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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成立60周年的盛大节日。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套《共和儿童文学金奖文库》（30部），集中展示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儿童文学的
创作成就和概貌，是儿童文学界、出版界向新中国60华诞献上的一份厚重的礼物。
　　与共和国一起成长、前进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走过一条光荣的荆棘路，一条光辉灿烂而又曲折
崎岖的路。
60个春秋，中国儿童文学经历的风雨历程，大体上可分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7年、“文化大革命
”10年、改革开放30年三个阶段。
“金奖文库”入选的30部作品，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儿童文学创作成就、实绩的缩影，大致勾勒出我
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7年（1949－1966），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努力开拓、初-步繁荣的时期。
　　共和国的诞生，为儿童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宽广的道路。
广大作家沉浸在开国的喜悦、幸福中，政治热情、创作热情高涨。
党和政府也十分关心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要求大力改变儿童读物奇缺的状况。
1955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社论，中国作家协
会和广大作家积极响应，倡议每人每年为少年儿童写一篇作品。
富有经验的老作家，生气勃勃的中青年作家，无论是从事儿童文学创作还是成人文学创作的，都满怀
激情地拿起笔来为孩子写作。
作家们遵循党培养教育少年儿童的指示精神，学习、借鉴苏联儿童文学的经验，极其重视以爱国主义
思想、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年青的一代，作品题材内容侧重于反映学校、少先队生活和革命历史斗争两
个方面。
1956年，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又进一步激发了作家的创作热情，在创作实践中
着力探求题材、样式的多样和作品的时代特色、民族特色，从而迎来20世纪50年代我国当代儿童文学
初步繁荣的第一个黄金时期。
　　尽管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中期，由于“左”倾思想的干扰，开展对所谓“童心论”、“
儿童文学特殊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批判，儿童文学被诸多条条框框所束缚，出现了如茅盾先
生所尖锐指出“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的毛病，但从总
体上看，儿童文学还是迂回前进、缓步发展的。
应当说，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7年，儿童文学创作在思想上、艺术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一批
为孩子所喜闻乐见的好作品。
收入本“金奖文库”的《宝葫芦的秘密》、《骆驼寻宝记》、《小溪流的歌》、《神笔马良》、《野
葡萄》和金近、包蕾、孙幼军的童话，任大星、任大霖的小说，任溶溶、柯岩的儿童诗，以及未能收
入的徐光耀的《小兵张嘎》等，都是这个时期优秀的代表作。
　　“文化大革命”10年（1966－1976），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百花凋零、一片荒芜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学事业受到极其严重的摧残和破坏，儿童文学作家受到
诬陷和迫害，大批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遭到禁锢和扼杀。
“三突出”、“高大全”之类的谬论也严重侵蚀、污染了原本纯净的儿童文学园地。
然而，也还有一些作者在夹缝中求生存，凭着社会良知，坚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努力按文学规律潜
心写作，创作出了相当出色的作品，如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就是一例。
它可以说是满目疮痍的儿童文学园地上罕见的一点儿收获。
　　改革开放30年（1978－2008），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不断探索、进取、创新的时期，也是创作空
前繁荣、成绩最为辉煌的时期。
　　粉碎“四人帮”后，批判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及其他种种谬论，拨乱反正，落实政策；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大大推动了文艺界的思想解放。
1978年10月，在江西庐山召开了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随后《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努
力做好少年儿童读物的创作和出版工作》的社论，进一步打破了“四人帮”强加在儿童文学工作者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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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重重枷锁，冲破了他们设置的诸多禁区。
儿童文学作家心情舒畅，激情洋溢，重新拿起笔来抒写自己久埋心底的深切感受。
这个时期短篇小说的成就，尤为引人注目。
随后，随着关于儿童文学与教育的关系、儿童文学的特点等问题的讨论，作家们的儿童观、儿童文学
观得到更新，艺术上探索、创新的勇气得到鼓舞，不同题材、形式、风格的作品层出不穷。
这样，20世纪80年代儿童文苑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花似锦的崭新气象，写下了异彩纷呈的新篇章，
迎来了人们所说的我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期。
收入“金奖文库”的张之路、陈丹燕、常新港、沈石溪等人的小说，金波、樊发稼、高洪波、王宜振
等人的诗，张秋生、周锐、冰波的童话，郭风的散文，郑文光的科幻小说，鲁兵的幼儿文学等，就是
这个时期收获的优秀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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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编选《共和国儿童文学金奖文库》的目的，是为了集中介绍新中国成立60年来儿童文学创作的优
秀成果，把它们更好地推广到少年儿童读者中去，同时，也是为了留下较为系统、完整、弥足珍贵的
资料，便于儿童文学工作者借鉴、研究。
“金奖文库”所收作品，力求思想性、艺术性与儿童性完美统一，具有较为久远的艺术生命力，并为
少年儿童所喜闻乐见，在小读者中产生较为广泛的影响。
编选作品强调质量第一，选精拔萃，努力选编代表新中国儿童文学主流的优秀之作；同时顾及作家代
表性的广泛和不同的艺术风格、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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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发稼，1937年生于上海崇明。
诗人、儿童文学作家、文学评论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原儿
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会长。
出版有《儿童文学的春天》等11本评论集，《春雨的悄悄话》等45本作品集（其中诗集21本），选集
有《樊发稼儿童文学评论选》、《樊发稼作品选》、《樊发稼童话》、《樊发稼寓言集》和《樊发稼
幼儿诗歌选》等。
主编、选编论文集、作品集、文学丛书30多种。
论著和作品多次获全国性大奖。
　　曾任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和第一、二、三届国家图书奖评审委员，中国作家协
会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宋庆龄儿童文学奖评委会主任。
1995年、2006年先后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埃及、法国。
1999年、2007年两次应邀赴马来西亚讲学。
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专家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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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散文诗小溪·瀑布·湖泊桥之思严寒中的荒谷小河秋半拉窝头听故事我家的大树我快步走在故乡的土
地上放学路上夏雨小河维纳斯石膏像雕像林海行生命前方我赞美小溪和落叶雨丝风片啊，小树诗歌爱
什么颜色雪朝夏令营小记早上，多美好的时光窗子鸟窝四季小诗梦散文故乡的芦苇铭心的怀念大妹之
死母亲在我们村子里深切悼念冰心先生吾师艾青严文井先生二三事哭送臧老陈伯吹先生印象小记前辈
诗人田间先生亦师亦友洪汛涛他悄悄地走了在林海音先生家做客美丽神奇的九寨沟新加坡印象巴黎散
记啊，金字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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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散文诗　　半拉窝头　　那是一个奇异的饥荒年代。
　　有个叫阿根的孩子，面黄肌瘦，头发蓬乱，衣衫褴褛。
他一瘸一拐，步履蹒跚，走在一条四处看不见庄稼的山野小道上。
　　阿根是要投奔十几里以外的姥姥家。
　　血红的太阳快要西沉。
　　从山那边刮来一阵冷飕飕的风。
阿根缩着脖子，想使劲加快脚步，无奈双腿软酥酥的，好像随时有折断的可能。
　。
　　蓦地，他发现一个和他差不多大的男孩，蜷缩着躺在路旁的枯草丛中。
　　这男孩，他不认识，看起来像是睡着的样子。
　　懂事的阿根很快判断出，这是怎么回事。
　　果然，感觉有人走来，那男孩发出梦呓般微弱的声音：　　“我，饿，我，饿啊⋯⋯”　　阿根
立刻从敞开的上衣兜里，掏出用土布包裹着的半拉窝头。
那半拉窝头硬硬的，快风干了。
阿根费了很大劲，咬了一小口，放在嘴里嚼碎后，用手轻轻喂进男孩口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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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发稼的笔下，儿童生活折射出诱人的光彩，儿童心灵也在这生活之流里呈现出动人的旋律。
发稼的许多儿童诗，或是让大自然拟人化，或是让抒情小主人公自然化，运用各种角度去观察、透视
自然之美，体现了诗人写景状物的艺术功力和对儿童心理的精准把握。
他的许多诗浅近易懂，又诗意葱茏。
总之，读发稼的儿童诗是一种愉快的享受，正如吃蜜饯一样。
　　——高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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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见证共和国儿童文学的伟大成就，勾勒当代儿童文学？
展的基本脉络。
30部经典之作，留下60年永恒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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