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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文君儿童文学创作论

梁 颖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

摘 要:秦文君是一个自我意识、童年情结很强的作家,新世纪以来的创作文体特色凸显,

作家的童年在文本中多次闪现,显现了一位创作与人生交织的儿童文学作家的独特状况。以

秦文君 2000年以后的作品为研究对象, 立足于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和解放儿童的儿童文学观,

充分挖掘作家本人和她的小说文本的精神世界, 力图与秦文君的作品进行一次比较个人化的

对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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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是作家个人的艺术想象, 表现了作家个

人对世界的感受、理解、创造, 是作家的独特的 自

我表现 。研究 创作 的现象和行为,就可发现,

作家有将 作品 看做个人 另一种存在 的创作心

理,在儿童文学领域也不例外。别林斯基说过 儿

童文学作家是孩子们盛大的节日 , 他还说 儿童

文学作家是天生的 。疑问随之而来:儿童文学作

家是 天生 的话, 他们又该具备怎样的特殊素质

呢? 他们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来成为儿童文学

作家呢? 他们又是怎样 自我表现 呢?

在中国儿童文学界, 秦文君是一个自我意识、

童年情结很强的作家, 2000年之后的创作一方面

文体的特色凸显,创作艺术日臻成熟; 另一方面,

作家的童年在文本中多次闪现, 显现了一位创作

与人生交织的儿童文学作家的独特状况。可以

说,秦文君是天生的儿童文学作家,试以秦文君和

她的创作为例, 回答以上的三个疑问。

一、童年情结 儿童文学作家天生

的素质

成年并不意味着与童年的永别,每一个成年

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永远的儿童, 成年可以说是

童年在更高人生阶梯上的再现。根据现代心理学

原理,一个人成年后的情感和行为中都会有不同

程度的童年人格再现。儿童文学作家正是能够设

身处地、感同身受地了解、理解和表达儿童的感

受,能够与儿童达成精神上的沟通与交流,永远怀

有童心并且崇拜儿童天性、歌颂童心的一类成年

人,他们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国际安徒生儿童

文学奖获得者埃里希 凯斯特纳曾说 一个人能

否成为儿童读物作家, 不是因为他了解儿童而是

他了解自己的童年。他的成就取决于他的记忆而

非观察。[ 1] 121能够创作儿童文学的人, 必定是保

留了真挚童心的人, 具有浓厚童年情结的人,能够

与童年畅通无阻交流的人。

儿童文学研究者汤锐把 童年情结 看作是儿

童文学作家创作心态的一种心理学意义象征。

童年情结 固然与童年生活经历中某些特定的深

刻而持久的内部冲突有密切关联, 但它首先是指

一个人在成年之后仍具有的对整个(甚至是形而

上的)童年的留恋、难以释怀、下意识地一再挽缅

回味,经常沉浸在某种童年氛围、童年体验的环绕

中,乃至不仅对自己的童年甚至对于他人童年琐

事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兴趣, 这,我便称之为 童年

情结 。[ 2] 37秦文君本人不只一次地详尽而形象地

叙说了她的童年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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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写作开始于 1981年, 从一开始就怀有一种

强烈的追寻童年的情结:从热爱自己的童年直至

珍惜他人的童年,关注人类所有人的童年,我相信

这是一个有趣的开端, 足可以引出任何涵盖大意

义的命题。[ 3] 32

我是从一个小小的站头起步走上儿童文学

创作道路的,这个小站便是我那浴满人间温暖的

童年。 创作的冲动是强劲的, 因为它有童年

做根基 可喜的是,尔后,我对童年的热爱逐渐

伸延,开始注意起别人的童年,渐渐地, 那种爱变

得宽广博大起来 ( 我的小站 ,发表于 创作

之友 第七期)

秦文君曾多次讲过, 她的少年小说创作很难

做到纯客观地描写, 总是不知不觉中要把自己的

童年、少年时代牵扯进去。童年题材在秦文君之

前的创作中屡屡出现, 比如诙谐幽默色彩浓郁的

开心男孩 、开心女孩 ,里面有着童年生活的快

乐影子,细腻温婉风格沉郁的 黑发妹妹 、我做

女孩 ,里面有着生活在上海弄堂市井中的童年感

受的轻轻浅浅 秦文君在 2000年之后的创作,

作家更沉浸在对童年的回忆中, 或者是对他人童

年的关照,作品有 小香咕 系列、会跳舞的向日

葵 等等。从她的记载童年趣事的散文和小说中,

可以得知秦文君的童年不仅充满人间温暖,而且

是很特别的。秦文君姐弟三人, 父母都是文学爱

好者,全家居住在一幢巨大的公寓里, 那里有 30

余户人家, 100多个孩子。她从小见识了各种各

样有意思的邻居, 人与人的理解和阅读儿童文学

作品是她童年时的阳光。

她把对自己童年的爱延伸融合到对孩子们的

爱,把童年记忆延伸融合到孩子们的生活中, 使二

者成为自然的结合体。童年题材的小说 会跳舞

的向日葵 基调是爱,其中有父母的爱, 师生的爱,

朋友之间的爱, 生活的周围的人之间的爱,也有超

越爱的东西 信念,对孩子的尊重,支撑着孩子

的成长。她深信, 爱远比忧伤、痛苦来的更有力

量, 因为它能够创造奇迹, 能引领儿童走出黑暗,

奔向光明,这种人生信念奠定了其创作的主旋律。

二、以儿童为本位 感动今天的

儿童 的创作动机

女性与儿童有着天然的 亲缘 关系, 因为一

位女性, 同时也是一位具有母性情怀的人。 女

作家在确立文学上的主体地位的同时就因与 女

性精神 (源自人类心灵深处的对生命本真体验和

相蕴相成的 唯爱 精神)的血脉相承,而在实际的

创作中具备了两种观察与处理素材的眼光, 表现

出为男性意识所难以体会与把握的叙述策略。一

种是对个体童年的反顾与提升, 另一种就是以女

性特有的母性情怀关注人生、呵护童心。[ 4] 作为

一个温柔敦厚的女性作家,秦文君以写作为生活,

写作成为她坦露心灵的形式, 作家本人承认:世界

上没有比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更合适的事了,她还

说:一向很为自己的性别自豪。

秦文君提出儿童文学创作 要感动今天的儿

童。如何感动? 她说过 我觉得作为一个儿童文

学作家,应该以儿童为本位,以是否感动儿童作为

创作的标准 。
[ 5]
她的创作自上世纪 90年代就遵

循 儿童本位 的价值观,并把这种价值观始终贯

穿于之后的写作中, 她的作品有一种与儿童读者

天然的亲近。90年代创作的 男生贾里 女生贾

梅 一反当时 对孩子板着脸 (规范凝重)的儿童

小说创作风气,充分尊重孩子,注重幽默, 成为深

受孩子欢迎的 心灵之作 。2002 年创作出版的

长篇小说 一个女孩的心灵史 , 描写了一个叫莘

莘的女孩从出生到 12周岁的心灵构建,在小说中

她进一步阐述自己的儿童观: 每个孩子都是不可

取代的奇迹,小说提倡 重新发现儿童 。为一个

孩子写一部心灵史, 写作主旨本身就体现了秦文

君以儿童为本位的价值观。

秦文君以儿童为本位的价值观,创作中对童

年的不断回溯,对儿童生命的感同身受的体验、理

解和认识,她的爱的人生信念,以及她为孩子写作

的带有母性的真挚情怀,通过研究这些属于作家

主体的人格因素, 发掘作为儿童文学作家的她与

儿童文学的深层联系:她对儿童文学有着内在的、

无法割舍的精神需求。

三、儿童易于接受的文学手段

儿童文学作家的 自我表现

秦文君本人说过: 儿童文学提倡儿童本位,

其实并不是要减弱它的文学性和思想性,而是要

用一些儿童易于接受的文学手段作为切入口, 更

有趣、更优雅地传导儿童文学的精神。 中国儿童

文学应该更多地提供思想资源, 对于生活的真相

必须要有所揭示。
[ 3] 56
新世纪以来, 她的作品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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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风格愈发显得背景丰厚凝重,主体朴素明朗,文

本具有极大的艺术张力,字里行间闪烁着一颗不

为世俗所淹没的依然闪亮的童心。为论述的必

要,权且把这位作家的 自我表现 从故事、细节、

本质三个方面展开。

(一) 故事的魅力

秦文君叙写的一系列故事, 都是发生在当前

的现实生活中的,作品中的各种人物角色,都是来

自于当前的生活, 叙事往往没有复杂的结构和策

略,而是平铺直叙,她说: 我很崇尚那种原始的甚

至有些粗笨的结构, 喜欢自然随意朴素地记人叙

事。( 几点随想 , 发表于 儿童文学选刊 1990

年第 6期)但在平淡的叙述中总有一个未知吸引

着读者,促使阅读进行下去,想要探究 后来 。与

90年代的创作相比,新世纪以来的作品叙事风格

依然朴素,但又有所不同。首先,作品内容具有了

浓厚的地域特色(或者是上海, 或者是成都,或者

农村乡间) ,增强了儿童文学涵盖的空间艺术感和

厚重感,出于一种文化意识, 走进 生活的真相 。

其次,小说结构不再是在一个大的结构中并置许

多小的故事和细节, 而是叙事注重内在的线索,各

环节看似平淡, 但具有内在的逻辑性,有力地连结

在一起,共同推动着故事的展开,叙事生动而有深

度。下面结合文本来具体分析:

对 逃逃 的阅读,读到 奇异的消失 这一章,

阅读经验暗示: 这可能是一部幻想小说, 迷人巷

类似于 彼得 潘 中的 永无岛 , 是在现实生活

中不尽如意的孩子的童年狂欢之地。但是,秦文

君又把故事设置在意料之外, 她创造了一个 迷人

巷 , 却不是让那些处境尴尬的孩子在 迷人巷 中

放纵自己。她依然在写成长, 让那些处于成长的

孩子面对困境, 走出困境。故事的如此讲述, 一方

面体现了作者走进孩子心灵、帮助孩子成长的责

任意识,另一方面也是创作中的成熟,绕开 经验

的陷阱,独辟蹊径,开创出新的艺术天地。

天棠街 3号 开头部分描写了郎郎、解伟、郎

思林三个孩子一天的经历后, 然后写道: 这一天

发生了太多的事,就像这第十七棵树,枝枝蔓蔓伸

向各处。小说的故事情节不再围绕 一号人物

(主人公)展开, 而是按照每个人物各不相同的家

庭背景、生活机遇、性格特征来述说故事,虽然 枝

枝蔓蔓 , 大大小小的故事交织在一起, 但是它们

又有着内在的逻辑, 不是通过简单的巧合设计情

节发展,这些故事共同展示着这些孩子们心灵成

长的轨迹:郎郎期待着能发生一些小事件,好让他

证明自己不是软蛋, 同时又担心事情来得太大太

突然让他无法招架。他体恤寂寞无助的妈妈,支

持被三位外婆排斥出门在外的爸爸, 爱心和牵挂

使他慢慢成熟长大。解伟的故事读来让人心酸,

他很小就被爸爸抛弃自己却不知道, 和妈妈孤单

地生活在一起, 6岁的时候满怀伤痛的期盼,把一

只信箱高高地挂在自家门前, 期盼着爸爸能回来,

日常生活里通过望远镜维持他对爸爸的记忆。在

爱与恨的选择、生与死的其梦中,解伟一步步走向

成熟、坚韧。

(二)细节的力量

当人们读天才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时, 常常

有种既新鲜又熟悉的感受,新鲜感是因为故事讲

述得有新鲜感、有独创性, 熟悉是因为叙述不做

作、不虚假,遵循了儿童的思维、心理和语言活动。

其中,题材选取显然重要,但更是细节的力量。细

节成功与否,可以是断定一个作家是否适合儿童

文学创作的条件之一, 而对成熟的儿童文学作家

来说,细节既是顺手拈来的日常积累,又是匠心独

运的艺术表现。

唐池子在 第四度空间的细节 一书中归纳了

儿童文学故事中细节的特点: 儿童文学的细节功

能成分较强,标志成分相对减弱;功能成分发挥组

合作用,强调故事行为的推进;标志成分强调凸现

事物最本质的特征或故事氛围铺垫, 而非静态的

精雕细刻。
[ 6] 109
在秦文君的儿童文学创作中,对这

两种分类的细节既有着娴熟的运用, 又超越了简

单的分类。在故事的叙述中,作家内蕴的童心与

想象力善于运用一些儿童生活中的小物件,一方

面发挥它们的标志作用 (比如由儿童的 泛灵主

义 思维而产生的 伙伴 (多见小女孩) ,或者是主

人公与亲人之间亲情的证明: 维持、寻找、沟通(多

见少年儿童) ) ,另一方面一个个的物件被设计成

动力性情节,并且赋予独特的展开形式
[ 7]
, 这些

细节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具有独特寓意,直抵故

事的成长内涵。以下结合实例分析说明:

独特的功能性细节(情节) :戒指、望远镜、天

堂街 3号 信箱、 迷人巷 、云穿衣小报 、小木

猪、布娃娃 小饭 丁丁宝贝 在秦文君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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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长小说 天棠街 3号 中, 戒指、望远镜、天棠

街 3号 信箱是既是郎郎和解伟的各有所思的 信

物 , 又推动了他们的成长。戒指是爸爸送给妈妈

的,但却不被三个外婆接受, 爸爸一去不回, 它

就成了一个信物,见证着父子之间的往来。郎郎

的成长围绕着费尽心思地保存戒指、丢戒指、找回

戒指、关键时刻掏出戒指维护家庭而展开。望远

镜是解伟和离弃他的爸爸之间关系的证明,通过

望远镜, 他找到了友谊、寻回了父爱, 最重要的是

经历了爱与恨、生与死的磨炼,他日益勇敢坚韧。

天棠街 3号 信箱和 逃逃 中的 迷人巷 ,一方

面是孩子自己的地方, 别人无法伸进手来 , 寄托

着希望;另一方面,弄清 天棠街 3号 信箱的来龙

去脉和走出 迷人巷 一样,都是宣告着成长。 云

裳 中的 云穿衣小报 是小女孩云裳的另一个 存

在 , 它贯穿整个故事, 而且多在情节发展的关键

点出现,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云穿衣小报 记载的

是生活的点点滴滴, 在这平凡普通的生活之中,折

射的却是人性。

细节的标志成分: 铺垫故事、营造氛围。与

成人文学相比, 在儿童文学中很少大段的心理

描写, 细腻的心理总是通过具体的行为来告诉

读者。在 逃逃 一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 逃逃

在王外公、王外婆来家里做客的时候, 受到冷

落, 他已经没有妈妈了, 他藏在心里的缺憾和

感情不交给爸爸, 又能给谁呢。他铁着心想对

爸爸好, 不想气爸爸, 可是, 现在他连叫爸爸一

声的权利都被人拿走了。 他用余光瞄了一眼

爸爸, 而他, 正和他岳父母聚在那儿谈兴正浓

小小的动作, 表现了逃逃复杂而又矛盾的心理

活动, 深刻地刻画了一个孩子要被夺走父爱时

的委屈无助。 逃逃不忍再说什么, 他要走了。

离开 这个词儿, 会让人心软。他用手轻轻地

在陶金头上拍了一下, 意思是算了, 算了。 不

忍 和 拍 的动作, 细腻地揣摩了孩子丰富的内

心世界:逃逃的悲壮和难以平静的心情, 令人震

撼, 为逃逃执着的寻找大大胡编出来的 迷人

巷 ,和大大一起离家出走做了有力的铺垫和

渲染。

(三)追寻本质: 成人生活的介入与心

灵层面的深掘

许多世界著名的儿童文学大家的作品, 如安

徒生、马克 吐温、林格伦,会发现这样的特点:它

们既是属于孩子的,也是属于成人的。他们作品

之所以有如此效果, 就在于他们找到了沟通作为

成年人的作家与作为儿童的读者的情感、思想的

题材与方法,找到了介于成人精神世界与儿童精

神世界的共同领域。儿童文学中是否可以承载成

人生活, 在当下这已不存在疑问,但是怎样表现?

这就要取决于儿童文学独有的表述方式。

新世纪以来秦文君的创作表现出了不断探索

与超越,愈发追求一种真实,一种本质。一方面延

续九十年代对儿童心灵的探索与把握, 更注重对

儿童心灵层面的开掘,描写了孩子内心的怯弱,表

现了成人眼中 小大人 的孩子们让人忧虑的地

方。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们长大了, 实际内心还停

留在孩童时代,他们心灵上缺少的东西也很多,从

而真实地表现了儿童成长的生命状态和心路历程

( 天棠街 3号 、逃逃 ) ;另一方面在儿童文学领

域 开疆辟土 , 把儿童不仅仅看作是儿童, 而且

还看作是 人 。将成人生活中的某些适于儿童也

应该为儿童接受的部分引入儿童文学, 使儿童的

形象、儿童文学产生一些 厚度 ,即孩子们看到了

里面的 浅 ,成人来读或许又能看出某些人生的

感悟、人生的无奈 [ 3] 63她的创作一方面本着

父爱型 作品 直面人生 的目光来处理人生难

题,诸如成人世界的种种感情问题、道德问题,另

一方面秦文君在创作中把成人生活与儿童生活融

于一处,叙述得更为从容,透露出一种内在的强大

的道德价值观, 而不是浮于生活的表面。她的视

角是多重的, 既是儿童的, 又是作家本人的,还有

小说中叙述主体的, 在视角的交合中,儿童文学的

表现空间扩大了、生命意识厚重了,体现了儿童文

学所具有的文体特征的魅力 以最单纯明了的

艺术形式来表达深刻人生内涵。

秦文君之所以赢得读者的喜爱、研究者的广

泛关注,一方面得益于作家本人所褒有的童心,尊

重儿童、以儿童为本位,以及她对当代少年儿童生

命状态的谙熟于心, 另一方面也是她在此基础上

高度的艺术把握能力,用 儿童易于接受的文学手

段 来 提供思想资源, 揭示生活真相 的。儿童

观、儿童文学观的不断成熟与她的创作互相惠及,

形成了创作个性、风格独特的 这一个 作家的创

作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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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nks Verbal Contex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rt and Contemporary

Graphic Design
DONG Ling ye1 , YAN G Si jia1 , LUO Guan nan2

( 1. Department of Arch itecture, Shi jiazhang Inst itute of Railway Techn ology, S hijiazhang 050041, C hina;

2. Academy of Fine Arts, Guizh ou Un iversity for Nat ion alit ies, Guiyang 550025, Ch ina)

Abstract: Blank is a kind of painting techniques in Chinese paint ings, w hich means the retaining of

the blank parts in Chinese paint ings. It 's used in Chinese paint ings to build the ar tistic conception of

the commutat ive t ranslation of false and true. L ikew ise, it can also be used in modern graphic designs

to innovate on the basis of inherit ing the t radit ion. By tw o kinds o f design modes o f colo r blanks and

layout blanks, a bet ter layout visual ef fect w ill be acquir ed. M eanwhile, the t radit ional art spirit of the

blanks can en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designs and increase the art ist ic concept ion of the w orks.

Applicat ion of blanks in the graphic design has po sit ive significance to cr eat ing excellent graphic de

sign w or ks.

Key words: Chinese paint ings; blanks; traditional culture; graphic design; format; art ist ic concep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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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Writing Theory of Qin Wenjun

LIANG Ying

( Literatu re and News T ransmis sion Department , C hina Ocean Un iversity, 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 Qin Wenjun is a w riter w ith st rong self consciousness and childhood complex . In the

new centur y, Qin s cr eat ion style has highlighted her feature. The w riter s childhood has been re

peatedly exposed in her w or ks, w hich r eveals the unique situat ion of a children s literature w riter with

creat ion and life intertw ined. Based on the child based concept and the children s literature concept

of liberat ing children, this paper takes Q in s w orks af ter 2000 as the resear ch object and undertakes

further and broader exploitat ion of the w riter and her novels spirit w o rld, w ith a view to have a rela

t ive personalized dialogue w ith Qin Wenjun s w orks.

Key words: childhood complex ; the child based concept ; self expression ; Qin Wen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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