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顾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史，民间故

事、民间传说、历史典故、历史人物等一直是创

作的灵感来源。写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的作品，是中国儿童文学界的共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宝库就是支撑这一共识的底气所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向培育社会主义

新人的目标，张天翼《宝葫芦的秘密》、严文井

《小溪流的歌》《“下次开船”港》、金近《春姑娘

和雪爷爷》《小鲤鱼跳龙门》、洪汛涛《神笔马

良》、贺宜《小公鸡历险记》、包蕾《猪八戒新传》

等作品，将中华民族善良、仁义、智慧、勇敢、诚

实、守信等优良品质，以及勇于创新、敢于斗

争、积极奋进、努力创造美好生活的精神追求

融入儿童文学。传统伦理智慧、民族精神品格

和新中国朝气蓬勃的时代气象交相辉映，为当

代儿童文学创作开辟了一条民族化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儿童文学作家在与国际儿

童文学对话、吸纳借鉴国际儿童文学创作经验

和美学成果的过程中，更加认识到文化根脉的

作用。葛翠琳《山林童话》、高洪波《鱼灯》、张之

路《千雯之舞》、薛涛“山海经新传说”系列、孙幼

军“门神”系列以及范锡林“武侠童话”系列等，

将丰厚的历史内涵与创新精神结合，实现了现

代意识、民族文化与本土风格融会贯通。

当前，在出版、市场、科技等多方助力下，

儿童文学作家更加踊跃地投向传统文化资源

库，以多种方式表现中国式童年，为少年儿童

建强精神高地。

以中华文化瑰宝戏曲为例，如何将蕴藏其

中的丰厚美学思想和道德规范、价值取向传达

给少年儿童，吸引不少作家深入探索。周锐

“梨园少年三部曲”讲述几位少年跟随京剧表

演艺术家勤奋学艺的故事，以小见大地呈现京

剧的艺术面貌、文化特质和京剧艺术家的敬业

精神、人格魅力。王璐琪结合昆曲艺术创作的

《锦裳少年》、伍剑围绕汉剧创作的《九岁红》等

少儿小说，也都以主人公爱戏、学戏、演戏展开

故事，情节曲折、情感动人，让少儿读者得到文

化的熏陶和成长的启迪。

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其中的传统技艺

凝聚着中国人的传统智慧和生活情致，也融汇

着工匠精神和品行人格。彭学军《建座瓷窑送

给你》以瓷都的发展变迁为背景，少年主人公

在经历成长淬炼后，逐渐理解了祖辈们何以将

瓷窑珍若生命的缘由。王苗《石上生花》中，汉

白玉的温润质地、石雕作品的千姿百态和石雕

匠人的坚守传承，打动了少年的心，帮助他挥

去高考落榜的心头阴霾，开始石刻工艺的学

习。小河丁丁《龙船》展现湘南龙船民俗，杨映

川《少年师傅》将木匠活儿讲得津津有味，王倩

《梦中的影子戏》写皮影戏制作和表演，这些作

品将生活、民俗、手工艺和人生追求融于一体，

传达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赞美之意、守护

之情。

文物、古迹同样是激发创作者想象的一座

富矿。仅以敦煌石窟为书写对象的，就有《敦

煌灵犬》《千窟同歌》《敦煌小画师》《敦煌奇幻

旅行记》等诸多原创作品。李姗姗《器成千年》

以三星堆文明和考古发现为主题，向孩子讲述

古蜀国的历史及其神奇非凡的文明。这类作

品将考古知识、文物修复、文物保护等内容跟

故事情节相糅合，为孩子展现文史魅力。

从民族地区或有鲜明文化特色的地区提

炼故事素材，也是儿童文学开掘文化资源的途

径之一。唐明《德吉的种子》以青海当地的文

化传统为底色，讲述格尔木生态移民村孩子的

生活，自然、率真、淳朴的气息涤荡读者心灵。

索南才让《哈桑的岛屿》中，草原风光和牧民生

活如画卷般在小读者面前展开。王勇英《奔跑

的叉叉房》《少年陀螺王》等作品立足民风民

俗，讲述孩子们在新时代积极乐观生活成长的

故事。多姿多彩的传统样貌和风情习俗，构成

这类作品独特的风景，向孩子呈现中华文化的

博大与丰富，帮助孩子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

如果没有尊重少年儿童的天性和审美趣

味，没有精巧的艺术构思和富有感染力的艺术

形象，即便作品题材再好，也难以打动读者。

为了让优秀传统文化能够被少儿读者喜爱，收

到良好传播效果，儿童文学作家在艺术创新上

进行积极探索。

将优秀传统文化题材与幻想文学结合起

来。少年儿童具有好奇心强、求知欲旺盛、想

象力丰富等特点，幻想文学能让孩子在神奇有

趣的想象中，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

深与丰富厚重。邹凡凡《奇域笔记》系列就以

探险故事的创作手法，让小读者跟随书中人物

追 踪 国 宝 下 落 ，感 受 中 华 器 物 之 美 、文 明 之

盛。常怡《故宫里的大怪兽》也采用写实与幻

想并行的创作方式，完成一次次故宫文物探秘

之旅。

将传统文化以可感可亲的方式贯注在作

品中。艺术创作画其形易，传其神难。在儿童

文学创作过程中，将传统文化作为符号、素材

和内容做出描述不难，难的是将其内蕴的文化

精神解析出来，浸润到故事情节里、渗透在人

物形象里、交融在思想主题里。顾抒《白鱼记》

尝试将《诗经》《庄子》《礼记》等典籍精髓融入

叙事，向孩子讲明为人为学之道。李秋沅《天

青》则借助一片汝窑碎瓷，贯穿起宗泽、岳飞、

文天祥等诸多历史人物，书写浩然正气。

向孩子讲述传统文化，儿童文学要发挥审

美优势，将教育意义、认识作用和儿童心性紧

密地结合起来，以丰富的形式、生动的气韵让

孩子亲近传统。与此同时，也要借鉴其他叙事

文类优长，实现形式创新和技艺突破。用中华

文化的丰厚养分滋养心灵，以优秀作品培根铸

魂、引领成长，儿童文学创作大有可为。

（作者为《儿童文学》杂志主编）

图①：儿童文学《九岁红》《梦中的影子戏》

封面元素。

冯 臻供图

图②：山东枣庄薛城区的小朋友体验包粽

子等丰富多彩的非遗活动。

洪晓东摄（影像中国）

图③：浙江湖州德清县新市镇蔡界村，孩

子们手牵手“过龙门”。

王树成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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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艺术创作近 30 年，

我深刻感受到社会发展给舞

台艺术带来的巨大变化，同

时也深深体会到一切创作技

巧 和 手 段 都 是 为 内 容 服 务

的，艺术创意的背后是文化

表 达 ，文 化 才 是 内 核 ，是 灵

魂。文艺工作者要坚守中华

文化立场，努力展示一个生

动立体的中国。

因为父母从事音乐创作

和教育工作的缘故，我自幼

学习钢琴，后来进入舞蹈学

校学习舞蹈表演。双学业的

经历为我的编导生涯打下坚

实基础，也给予我广阔的艺

术视野。这些年来，我有幸

参与一系列重要演出活动创

排：担任央视春晚舞蹈总监、

担任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 世 界 反 法 西 斯 战 争 胜 利

70 周年文艺晚会《胜利与和

平》执行导演、担任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文艺演

出《伟大征程》副总导演、担

任北京冬残奥会开闭幕式导

演……舞台导演工作需要综

合 考 虑 舞 台 相 关 的 方 方 面

面，跨领域的学习经历让我

能快速掌握新的技能并运用

于舞台创作中。丰富的艺术

实践让我深刻体会到：文艺

创作者要广泛学习、博采众

长，知识面够广，文化底蕴够

深，艺术表达才会更丰富，作

品内涵才能更厚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

艺工作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的创作源泉。我们创作舞乐

《中国故事·十二生肖》，希望

通过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十

二生肖，展现中华民族的优

良品格。十二生肖是中国独

特的文化符号，蕴含丰富的

文化内涵。演员要塑造的不

仅仅是“十二动物”，更是富有传统文化意蕴的生肖形

象。主创成员翻阅大量史书和资料，期望把中国人对

时间、生命的理解呈现出来。在“卯兔邀月”“午马奔

云”“辰龙归元”等篇章中，我们草蛇灰线地暗伏多条时

间线索——晨钟暮鼓的一天、春夏秋冬的一年、子丑寅

卯的十二年、一甲子的六十年，再将日月星辰、江河湖

海等元素融入舞蹈和音乐中。很多外国朋友对中国的

十二生肖很感兴趣，因此节目运用不同国家的打击乐

器，用拟音的方法展现人们所熟悉的四季更迭。春天

会有流水鸟鸣声，夏天会听到从小雨到暴雨的声音变

化，秋天丰收的锣鼓敲起来，冬天万物寂静又隐约听到

沙沙响，那是白雪飘零的时刻。演出得到很多好评，有

的外国朋友看完之后，会带着朋友再看一遍，一起分享

中华文化之美。

观众反馈也促使我不断思考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以文化人，更能凝结心灵；以艺通心，更易沟通世界。

世界级体育赛事的文艺演出是展现中国变革和中国精

神的最好舞台。在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中，我们把象

征团结、友谊、残健共融理念的“同心圆”作为主体意

象。在开幕式倒计时之前，场地中间浮现巨大圆形天

窗，“地球”成为灿烂星辉的圆心；在国际残奥委会会徽

展示环节，场地影像中的盲文定格为“改变始于体育”，

环绕其中的盲文像素和演员构成“同心圆”；在《冬残奥

圆舞曲》环节，盲童绘就的笑脸图画映射在场地，构成

笑脸“同心圆”；在主火炬点燃之后，所有演员欢呼着奔

入场地，也形成了“同心圆”。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式上，

我们在“同心圆”基础上加了一个“唱针”，让地面屏幕

转化为具有播放、存储、留念特质的“留声机”。“唱针”

大约 20 米长，由残疾和健全演员一起推动，不仅寓意

着残健同行共向未来，同时也希望闭幕式能把这份温

暖和感动永远保留下来，让大家记住北京，记住“双奥

之城”。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 周年，中国东

方演艺集团承担了 2023“一带一路”·长城国际民间文

化艺术节中的开幕式演出。本次演出以“一带繁花一

路歌”为主题，融入很多外籍演员和外籍节目。从中国

民乐旋律响起到各个国度“万里同歌”，从海上丝绸之

路起点“举杯邀明月”到不同经纬度国家人民共享“同

一蓝天下”，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国深刻理解并尊

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我们希望这场晚会传递出理解和

友谊，展现全世界人民携手共创人类未来的美好图景。

（作者为一级编导、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艺术

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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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创作技巧和手段都是为
内容服务的，艺术创意的背后是文
化表达，文化才是内核，是灵魂。

常有人问我，今天的青少年为什么要学习

传统文化？我会骄傲地说，因为这是中华民族

共 同 的 文 化 记 忆 ，是 炎 黄 子 孙 独 有 的 文 化 浪

漫，是每一个中国人血脉里的文化基因。

我牵头制作儿童相关的文化内容已经 9 年

了，推出原创音频超过 4.6 万集，出版童书有 48
个系列 234 册之多，其中传统文化相关内容占

了一半。我希望通过优质文化产品让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在孩子心中扎根。很多人觉得这

不是难事。“不就是把经典通俗化吗？”“儿童内

容不用太深刻，不然他们听不懂、读不懂。”我

并不这样认为。儿童不缺乏理解力，我们要重

新梳理传统文化资源，打造符合少儿认知特点

的学习场景，有效引导孩子继续深入并更加热

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早年间，很多传统文化普及类书籍往往是

把名著经典直译为白话文，再配上几幅插图。

这样的方式不容易让孩子们走进传统文化并

从中体验到乐趣。与之类似，我们儿时都经历

过“死记硬背”唐诗的阶段，现在我们知道，让

孩子爱上诗词，最好的方式是先让他们产生美

好的感受。我们可以引领孩子走进诗人的世

界，让他们设身处地感受诗人作诗时心里泛起

的涟漪。我们给孩子讲夸父追日，不仅可以复

述这个寓言故事，也可以告诉孩子在地球的另

一端，还有一位相似的人物叫堂吉诃德，他们

的“追逐”异曲同工。我们给孩子讲大禹治水，

不仅可以讲三过家门而不入，还可以讲大禹陆

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告诉

孩子一个目标可以由不同的路径抵达。经典

普及的目的不只是记诵，更重要的是让孩子们

由此获得成长。

还有四大名著。比如，《西游记》不单可以

讲师徒四人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取得真经，还可

以通过孩子们喜欢的孙悟空，说说一个人的精

神成长经历了哪些过程。《三国演义》除了讲豪

杰 与 谋 略 ，也 告 诉 孩 子 每 个 人 都 有 自 己 的 弱

点 ，只 有 接 纳 不 完 美 ，才 会 更 珍 惜 拥 有 的 一

切 。 这 些 智 慧 藏 在 原 著 里 ，需 要 我 们 提 炼 出

来。当孩子沉浸在故事中去感受人物的生活、

环境、成长时，传统文化已经不知不觉在他们

心里生了根。

给孩子们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键要把

握 其 中 蕴 藏 的 价 值 观 念、思 想 内 涵 和 精 神 境

界，借助多媒体平台、虚拟现实等技术手段，用

孩 子 喜 闻 乐 见 的 形 式 营 造 沉 浸 式 情 境 ，做 到

“形神兼备”。儿童文化产品像工艺品一样，需

要精心雕琢与打磨。如果我们不愿花时间用

心创作优质儿童内容，如何让少年儿童更好地

接触、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做原创很慢，

精品原创的打磨周期则更长。每一个项目从

立项到上线至少需要半年，有的则长达数年。

最开始做《西游记》有声读物时，我们在写作、

打样和录制上用了整整 3 年时间，写出了 40 多

万字。我们希望通过听得懂的《西游记》

帮助孩子打开古典文化常识的大门，同

时在故事中融入人生哲理，与孩子进行

深层次的沟通，辅助孩子心智成长。《西

游记》系列自上线以来，收听量近 8 亿

次，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

从诵读中华经典诗词，到深研琴棋

书画，从博物馆打卡成为新风尚，到青年

身穿国风服饰行走在热闹街市，亲近传统文

化已经成为人们追求美好生活、涵养文化自信

的重要方式，折射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

魅力与旺盛生命力。青少年是民族的未

来和希望，他们既是文化发展繁

荣的受益者，也是文化保护

传 承 和 创 新 表 达 的 生

力 军 。 期 待 儿 童 文

艺 工 作 者 继 续 以

精 品 意 识 用 心

打造优质儿童

文化产品，为

中华文化传

承发展注入

澎湃活力。

（作 者

为 儿 童 有

声 阅 读 推

广人）

优质文化产品滋养青少年成长
王 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是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近年

来，一批儿童文艺作品努力从传统文化宝库中汲

取营养智慧，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满足

少年儿童成长需求，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把文化自信的种子播撒

在孩子心田。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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