就算你看了 100
遍，还是愿意再去看101遍。

最近一次印证这个感受的是我的
同事和她的女儿。她们在一起共读儿

童故事《驯龙士》。
故事描绘了一个令孩子着迷的世

界：有龙、有魔法，还有巫师。一群被龙
石选中的孩子来到罗兰王国的城堡接
受训练，与神通各异的龙并肩作战。他
们在克服一个个困难的过程中变得真
诚、善良、宽容、有责任感，最后也真正
成长为力量强大的驯龙士。

这个故事不算复杂，但她和女儿都
看得热泪盈眶。就在不久前，《驯龙士》
直播首发当天创造了单场销售16000册
的亮眼成绩。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得
到读者的认可，我想最根本的，还是因
为它讲好了一个让人们百听不厌的英
雄故事：平凡的人也有成为超级英雄的
一天。这是所有孩子都愿意相信的故
事，所有看过《驯龙士》的孩子都期盼着
可以有一条属于自己的龙，相信自己也
能成为超厉害的驯龙士。

《驯龙士》里有一段荐书语我很喜
欢：“如果只能给孩子讲一个故事，那
么，给他讲一个关于英雄的故事。”

没有一个孩子能够拒绝英雄的魅
力，孩子在成为英雄这件事上，有着难
以想象的执着。

地铁上曾经无心听到过一段父子
对话——爸爸指着儿子手里新买的玩
具手枪，征询道："这次让爸爸当警察，
你当小偷，换一下，好不好？"

谁知道话音刚落，小家伙立刻推开
爸爸的手："不，我才是超级英雄，只有
我可以当警察。"最终，孩子一路上把
自己喜欢的超级英雄扮演了个遍，而爸
爸呢，毫无商量地继续扮演坏人。但英
雄梦又不仅是模仿扮演、过过瘾这么简
单。有时候，它对人生会有意想不到的
深远意义。

航天英雄杨利伟在亲述自己的成
长故事时，特别提到过自己小时候的英
雄情结。

童年时的他很喜欢《水浒传》《岳飞
传》《铁道游击队》这类惩奸除恶、保家
卫国的英雄故事，尤其是《铁道游击
队》。“我看了很多次，那里面的大队长
刘洪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位英雄人物。
我清晰地记得，小时候跟伙伴们站在铁
轨边，看着火车从眼前缓缓驶过，我心
里想，要是有一天自己也能驾驭这个庞
然大物，一路呼啸，奔向远方，那该有多
么了不起！”

这个梦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占
据着他的心，直到有一天，学校安排他
去机场看了一场飞行表演。当看到银
色飞机冲上天幕的那一刻，他感受到前
所未有的震撼，他的心由此转向更为宽
广的蓝天。

虽然梦想从火车司机变成了飞行
员，但促使他向前的那股子少年英雄气
始终未剪分毫。他最终不负儿时梦想，
成了孩子们心中了不起的英雄。

可以伟大也可以平凡。曾经，谈起
英雄，最先想到的总是那些无所不能的
高大形象，可事实上，英雄千面，不是只
有一种可能。

还记得在小学生群体里爆红的《孤
勇者》吗？这首围绕英雄成长主题而作
的 歌 曲 已 经 是 校 园 必 备 的“ 接 头 暗
号”。有意思的是，在一场“谁是你心中
的孤勇者”的答案征集中，孩子们给出
了令人惊喜的想法。

“听完这首歌，联系歌词内容，我想
到了外卖小哥，无论在风里雨里，都能
把热乎的饭菜送到我们手里”；“究竟是
谁这么拼，这么爱家？我会很自豪地回
答你：我的妈妈。她曾经忙得生病过，

晕倒过，但她依旧站起来挺起来，继续
迎接新的生活”⋯⋯原来随着长大，孩
子心中的英雄，不只是万人敬仰的大人
物，也是努力过好生活的平凡人。

在《驯龙士》里有个颇有意味的设
定：龙石有选择让谁成为驯龙士的特
权，而龙石选中的通通是孩子。也许，
比起成人，驯龙士身上所需要的真诚和
勇敢这些美好品质，孩子更能纯粹地拥
有、更好地守护。但这不表示英雄梦只
是孩子的专利。《哈利波特》剧版官宣，

《灌篮高手》电影上映⋯⋯只要有英雄
的故事出现，就注定有一场与过去自己
的重逢。

这一刻，我们恍然大悟：英雄梦不
分年龄性别，从小埋下的种子时常化身
希望和信念，在这一路上陪我们升级打
怪，挺过无数人生的至暗时刻。只是现
在疲于生计奔波的我们不再迷恋做拯
救世界的英雄，而是在每一份对工作的
认真、每一份对家庭的守护中努力做自
己的英雄。

所以，如果只能给自己选一个故
事，那么，选一个关于英雄的故事。因
为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场英雄梦。

人人都需要一场英雄梦
戴秋诗

书评

《驯龙士》书封。 （浙江文艺出版社提供）

如未名湖之于北京大学如未名湖之于北京大学，，荷塘对于清华园建荷塘对于清华园建，，建成于建成于 19541954 年的苏式建筑红楼年的苏式建筑红楼，，是浙江师范大学标志性建筑是浙江师范大学标志性建筑，，因成为儿童文化研究院和国因成为儿童文化研究院和国
际儿童文学馆所在地而闻名际儿童文学馆所在地而闻名。。 吴雄伟吴雄伟 绘图绘图

2021年1月1日，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专业师生在课堂进行作品研讨会。
浙江师范大学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