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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88年至1990年间，希望出版社陆续推出一套煌煌大书——《中国儿童文学大系》，分理论、小说、
童话、散文、诗歌、儿童剧和科学文艺七大类，凡十五卷，共一千余万言。
这是我国第一部清晰反映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发展脉络的大型文献资料图书。
《大系》选收文论和作品的时段，上起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下迄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涵盖
八十年左右的时间。
书出后曾荣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日月飞转，斗转星移。
首版《大系》编纂成书并正式问世，距今倏已逾二十载。
希望出版社决定斥巨资，隆重推出《大系》新版本——在对已出之囊括前八十年的十五卷加以认真校
订的基础上，组织专家班子，将后二十年的儿童文学文论及作品分类续编为十卷，这样就形成了现在
规模的这套共二十五卷、自1919至2008整整一百年的《中国儿童文学大系》，堪谓卷帙浩繁，蔚为大
观，这在中国出版史上确属空前壮举，其文化史料价值实为弥足珍贵！
中国儿童文学源远流长、古已有之，这已是多数文学史家的共识，因为具有儿童文学形态的或曰实际
上的儿童文学作品，早就存在于许多古代人文典籍中；历代庶民口口相传的大量民间故事、传说、神
话、寓言、童话、民谣等，其中不少就是儿童文学作品。
毋庸置疑，在华夏大地，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共生亦共长，亦即自“成人文学”发生之日起，儿
童文学便存在了，只是未以“儿童文学”称之，因为彼时尚无这个名词。
诚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由于儿童和妇女一样不受重视，因此，几无专门为孩子们创作的文学作
品，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100多年前，在世界进步思潮影响下，随着“儿童”的被发现，儿童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出现了专为少
年儿童创办的刊物，为孩子们创作、翻译、编写的文学作品日多，中国儿童文学终于发展成为相对独
立的一个文学部类，正式成为整个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
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三十年儿童文学，史称“中国现代儿童文学
”。
其发轫及发展，是和中国现代文坛一批杰出文学家、出版家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的，诸如“周氏兄弟
”(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叶圣陶、茅盾、冰心、沈从文、巴金、郑振铎、张天翼、老舍、赵景深
、顾均正、赵元任、严既澄、徐调孚、陈伯吹等等。
他们或以自己的创作理论成果，或以自己的翻译出版业绩，直接丰富和壮大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为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儿童文学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把教育和培养下一代看做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组
成部分。
发展儿童文学，正是培育祖国未来建设者的重要一环。
其不可低估的意义，正如已故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早在1950年4月为《儿童时代》杂志所写的创刊词中
所指出的：“给儿童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启迪思想，陶冶情操，培养他们成为祖国建设的优秀人才
。
”宋庆龄后来还说过：“有些事是可以等待的，但是少年儿童的培养是不可以等待的。
”1954年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对广大儿童文学作者写出更多优秀作品，起到了
积极的激励和促进作用。
1955年9月16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重
要社论，指出当时少儿读物严重匮乏，要求所有的作家和编辑、出版、发行工作者重视少儿读物的创
作、出版和发行。
同年11月，中国作家协会发出《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指示》，号召广大作家和有关部门加强和重
视儿童文学创作，尽快改变儿童读物奇缺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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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党中央提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有力地推动了当时文
学艺术的发展，儿童文学也初步呈现了比较繁荣的局面。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许多早在建国前就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继续热情地为孩子们创作；一批新
的儿童文学作者脱颖而出；不少主要从事成人文学创作的作家、诗人、翻译家，也满怀热情为孩子们
创作、翻译儿童文学作品。
这些，都直接造成那个时期儿童文学的一时之盛，即新中国儿童文学所谓的“第一个发展黄金期”。
现在看来，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由于传统的根深蒂固的“文以载道”观念，加上受当时前苏联儿
童文学的影响，人们比较偏重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这种对文学功能认识上的不全面性，导致那个时
期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明显弊端，这就是“思想大于形象”，造成不少作品“公式化、概念化”，艺
术性较为薄弱，正如文学大师茅盾在《六○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一文中指出的那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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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建国后十七年中，也出现过一批确实优秀、至今仍广为传诵的儿童文学佳作。
 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儿童文学园地百花凋零，只有个别作家坚持现实主义原则，写
出过一些至今仍可读之作。
 中国儿童文学的全面复苏和新生，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之后。
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儿童文学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这年早些时候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为儿童文学在新时期的较快发展
，在组织上做了很好的准备和动员工作。
随后，在“解放思想”的新时代号角声中，儿童文学界在理论和文艺思想上经历了一次深刻的拨乱反
正；儿童文学的功能和艺术规律，获得了新的正确的阐释和尊重；广大儿童文学工作者焕发出极大的
创作激情；儿童文学创作、编辑、出版队伍显著扩大；儿童文学作品发表园地大大增加。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儿童文学创作、理论界掀起了一次绵延数年的创新、探索、争鸣热潮，包括少
儿出版在内的多方合力，成就了建国后儿童文学的第二个“黄金期”；及至进入九十年代及新世纪后
，儿童文学领域不仅老作家“宝刀不老”，中青年作家成为创作中坚，出现了一批深受广大小读者喜
爱和欢迎、屡获全国大奖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而且新人辈出，“70后”、“80后”乃至“90后”都
有一些令人惊喜的儿童文学创作新秀崭露头角，他们题材各异、风格多样、不拘一格的创作路数，每
使读者和业内人士眼睛为之一亮。
有论者称，近二十年来，儿童文学创作形成了“五代同堂”——或“五个创作方阵”，即(儿童文学)
老作家、中年作家、青年作家、少年作者、成人文学作家——儿童文学之苑呈现出多元共生、百卉争
艳的喜人局面。
与此同时，儿童文学研究、理论、评论领域，也涌现了一批新人。
 增补后的二十五卷《中国儿童文学大系》，采取编年的方式，以我国100年内各个时期各种题材及风
格的代表性文章和作品，集中、具体而又客观地展示了中国儿童文学百年发展历程。
这套《大系》的选编者和出版者，严格遵照原编辑委员会定下的宗旨和要求，凡人选的文章和作品，
一律保持原貌，不因其中个别内容、思想、观念带有当年的“时代印痕”、现在看来已显得明显滞后
或“不合时宜”而加以修改，目的是为了保留时代的“原汁原味”，反映真实的历史。
这就使这套《大系》真正成为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历程的“形象地图”，不仅具有阅读欣赏价值，
也有可供研究考察的珍贵文献史料价值。
 这套《大系》原来的19名顾问、编委，已有12位先后谢世。
由此我们深感岁月之沧桑，生命法则之无情。
阴阳苍黄，新旧更替，生生不息，这原是宇宙、天地亘古不易的铁律。
面对前辈的陆续“退席”，本无须过分怆然喟叹；每念及先驱们百年来为中国儿童文学做出的不朽业
绩和贡献，一种钦敬崇仰之情久久激荡我们胸间。
 逝者已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前辈未竟之神圣事业，当会有一代一代德艺双馨、又有旺盛生气和蓬勃活力的建设者来担当接承、弘
扬发展。
“杰出的、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是超越时空、不分国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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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往往描写全人类普遍关注又是普天下少年儿童心灵能共同感受的东西，讴歌真、善、美，颂扬爱
的力量、道义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因而具有永恒的、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和共享的审美价值。
”(著名评论家束沛德语)——这是当今中国广大儿童文学学者和作家的一个重要共识。
 正是江南风景好，万紫千红总是春。
我们坚信，经过几代人的不懈探索和创造性劳动，下一个百年的儿童文学一定会更加辉煌，我们这个
儿童文学大国定将跃升为举世瞩目的真正的儿童文学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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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儿童文学大系·散文2》为散文卷的第二册，收录了一百多篇经典的儿童散文。
真正的儿童散文是为广大小读者服务的；它既要遵循一般散文的艺术法则，又要照顾孩子们的年龄特
征与审美情趣。
　　本套书为《大系》新版本，该版本在对已出之囊括1919年至1988年间的十五卷加以认真校订的基
础上，组织专家班子，将1988年至1990年间的儿童文学文论及作品分类续编为十卷，这样就形成了现
在规模的这套共二十五卷、自1919至2008整整一百年的《中国儿童文学大系》，堪谓卷帙浩繁，蔚为
大观，这在中国出版史上确属空前壮举，其文化史料价值实为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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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方卫平，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
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学术丛刊《中国儿童文化》主编、意大利《教育史与儿童文学》杂志国际
学术委员、马来西亚《孩子》杂志教育顾问。
出版有《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儿童文学的当代思考》、《方卫平儿童文学理论文集》(共四
卷)、《最佳儿童文学读本》、《最佳少年文学读本》、《新语文读本·小学卷》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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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背篓彩色的篱笆(外四章)梦中的旅途出路蝴蝶失群的中学生星球细语与陌生人交流飘越大洋的祖孙情
蚌壳棉鞋小书摊的诱惑笔直走，转弯狗(外一章)换糖佬魔鹿湖上札记神秘信物树叶房子红鼻子姜爷爷
竞争意识松坊村的溪流爸爸的花椒糖旺伯母的鹅山野之魂小外孙，在海外门缝中的童年沉默的指影渔
友趣事录爱丁堡的儿童博物馆隐患少女梭梭姊妹屋寂寞人之初火把节之歌昨天的誓语来自北极村的采
访手记山路漫语玩的暑假少年英雄黄云德蓝色泸沽湖双亲两题天性——嘟嘟的故事等待风琴尊重男孩
首领维也纳森林的故事做一个最好的你一个孩子能走多远你一定会听见的青春和天籁我怀念那只鸟妞
妞：一个父亲的札记(节选)核桃树擦肩而过心之歌(三章)飞越了千山万水北京有个“陪读村”永远的
风景月光之舞“铁路”的大梦柿子树我的好朋友“奸臣”压岁钱染下课少年鲍柏年轮留在桦树皮故乡
的思念求医独走青海台阶红背带“茶花两朵”，胭脂太阳小狐狸与山海爷童年琐忆恐惧无爱我拿什么
还你，外婆与风擦肩而过自新大陆雪地访春母亲的巴掌最后一窝燕子光阴的书签阴影蜂蜜·苦荞·熊
瞎子我的狗，乳白色的狼犬雁鹅爆米花严冬海猎路谁不喜欢玩会飞的孩子衣橱夜别枫桥童年的花路读
《水浒》的小孩高考殇两只黄雀和一棵杉树雪峰绝顶展英姿纸风铃紫风铃我不认识你，但我记得你紫
蓝色的绸结子农村留守孩子，中国跨世纪之痛矢车菊的天空十四岁那年，我逮住了只山狸子网络中的
潘多拉魔盒相爷我和妈妈的粥镜头是我注视你的眼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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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只要一踏进我的山区故乡，人们无不发出啧啧的惊讶：啊，好一个充满蓬勃生机的绿色天地呀！
是的，故乡盛产竹。
那婆娑的竹影，好似无数仙女在飘袂而舞；那颤动的篁叶，好似无数翠蝶在抖翅展翼；那“节节”，
的竹笋拔节声，则是一支令人振奋的美妙的生命进行曲⋯⋯离开故乡好多年了。
然而，在我的思乡梦中，总是晃动着一只极平常的物件——背篓。
那是山里人的常见之物。
几支青竹，一把篾刀，长茧的大手一摆弄，便成了精巧而又坚固的背篓。
背篓，装着日月星辰，装着春夏秋冬，装着山民的甜酸苦辣，古老而沉重。
背篓，又是山里孩子童年的摇篮。
父母背着，让孩子早早地读大山雄浑的气势，读霞飞日落的诗篇，听山风鸣奏的浩浩天歌，阅山镇繁
华绚丽的现代画卷⋯⋯我在背篓中长大。
我忘不了妈妈那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背篓。
它，使我懂得了人生的真谛，教育我做一个真诚、善良、正直的人。
那是日寇铁蹄蹂躏江南的岁月。
一天，妈妈在村外的池塘边洗衣。
儿时的我坐在背篓中，对着天上的流云飞鸟唱着咿咿哇哇的歌。
忽然，山那边响起了凌乱的枪声。
随之，山径中又传来了匆忙的脚步。
我惊哭了。
妈妈正要收拾东西回家，却见竹叶一闪，一个穿便衣的新四军小战士受了伤，脸色苍白，大口地喘气
，向妈妈投来求援的目光：“大嫂⋯⋯”山腰上，枪声在响，还有敌人粗野的吆喝。
妈妈立时明白了什么，急中生智，朝小战士把手一招，向清清水中一指，喊一声：“快！
”小战士跳入水中。
妈妈“刷”地抖开了洗好的被单，在池面上形成一朵鼓鼓的白色大蘑菇，晃晃悠悠。
妈妈呢，一边又仔仔细细地洗涤着，一边逗着我唱起了动听的儿歌：“月亮姑娘哪里来？
脚踏莲花云里来⋯⋯”敌人追来了，喝问着被追者的去向。
妈妈向远处茫茫竹海指去。
待敌人消失后，妈妈把小战士背到山里的一个偏僻的洞中。
从此，每当薄暮冥冥时，妈妈便背起背篓，向云浮雾绕的山间走去。
我目送着妈妈的背篓在弯弯曲曲的山道上蠕动，在黄昏的山岚中隐没。
在妈妈的精心照料下，小战士伤愈归队了。
临别时他跪在妈妈的背篓前，哭了：“妈妈，谢谢你，我一辈子忘不了你⋯⋯”他，没有留下名字，
也不知道妈妈的名字。
但这有什么要紧呢？
难道这萍水一遇，一药一饭之济，妈妈会企求日后的报答么？
在那小战士的心中，将会永远铭刻着两个字：人民。
背篓，在我的记忆屏幕上，还留下这么一个难忘的片断。
那是勒紧腰带“瓜菜代”的岁月，我正在中学求学。
饿得慌了，便常常朝家跑，想找一点东西填一填肚子。
那时，树砍了，竹林老了，山秃了，村里不闻鸡犬之声，落了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民以食为天。
”然而，“食”在何方？
妈妈不知从哪里搞来了半背篓红花草(又名紫云英)。
这本是牲口饲料和肥田之物，然而在当时分明成了救生仙草。
我催着妈妈快烧煮一锅，可以美美地饱餐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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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用眼神制止了我，犹豫着，从篓中取出一捧，掂了掂，又放回去一小把。
妈妈让我背上背篓，自己拄着一根木棍，蹒跚着走去。
唉，不知何时起，妈妈竞衰老得这么快！
妈妈领着我，凡是有孩子哭声的人家，一家一把红花草，重复着一句话：“给孩子吃⋯⋯”礼轻情重
。
人们投来了多少感激的目光。
妈妈只是凄然笑笑。
直至背篓空空为止。
这一晚，妈妈烧的红花草汤，我竞一点也吃不下，只觉得心酸酸的，眼热热的。
我总觉得，妈妈身上有一种神圣崇高的东西，在闪光，在叩击着我的心灵。
是爱么？
这爱却一点也不褊狭，而是如此的博大深沉！
妈妈依然在叨念：“当年那位当兵的哥哥不知在什么地方？
让他吃一口暖暖心多好！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啊，好心的妈妈！
自此以后，背篓的形影一直伴随着我的风雨年华，时时难以忘怀。
随着岁月的流逝，妈妈的背篓换了又换，青了又黄，黄了又青；新了又旧，旧了又新。
前月，妈妈背着背篓来看我，带来了沉沉的一背篓的鲜物：冬笋，鲜果，好多名贵的花卉，也带来满
满一背篓家乡变化的新消息。
七十多岁的老人了，身板越发硬朗。
她为我带来了—个美好的春天。
我忽然感到，好多年没有背故乡的背篓了，真想跟随妈妈回去重温一下童年的梦，再听一遍妈妈唱的
摇篮曲。
今年暑天，女儿从学校放假返家，我决定叫她立即动身回山区老家，去背背故乡的背篓，补上学校中
没有的生活一课。
我也真切希望更多的那些穿红裙子、戴十字金项链、登高跟鞋的少男少女们，也去去山村，体验一下
背篓生活。
哦，人们，切莫忘了背篓！
尽管背篓是普普通通的物件，尽管山里的人是普普通通的人，然而，唯其普通，才显出其伟大！
背篓，山区故乡美丽的灵魂，我的深深的爱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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