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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孙建江　　不知不觉间，洪汛涛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
时间过得真快。
　　洪先生是前辈，在儿童文学界无人不晓。
他生前喜欢提携后进，有不少年轻朋友。
我虽然认识洪先生较早，但和洪先生的私交并不深。
洪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洪夫人冯佩霞老师希望我为本书写篇序，我有些意外，第一反应就是婉拒。
但冯老师执意坚持，不仅让其公子数次打来电话，而且年届八旬的冯老师还亲笔写信嘱我不要推辞。
冯老师如此信任晚辈，我也只能恭敬不如从命了。
　　洪先生的大名，很早就知道了。
但见到他本人，还是在好些年以后。
　　1983年，杭州举办了一次有一定规模的儿童文学会议，洪先生应邀与会作大会发言。
他发言后让大家提问，我见提问的人不多，就举手提了几个问题。
那次会议的名称、洪先生发言的内容和我提的什么问题现在已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会后我和后来
成为好友的冰波等一群年轻人去看洪先生。
　　洪先生见了年轻人，心情大好。
侃侃而谈，笑声不断。
其时，洪先生五十多岁，风度翩翩，器宇轩昂。
但凡有人提出让他题词、签名，他来者不拒。
　　洪先生的书法很有特点，刚毅道劲又圆润柔和，张弛有度，收放自如，间距搭配错落有致，特色
鲜明，自成一家。
没想到洪先生不仅童话写得好，书法也很漂亮，大家都为能同时得到洪先生的著作和墨宝而庆幸。
　　当他得知我和冰波是浙江的儿童文学新人后，尤其高兴。
说作为浙江人，他很为家乡的儿童文学而自豪，并当着大家的面，说了不少表扬和鼓励我和冰波的话
。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洪先生。
　　后来，我又陆陆续续见过洪先生十几二十次，但多是在会议的公共场合，像1984年在石家庄举办
的首届全国儿童文学理论座谈会、1995年在上海举办的第三届亚洲儿童文学大会等等，人多，嘈杂，
加上彼此都来去匆匆，深入交流的机会并不多。
但只要有时间，洪先生通常都会给我一些鼓励。
偶尔，也会和我说一些心中的委屈及别人对他的不公。
　　或许是因为洪先生名气大，太忙，我主观上不愿多加打扰，或许是因为自己本来就不太喜欢交际
，又或许是其他什么原因吧，我和洪先生尽管认识较早，但当面向他讨教的机会并不多。
　　我最后一次见到洪先生，是在1999年。
其时，台湾旅美作家木子老师来上海访学访友。
木子老师对上海不熟，希望我前去和她会晤并顺便陪她去拜访洪先生。
　　那是我认识洪先生十六年后第一次造访洪先生家。
记得洪先生家住长宁区种德桥路附近一幢公寓的二楼。
和洪先生认识以来，我都是用这个地址和洪先生通信的，所以一直记得。
洪先生见到木子老师和我，显得格外兴奋，洪夫人忙着倒茶递水果，洪先生则拿了许多自己的著作签
名送我们两人。
　　木子老师小洪先生几岁，年龄相差不大，他们说了不少同辈人的话。
　　也许是又见到了老乡，轮到我时，洪先生责怪说，建江，你怎么不来看我啊。
我说，您是大忙人，我可不想上门打扰您写作。
洪先生说，忙什么忙，一点都不忙。
杭州上海这么近，你以后多来看看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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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先生说这话时挺认真，似非客套。
我连忙说，好的好的，我一定常来看您。
那阵子，洪先生要写书、编书，还要接待～拨又一拨的访客，怎么可能不忙。
我想，洪先生想找人说说话，多半是为了排解排解内心的孤寂吧。
　　那次见面大家说了不少话，很尽兴。
告辞时，洪先生执意送我们到楼梯口。
洪先生还对木子老师说，下次再来上海，不要客气，就让他这个地主作全陪导游吧。
其时，洪先生七十出头，身体虽称不上有多好，但看上去似也无大碍。
　　他在楼梯口不停地向我们挥着手，说，以后常联系以后常联系不想，这一别，竞成永诀。
　　当然，洪先生给我们留下的，最重要和最珍贵的，无疑是他的作品，是他精神的财富。
　　在洪先生诞辰八十周年的时候，北京有关方面组织了一次纪念活动，应主办方之邀，我有一个书
面发言。
兹择要述之，以作为本文的结语。
　　洪汛涛先生是我国杰出的童话作家，他的《神笔马良》问世半个多世纪以来，广受读者喜爱，成
为了中国童话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存在。
童话虽然古已有之，但自觉意义上的童话创作是随着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和人的发现而出现的，中国童
话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其外来因素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洪汛涛的意义恰恰在这里，他一生的童话创作几乎都没有离开过民族化的追求和努力。
他用他的艺术实践向世人表明，儿童文学的民族化是切实可行的。
洪汛涛先生晚年还用很大的精力编撰了童话理论著作《童话学》。
这部著作为中国童话学的学科建立提供了重要参照和经验。
　　作为浙江儿童文学的一员，我深为故乡有这样一位童话大家而自豪。
　　愿洪汛涛先生毕生为之努力和奋斗的中国童话事业更加繁荣和美好。
　　是为序。
　　2011年5月3日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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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家洪汛涛被尊称为”神笔马良”之父，是享誉中外的童话大师。

这本洪汛涛的《神笔马良(洪汛涛经典童话纪念版)》收录的长篇童话《神笔马良》是作者历尽半世纪
精心创作，多次修订的最终定稿版。

本书的12幅彩色插图，由著名艺术家张光宇先生绘制，极富艺术韵味，与文字相得益彰。

《神笔马良(洪汛涛经典童话纪念版)》内容丰富，包括经典作品，纪念专辑、各方评价、作家年表、
珍藏相册等板块，全面展示了洪汛涛先生的创作履历和光辉业绩。
既是一部文学鉴赏阅读本，又是具有资料价值的研究本，更是一册难得的经典收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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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洪汛涛，浙江浦江人。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理论家。
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作家协会第四届
、第五届、第六届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
他毕生致力于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研究，为儿童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其代表作《神笔马良》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在海内外多次获奖，并选入语文课本，是享誉世界的经
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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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笔架山下　　从前，有个孩子名字叫马良。
　　他住在村口的破窑里。
父亲、母亲早年死了，靠自己打柴、割草过日子。
天底下，穷人是一家，村里的人们常常接济他，帮助他，照料他。
那些伙伴们，一个个待他都像亲兄弟。
　　马良从小喜欢画画，在地上爬着的时候，就爱拿块石头，或者抓根木棒，在泥地上胡乱地涂一气
。
直的、横的，圆的、方的，谁知道画的是什么。
　　长大了，他很想学画画，可他哪有钱去买笔呢！
他们这个村子里，家家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庄稼人，也没有一家有笔的。
　　马良多么想，自己能有一支笔，一支属于自己的笔呵！
　　他们村后的大山，虽然光秃秃的，都是砂土岩石，并不长树木花草，但它的形状十分奇特，三座
山峰，并列一排，像个“山”字。
来这山上游历的人说，那个造字的古人，准到过这里，不然怎么造出个“山”字来呢？
这三座山峰，很高，要攀上这三座山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这山，没有什么经济价值，不能种植庄稼，村里的人们砍柴割草，都要到很远的地方去。
可是，这山，远远一望，背衬蓝天，恰似一个赭色的大笔架，煞是好看。
　　这大山，给了大山的儿子马良以大山的性格。
他像大山一样的倔犟，不畏惧困难，想做什么，一定要做成。
他不懂得阿谀、奉承，做什么事，都是勇往直前，遇到阻挡，都不回头。
他虽然和大山一样贫穷，但他和大山屹立着一样，挺着腰杆子做人。
他以他是大山的儿子为光荣。
　　在他们村子东方，远远的地方，有一座古寺，古寺后面山丘上，有一座砖塔。
年代很久了，由于经历了火灾，塔身只剩下一个褐色砖块砌的壳子。
奇特的是，塔尖上长满了许多树，大概是鸟儿衔上去的种子，年深月久，长成了大树。
大树枝桠伸开，叶子浓密。
这塔远远看去，很像一支大毛笔。
塔身为笔杆，塔上的树枝则是笔头。
最凑趣的是，塔顶的树木中，有一棵是枣树，秋高气爽，枣子成熟，鹰鸟啄食，四散飞落，宛如笔尖
饱蘸颜料，向广袤的天穹洒溅出星星朱墨。
　　如果说，大山的性格就是马良的性格，那么，这塔给了马良以志气。
塔尖高耸刺天，马良志气凌云，他多么想把这塔托在手上，挥舞它，像挥舞一支笔，在蓝天上，用绚
丽五彩的霞光作画，描绘一幅幅优美的理想画卷。
　　村子里有个传说，每隔三百年，哪一天，哪一刻，天要开眼，照在塔上的阳光会突然特别强烈，
使塔的黑影投到远远的高山山峰之间，似同一支笔，搁在笔架上。
据称，如果在这顷刻刹那之时，有谁能抱住这黑影的笔，他就会成为一位很有才学的人。
　　可是，村里年岁再大的老人，也没有见过这三百年一逢的开天眼，也不知道哪一年发生过这奇迹
。
因为他们村子里，世世代代，都是泥腿子，捏泥巴的，从没听说出过一位有才学的拿笔人。
　　稚年的马良，一次次，去攀登村后的高山。
他爬上峰尖，坐在只有桌面大小的峰顶上，遥望远远的那古塔和东方冉冉上升的太阳，他多么希望遇
上开天眼，太阳光突然明亮起来，将塔的黑影投过来，让他一把紧紧地抱住它。
　　他等过许多个从清晨到中午，他满怀希望地上山，却每回都是怅怅地回来。
　　他很想有一支笔。
　　2.判官和魁星　　有一回，他听人说城里城隍庙里的判官有一支笔，他就一个人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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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来到那尊判官像的前面，只见判官的左手拿着本簿子，真的，右手高高地举着一支笔。
　　他呆呆地看了一会，就鼓足勇气走过去，请求说：　　“判官爷爷，你能把这支笔借给我吗？
”判官爷爷不动声色，像是没有听见他的话。
只见对面过来一位老人，捋捋白胡子，代为回答说：　　“傻孩子，判官爷爷的笔，怎么能借给你？
你不见他手上拿着本生死簿吗？
人一生下来，他就要记下，该什么时候死⋯⋯”　　马良是个孩子，他不明白，问：　　“人，怎么
都要死呢？
”　　那老人笑笑说：　　“要是人不死，那些坏人，恐怕更要凶哕。
好心人，日子更没法过了哟！
”　　马良还是不太明白老人的意思，眼睛直眨巴眨巴地望着判官手上的那支笔。
　　过路的老人，笑笑说：　　“你这孩子八成想借笔学画画吧！
”　　马良叫老人说中了，欣喜地说：　　“是啊！
我想有一支笔，我很想学画画。
老爷爷，你说，能成吗？
”　　老爷爷摸摸马良的头，鼓励他说：　　“能成，不过你要经过一番努力啊！
——你要笔怎么去向判官爷爷要呢？
你应该到那边文昌庙，去求魁星菩萨。
”　　马良看了看判官爷爷那严厉的黑脸色，不敢多说，谢过老人，便到前边文昌庙去找魁星了。
　　魁星那模样，好吓人哟！
一只脚踩在一条大鱼的头上，一只脚踢着一只斗，果然手上拿着支大笔，笔尖几乎碰得着过往人们的
额头。
　　马良战战兢兢地走上前去，向魁星磕了个响头，说：　　“魁星菩萨，你的笔，能借我用用吗？
”　　魁星的脸铁青铁青，双眼眼珠都突出来了，没有回答他。
　　马良连说了三遍，魁星没有什么反应，他便大着胆，爬上那条大鱼背，伸出手去，取下魁星手上
的那支大笔。
　　这笔就取下来了，他很高兴，可仔细一看，原来这笔是泥做的。
一碰，泥掉下一块，露出里面的竹签。
泥笔，又有什么用呢！
他只好将这支笔，又照原样塞进魁星的手中。
　　这时，又有一个老人走过，捋捋白胡子说：　　“你这孩子，你想有支笔，魁星菩萨会给你的，
你怎么可以自己随便去拿他的笔呢！
”　　马良瞧瞧魁星那愠怒似的神色，心里有几分不安，赶紧鞠了一个躬，说了句：　　“魁星菩萨
，对不起，我太想有一支笔了。
”　　说完，一溜烟地跑回村子去了。
　　马良很想有一支笔。
　　一天，他突然想，没有笔，为什么不自己做呢？
　　他到竹林里去截来几节细竹子，这便是笔杆了。
可笔头怎么做？
他愣住了。
　　他一会儿剪了东家羊的毛。
他一会儿剪了西家牛的毛。
不几天，笔没做成，村子里的羊呀，牛呀，都给剪得花花斑斑的了。
村里的乡亲们不明白，都说是马良这孩子怎么不学好，瞎胡闹，变得淘气不招人喜欢了。
　　大家不让马良再去剪羊毛牛毛了，他就剪自己的头发。
　　可一把把毛，一把把头发，一个孩子怎么也做不成一支笔啊！
　　马良又感到惘然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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