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望沙原》书封。

《神秘的猎人》书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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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景芳、吴梦起等老一辈辽宁儿童文学作家到“小虎队”崛起，再到90后、00后儿童文学作家
群体，辽宁儿童文学创作始终热切关注少年儿童成长，为孩子们创作了众多具有教育功能、审美价值的
文学作品。《老鼠看下棋》《随蒲公英一起飞的女孩》《骑扁马的扁人》《回望沙原》等一批优秀作品滋养了
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的心灵。地域性是辽宁儿童文学作品具有的鲜明特征，作家们贴近现实生活，扎
根地域文化沃土，以生动的语言在童真童趣中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形象，获得广泛关注。其中12部
作品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这一成绩在全国名列前茅。近年来，辽宁儿童文学作品更是走出国门，深
受外国小读者喜爱，这些作品已被译为十余种文字在海外出版。

TIYAO

本
报
记
者

王
臻
青

十
二
部
作
品
获
全
国
优
秀
儿
童
文
学
奖
，在
全
国
名
列
前
茅

4

2022年5月26日

星期四

09

艺
文
志

YI
WEN
ZHI

策划 戴春光 责任编辑 许维萍

视觉设计 许 科

检校 高 峰 张 勇

近年来，辽宁儿童文学作家持续发
力，辽宁儿童文学创作依然呈现出勃勃生
机，作家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探索新
的视角、探索新的表现手法，以全新的表
达体现出他们对少年儿童心灵世界的真
诚关注。小说、散文、童话、诗歌、幼儿文
学等各个门类在辽宁儿童文学创作中百
花齐放，汇成多彩和声、绚丽交响。

传承优秀传统，讴歌时代精神，依然

是辽宁儿童文学创作的主旋律。2020年，
长篇小说《热血红腰带》等以儿童的视角
对英雄故事进行了诠释。《罗阳——用生
命托起中国战机》深情书写时代楷模的成
长历程。《伟大历程——红色长篇小说系
列》是系统梳理儿童文学作家传承红色基
因的优秀之作。

这一时期，作家们进一步开掘创作空
间，在儿童文学表达的深度与广度上做出
了可贵探索。当年的“小虎队”成员已经成
长为辽宁儿童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他们
创作出《热血红腰带》《猫冬记》《牧羊人的
星星》《蓝门》《香香橡粥》等题材广泛、言近
旨远的新作。90后、00后等新生代儿童文
学作家迅速成长，他们的文学思考力进一
步增强，视野更加开阔，与时代生活贴合得
更加紧密。他们打破儿童文学思维定式，
对儿童文学的本质进行深入思考，探索符
合儿童阅读需求的表达方式。在创新写作
方法的同时，辽宁儿童文学作家大力拓展
创作题材，开垦低幼儿童文学园地，《小笨
鼠和大眼贼》《猫先生的时间小镇》等一批
低幼儿童文学佳作受到好评。黄宇的《小
小小世界》2021 年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
奖，标志着辽宁低幼儿童文学创作已获得
全国儿童文学界的肯定。

近年来，辽宁儿童文学作品经常参加
国际书展，《形影不离》《九月的冰河》《装
在口袋里的爸爸》《一年级的小豆豆》《土
鸡的冒险》《小山羊走过田野》等作品已被
译为英、法、意等十余种语言在多个国家
出版发行。翻译家徐天佑感叹，在博洛尼
亚国际童书展上，辽宁儿童文学作品总会
吸引许多少儿读者阅读。这些作品具有
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并且直面儿童在成
长中共同面对的问题，而受到各国小读者
的喜爱。比如《形影不离》讲述的是一个
学习京剧的少年成长的历程，《九月的冰
河》聚焦不同国家的少年儿童超越国界的
友谊。辽宁儿童文学正阔步走出国门，以
儿童文学为载体，讲好中国故事。

辽宁儿童文学走出国门
以鲜明文化特色讲好中国故事

辽宁儿童文学
获奖作家与作品

吴梦起《老鼠看下棋》获第一届全国优
秀儿童文学奖。作品塑造了一个富于个性
的小老鼠形象，引导小读者学会真诚坦率。

胡景芳《作家与少年犯》 获第二届全
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以“问题少年”为书写
对象，通过文学形式承担起教化职责。

车培晶《神秘的猎人》 获第三届全国
优秀儿童文学奖。收录了13篇短篇小说，
讲述了发生在青少年中的动人故事。

薛涛《随蒲公英一起飞的女孩》 获第
五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这部中短篇小
说集启发青少年要用心感受生活，作品具
有较高的审美情趣和文学艺术价值。

刘东《轰然作响的记忆》、王立春《骑扁
马的扁人》 获第六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
奖。刘东这部作品集真实再现了中学生的
精神世界。王立春以女性视角，深入乡土
童年生活，抒写出童年特有的诗性。

常星儿《回望沙原》、李丽萍《选一个人去
天国》获第七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常星
儿讲述主人公“我”与伙伴根旺历经沙暴后走
出沙原的故事。李丽萍探讨了少年如何面对
友情等问题，蕴含了童年宝贵的情感体验。

薛涛《满山打鬼子》 获第八届全国优
秀儿童文学奖。薛涛通过塑造少年英雄满
山的形象，展现了儿童在战争中的经历与
成长、情感与意志。

单瑛琪《小嘎豆有十万个鬼点子·好好
吃饭》 获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作
品展现了幼儿天真烂漫的成长细节。

王立春《梦的门》 获第十届全国优秀
儿童文学奖。收录了58首精妙的诗歌。

黄宇《小小小世界》 获第十一届全国
优秀儿童文学奖。作品为幼儿读者打开了
五彩缤纷的大门，引领他们感知世界。《小小小世界》和《梦的门》书封。

“一队戴红领巾的小孩子来到森林
里野游，小老鼠听到声音出来看热闹。
它看到整齐的队列，在每个小队前边都
打着一面小小的旗子，旗子上绣着老虎、
大象，老鼠心里盼着，如果出现一面绣着
老鼠的旗子该多有意思……”这是获得
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作品《老鼠
看下棋》中充满童趣的文字。《老鼠看下
棋》的作者——“童话大王”吴梦起是辽
宁儿童文学作家的代表人物，他的童话
作品运用小说与童话相结合的方式，一
改传统童话以幻想为主的单线条结构，
将之转变为幻想与现实同时推进的双线
结 构 ，推 进 了 中 国 童 话 创 作 的 发 展 。
1946 年，吴梦起开始发表作品，他的童话
非常贴近儿童生活，用充满人生智慧的
故事给孩子们的心灵成长带来启迪。那
些迷人的故事、寓言哲理，吸引着无数小
读者，让他们从故事中学会了善良、勇
敢、友爱、忠诚。

20世纪80年代，他创作的《小雁归队》
《老人与鸟》《蛐蛐儿坐飞机》等作品接连

获奖。吴梦起的童话通过拟人化的动物
反映社会、人生问题，幻想与超现实是童
话的本质特征，吴梦起充分抓住童话幻
想的本质，在生动的故事中塑造具有丰富
思想内涵的形象，给孩子们以启迪。

能够创作出深受小读者喜爱的作品，
得益于老一辈辽宁儿童文学作家长期深
入儿童生活。以胡景芳、吴梦起为代表的
老一辈辽宁儿童文学作家非常了解儿童
的思维、审美、语言、动作、神态，因此，他
们笔下的人物形象十分鲜活。

胡景芳也是老一辈儿童文学作家代
表人物之一，是他将延安鲁艺的火种带回
辽宁儿童文学的苗圃。1956年，胡景芳参
加了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并在其后的创
作生涯中，自觉担负起以文学启迪青少年
的使命。他以严谨的创作态度、细致的生
活体验，创作出一系列反映儿童生活、符
合儿童阅读心理的作品，引领小读者追求
真善美。

上世纪 50 年代至 90 年代，胡景芳创
作了小说《苦牛》、儿童诗集《露营之歌》、

儿童剧本《镜子里的大公鸡》、纪实文学
《为中华之崛起》等大量作品，深受小读者
喜爱。虽然胡景芳描写的都是少年儿童
在家庭、学校生活中发生的小事，却蕴含
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他以不同的体裁、题
材为儿童创作，致力于塑造少年儿童的精
神世界。他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作
品《作家与少年犯》以“问题少年”为书写
对象，以文学特有的方式为少年儿童上了
一堂生动的思想品德课。胡景芳曾应邀
出席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并在大会
上发言，介绍了儿童文学创作的心得体
会。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在会上号
召“全国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年，都应该向
凌源作家胡景芳学习”。辽宁儿童文学作
家成功的创作经验由此向全国推介。

胡景芳、吴梦起等老一辈辽宁儿童文
学作家笔下一个个鲜活的形象，留存在一
代代读者的童年记忆中。他们的作品奠
定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基石，产生了积极的
精神引领作用，对儿童文学创作的未来走
向亦具有引领、开拓意义。

胡景芳、吴梦起等老一辈作家的作品
奠定了儿童文学创作的基石

接力老一辈的创作传统，辽宁儿童文
学创作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尤其
是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后“棒槌鸟儿童文
学丛书”“小虎队儿童文学丛书”的出版，
辽宁儿童文学作家凭借两次集体亮相，在
全国文坛树立起“辽宁儿童文学作家群”
的品牌形象。

上世纪 90年代和本世纪初，“棒槌鸟
儿童文学丛书”“小虎队儿童文学丛书”
先后出版。丛书推出了 9 位辽宁儿童文
学作家的作品，董恒波、薛涛、常星儿、老
臣、肖显志、车培晶、于立极、许迎坡、刘
东以辽宁儿童文学“小虎队”的作家群体
形象迅速崛起。辽宁儿童文学“小虎队”
因此得名。他们的作品陆续获全国优秀儿
童文学奖、全国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
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陈伯
吹儿童文学奖等儿童文学大奖。他们以强
大的文学实力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领军队
伍。他们的创作水平代表了当时中国儿童
文学的创作水平。

全国著名儿童文学评论家、《儿童文学
选刊》原主编周晓谈及辽宁儿童文学“小虎
队”时如此评价：“20世纪90年代，辽宁儿
童文学强劲崛起，形成令全国瞩目的作家
群体。为中国儿童文学注入新的活力。”
1996年，中国儿童文学泰斗陈伯吹在“棒

槌鸟儿童文学丛书”序言中称“辽宁儿童文
学成绩斐然……被称为‘东北小虎队’的青
年作家群求索儿童文学的闯劲和韧劲令人
赞叹。”儿童文学评论家马力认为，“小虎队”
作家群体现出辽宁儿童文学作家的使命感
和历史担当，他们以此参与了当代儿童文化
建设。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是保证辽宁的
儿童文学创作持续发力的根源所在，更是辽
宁儿童文学作家积累的宝贵经验。

辽宁儿童文学“小虎队”深深扎根于黑
土地，他们关注少年儿童在这片土地上的
现实生活，展现少年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的
心路历程与精神蜕变。作品凝聚着作家对
青少年生活的独特感悟，文字表达极具个
性化。《神秘的猎人》中，车培晶笔下的茂密
森林、皑皑白雪，《回望沙原》中，常星儿笔
下一望无际的沙原以及多位作家笔下奔腾
的辽河水……独特的地域环境成为这些儿
童文学作品的广袤背景，在这种环境中所
建构的故事、人物自然就有了关东之风情，
黑土地之魂魄，有了独属于这一地域的文
化精神和审美特性。因此，“小虎队”作家
群所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散发出独特的文
化魅力。儿童文学评论家王宁认为，地域
性是“小虎队”作家群鲜明的特征，他们的
创作体现出对本土文化的自觉吸纳，承载
着丰富的地域文化精神。

在全国文坛树立起
儿童文学“小虎队”的品牌形象

《随蒲公英一起飞的女孩》书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