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小说的创新发展
需要创作、评论、出版三驾马车拉动
■白 冰（儿童文学作家，接力出版社总经理、资深总编辑）

中国儿童小说的创新和发展要靠创作、评论、出

版三驾马车拉动。中国作家协会和各省区市作家协

会一直支持儿童文学的创作出版，评论界、出版界也

很重视儿童文学的发展，不断推出名家新作、新人新

作，这是原创儿童文学发展的动力。

自建社以来，接力出版社已经出版原创儿童文

学作品 1309 种，总发货 1.08 亿册，总发货码洋 22.31

亿元，荣获“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

优秀出版物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奖项。2017

年，接力出版社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广

西出版传媒集团领导的支持下，举办了接力杯曹文

轩儿童小说奖、接力杯金波幼儿文学奖，旨在促进

儿童文学的创新实践。7 年来，接力杯“双奖”已举

办三届，获奖作品已出版 45 种，总发行量 141 万册；

版权输出 28 种，输出比例达 60%；21 种荣获国内外

重要图书奖项，获奖比例约为 47%。金波先生和曹

文轩教授都曾提出，设立奖项不光要推出作品，也

要推进幼儿文学和儿童小说的理论建设。为此，我

们曾举办“幼儿文学的边界与特征——中国原创幼

儿文学理论研讨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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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接力杯曹文轩儿童小说奖金奖获奖作家，王

勇英一直将自己的根脉植于广西这片多民族、多色彩

的土地，描绘民族地区少年儿童多彩的心理现实和生

活现实。她已经出版了近百部儿童文学作品。在接

力出版社出版的三部儿童小说《狼洞的外婆》《花石木

鸟》《我们家》，也很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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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生命体验 多彩的童年风景
——王勇英作品研讨会在京举办

不断创新求变，探索新题材、新体裁、新表达方式
■蒋锦璐（广西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

王勇英是广西儿童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多年来，

她以持续不断地探索和创新，书写了一部部优秀的儿

童文学作品，获得了一系列儿童文学奖，成绩醒目。故

乡和童年是王勇英写作的底气。王勇英不断创新求

变，探索新的题材、新的体裁、新的表达方式。在她笔

下，有温暖鲜活的乡情乡音，有南方独特的民间传奇与

民俗传承，有青山绿水间的新时代故事。同时，她也敢

于切入现实、正视苦难、抒写困境中的成长。她所塑造

的狼洞的外婆、巴澎婆婆、你落、木瓦等成为原创儿童

文学的重要形象。王勇英还担负着广西作家协会副主

席、广西儿童文学委员会主席的工作，鼓励、激励、带动

了一批更为年轻的广西儿童文学作家。2024年，我们

组织申报了“新时代儿童文学创作”参与广西壮族自治

区党委宣传部组织的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由

王勇英领衔的5位儿童文学作家组成攻坚团队，力图在

儿童文学美学和艺术上有新提升。

一个作家的立足，必须占有“独特”二字
■曹文轩（作家、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王勇英拥有独特的写作资源，这是她闯荡文坛的

资本。在她的作品中，那片有点儿偏远的高山远水，

人们似乎还处在相对原始的生存状态。他们有他们

的生活方式，但充满活力。那里发生的故事，似乎不

太可能在其他空间发生。她充分利用这份独特的资

源，写出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独特故事。

她的作品，多少有点儿神秘主义。这里的孩子们是

在各种传说中长大的，充满了树精、树仙，还有神鸟的故

事。这些传说，使得作品蒙上了神秘色彩，非常迷人。

勇英是一个追求文学性的作家。她将每一部作

品都当作艺术品来经营。这表现在她的故事编织、细

节描绘、形象塑造等方面，甚至表现在作品题目上。

我们随时能在她的作品中读到“很文学”的片段，感受

到画面感，还有精彩的细节。《狼洞的外婆》中有一台

老电风扇，转动时总发出“咕吱咕吱”的声响，但这种

声音在维修之后完全消失了。狼洞的外婆居然觉得

这种声音的消失是极大的遗憾，她找到修理这台电风

扇的师傅，求他重新恢复这“咕吱咕吱”声——这当然

是不可能的。为此，她甚至还去找了另一位修理电风

扇的师傅。这个细节，我们看完大概很难再忘掉了。

我希望勇英在写这些故事时，即使确实写的是一

个民族的故事，也要忘记这个民族，站到人类的高度，

进入人性的深邃世界，去娴熟地运用自己的文字，这

样也许能写得更好。

独特的题材与真切的临场感
■高洪波（儿童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

本次研讨会的题目——“独特的生命体验，多彩

的童年风景”其实已经概括了王勇英的创作：《花石木

鸟》立足于广西非常著名的《百鸟衣》的故事；《我们

家》主要谈的是少数民族声乐艺术；《狼洞的外婆》则

是一个非常独特的题材，这部作品并非民族题材，实

际上是底层叙事，展现出底层生活的艰辛。

《狼洞的外婆》书名本身具有一种奇异的感觉，能够

将人带到一个特别的阅读场域，展现出民族地区风情。

作品体现出作者对细节的把控能力，很多细节描写都能

让人感受到一种真切的临场感。同时，作者对底层的深

度关怀，能让我们也生出一种深入心底的同情，以及对

孩子和弱者的关怀。书写民族地区的儿童形象是王勇

英的强项，她总能把男孩和女孩都写得非常生动精彩。

相信经过这次研讨会，能让王勇英尽可能克服一

些有可能克服的缺点，好好发挥她的优势，如民族特

色，对男孩和女孩心理透彻的把握，对细节精准独到

的描写，以及她拥有的那种画家对色彩、对各种事物

的特殊感觉等。

根性的写作，多彩的童心世界
■张燕玲（文学评论家、作家、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王勇英的写作始终扎根于八桂大地，对民族、土

地、传统有非同寻常的文学自觉。她以强烈的艺术探

索精神、儿童视角，借民间传说打开一个又一个想象

空间，创造出众多不可复制的文学形象。王勇英对广

西民间文化一往情深，比如《花石木鸟》的苗绣，《我们

家》的天琴、壮锦等多民族人文的共生共和。

王勇英根性的写作还在于她的童心与童真。她

善用儿童的眼睛来看世界、与自然对话，以孩子的好

奇心推动故事发展。

同时，王勇英的笔触越来越深刻与宽阔，笔墨也

愈发童趣横生、率真灵动、质朴诗性，叙事有强烈的画

面感，她还不断突破艺术自我与文体边界，将民族文

化与魔幻现实主义相结合，自己写、自己画，画广西、

画童真。

文学作品也要有勇气选择读者
■李东华（儿童文学作家、鲁迅文学院副院长）

王勇英原来写的是比较轻松好读的作品，后来开

始写起乡土小说来。她从追求畅销到追求经典，从追

求轻松无难度的写作到追求有难度的写作，来了一次

非常彻底的转身。这是一种冒险行为，意味着她可能

会流失一部分读者。但王勇英以果敢行动证明了文

学作品不单单被读者所选择，文学作品也要有勇气选

择读者。一位作家，尤其是儿童文学作家，不能单单

为了讨好孩子，怕自己的创作超出他们的理解能力，

而把思想、艺术上的探索局限在浅显单薄的层次上。

勇英的《狼洞的外婆》和以前的创作相比，节奏更

从容，叙事更绵密，人物塑造更立体。越来越丰富的

人生阅历，让她对亲情在儿童成长中的作用看得更深

刻。无论是为人还是为文，勇英都让我想起那句诗：

“世界以痛吻我，让我报之以歌。”

王勇英创作的“变”与“不变”
■刘 颋（文学评论家、《文艺报》副总编辑）

王勇英的作品地域特色比较明显，无论生活场域

还是精神气质，都有比较突出的地域性特征。她笔下

的地域不是封闭的，她试图写出地域与儿童的同步成

长，从现有的作品来看，这点是比较成功的。王勇英

的作品写出了这种地域的面向现代的生长和敞开。

而这种生长和敞开又是和作品主人公的成长紧密联

系的，因为连接而有了参照，地域文化的内核被凸显，

如何传承与保护伴随着儿童主人公的行为和视角被

书写、被看见，因而其作品中的成长性是具有较强说

服力的。

王勇英的创作始终在变，变的是她与世界、生活

建立连接的方式，变的是观察的角度和表现的形式，

所以在一段时间里，她拿出了许多风格、形式、题材各

异的作品。但是王勇英也有不变的内核，比如对人的

关切，对成长，尤其是对精神成长的关注，以及蕴含在

她文字里的温暖，这是她深具人文情怀的展现。《狼洞

的外婆》书写艰难生活里的温暖和坚持，这是它格外

打动人的深层原因。

一部具有创造性、独特性和深广度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
■郭 艳（文学评论家，鲁迅文学院教研部主任、研究员）

《狼洞的外婆》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作品将人与人的关系进行梳理。作品勾

勒出女孩白果眼中的世界，那种总体的混沌、模糊，

以及细节和局部的清晰，非常符合儿童的思维和感

知特征。

其次，人物形象具有独特性以及人性的光芒。作

品书写了生活的苦难，但又设置了一个安适的情境，

这是狼洞的外婆用神奇力量给白果提供的可以疗愈

创伤的精神和物质世界。独特的人物形象出色地呈

现出人性的善良、理解与包容。

再次，作品的儿童性与儿童眼中被放大的世界。

如何呈现儿童眼中的世界，一直是儿童文学写作的难

点和盲点，但这恰恰是最能体现儿童性的地方。文本

精彩地呈现出儿童眼中被放大的世界。作品尽管没

有写一个“爱”字，却抵达了净化心灵和启迪美好情感

的境界，也使得儿童性得到了有力表达。

爱能创造奇迹
■崔昕平（儿童文学评论家、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狼洞的外婆》做了一次非常有力的“减法”，淡化

故事的时代与地域背景，以简单、集中的人物与情节，

以舒缓、舒朗的叙事节奏，讲述女孩白果在外婆的呵

护下，被温暖与包容治愈的故事。

王勇英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讲述了这个以爱创造奇

迹的故事，叙事极其耐心，节奏舒缓，详略取舍上颇有

特点。开篇简笔交代冲突，进入故事主体后便不再剑

拔弩张，而是进入一种舒缓、舒朗的叙事节奏中。作品

的妙处在于，这种没什么大冲突、大事件的叙事，却能

深深吸引读者，其关键是许多有分量的细节描写。比

如细腻入微的心理描写，描绘出外婆质朴的人生智慧，

她在日常生活中为白果的心灵注入爱与信任。

儿童文学对儿童心灵成长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葛 竞（儿童文学作家、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

《狼洞的外婆》具有独特的儿童视角。它并非以

第一人称叙述，而是以一个孩子的角度观察世界。这

给作品带来了独特的魅力——既有某种滤镜色彩，又

有一种引人好奇的遮蔽感。

在滤镜色彩上，尽管作品有一种悲伤的底色，但

叙事非常克制，带有一种孩子的懵懂感，这使作品的

温暖光芒更加动人心魄，让人感觉整个世界变得更温

暖、充满希望，而非让人陷入到绝望和迷茫中。

在遮蔽感方面，作品是从孩子的主观视角出发去

讲述故事，因此很多事并不明晰，需要读者一边读一

边猜测和思索。而这恰恰使故事更具真实感、立体感

和生活质感。

作品塑造了一个充满力量感的外婆形象，能带

给小读者一种精神力量。作品没有大开大合的叙

事，而是以缓慢的节奏与小读者进行深入的心灵沟

通，这展现出儿童文学对儿童读者的心灵成长具有

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这也正是小读者需要从文学

中获得的东西。

理想的儿童文学应当建立成人与孩子间的良好关系
■冯 臻（评论家、《儿童文学》杂志主编）

《狼洞的外婆》是一部纯粹的儿童小说，在日常化

叙事中埋藏真挚感情，整个故事平静又充满张力，能

让孩子在阅读后感到很安心，让他们看到人性之光。

它重建了儿童与成人的关系，重建了成人对儿童的责

任。作品塑造了一个温暖亲切、包容自尊、慈悲坚定、

豁达乐观的外婆形象，让我们看到一个成人所具有的

担当、责任，以及愿意为孩子付出一切深沉的爱。

如果按照某些程式化或惯性化写作方式书写儿

童的苦难，只会让小读者陷入到对成人世界的恐慌

中，让他们产生对成人世界的不信任感。理想的儿

童文学应当将人之为人的核心价值真实、准确、真诚

地传递给儿童，从而使儿童与成人之间产生一种安

全有效的交往关系，既不单方面替儿童说话，也不为

了所谓的儿童本位弱化成人形象，而是让儿童和成

人在一个平等层面上沟通，真正实现代际之间的精

神对话。

微观生活叙事洞察儿童生命奥秘
■李利芳（兰州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狼洞的外婆》聚焦一个儿童在外婆照料下重归

正常生活的过程，它以深层心理学透视体现儿童本位

写作立场，用白描手法将处于孤独情境中的儿童心理

与存在状态刻绘得真实可感，写出了中国式童年中的

代际抚育与伦理亲情，以回归生活、常识的写作姿态

探知儿童成长规律，为儿童文学现实主义美学精神的

传承积极贡献力量。

作品完全践行儿童文学价值观，它勇于面向儿童

在生活中遭遇的典型问题，并以忠诚于人民、向生活

致敬的态度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路径与方法。

作品中节制的情感叙事基调，体现出一名成熟

作家对文学艺术本质的深刻理解与良好的掌控能

力，特别是对儿童文学文类属性与叙事特征的极好

把握。

做一个会写故事的作家很幸福
■王勇英（儿童文学作家、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

我的老家博白县大车村，有很多会讲故事的人，

我从小就爱听故事。故事听多了，我也会讲故事了。

故事讲多了，也就成了一个会写故事的人。

我到处采风，寻找故事，这是很有意思的，我好像

就是专门搜集故事的人——搜集我的故事，别人的故

事，我家乡的故事，别人家乡的故事。

《花石木鸟》《我们家》写的是别人的家乡、别人的

故事。但在写的时候，我充满愉悦感，像是在写我的

家乡，我的故事。就因为这样，我觉得做一个会写故

事的作家是很幸福的。

我搜集、书写很多充满欢喜的故事，也特别留意

那些特别的孩子所经历的特别的故事。就像彭学军

老师给我写的一段评语中所说，我更关注那些被生活

推挤到角落里的孩子。比如《狼洞的外婆》里的白果，

就是这样的孩子。

我从中学开始发表中短篇小说、童话等，出版了

好多书。它们都是我用文字建起来的故事城堡。我

希望每个快乐的孩子来到故事城堡里会更快乐，那些

不快乐的、身心有些伤痕的孩子，进入故事城堡，都能

得到爱的治疗，变得幸福又快乐。

2025年1月13日，由广西作家协会、广西出版传媒集团主办，接力出版社承办的“独特的生命体验，多彩的童年风景——王勇英作品研

讨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