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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tb42"> 新世纪以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文化建设事

业的日益繁荣，尤其是国家文化体制的转变和出版环境的优

化，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迎来了又一次的繁荣。具体地

说，新世纪我国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的成就主要有以下

四个方面： 全国创作队伍整体壮大。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

实现了老中青三代人共创辉煌的良好局面。据统计，在中国

作家协会近8000名会员中，专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就有500

多人，连同省级作协会员中的儿童文学作家，全国以儿童文

学创作为主的作家有上千人，其中在全国有影响并出版系列

作品的达100多人。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就走儿童文学路线的老

作家和理论批评家任溶溶、蒋风、葛翠琳等还不断有新作面

世。中壮年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秦文君、张之路、刘先平

、孙云晓、周锐等活跃于《少年文艺》、《儿童文学》等刊

物。青年作家队伍也越来越壮大，其中上世纪90年代进入儿

童文学园地的杨红樱、汤素兰、彭学军、薛涛、谢乐军、张

洁等，成为原创童书最中坚的力量。特别是杨红樱成为第一

位被国外图书市场青睐的“中国童书大王”。新世纪以来涌

现的伍美珍、郁雨君、饶雪漫、张晓楠等已成为儿童小说创

作领域的品牌作家。 儿童文学“作家群”不断涌现。进入新

世纪以来，我国形成了几个“作家群”，对儿童文学创作与

图书出版产生了规模效应。这些作家群集中在东部沿海各省

市，其主要成员都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的创作基



本始于90年代并迅速走红，在新世纪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影

响。这批儿童文学作家都是年轻人，因此被称为“儿童文学

新生代”。北京青年作家群有保冬妮、杨鹏、葛竞、孙卫卫

等，他们有的以童话见长，有的以科幻领军，有的以童诗闻

名，还有的擅长小说和散文创作。上海青年作家群有殷健灵

、张洁、郁雨君、谢倩霓、周晴等。重庆青年作家群有钟代

华、刘泽安、简梅梅、李姗姗、曾维惠和戚万凯等。湖南青

年作家群有汤素兰、邓湘子、谢乐军、王树槐、皮朝晖、尹

慧文等，汤素兰在童话创作方面多有佳作，在儿童小说和散

文创作上也取得了不俗成绩。辽宁中青年作家群有肖显志、

常星儿、老臣、车培晶、薛涛、王立春、于立极等，他们多

次摘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江苏中青年作家群有高巧林、

祁智、章红、王巨成、饶雪漫、李志伟、韩青辰、王一梅等

，其中，王一梅是最具创作实力的童话作家，多次获得全国

儿童文学奖。安徽青年作家群有伍美珍、王蜀、李秀英、杨

老黑、王玲、邢思洁等，他们被誉为“儿童文学的绿色皖军

”。湖北青年作家群有林彦、萧袤、黄春华、童喜喜(金容)

、伍剑和黄美华等。青年作家群带有地域文化色彩，又呈现

互相影响、相互包容的多元文化色彩。这些儿童文学创作“

集团军”的出现，使新世纪儿童文学呈现出动人的景象。 儿

童文学理论批评呈现升温趋势。一批新生代批评家开始从各

个角度介入当下儿童文学理论建设，而一些在儿童文学界早

有成就的作家和理论家也开始寻找理论批评的新支点。代表

性的儿童文学理论及评论专著有金波的《幼儿的启蒙文学》

和《能歌善舞的文字》、张锦贻的《发展中的内蒙古儿童文

学》、樊发稼的《给孩子一个美好世界》、张之路的《中国



少年儿童电影史论》、梅子涵的《阅读儿童文学》、周晓波

的《现代童话美学》、颜慧与索亚斌合著的《中国动画电影

史》、彭懿编著的《图画书：阅读与经典》、朱自强的《儿

童文学论》和《日本儿童文学史》、谢乐军的《童话创作散

论》等，这些理论论著的出版使人们意识到，曾经在困境中

挣扎的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经过几年的酝酿和积淀，终于突破

瓶颈，开始重新起跑。 儿童文学出版取得重要进步。目前全

国(不含台港澳地区)的专业少儿出版社有31家，另有130多家

出版社(特别是各地的教育出版社)设有专门的少儿图书编辑

室。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发布的《2007年中国少儿图

书零售市场分析》显示，在2007年全国图书零售市场中，少

儿图书所占比重达11%以上，为近5年之最。其中，少儿文学

比重超过少儿图书市场的1/3。以2003年为例，少儿畅销书榜

上不仅有销量达数百万册的“哈利波特”、“鸡皮疙瘩”和

“冒险小虎队”三大系列引进版图书，更有“哪吒传奇”、

杨红樱、“花衣裳”系列等国内原创少儿文学作品。 新世纪

儿童文学创作、理论批评与出版尽管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

也存在着一些不足： 一、地区发展不平衡。目前看来，儿童

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图书出版的主要力量都集中在上海、

北京等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省市，而位于西北、华北的经济

比较落后的省市则缺少有影响的作家和出版社。当地作协、

文联不够重视儿童文艺工作，对新人缺乏扶持；地方少儿出

版社和少儿刊物缺乏，儿童文学的发展平台狭小，影响创作

；经济上相对落后等，都是制约这些地方儿童文学发展的原

因。 二、儿童文学创作艺术化写作渐弱，商业化写作倾向非

常明显。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是儿童文学读者众多，市



场前景看好，而儿童文学作家数量相对较少，他们在出版社

和报刊杂志的宠爱和追捧下，作品多而不精。二是出于利益

考虑，作家大多走上了市场化写作的道路。这无疑会抑制儿

童文学的精神提升作用。 三、从整个文学理论批评态势来看

，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仍然显得比较薄弱，跟不上儿童文学创

作的发展，欠缺整体把握儿童文学创作的能力，也缺乏提升

和引导儿童文学创作的动力。儿童文学理论对新的问题和现

象还缺乏足够的解读、阐释能力。儿童文学缺少真正的批评

，有的还停留在“书评”层次，一些评论家基本上成为某些

出版社推销图书或推荐图书的“专家”。 四、儿童文学图书

出版还不能完全满足少儿读者的需要。据权威的出版数据显

示，目前，儿童文学图书约占少儿图书出版数量的27%，而

在欧美国家，儿童文学图书出版份额则占近一半。我国有3.67

亿儿童，儿童文学图书的发展潜力巨大。 新世纪儿童文学的

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面努力，才能解决存在的

问题。我们要重视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继续抓好作家队伍

的建设，把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结合起来。加强儿童文学理

论批评队伍建设，强化儿童文学批评的责任感，还要完善儿

童文学评奖，让青年作家有更多脱颖而出的机会，同时重视

儿童文学的阅读推广。编辑推荐：把教师站点加入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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