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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儿童文艺作品是暖阳，

是轩窗，是桥梁，能够温润孩子的心

灵，打开广阔的世界，指引成长的方

向。“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本版邀

请作家舒辉波、编剧冯俐和语文教

师周其星畅谈如何更好地“打开”一

部儿童文艺作品，开始一场跨越时

空的旅程和对话。

人们常说，儿童文学是文学的本源和初心。阿根

廷作家博尔赫斯晚年几乎完全失明，反复阅读、不断

回想的反而是童年时读到的《天方夜谭》和吉卜林童

话。他深感儿童文学简洁而丰富的魅力对读者影响

深远，由衷赞叹：“一切伟大的文学最终都将趋向儿

童文学。”

作为人之初的文学，儿童文学并非天马行空，而是

需要考虑孩子的身体和心智发育，符合他们的认知和

接受程度。“儿童”和“文学”，有时是一分为二的。一方

面，写作时如果总是“俯就”，肯定不利于孩子长大；另

一方面，如果作家一味强调太过自我的探求和表达，又

会影响儿童读者的接受。在这对犹如跷跷板的矛盾

间，作家既要学会使用他的生命体验和写作经验，又要

学会舍弃这些经验，像孩子一样仅凭热爱与好奇去寻

找、去探求。在我看来，这对矛盾统一，也正是儿童文

学的魅力所在。

作为儿童文学作家，我对这个矛盾的回答，就是

“为小孩子写大文学”。“为小孩子”是要求我们写作时

心中要有特定的读者，要考虑到孩子的接受程度，但我

们的目的是要“写大文学”——写出那些指向经典并且

能够影响生命成长，包含了真诚的生命体验和人类智

慧的文学佳作。细数儿童文学史上代代相传的经典名

作，莫不如是。

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认为自己年轻的时候没有读

懂安徒生，后来用了 10 年时间来读安徒生的童话，他

从童话里发现作家“强烈的孤独”，并真诚赞美他“远比

我伟大”。无论是《丑小鸭》还是《海的女儿》，故事背后

都包含着安徒生的失落与孤独，奋斗与热爱——正是

这既属于安徒生、又属于全人类的普遍情感打动了一

代代读者。

法国作家圣埃克絮佩里的《小王子》也是孩子们爱

不释手的童话。温暖的故事、隽永的真理、犀利的批

判，让他们沉浸在一个童真却并不虚假的世界里。通

过阅读《小王子》，孩子们知道了“重要的东西是眼睛看

不见的”，知道了该如何真正认识一个人——“我应该

根据她的行动，而不是根据她的话判断她。”

美国作家谢尔·希尔弗斯坦的《失落的一角》是一

本图画书，幼儿园的小朋友也能读懂。故事的主角是

缺了一角的圆，那一角刚好变成了嘴巴，于是它唱着歌

寻找自己失落的一角：有的太小；有的太大；有的它没

有握紧，掉了；有的它太在乎握得太紧，又碎了……当

他终于找到那一角、变成完整的圆，却发现自己已经无

法开口唱歌……孩子们从头笑到尾，大人们却陷入深

思：圆满和失落之间、获得和失去之间，到底该选择怎

样的人生呢？记得有一年，我在图书馆讲完《失落的一

角》后，一位老人热泪盈眶，说她从这个故事里听到了

自己的人生。没错，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总可以让读

者照见自己、生发共鸣。

知易行难，我们该如何“为小孩子写大文学”呢？

我想，作家首先要从真诚开始，即不要因为读者对象

是儿童，而刻意“蹲下”、刻意“童腔童调”。没有真，

也就谈不上善和美。其次，要充分地相信我们的孩

子，他们对于真正优秀的人类文学作品，不单凭借认

知，还能凭借心灵和情感来接受和理解。文学的丰

富和复杂犹如钻石的不同切面，各有不同光芒，孩子

自能从他可以理解的层面来阅读，从中获取生命成

长的光照和养分。

我最近出版的儿童纪实文学《听见光》，就是以青

年盲人小提琴家张哲源为原型的非虚构作品。他用

心灵看到广阔的世界，用耳朵听见生命的光，把他感

受到的这个充满情感而丰富多彩的世界，通过琴声

讲 得 深 刻 而 贴 切 ，他 亮 相 国 际 舞 台 、远 赴 海 外 深 造

……这不单是一个盲人如何克服种种不可能学琴成

长、展现生命奇迹的励志故事，更闪烁着一个平凡生

命在与他人、世界、时代和自我命运的相处中散发的

人性光辉。

借由创作，我希望能够不断靠近自己心目中的“大

文学”——它们不仅仅像镜子，让孩子们正衣冠、见自

我，更像生命中的灯火，让他们在今后的人生路上倍觉

温暖与明亮，让他们既有向前的理想和方向，也有向上

的勇气和力量。

（作者为儿童文学作家）

为小孩子写大文学
舒辉波

今年 4 月，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以下简称“中国

儿艺”）与故宫博物院共同出品的歌舞剧《猫神在故宫》

开启全国巡演，并于 5 月在上海、南京等地完成了 11 场

演出。这部儿童戏剧讲述了紫禁城里一只小猫穿越时

光，从几百年前来到了刚刚成立的故宫博物院，并最终

成为“故宫守护者”的故事，带领小观众们走进一段关

于友爱与陪伴、记忆与历史、生命与永恒的童话。

此前，《猫神在故宫》已在北京首轮驻演 50 场，一

票难求。这部剧开启了孩子们对以故宫及其所藏文物

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向往，许多孩子还没走

出剧场就缠着家长预约故宫入场券。演出期间，不断

有观众和同行向我们建议，这样融入传统文化、体

现东方之美的剧作，应考虑前往海外演出。作为

本剧编剧，我相信并且期待着，未来会有更多

国家的孩子看到、喜爱《猫神在故宫》，并由

此萌生对一个壮丽宫殿群、对一个遥远东方

大国的向往。

在我看来，儿童戏剧是一种世界语言

——三四岁孩子能够看懂的戏剧，足以跨

越语言和文化隔阂，让不同国家、不同民

族、不同肤色的孩子们无需言语而心意相

通。我们的实践也在不断印证这一点。近

10 年来，中国儿艺先后受邀赴 36 个国家和地

区交流演出，用儿童戏剧向世界讲述引人入

胜、闪烁智慧光芒的中国故事，带领世界各地的

少年儿童及家长走近、认同中国文化。

2014 年 ，中 国 儿 艺 创 作 的 动 漫 肢 体 剧《三 个 和

尚》首演。艺术家们从故事中生发出“友爱”的主题

和“齐心协力”的正向价值，并结合功夫、戏曲等中国

艺术元素，将东方韵味融入世界戏剧语言。首演后

的 5 年时间里，《三个和尚》走遍五大洲，成为享誉世

界的中国儿童戏剧代表作，也是世界各重要儿童戏

剧节争相邀演的剧目。每场演出结束后，观众席都

会爆发出热烈掌声，不同肤色的孩子们在剧场里久

久不愿离去。

首演于 2015 年、由我担任编剧的独角戏《木又寸》

用儿童剧的手法讨论现实话题，在国外演出后同样得

到同行和观众的理解与共情。在故事中，一棵银杏树

被移植到城市，在人的世界里经历着相遇、分离和重

逢。2019 年，这部剧前往罗马尼亚，以中文加字幕的

方式在布加勒斯特国际动画戏剧节演出。散场后，孩

子们仍留在原地，跟家长讨论着小银杏树的命运。让

我记忆尤深的是一个 7 岁男孩骄傲地对爸爸说：“我以

后也要帮助小树，虽然它已经 90 岁了，但还是个小朋

友呢……”

我们发现，儿童戏剧不仅擅长讲好中国故事，更擅

长对中华文明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世界性

传播。由我担任编剧的肢体偶剧《鹬·蚌·鱼》讲述了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故事，赴海外演出时受到外国

戏剧从业者的广泛赞扬。得知这些美妙的剧作均取材

于中国传统谚语或民间故事，外国同行纷纷赞叹中国

古老故事深刻而又生动。

借由儿童戏剧，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和智慧在异

国他乡落地，在孩子们心中开出友谊、和平的花朵。中

国儿艺的经典剧目《成语魔方》脱胎

于班门弄斧、揠苗助长、郑人买履

等成语故事，近年来多次被美国中

学生用中英文在中美两国演出。

令人难忘的是，就在去年 7 月，中

国儿艺经典剧目《东海人鱼》由一

群美国孩子用中文和芭蕾舞全新

演绎，作为第十二届中国儿童戏剧

节的开幕大戏在北京演出。演员们

是来自美国 4 个州的高中生，用一年

多 时 间 完 成 中 文 训 练 和 芭 蕾 、戏 剧 排

练，孩子们娴熟的中文、投入的表演令在

场所有观众动容。有的孩子说，“好事要做到

底，好人也要做到底”这句台词给她留下了最深的

印象；有的孩子临别前依依不舍地表示，希望未来一生

都能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

除积极赴海外访演交流，中国儿艺还与多国艺术

家合作，引进了瑞典的《皮皮·长袜子》、芬兰的《国王在

姆咪谷》、英国的《跷跷板树》、丹麦的《小美人鱼》等经

典儿童戏剧。通过中国儿童戏剧节这一平台，我们先

后邀演了近 30 个国家的近百部儿童青少年戏剧作品，

让中国孩子欣赏不同国家的优秀儿童戏剧作品，领略

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魅力。

爱无国界，戏剧语言无国界。愿所有孩子都有机

会走进剧院，收获富有情感和审美价值的、可以温润心

灵的礼物——儿童戏剧。

（作者为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

儿童戏剧温润心灵
冯 俐

2019 年底，图画书作家、三届凯迪克奖得主杨志

成回国，我们在深圳有过一次相遇。我在课堂上讲

授他的新作《叶限》，他在台下听完，连声夸赞，说我

“吻醒了这个故事”。杨志成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讲述

东方故事《叶限》，我在课堂上带领学生赏析这个充

满中国元素的“灰姑娘”的故事。我和他们对比东西

方“灰姑娘”故事结构的异同，讨论书中屏风式样排

版设计的用意，了解“鱼”在中国文化中的深刻含义，

并发现内文中每页“鱼”的游姿各不相同。孩子们将

全部内页平铺排列后，竟发现伴随鱼的游动连贯而

成的竟是太极手势，于是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作者浓

厚的中国文化情结。

此刻，一本书就是一扇窗，窗里窗外，东方西方，互

相映照，风光无限。

多年来，我带着学生进行海量阅读，并着重精读优

质童书，试图让孩子们推开一扇扇窗，在一个个优秀中

外故事里实现思维的高阶跃迁，看见世界的千姿百态，

体会人生的复杂况味，种下信念和美好的种子。

群书比较阅读是通向更高维度的阶梯。

带着学生一起读书时，我不怕他们不读书，因为我

总能找到合适的书吸引他们去读——我曾经用林格伦

的《淘气包埃米尔》将一个小男孩从奥特曼的包围里

“拯救”出来，也曾经用邹凡凡的《蒙娜丽莎的秘密》将

一个几乎从不看书的男孩推向书的怀抱。

我不怕他们读差书，毕竟没有比较，哪知好歹，差

书固然会败坏口味，却也能令孩子更深切怀念并感受

到一本好书的妙处。当然，这一切需要阅读教师的密

切关注与引导，因此，教师的专业领读尤为重要。他

们打开了哪扇窗？看到了怎样的风景？领略了哪国

的文化？我会带着好奇，时不时找学生聊书，或请他

们介绍自己正在读的书。根据他们当下的阅读情况，

我有意引导大家讨论：“几年级了，该不该读某书？”“男

孩（女孩）要不要读某书？”“读完这本书，接下来，还可

以读某书……”

我们引进许多外国优秀作品，令其成为儿童读写

教育之路上的拐杖和明灯：我与学生共读过的意大利

儿童文学作品《孤岛上的 23 堂写作课》，为学生进行创

意写作提供诸多启发；美国作家笔下的《爬树的鱼》让

我们看见阅读困难症儿童的真实艰难；法国儿童文学

作品《结局由我》《失语的男孩》可以教会孩子多角度叙

事手法……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文学作品不仅给

我们带来新鲜的写作技巧，让孩子获得从读到写的能

力跃升，更能帮助我们看到多元背景下的文化景观。

一书一世界，一字一乾坤。阅读就是与更大的世界对

话，与更好的自我对话。

唯一让我担心的是不知道孩子读不读书、在读什

么书，这样我就无从了解并理解他的精神生活，不能触

碰到他的所思所惑，也看不见儿童成长的精神走向、文

化血脉的生根与延展，无法与亲爱的孩子进行高质量

的对话与交谈。

一本书是一座桥，一边是读书的孩子，一边是爱书

的大人。从一本书抵达另一本书，从一个世界穿行到

另一个世界，阅读让我们精神自由，内心富足。打开一

本书，推开一扇窗，开启无限可能。

（作者为深圳实验学校小学部语文教师）

与更大的世界对话
周其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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