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蒋风评传>>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蒋风评传>>

13位ISBN编号：9787506352260

10位ISBN编号：7506352265

出版时间：2010年1月

出版时间：作家出版社

作者：陈兰村

页数：245

字数：23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蒋风评传>>

前言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只有永葆童心、满怀希望和憧憬未来的人才能终生执著于儿童
文学事业。
同样，也只有终生执著于儿童文学事业的人才能对儿童文学事业卓有建树。
蒋风先生从最初于1947年因有感（《申报》刊载三个孩子受惑于荒诞作品在峨眉山跳崖自尽而决定终
生投入儿童文学事业，迄今半个世纪以来，矢志不移，笔耕不辍，以其在儿童文学事业方面长期累积
而成的卓越成就，奠定了他作为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教育家与活动家的学术地位。
　　蒋风先生喜欢做“梦”，也善于圆“梦”。
大至宏伟理想，小至普通心愿，他都喜欢称之为“梦”，然后就是执著于圆“梦”之旅，并最终实现
之。
从做“梦”到圆“梦”的成果，集中体现在他所开创和改写儿童文学历史的诸多“第一”，体现在他
长期逐步累积而成的一系列学术创新成果，体现在他荣获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荣任亚洲儿
童文学学会副会长、国际格林奖评委等重要学术荣誉，体现在他所培养的年轻一代儿童文学学者群体
的茁壮成长，也体现在他于年高离休之后，仍然致力于创建民间儿童文学研究机构——中国儿童文学
中心，创办发行《儿童文学信息》，筹建国际儿童文学馆，乃至非常热心地辅导孩童创作儿歌。
所有这些，都是他不断做“梦”又不断圆“梦”的重要实践，他乐此不疲，且持之以恒。
　　在蒋风先生的学者生涯中，还有一段重要插曲，就是他于1984年年届花甲时，由一名普通教师被
直接任命为浙江师范学院院长，成为浙江师范大学建校以来的第五任校长。
回顾师大半个多世纪的办学历史，几经拆并，屡迁校址，可谓历经沧桑，令人感慨万千。
从1956年杭州师范专科学校创办于西子湖畔始，1958年升格为本科院校，到1962年与浙江教育学院、
浙江体育学院合并更名为浙江师范学院，然后至1965年从杭州南迁金华办学，1970年又被拆分降格为
金华师专、台州师专、丽水师专三所学校，再至1974年结束“一分为三”历史，在金华重建为浙江师
范学院，1985年更名为浙江师范大学。
如此种种坎坷经历，既是中国高等教育长期以行政为主导反复折腾的结果，同时也给学校造成了办学
困难、人心不稳的困境。
纵观浙江师范大学的历任校长经历，从普通教师直接担任校长者，唯蒋风先生一人而已，这在今天十
分看重台阶的干部选拔程序中，当然绝无可能，但在当时特定的时代氛围中，却并非“特殊”的个例
。
我想这是一个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蒋风先生作为著名儿童文学专家，以及长期在浙江师范学院
执教对学校的熟悉与了解，应是两个最为重要的自身因素。
诚然，四年的校长任期毕竟历时太短，不可能迅速改变学校的一切，但蒋风先生在上任后认定当时的
首要任务是把学校从师院升格改名为师大，以振奋人心，并与党政班子成员一同努力，终于取得了成
功，这在浙江师范大学半个世纪的发展史上，的确是一次重要的跨越。
　　正是基于蒋风教授在学、政两个方面的独特经历与贡献，所以当2006年国庆节陈兰村教授告知我
他正在着手撰写《儿童文学家——蒋风评传》时，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而今当我拜读了传记书稿之后，更印证了我当初的想法。
概而言之，此传有以下诸方面的重要价值：　　1，文献存真的价值　　蒋风先生亲历了旧社会与新
中国两个时代，见证了中国高等教育的风雨沧桑与改革创新进程。
围绕他从普通教师走上校长岗位与成为儿童文学理论家、教育家、活动家的经历，作者已将视角延伸
到大学变迁与行政管理，延伸到儿童文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与国内外学术交流，所以
虽然写的是蒋风先生个人，但实际上就是写出了一所学校、一批教师、一个学科的历史，写出了儿童
文学崛起于浙师大然后逐步走向全国、走向亚洲、走向世界的历史，写出了结缘于儿童文学的诸多人
物、事件、论著与影响的历史。
所有这些，对于时人与后贤而言，都有文献存真的价值。
 　　2.历史启思的价值 　　蒋风先生少年经历曲折，在大学先后学习畜牧兽医、农业经济的专业，但
最终却成为著名儿童文学家，至60岁又由普通教师被直接任命为校长，皆非偶然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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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本书作者在本书中所说：“司马迁在《史记》中突出地写了敢于向命运挑战的两种人：一种是面
对际遇，敢于抓住不放的人；还有一种是面对挫折，敢于发愤图强的人。
我觉得蒋风就是这样勇于把握自己命运的人。
尤其是他在几次遭受挫折时，他的精神状态总的是积极面对，使他终于走出困境，取得成功。
”治学之与治校，既有诸多矛盾之处，同时又有相通相融相济的一面：一是彼此都需要有战略思维的
能力，要根据既定的战略目标，善于把握机遇，作出前瞻性的战略选择与决策；二是彼此都需要有开
拓创新的能力，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善于打破常规，独辟蹊径，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努力填补空
白点，寻找增长点，形成新亮点；三是彼此都需要组织实施的能力，要执著于自己的高远理想，善于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地付诸实践，不为困难所动摇，也不计较别人的非议，直至实
现理想目标。
所以，不同的读者可以从中获得不同的启迪。
 　　3.传记写作的价值 　　在传记写作中，写谁、谁写、如何写等是决定能否写好传记的关键要素。
的确，写好传记不易，写好学者的传记更为不易。
陈兰村教授写作《蒋风评传》的成功原因，我想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材料收集。
作者与蒋风先生先后共事长达40年，又数度成为邻居，兼有熟悉情况与采访方便之利。
从2006年开始，作者更是精心收集传主有关材料，包括时代背景、本人经历与社会交游，同时又广泛
阅读儿童文学论著，力图从著名儿童文学家与大学校长的双重角度，以扎实丰富的材料还原真实而富
有个性的蒋风。
二是理论借鉴。
作者长期从事传记文学研究，尤其对《史记》情有独钟，深有研究，同时对中外现代传记理论也多有
涉猎，著有《中国古典传记论稿》、《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论》、《中国
古代名人自传选》、《中外优秀传记选读》等著作。
此传即是作者将其理论成果具体运用于传记写作的成功实践。
三是学理思考。
比如作者认为传记是靠事实说话，包括历史背景事实、传主本人经历事实、传主与他人交往事实；传
记不仅要有可读性，又要有可思性；传记不仅要写出传主的生平经历，更要对传主的个性及其经历作
出解释。
又如作者对于传主作为著名儿童文学教育家、理论家、活动家的学术定位，以及对于传主勇于把握自
己命运的鲜明个性的准确把握等等，都是经过深入思考的结果，而非得于一时所感。
四是叙事策略。
作者本着实录精神，根据自己对传主学术地位的定位与鲜明个性的把握，以传主人生经历为经，以其
重要学术、行政活动、事件为纬，精心设计为10个章节，组织有序，结构完整，形象鲜明，语言流畅
。
其中事实叙述中的传主回忆、同事评论、作者议论的巧妙裁剪、穿插与融合，以及始于早期种下文学
因子的童年梦幻，归于培养得意弟子的“明天的梦”的呼应与寓意，皆见作者用心之勤，构思之精，
相信会得到广大读者与蒋风先生本人的充分认可。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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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童年在金华”、“战时中学”、“流亡大学生”、“‘走上光荣的荆棘路’”、“研究
成果冒出来了”、“四年大学校长”、“夕阳正红”、“明天的梦”等10个章节，共23万字。
书中以大量扎实的材料，描述了著名儿童文学家、我校原校长蒋风教授从幼年到85岁期间带有传奇性
的经历，着力刻画了蒋风勇于把握自己的命运，敢于面对挫折，善于抓住机遇的鲜明个性与特点。
书中还附有蒋风珍贵的历史照片及蒋风大事年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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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兰村，男，1938年2月生，浙江绍兴县人。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曾任校传记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副主任，中文系党总支副书记。
现为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下属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传记文学的教学和研究。

已出版的著述有：《中国古典传记论稿》(与张新科合著)、《中国古代文学》(与梅新林联合主编)、
《中国古代名人自传选》、《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论》(与叶志良联合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
》(主编)、《古代散文概论》(与张继定合著)、《中外优秀传记选读》(主编)、《中外优秀传记选读教
师用书》等。

《中国古典传记论稿》，获陕西省教委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获浙江师范大学1998—1999年校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传记文学方向硕士生培养与教材建设》项目，获本校2001年教学成果一等奖、2001年浙江省人民政
府颁发的高校教学成果一等奖。
2001年获本校教师综合奖第二届“郑晓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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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梅新林
引子
第一章 童年在金华(1925～1936)
　一.金华双溪在蒋风家窗前流过
　二.金华学派的学术因子
　三.最早的影响是母亲的诗教
　四.童年是美丽的，也是难忘的
　五.小学恩师教他写日记
　六.斯老师和《爱的教育》
第二章 战时中学(1937～1942)
　一.十三虚岁当了小学教员
　二.家里来了位房客
　三.战时中学
　四.考进金华战时服务团
　五.笔名蒋风的由来
第三章 流亡大学生(1942～1948)
　一.从浙江常山步行一个月到福建建阳
　二.到建阳只剩下一角钱纸币
　三.考上东南联大先修班
　四.暨南大学短暂的文学梦
　五.英士大学在云和、泰顺
　六.英士大学在温州、金华
　七.三个孩子跳崖死亡引起的震撼
　八.把自己的“饭碗”给了同学宋无畏
　九.记者生涯
第四章 走上“光荣的荆棘路”(1949～1976)
　一.参与金华戏曲婺剧改革
　二.收集金华民间剪纸
　三.在金华师范开儿童文学课
　四.走儿童文学这条光荣的荆棘路
　五.猪郎中结婚
　六.中国儿童文学史的雏形：《中国儿童文学讲话》
　七.调入新浙江师院
　八.三年牛棚生活
　九.浙师院“一分为三”的日子里
第五章 研究成果冒出来了(1977～1983)
　一.难忘的1978年
　二.讲师敢于招研
　三.创建儿童文学研究室(上)
　四.创建儿童文学研究室(下)
　五.加入中国共产党
　六.专著《儿童文学概论》出版
　七.蒋风其他的儿童文学理论著作
第六章 四年大学校长(1984～1987)
　一.从一个普通教师直接任命为浙江师院院长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蒋风评传>>

　二.提出办十件大事的设想
　三.改校名为浙江师范大学
　四.提出“唯实“的校训
　五.积极开拓本校与国内外的交流
　六.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
　七.考察美国大学教育
　八.旅美手记
　九.老师们对蒋风任校长四年的评论
　十.主编中国第一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
第七章 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1988～1994)
　一.扩建儿童文学研究所
　二.主编中国第一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
　三.含辛茹苦编写儿童文学工具书
　四.与港台之间的儿童文学交流
　五.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要走向世界
　六.与日本儿童文学家鸟越信的友谊
　七.初到韩国
　八.折西湖柳到新加坡吊慰一位老人
　九.国际儿童文学学会第一名中国籍会员
第八章 发挥余热头十年(1995～2004)
　一.义务招收非学历儿童文学研究生
　二.一人办《儿童文学信息报》
　三.两次到马来西亚巡回讲学
　四.当选国际格林奖评委
　五.童心在儿童文学创作中翱翔
　六.散文集《未圆的梦》
　七.首编《玩具论》
　八.爱生助学
　九.荣获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
第九章 夕阳正红(2005～2009)
　一.在韩国获儿童文学理论贡献奖
　二.童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
　三.梦圆红楼一创建中国的国际儿童文学馆
　四.蒋风爷爷教你学写诗
　五.与国内同行的交往(上)
　六.与国内同行的交往(下)
第十章 明天的梦(2009～ )
　一.蒋风的学生们(上)
　二.蒋风的学生们(下)
　三.明天的梦
附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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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个好的小学老师可以影响小孩子一辈子。
　　蒋风在金中附小遇到了一对夫妻恩师，他们是蒋风读四年级时的班主任、语文老师徐德春，徐老
师的夫人算术老师斯紫辉。
他俩对蒋风的影响永存在蒋风的心田里。
　　徐老师是永康人，对学生的思想品德和语文写作都非常关心，尤其是让蒋风从小养成了记日记的
好习惯，这对培养蒋风的写作能力极为有用。
后来蒋风回忆说：“我从小学四年级起就开始写日记了。
这首先要感谢我们的小学班主任、语文老师徐德春，徐老师要求我们天天写日记，他为什么要求我们
写日记，原话我记不清了，但有一点我敢肯定，老师可以通过日记了解孩子们的心理、思想、行为和
品德，徐老师身为班主任也不例外，他正是通过读日记了解小学生的。
”　　从那以后，蒋风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事实证明，写日记使蒋风一生受益。
抗日战争时期，金华沦陷时，蒋风逃了出来，许多东西丢失了，但他的日记一直随身携带着。
这样，蒋风在战乱年代朝不保夕的时候，仍坚持写日记，并持续了三十多年。
到“文革”期间，日记停写了八九年，生怕因日记惹祸。
“文革”刚开始，他还把自己三十年来写的日记烧毁了，生怕抄家留下什么莫须有的罪证。
烧日记前，他还是经过长时间的思想斗争的，不过等到一被关入“牛棚”，他又后悔了，心想：早知
道烧了日记也照样要进“牛棚”，还不如不烧掉。
粉碎“四人帮”后，他又天天写日记。
　　蒋风对写日记的好处深有体会，他说：“写日记，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天天写日记，坚
持把一生都写下来，就是一个人一生的历史，最详尽的传记。
”记日记“就是天天在反思生活、检点行为、保持上进心”，就是“励志”、“修身”、“养性”的
最好办法。
“天天写日记，可以锻炼语言表达能力。
”（以上引文转引自《守望的情结》第17、18、19页）　　蒋风天天记日记，也就是天天进行自我人
格的完善、高尚情操的磨炼，并且在写日记过程中提高了写作能力。
蒋风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上海的《儿童杂志》举办了“全国儿童作文比赛”，他的作文《北山游记
》得了第十名，后来他写的一首童话诗《落水的鸭子》也发表了，这使他受到很大的鼓舞。
这是他的儿童文学的开篇之作。
（《守望的情结》第20、143页）　　在蒋风的小学语文老师徐德春要求小学生写日记之前，现代作家
郁达夫也提倡写日记。
郁达夫自己有写日记的习惯，编入《郁达夫文集》（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的日记就有二十种之多。
他不仅有写日记的创作实践，而且有对日记理论的探讨。
曾写过《日记文学》、《再谈日记》两篇专论。
日记和书信在文学的分类中一般归入“亚传记”，郁达夫直截了当地称为“日记文学”。
他说：“日记文学，是文学里的一个核心，是正统文学以外的一个宝藏。
”（《郁达夫文集》第5卷，第265页）他以瑞士亚米爱儿的日记为例，说读一部好的日记比读变化莫
测的小说还要有趣。
　　徐德春老师还让刚上小学读书就逃学的蒋风，一下子成了小读书迷。
这是怎么回事呢？
蒋风在《从小便是小书迷》的文章中说，他想起奥维尔·普里斯科德在他的《一个读书给子女听的父
亲》里写下的一段话：“很少有儿童会自己爱上读书的，一定要有人诱导他们进入书写文字的奇妙世
界，给他们指示阅读的途径。
”蒋风在文章里描述了他老师借书给他的故事。
原来徐老师自己就是一位爱书如命的书迷。
他爱书如命但并不是把书当宝贝来珍藏，而是尽力发挥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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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风到他班上后，他便把高尔基的《我的童年》借给蒋风。
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描绘了故事的讲述者和主人公双重身份的阿寥沙八岁以前的童年生活
。
阿寥沙有个善良的外祖母，常常给他讲许许多多好听的故事。
外祖母是阿寥沙最知心的人。
而蒋风把书当成自己最知心的朋友。
因为是书中丰富的知识和温情，温暖了他，教育了他，给了他无尽的力量，使他克服人生道路上的一
切困苦与艰难。
　　后来徐德春老师又介绍蒋风读高尔基的《在人间》、《我的大学》。
在上世纪30年代，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刚被译成中文，是在一家杂志连载的。
徐老师就是从杂志上将小说拆下来自己把它装订成册。
蒋风如痴如醉地深深沉浸在这三部自传体小说中，小说引领蒋风走进文学的殿堂。
从小学中年级开始，蒋风就迷恋上课外儿童文学读物。
对书有特别的爱好，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与徐老师的诱导分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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