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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放飞儿童的精神与梦想——序“杨红樱作品精选导读”丛书　　王泉根　　杨红樱的名字已成为
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一根标杆、一个符号、一道风景。
她的作品发行量累计超过4000万册，多部作品签约全球多语种版权，创下中国当代儿童文学走向世界
的奇迹；她所创造的“马小跳”、“笑猫”等形象，受到孩子们发自内心的广泛喜爱，杨红樱本人也
因此受到孩子们明星一般的追捧。
在少儿出版、发行界，杨红樱则被视为“救市”的财神。
前不久在江西南昌举行的全国少儿图书交易会上，有一位书店总经理忧心忡忡地这样说：“杨红樱三
年不写书，我们卖什么？
”一语哗然，让无数少儿出版人为之心悸。
　　人们不禁要问：杨红樱究竟靠什么掀起了一场新世纪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看不见的风暴？
靠什么拉动了中国少儿出版业的杠杆？
对此，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探讨。
作为一名职业儿童文学教学研究工作者，我愿从儿童文学自身的规律，从儿童阅读那些最基本、最核
心的层面，来加以剖析。
　　我认为杨红樱之所以能获得成功，其秘诀就是一句话：全心全意为儿童服务，具体地说就是认准
“为小学生年龄段服务的童年文学”不动摇。
　　一　　儿童阅读有一条黄金定律：“什么年龄段的孩子看什么书。
”虽然大家都在为儿童写作，为儿童出版，为儿童服务，但如果没有具体、明确的服务对象，则会事
倍功半，甚至吃力不讨好，适得其反。
什么是儿童？
对“儿童”最权威最科学的界说是198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的规定：“儿童系指十
八岁以下的任何人。
”但十八岁以下的儿童是一个由不同年龄段的孩子组成的综合体，因此，儿童文学的具体接受对象实
际上是包括了从三至六岁的学龄前的幼儿和到十六七岁的“准青年”。
　　由于各个年龄段孩子的身心特征、思维特征、社会化特征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对各自所需的文学
在题材内容、艺术形式、表现手法乃至语言运用等方面都有着不同的要求，因此儿童文学必须适应不
同年龄阶段的少年儿童主体结构的同化机能，必须在各个方面契合“阶段性”读者对象的接受心理与
领悟能力，这就是“什么年龄段的孩子看什么书”。
深了，孩子看不懂，对阅读产生排斥、畏惧心理，逃避阅读，讨厌读书；浅了，孩子则会产生逆反心
理。
“我都这么大了．还看这些？
”认为是把自己当成弱智、低能儿。
所以，儿童文学的“度”最难把握。
茅盾曾不无感慨地说：“儿童文学最难写，试看自古至今，全世界有名的作家有多少，其中儿童文学
作家却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
，’原因就在这里。
　　据此，儿童文学审美创造也有一条自身的黄金定律，这就是根据不同年龄段少年儿童年龄特征的
差异性，将广义的儿童文学细分为三个层次：为幼儿园小朋友服务的“幼年文学”，为小学生年龄段
服务的“童年文学”，为中学生年龄段服务的“少年文学”。
对此，杨红樱有着相当清醒的理解与把握，她说：“小孩子一天一个样，五岁和四岁、六岁和五岁都
不一样，小孩子的认知程度也就不一样。
”这就要求儿童文学作家必须“具备一定的儿童心理学和儿童教育学的专业素养，才能顾及不同年龄
特征孩子的认知程度、接受程度。
”　　三个层次构成了儿童文学的统一性与完整性，缺一不可，各有其充分的美学价值与艺术地位。
但三个层次中的核心层次、主体文学则是为小学生年龄段服务的童年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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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因为从六七岁到十二三岁的小学生年龄段的孩子是构成“儿童”的主体，而且他们实质上是儿
童文学、儿童读物潜在的主体读者群与最大的少儿图书消费群体。
　　第一，与中学生相比，应试教学的压力对他们还不大，他们还有大量的课余时间可以自由阅读；
第二，当今中小学语文教学改革与“新课标”的实施，要求小学生要有数百万字的课外阅读量，由此
敞开了儿童文学直接进入校园的渠道；第三，小学生比之幼儿园小朋友，他们已经长大，可以自己选
择、自己购买喜欢的图书；第四，更重要的是，小学生年龄段的孩子正处于长知识、长身体的黄金时
期，是记忆力最强、想象力最丰富、求知欲最旺盛、精力最充沛的时期，是人生“多梦的时期”，是
一生中最佳的读书时期。
　　因此，如何做好做大做强为小学生年龄段服务的童年文学，自然成了儿童文学原创生产与图书出
版的重中之重。
实际上，当下一些牛气冲天的少儿出版社的畅销品牌无一不是冲着小学生、做着童年文学的，如浙江
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冒险小虎队系列”，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郑渊洁童话系列”，安徽少年儿童出
版社的“虹猫蓝兔七侠传系列”，明天出版社的“笑猫日记系列”、接力出版社的“淘气包马小跳系
列”，等等。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哈利·波特系列”的主要读者也多为小学生。
童年文学应当居于整个少儿文学创作与出版的核心地位，这是符合儿童文学供需关系与生态特征的。
　　杨红樱的可敬之处、聪明之处就在于此。
虽然杨红樱从十九岁就开始发表作品，写过幼儿文学、科幻读物，但她最投入、最忘我、最花精力与
智慧的就是童年文学。
这一方面既与她曾经担任过七年小学语文教师、七年少儿读物编辑，对孩子们精神成长的需求有着刻
骨铭心的了解有关；另一方面更与她认准的儿童文学观、儿童文学创作理念密切相关。
她所创作的校园小说“淘气包马小跳系列”、人文童话“笑猫日记系列”，以及《男生日记》、《女
生日记》、《漂亮老师和坏小子》等成长小说系列，《寻找美人鱼》等科学童话系列，其核心读者就
是面向小学生。
　　杨红樱是全心全意地而不是半心半意、三心二意地为小学生年龄段的孩子们服务的，她深情地说
：“我对儿童心理学和儿童教育学有深入研究，我懂得孩子的心理特征。
孩子阅读时，几乎会把自己放进一个角色中，好的儿童书就是要满足他们的想象力，满足他们的求知
欲，满足他们心灵成长的需要。
要让孩子们爱上阅读，这是童书作家的责任。
我写马小跳其实就是写给小学生看的。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破解童心。
有小读者来信说：这个愿望，你已经实现了。
我将小读者的这些话视为对我的最高褒奖。
”　　二　　或许有人会说，童年文学的重要性与出版价值这是显而易见的，圈内人谁不想这么做？
但为什么似乎只有杨红樱做大做强了呢？
这其中的奥秘又是什么？
我认为，如果要说杨红樱在童年文学方面已经积累了成功经验的话，倒不如说她是迎难而上，在重重
困难甚至是在嘲笑与蔑视中走出了一条属于她自己的路。
因为，事实是：在儿童文学三个层次的审美创造中，童年文学最难写，而且在以往最少有人愿意写。
　　我们先来看幼年文学。
幼年文学表面上是为了幼儿，实际上是写给大人（家长、教师）看的。
由于幼儿处于启蒙时期，还没有形成独立阅读能力，因而幼年文学主要是通过“亲子共读”的方式由
家长和老师讲读给幼儿听，这是一种以“听”为特色的听赏文学。
幼年文学首先是由大人阅读接受，再经由大人的挑选、理解、过滤之后，转述给幼儿。
从这个角度说，幼年文学的“度”是比较容易把握的。
　　同样，少年文学的“度”也比较容易把握。
少年文学以中学生为主体接受对象，中学生已有相当程度的文学阅读鉴赏能力，他们正在快速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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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成熟，他们的关注兴趣、阅读兴趣正在向成人社会与成人文学靠拢。
事实上，已有不少中学生的书包里放的是成人文学作品了。
因而少年文学的审美创造整体上已与成人文学相互融通。
作家主体意识的诉求、创作手法的多样化、人物形象的典型化，使少年文学最易在儿童文学三个层次
中呈现出“纯文学”与“深度文学”的特色。
　　比较而言，童年文学的“度”最难把握，最难写。
因为这是提供给已有一定文学阅读能力但又处于“初级阶段”的小学生接受的文学。
小学生接受文学的最大特点是“自主性”——自己选择、自己阅读、自己理解。
与幼儿园小朋友相比，他们已不需要大人在一旁陪读，已有自我阅读的能力与读完一部长篇作品后的
成就感。
但与中学生相比，他们的文学修养与阅读理解能力毕竟还很有限，他们的思维特征还处于对现实和幻
想不是分得很清楚的阶段，社会化程度还相当低。
他们的可塑性最大，也是最淘气、最需要大人操心的时期，正如四川民间俗语所说，“七（岁）嫌八
不爱九臭十难闻”。
　　小学生年龄段孩子的这些特点决定了童年文学写作的难度：深了不行，浅了更不行；完全是虚构
幻想，不靠谱，完全是现实生活的投影，又不易理解。
同时，在儿童文学圈内，又长期存在着视童年文学为“平庸”、“肤浅”的偏见，认为难以呈现作家
的深度主体意识。
然而，童年文学对于小学生的意义又非同一般，如果这一时期的孩子不喜欢文学阅读，从不看童话，
那就会讨厌读书，害怕作文，甚至终生排斥阅读。
　　杨红樱深谙童年文学的个中三昧及其所承载的巨大的文化价值与教育意义，她是以一种彻底的奉
献精神来对待小学生的文学需求的。
她对童年文学创作有着极高的要求：“我对于自己的要求是：如果有下一本的话，一定要比前一本写
得好，绝不硬写，所以写作的时候我常有如履薄冰的感觉。
”“我写的书是给孩子看的，书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或者动物形象，比如马小跳，比如笑猫，还有书中
的故事，能成为他们童年的记忆，书中的内涵能成为他们成长的力量，对我而言，这就是一部成功的
作品。
”　　经过多年探索，杨红樱已积累起了童年文学创作的新鲜经验，她说：“我是一个坚持‘儿童本
位’的作者，我努力想要追求的是在我的作品里能够把对儿童的性情培养、知识传递、有趣的故事有
机融合在一起，兼容情商、智商、玩商这三方面的元素，其实这是一种高难度的写作。
”“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必须具备在读者心中立得起来的形象和引人入胜的故事。
”“让读者品味出丰富的内涵，这是我一直坚持的观点。
”集中起来就是三点：一是要有好看的故事；二是要有记得住的人物形象；三是看了能感动。
这些朴素实在的体验，远胜于那些（仗学理论教程））的滔滔宏论。
　　我们的文学作品，如果真有引人入胜、欲罢不能的情节，读之难忘、鲜活丰满的形象，感动人、
感染人、感悟人的内涵，怎么会不受读者的欢迎？
怎么会不产生文学的精神灯火与生命营养的作用？
问题是我们的文学似乎已经丢弃了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那些最基本最常态的东西，文学的滑坡乃至“
死亡”也就难免了。
　　从整体上看，杨红樱童年文学的创作基调阳光、健朗、向上，作品风格明亮、幽默、晓畅，在引
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中机智地恰到好处地融入一些易于为孩子们理解接受的立人、做事、为学的人生道
理，启人思悟，引人向上，导人向善。
事实证明，这实在是童年文学创作的高明手法。
　　比如“淘气包马小跳系列”中的《巨人的城堡》，在极具童话氛围、悬念迭出的精彩故事中，演
绎了孩子们与有着严重心理障碍的“巨人”之间的沟通、同情与友谊，使人一读难忘。
杨红樱自己说：“《巨人的城堡》其实就写到了后工业时代出现的问题是人的心理问题，而不是生理
、生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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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东西，是要滋养孩子的心灵成长，要展现一个孩子完整的成长过程。
凡是孩子成长中必须要接受的教育，我都要通过马小跳的童心世界来展示出来。
”　　又比如“笑猫日记系列”中的《塔顶上的猫》：因为嫉妒塔顶上虎皮猫的成功，众猫使尽了坏
招：“我们上不去，别的猫也休想上去！
就算有谁上去了，我们也要把她灭掉！
”嫉妒产生的摩擦甚至仇恨，实在令人心悸。
但塔顶上那只高贵的、优雅的虎皮猫，在疗救好自己的伤痛以后却悄然地离开了塔顶，她不愿成为被
无数的花鹭围绕着的耀眼人物，而对嫉妒她的同类，表现出了超然物外的极大宽容。
“笑猫日记系列”所要表达与倡扬的正是这一类的精神：与人为善，人与人之间应有的理解、同情、
友善、帮助、责任、道义，以诚相待，以心换心，建构起温情脉脉的人性谱系，让人性的光辉战胜邪
恶，照彻四方。
　　儿童文学的终极目标是要通过艺术的形象化途径，在下一代心里打下坚实的人之为人的人性基础
。
杨红樱的童年文学正是努力践行这一美学目的的精彩之作，或者说这正是杨红樱童年文学具有强大艺
术魅力、令无数小读者和他们身边的大读者爱不释手的深层次的美学因素。
　　三　　由于多种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儿童文学原创生产存在着“两头大、中间小”的局面，即服
务中学生年龄段的“少年文学”与服务幼儿园小朋友的“幼年文学”，作家队伍强大，作品产量质量
可喜可观，但服务小学生年龄段的“童年文学”，则是势单力薄、佳作寥寥。
使人欣慰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一个多元共生、百花齐放、百鸟和鸣的儿童文学和谐格局正在形成
。
以杨红樱为代表的童年文学创作的异军突起，有力而有效地改变了我国儿童文学“两头大、中间小”
的艺术格局，童年文学原创生产与出版传播正在日益做强做大，并极有希望成为我国少儿出版业的核
心产品。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童年文学创作出现了跟风、一窝风、同质化、脸谱化，甚至为
利所驱胡编乱造的现象，更有甚者还有大量盗印杨红樱名字的伪书，这不仅是对杨红樱本人更是对童
年文学的伤害，对此我们必须予以高度警觉。
　　我也注意到，有的评论文章不问青红皂白，将这种低俗倾向归咎于杨红樱，说杨红樱是这些平庸
之作的始作俑者，起了不好的领头作用。
这对杨红樱显然是极大的不公与污辱。
《水浒传》中的李鬼假冒李逵拦路抢劫，该打击的应当是李鬼，口水显然不应吐向李逵。
在这里我要呼吁：有关出版管理部门应当加大打击盗版、伪书的力度，还儿童文学一个干干净净的身
份。
　　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已经走过了百年历史，作品可谓汗牛充栋，但容易被孩子们记得住的、为大人
耳熟能详的人物形象大概只有十多个，如稻草人、大林和小林、神笔马良、宝葫芦和王宝、小兵张嘎
。
杨红樱出手不凡，短短数年间，就将“马小跳”和“笑猫”这两个形象牢牢地矗立在了中国儿童文学
的艺术版图、中国孩子们的精神世界中，而且漂洋过海，被英国哈珀·柯林斯集团购走了全球出版发
行的英文、法文版权。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马小跳”和“笑猫”已成为中国儿童文学与少儿出版的民族品牌，我们应当
像保护知识产权那样，维护好我们民族自己的具有原创意义的儿童文学品牌与形象。
　　前不久，我写了一篇题为《我心目中的新世纪十位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文章，这十位活跃在新
世纪少儿文坛的作家按年岁排序是：孙幼军、金波、张之路、高洪波、曹文轩、秦文君、沈石溪、黄
蓓佳、郑春华、杨红樱。
杨红樱最为年轻，她正处于文学创作的盛年，中国儿童文学无疑应对她提出更高的期待，她的童年文
学创作还有很大的艺术发展空间与审美张力。
　　我在这篇文章中对杨红樱有过下面百余字的评价，现在把它转录过来，作为本文的总结：“杨红
樱是中国儿童文学三个层次（少年文学/童年文学/幼年文学）中童年文学创作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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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儿童本位’的写作立场，选择‘儿童视角’的叙事方式，倾注‘儿童情结’的诗性关怀，践行
‘儿童话语’的审美追求，向往‘儿童教育’的理想形态，使杨红樱的作品水乳大地般地浸透到孩子
们的心田，她所创造的‘马小跳’与‘笑猫’己成为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品牌。
一个儿童文学作家，难道还有比受孩子们衷心欢迎和喜爱更为荣耀、幸福的事吗？
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由于杨红樱的出现，已被重新改写。
杨红樱的创作证明：真正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不但是属于中国儿童的，也是属于世界儿童的。
”　　一贯注重打造文学精品与读者接受意识的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经过精心设计、精心选择、精心
编制，出版了“杨红樱作品精选导读”丛书，同时邀请国内一批熟谙杨红樱作品的文学博士撰写导读
。
目前，这套书又将进一步优化、升级为“品藏版”，更令人期待。
这是一套真正意义上的经典性、可读性、时代性兼具的新世纪儿童文学原创佳作，我由衷地祝贺这套
丛书的出版！
祝福千百万少年儿童拥有美好的感动人的文学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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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科学童话系列(杨红樱作品精选导读品藏版)》由杨红樱著。
杨红樱的科学童话写作经历为她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厚的积累。
科学童话的写作使她的语言表达能力、故事架构能力、想象夸张能力得到充分的锻炼。
科学童话写作中涉及的大量知识信息也渗透在今后的小说创作中。

这本《科学童话系列(杨红樱作品精选导读品藏版)》适合少年儿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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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红樱，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成都市文联副主席，曾做过小学老师、儿童读物编辑、儿童刊物主
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19岁开始发表儿童文学作品，现已出版童话、儿童小说五十余种。
已成为畅销品牌图书的有：《杨红樱童活系列》、《杨红樱校园小说系列》、《淘气包马小跳系列》
、《笑猫日记系列》，总销量超过3000万册。

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冰心儿童图书奖等奖项。

作品被泽成英、法、德、韩、越等多语种在全球出版发行。

在作品中坚持“教育应该把人性关怀放在首位”的理念，在中小学校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多次被少年
儿童评为“心中最喜爱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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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鱼的思乡
  爱河长流
    导读：用生命去爱
  不速之客北极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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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聪明的沙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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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漠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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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穿救生衣的种子　　秋天的池塘，水映着蓝蓝的天和洁白的云，显得非常清凉。
鱼儿们成群结队，在水里快活地游来游去。
　　有一条小鲤鱼游到池塘中间，她看见一个“小球”在水面上漂啊漂。
“嘻嘻，真好玩！
”　　小鲤鱼用头去顶了一下，只听“哎哟”一声，那“小球”叫了起来：“谁在撞我呀？
”　　“对不起，我是小鲤鱼。
”小鲤鱼连忙给她道歉，“我还以为你是个小球呢！
”　　“我不是小球，是睡莲的种子。
”　　“真奇怪，种子都是长在地底下的，你怎么浮在水面上？
”小鲤鱼惊奇地问。
　　种子得意地说：“你没见我身上穿着救生衣吗？
”　　小鲤鱼仔细一瞧，这种子身上果然穿着一件充满空气的救生衣，怪不得她在水上自由自在地，
一点也不用担心会沉下去。
　　小鲤鱼和种子玩了一会儿，便告别了她，找妈妈去了。
　　穿救生衣的种子在池塘里漂啊，漂啊⋯⋯　　日子过得真快，转眼就到了第二年夏天。
红的花、绿的树映在池塘里，好看极了。
　　那小鲤鱼也长大了，她长成一条美丽的红鲤鱼姑娘。
　　一天，天气晴朗，树上的乌儿在快乐地歌唱，池塘边的柳树在轻轻地舞蹈，红鲤鱼姑娘也在水里
快活地游来游去。
她一会儿扎进水底，一会儿跃出水面。
突然，她看见静静的水面上，躺着一朵粉红色的花，她飞快地游了过去。
　　“你怎么掉进水里了？
”　　“我的家就在这里。
”那朵花说，“我的名字叫睡莲。
”　　红鲤鱼姑娘惊喜地叫道：“你是那个穿救生衣的种子开出的花吧？
”　　“是啊。
”　　“你的种子不是在水上漂吗？
怎么又跑到地底下去了？
”　　“我的种子在水里漂了很久很久，救生衣里的空气跑掉了，种子就沉到水底，到了春天，我就
生长出来了。
”　　睡莲幸福地生活在池塘里。
早晨，当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她仰起脸儿，向着太阳一个劲儿地笑。
傍晚，太阳下山了，她也悄悄地把花瓣合拢，进入甜蜜的梦乡⋯⋯　　导读　　种子与生命　　《穿
救生衣的种子》是杨红樱1981年写给孩子们的第一篇科学童话，也是她的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
虽然是起步阶段的文学创作，但是良好的艺术感觉与优美的文字内容奠定了这篇处女作重要的地位。
　　科学童话是儿童文学中一种特殊的文体。
它以科学知识为基本素材，用“童话”的文学形式作生动表现，让孩子们在与故事的亲密接触中轻轻
松松认识世界。
这对作家的创作其实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首先她的大脑要像一个百宝箱，那里储存了丰富的科学知
识；其次，她能用优美的语言编故事，将抽象枯燥的知识转化成具体可感的童话世界。
这双重的高难度要求限制了人们去涉足这个领域，所以科学童话在儿童文学家族中一直没有兴旺地发
展起来。
 杨红樱勇敢地挑战了这个艺术难题，应孩子天然的对科学童话的心理需求，创作了大量的有关动物、
植物及自然现象的科学童话。
作为杨红樱儿童文学创作的第一阶段，科学童话奠基了其突出的文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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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救生衣的种子》讲的是睡莲种子的传播方式。
睡莲海绵质的浆果结构十分奇特，它是“水上漂”传播种子的典型。
作家如何把孩子生活之外的这个常识种在他们心里，是很见文学功力的。
　　这篇童话文字简洁，情节单纯，人物对白亲切，故事情境温馨怡人，满篇的童心之美，荡漾在作
家所创造的“池塘”这样一个充满生命力的自然处所中。
阅读作品，孩子感悟的就是睡莲的“生命”本身，而不是关于睡莲“是什么”的说明，这就是“科学
童话”与“科普读物”的根本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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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本《杨红樱作品精选导读（品藏版）：科学童话系列》浓缩作家近三十年丰厚的作品精华，给
予孩子心灵的关爱和人性的关怀。
恣意的想象，脉脉的温情，透彻的解读，带领我们一起寻找童真，呵护童心，回归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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