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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代，我们能给予孩子们最宝
贵的东西是什么？

我想，在任何时代，最宝贵的东西都
是一样的，这就是我们对孩子们的爱。正
如冰心所言：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但是，这个爱的涵义是什么？却值得
每一个人深思。

我们应该给孩子们清洁的空气，应该
为孩子们提供丰裕的物质，应该为孩子们
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但是，只有这些是
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为孩子们提供
创造健康美好的精神生活，让他们从小认
识人间的真善美，从小就懂得如何做一个
高尚的人，指引他们沿着一条崇真向善的
路，往高处走，往光明的目标走。如何做到
这些，需要全社会的重视和努力。每一个
人，每一个家庭，每一所学校，每一个不同
的领域和行业，都应该思考，我们该做什
么，并且为此行动，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我很自然地想到了惠特曼的诗句：
“有一个孩子向前走去，他看见最初的东

西，他就变成那东西，那东西就变成了他的
一部分……”这和古人说的“近朱者赤，近
墨者黑”，是一个道理。我们要努力做的，
就是应该尽我们的心力，爱孩子，关心孩
子，让这世界上的真、善、美，成为孩子们
最初看见的东西。

最近，有记者问我，您最开始的写作，
是与儿童文学没有什么关系的，为什么会想
到为孩子们写书？这些年，写了不少儿童文
学作品，对自己有没有带来一些挑战？

我以前的写作，主要是散文和诗歌，确实
没有被归类为儿童文学。但是我的读者中，一
直有大量的青少年。因为不少文章被收入中
小学语文课本，很多孩子在语文课中认识我，
会去找我的其他文章和书籍。所以不能说我
的写作和孩子没有关系。但以前确实不是专
门为孩子们写的，那些被收入语文课本的文
章，并不是儿童文学，但是孩子们阅读这些文
字，并没有什么障碍。专门为孩子们写一点什
么的念头，很早就在我心里产生。孩子的阅
读，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这是为他们的人

生打基础。从小读什么书，长大成什么人。对
书的选择，就是对未来的选择。孩子的心灵是
一张白纸，我们要在这张白纸上画最美的色彩
和图像，让这张白纸，变成一幅美丽的画。这
就是孩子的阅读应该获得的结果。然而孩子
们面对的各类读物并不都是珍宝良药，会浪费
他们的时间，甚至会误导他们的人生。30年
前，我就曾经花不少时间为孩子们编过一些课
外文学读本，把我少年时代读过的古今中外的
好文章推荐给小读者们。这些读本，现在还有
孩子在读。10年前，我写了第一部儿童长篇小
说《童年河》，接下来几年，又写了《渔童》和《黑
木头》，被称为“童心三部曲”。去年，又出版了
儿童长篇小说《树孩》。

为什么会想到为孩子们写书？原因其实
很简单，我怀念童年，也爱孩子，为孩子们
写作，我感到快乐，也使我有返老还童的感
觉。我写儿童文学作品的时候，总会感觉时
光倒流，感觉自己又变成稚童，变成少年
了，我用稚童少年的眼光看周围的世界，想
自己的心事。我写每一件事情，每一句话，

每一个场景，都要求自己变回去，变成一个
孩子，用一个孩子的眼光和心思来表达，这
绝不是装出来的。没有童心的人，不尊重孩
子的人，是写不出好的儿童文学作品的。

我对儿童文学一直心怀敬意，好的儿童
文学作品是用童真的目光，用生动有趣的故
事，不动声色地讲述深邃的哲理，这对写作
者是一个极高的要求。儿童小说用什么样的
语言，用什么样的故事结构？是否要和我以
前的创作做一个切割，用截然不同的风格和
方式来叙写？是否要俯下身子，装出孩子
腔，以获取小读者的理解和欢心？我觉得没
有这样的必要。千万不要低估现代孩子的理
解能力和悟性，真诚地面对他们，把他们当
朋友，把我感受到、思想到的所有一切都告
诉他们，他们一定能理解，会感动，会引起
思考，使我不至于白白耗费了心思和精力。

我愿意和所有人一起，尽心尽力，把最
宝贵的东西奉献给孩子们。

（作者系第七、十、十一、十二届全国
政协委员，著名作家）

给孩子们最宝贵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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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下旬开始，一波新
的疫情来袭，大中小学停
课，两个正上幼儿园的外孙
女因闭园被迫居家。我们就
成了全职保姆兼家教。

所 有 活 动 场 所 全 部 关
闭，姐妹俩练习芭蕾舞和姐
姐学习古筝的课程暂停，甚
至从 2020年以来都一直开放
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也暂
时关闭。严格执行少外出、
不聚集、戴口罩、保持社交
距离的要求，姐妹俩除了每
天上午出门到院子里排队做
核酸，再就是晚饭后到院子
里玩耍一番，其他时间全部
居家。

没有带过孩子的老人可
能无法想象，在幼儿园一个
上大班，一个上小班的两个
孩子，会把家里折腾成什么
样子，又会给你带来怎样的
快乐和烦恼。

乖的时候，让人有幸福
满 满 的 感 觉 。 有 时 各 玩 各
的 ， 一 个 搭 积 木 ， 一 个 画
画，整个房间非常安静。有
时姐妹俩一起玩，把枕头、
被子和能够找到的物什搭成
房 子 ， 给 各 种 动 物 玩 具 安
家、梳妆打扮，嘴里振振有
词，时而欢声笑语。有时姐
姐给妹妹讲故事，教画画，
还给妹妹讲道理，俨然小大
人 ， 妹 妹 跟 在 后 边 亦 步 亦
趋。有时妹妹成了老大，指
挥姐姐干这干那，姐姐也心
甘情愿，配合默契。看到这
些，我们心里美滋滋的。姐
妹俩一旦闹起别扭来，水火
不容，互不相让，有时甚至
拳脚相加。转眼间又重归于
好，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

最让人烦恼的是不好好
吃饭。尽管想方设法，变着
花样去做，尽量适合她们的

口味，保证均衡营养，但有时还是不好好吃，让你毫无办
法。只有幼儿园老师的话管用，无奈之际便搬出老师的话，
诸如光盘行动啦，不能挑食啦等等，效果会好很多。中午哄
睡也是难题。两姐妹上床就兴奋，有说有笑，打打闹闹，不
折腾半个多小时，根本睡不着。我的法宝只有讲故事，小时
候放羊、挖野菜、捅鸟窝、偷瓜的故事讲完了，长大后读
书、种地的故事讲完了，出访时见到动物的故事也讲完了，
还是无济于事。有的时候故事刚开了头，她们便争先恐后讲
起来，我反而成了听众。

两人也都有各自关注，能够快速安静和精力集中的事
情。姐姐是爱听 《三国演义》，饭后往沙发一靠，或一个人
爬到床上，能够心无旁骛地听上个把小时，有时吃饭、上厕
所、洗漱时也要抱着ipad听。听完还绘声绘色向我们讲书里
的情节，也问一些问题。《三国演义》 我还是几十年前读
的，情节大都忘记了，常常难以答出她的问题。由于跟着姐
姐一起听，妹妹嘴里也时不时蹦出“曹孟德”“赵云赵子
龙”“三顾茅庐”等字眼。妹妹的爱好是拼搭磁力贴，拼起
来精力集中，手脑并用。她能拼搭出的物体、动物不下数十
种，色彩斑斓，惟妙惟肖。

我发现最有感召力的还是幼儿园。姐姐的幼儿园老师在
家长群发布信息，为了迎接“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希望
小朋友们把自己居家的表现、才艺表演视频发到群里展示和
交流。当天就有同学发了一段跳绳的视频。看到自己的同学
一分钟内跳119个，姐姐很羡慕，也很兴奋，提出想录一段
弹古筝的视频向老师报告。她选择一曲自己喜欢又比较熟练
的 《三十三板》，看到老师和不少家长点赞，她非常开心。
此后，她弹古筝的积极性明显高了一些，练习起来更加主动
和自觉。

妹妹的老师发信息说，快过节了，小朋友们在家要帮爸
爸妈妈干家务哦。看到姥姥在晾衣服，妹妹主动跑过来帮
忙。她学着姥姥的样子，先把自己的小衣服伸展开，挂在撑
子上，一丝不苟的样子着实可爱。姐姐也跑过来，与姥姥一
起把妹妹撑好的衣服挂在晾衣架上。还有一次，看到我买了
一包蚕豆，妹妹要剥蚕豆米。我把蚕豆倒到餐桌上，告诉她
把拨出的蚕豆米放进碗里，蚕豆皮放到塑料袋里。不知过去
多长时间，他大声喊我“姥爷，剥完了”。我走近一看，满
满一碗蚕豆米，剥下的皮全部装到塑料袋里。她正蹲在桌子
旁边，捡掉在地上的两粒蚕豆米，还告诉我手有点疼。我看
到她两只手的拇指和食指红红的，眼眶有些发热，是心疼亦
是欣慰。

自那以后，姐妹俩会主动收拾东西，把她们到处乱扔的
书摆到书架上，用过的画笔、纸张放整齐，把剪掉的碎纸屑
捡起扔进垃圾桶。有一天晚上睡觉前，妹妹突然来到客厅，
把每个人的茶杯摆得整整齐齐。看到这些，我向她竖起大拇
指点赞，她好像有点害羞地笑了。

最近几天有一件新鲜事，看到姥姥看马三立先生的相声
《逗你玩儿》，姐妹俩凑上去一起看。一边看、一边笑，还模
仿着马三立先生的声音一边说。姐姐心血来潮，提出由姥姥
扮演妈妈，妹妹扮演小虎，她扮演小偷，三个人表演起来。
有时候姐妹俩还来个角色互换，常常逗得我们笑声不断。我
想，这就是姐妹俩献给儿童节的礼物吧！

希望疫情早日远去，让生活回归正常。然而，这一段居家
陪外孙女的日子，难忘且快乐，偶有辛苦但更多的是收获。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

陪
外
孙
女
居
家
的
日
子

任
启
亮

追梦强国新时代，正是儿童读书时。
2016年9月，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

版了我的童书专著《童书大时代》。2022年
1月，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我
的儿童阅读专著《童读大时代》。有朋友问
我，你是怎么想起要写这两部“童”字头“大
时代”的书呢？我的回答很简单、很真诚：因
为感恩。作为一个童书出版人，我深深地感
恩我们伟大的国家，感恩伟大的时代，感恩
童书出版这个神圣的事业！

1993年，我奉调进京，担任中国少年
儿童出版社社长，一脚跨入了充满希望、充
满未来和富有童话色彩的新世界——少年
儿童出版行业，开启了自己的童书生涯。

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彻底改变了中
国，改变了中国出版，也改变了中国童书出
版。少年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是民族的希
望，童书出版是为少年儿童提供精神食粮
的神圣事业。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童书出版，
改革开放强力推动童书出版。从1994年开
始，中宣部和原新闻出版署连续5年，每年
召开一次全国少儿出版工作会议，这在中
国出版史上是前所未有的。1994年，中国出
版协会成立了少儿读物工作委员会，全国
专业少儿社开始蓬勃发展。1995年，党中央
决定把儿童文学创作和少儿读物出版与电
影电视、长篇小说一起，作为全国宣传文化
口“三大件”来抓。1995年，中宣部和原新闻
出版署启动了“5155中国儿童动画出版工
程”。1996年，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
在新闻出版署的大力支持下广泛开展国际
交往。1996年，中国少儿出版成就展在北京
举行。1997年，综合性理论刊物《中国少儿
出版》创刊。1998年，中国童书馆在意大利
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首次亮相。1999年，中
国童书出版界满怀豪情跨世纪。

2000年5月23日，共青团中央书记处
按照党和政府关于对新闻出版业深化改革
的战略部署，整合系统力量，重组文化资
源，把具有半个世纪历史的《中国少年报》
社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进行强强联合，
组建了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新组
建的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办有5
张报纸、10种期刊、1个网站，年出版1000
多种图书、音像制品，是我国第一个跨媒体
的少年儿童传媒集团。我被任命为总社首
任社长。我深深感到使命的神圣和责任的
重大，更是义无反顾地全身心地投入到了
这个为了少年儿童的事业之中。

进入21世纪，中国童书出版界以新的
更加昂扬的姿态投入到新的改革开放之
中。中国童书出版“井喷式”发展，迎来了

“黄金十年”，跨入了世界童书出版大国的
行列。2006年，在中国澳门举办了第30届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2010年，中
国童书联盟成立。2013年，中国上海国际
童书展创建。2016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
大的童书市场。2016年，中国作家曹文轩
荣获国际安徒生奖文学奖。而后，中国童书
出版又创造了连续20多年以年均两位数
增长的奇迹，成为中国出版的“领涨力量”。
中国 580多家出版社，有 550多家出版童
书；年出版4万多种童书、总量世界第一；
拥有3.67亿未成年人的巨大市场，年总印
数8亿多册，在销品种30多万种，销售总
额200多亿人民币。中国童书充满自信地
向世界童书出版强国迈进。作为一个童书
出版改革开放、大国崛起、强国发展的亲历
者、实践者、见证者，我看到了未曾抵达过
的童书出版浩瀚的星辰大海，并深深地为
中国童书出版业传奇式发展感到自豪。

出版与阅读紧密相连。既是上游与下
游的关系，又是服务与顾客的关系。出版的
终极目的是阅读，越是优秀的出版物，越拥
有跨越时空、跨越地域的无穷无尽的阅读。
而童书出版的终极目的，是儿童阅读。因
而，与童书大时代紧密关联在一起的，必然
而且应该是一个儿童阅读的大时代。

阅读，是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提
高全民素质、提高民族凝聚力的大事。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与阅读的亲近程度，决定着
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前途与命运。阅读，
对于独立的健康的成年人来说，是一个非

常个性化的行为，但是，对于需要精心呵护
的未成年人来说，是需要鼓励和引导的。这
是国家有责任感的标志，是社会成熟的标
志，也是人类理性的标志。儿童阅读，事关
重大。它不但是人生成长的“文化味蕾”，更
是人生成长的第一课堂、人生成长的精神
摇篮。成功的儿童阅读能给少年儿童扣好
人生成长的第一粒扣子，打下坚实的文化
自信的基础，留下永恒的文化记忆。它是开
启人的心智、塑造人的精神的必须，是传承
民族文化、促进社会文明、推动社会发展的
必须，也是提高民族素质、缔造国家精神的
必须。

我国历来就是一个重视耕读、重视诗
书传家的国度。在文化自信上升至国家战
略高度的当下，全民阅读蔚然成风。在全国
两会上，“全民阅读”已经连续九次被写入
政府工作报告。2022年 4月 23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致北京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举办的
贺信中指出：“希望孩子们养成阅读习惯，
快乐阅读，健康成长。”“全民阅读，儿童优
先”。近年来，中宣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
党和政府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推动儿童
阅读的重大举措，成为儿童阅读强有力的

“第一推动”。而社会各界和民间开展的“书
香城市”“亲近母语”“点灯人”等活动，以及
校园阅读、基础阅读、分级阅读、家庭亲子
阅读等活动，都有力地扩展了儿童阅读的
宽度，挖掘了儿童阅读的深度。我们欣喜地
看到，21世纪以来，在推进我国现代化文
化强国建设中，在推进“书香中国”的阅读
大国建设中，国家推动，社会推动，民间推
动，使我国的儿童阅读风生水起、蓬勃发
展，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最好的大时代，
一个真正意义的儿童阅读的黄金大时代。

在从事童书出版的30年中，在不同的
时间、地点、场合，我都以一名童书出版人
和阅读推广人的视角，对儿童阅读作了一
些观察、分析、思考，并留下了一些文字。经
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又认真慎重地提出
了“童读”概念，并于2022年1月在江苏凤
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专著《童读大时
代》，真实地展现了新时代儿童阅读大国崛
起的繁荣面貌，并对中国儿童阅读的未来
进行了美好的展望。

现在新的中国童书出版和儿童阅读的
大时代正在扑面而来。新时代呼唤新担当，
新时代需要新作为。国家和民族期盼少年儿
童健康成长，成为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让我们以此为契机，努力开
创童书出版和儿童阅读大时代的新局面，让
新时代的童书出版和儿童阅读更加美丽、更
加美妙、更加美好，向着新的星辰大海。

（作者系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原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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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正式更
名为“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到今年已
经是第8年。随着时代的发展，全世界优秀
的儿童读物已经走进中国，中国儿童文学
作品也深受其他国家孩子的喜爱。儿童文
学不仅是作家和孩子心灵上的沟通，也是
全球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不同的国度有着不同的风俗人情，对
于孩子，则意味着神秘的憧憬与幻想。而这
种憧憬与幻想，需要借助于外国儿童文学
作品的翻译来实现。比如中少总社引进的

“七彩云图书馆”系列，据我了解是从世界
十几个国家引进的，旨在为中国的孩子打
开一扇了解世界其他国家文化、风土人情
的窗户，让孩子们通过图书来了解别的国
家是怎样用他们的文化方式讲故事的。世
界是广大的，生活是丰富的，孩子的心灵需
要全世界各具特色的儿童作品来满足他们
强烈的求知欲。

我创作的小猪波波飞也是这样，波波飞
是一个乐观、幽默的小猪，和所有小朋友一
样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波波飞的故事不
但被中国的读者看到，也被翻译成多国语
言，输送到法国、韩国等多个国家，法国达高
集团还特意成立了一个公司来拍摄动画片。
通过小猪波波飞的故事，其他国家的孩子们
可以了解到中国的春节、中国的十二生肖，
增加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或许由于地域
不同，孩子们的语言和生活环境不一样，但
是他们向往美好的赤诚之心是一样的。我希
望越来越多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品走向世界，

全世界的孩子都可以通过丰富多彩的图书去
交流，在文学宫殿里快乐成长。

如果说儿童文学为孩子们搭起了与世界
沟通的桥梁，那么儿童文学作家就是用童心
童趣造桥的匠人。他们用心血架起一座沟
通、理解的桥，一座温馨、智性的桥，一座
浸透了知识和经验又乐于坦诚分享的桥，让
孩子们从这座桥走进奇丽美妙的文学乐园。
俄国著名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曾把儿童文学
作家称作“儿童的节日”，说“儿童文学所
需要的也就是这样的‘儿童节’”。的确，
出色的儿童文学作家，对于小读者来说，就
是节日快乐的制造者。他们给孩子们以精神
的教益，智慧的启迪，帮助孩子们认识世界
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学到许多难忘的知识，
交到许多风趣的朋友。当孩子们走出这座文
学乐园，成为青年、壮年直到老年时，他们
仍然难以忘怀这最初的印象，怀念儿童时期
所接触到的文学朋友，并衷心感谢创作了这
些文学精品的作家们。这是一个儿童文学作
家毕生值得自豪的地方。

目前是中国儿童文学最好的创作时期。
作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儿童文学的创作
主题和内容具有极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作
家的创作个性被充分展示在自己的艺术追求
中。希望我们儿童文学创作者和工作者可以
为孩子们带来更多更好的儿童文学作品，让
儿童文学这座以童心童趣架起的桥更加坚
固、更加温馨美好。

（作者系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
协会原副主席）

儿童文学：

为孩子们架起一座童心桥
高洪波

▲ 在北京明天幼稚集团第六幼儿园金沟河园里，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画
脸谱、唱京剧等，在游戏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迎接属于自己的节日——“六
一”国际儿童节。 贾宁 摄

编者按：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寄语广

大少年儿童，希望他们从小学习做人、从小学习立志、从小学习创
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接力奋斗！在“六一”国际儿童
节到来之际，本版邀请著名作家、全国政协委员等笔谈，讲述与儿
童、与童年有关的故事。

▲ 莲叶何田田 齐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