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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轩摘得国际安徒生奖———

中国最好的儿童文学
达到世界水平

这一周的文坛属于曹文轩。这位儿童文学作家成名已久，他的代表作《草房子》自 1998 年问世
以来，各种版本已经印刷 300 多次，发行超过千万册。一家出版曹文轩著作的出版社负责人称，该
社推出的几十种曹文轩作品，一本本摞起来，有珠穆朗玛峰那么高，平铺起来也有 53 个足球场那
么大。

4 月 4 日下午，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曹文轩荣获国际安徒生奖。这也是该奖项设
立 60 年来，首次颁给中国作家。国际安徒生奖被誉为“儿童文学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对象是作
家而非作品，一人一生只能获奖一次，成为其终身荣誉。获奖前，曹文轩曾不止一次地表示，之于世
界舞台，中国儿童文学是经得住考验的，而在其得奖后，曹文轩更是表示：“得奖的意义还在于帮我
论证了自己多年来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判断，即中国最好的儿童文学就是世界水平的儿童文学。”不
过，曹文轩在受访时也提醒，中国的儿童文学市场体量巨大，但在商业诱惑面前，一些儿童文学作
家把心思更多用到了赚钱上，这一点让他感到担忧。

本报记者 吉祥 整理

国际安徒生奖的评奖标准重
视人文关怀，重视给孩子讲述什
么是幸福，什么是战争和饥饿，
重视儿童心灵最易遭受的创伤问
题，比如社会动荡与家庭破碎的
不幸。而对儿童文学写作是否“专
一”、是否在多种文体创作方面都
有建树，也是考量一个作家能否
获奖的重要标准。国际安徒生奖评
委会主席帕奇·亚当娜在宣读颁奖
结果时说：“曹文轩的作品书写关
于悲伤和苦痛的童年生活，树立了
孩子们面对艰难生活的挑战的榜
样，能够赢得广泛的儿童读者的喜
爱。”

很多人习惯将儿童文学与快乐
画等号，对此，曹文轩并不赞同。在

《曹文轩论儿童文学》一书中，他曾
表示，自己不反对“文学艺术应给人
以快乐”的说法，但“蔑视那种浮躁
的、轻飘的、质量低下的愉悦”。早在

1995 年 4 月在台湾访问期间的演讲
《写童书养精神》中，曹文轩就指出：
“一味快乐，会使一个人滑向轻浮与
轻飘，失去应有的庄严与深刻。傻乎
乎地乐，不知人生苦难地咧开大嘴
来笑，是不可能获得人生质量的。”
这或许和曹文轩的童年经历有关。
出生在苏北农村的他，童年是贫穷
的。在《童年》中，曹文轩这样写道：

“我的家乡苏北，是以穷而出名。我
的家一直是在物质的窘迫中一日一
日地度过的。贫穷的记忆极深刻。我
吃过一回糠，一回青草。糠是如何吃
的，记不得了。”1974 年 9 月，曹文
轩被北京大学图书馆系录取——— 这
也是整个盐城唯一的一个录取名
额，后由于文笔出众，转入中文系学
习，毕业后留校任教。

美国作家福克纳有一句名言：
我最大的财富在于我拥有一个苦难
的童年。在获奖之后，曹文轩坦言，

这句话对他同样适用，“童年苦难在
的时候你是从内心拒绝的，可是它
在多少年之后转换为财富，你是想
象不到的，因为你选择了作家这个
职业。对于作家来讲，童年所有的一
切都将转换为财富”。

在写作中，曹文轩更看重悲悯
情怀。“一部文学史，85% 都是悲剧
性的，儿童文学也不例外。比如安
徒生童话中，《海的女儿》、《卖火柴
的小女孩》，都是给人带来忧伤和
痛苦的。”曹文轩解释，当我们在说
忧伤时，并不是让孩子绝望、颓废，
而是生活本来就不容易，这是成长
必须经历的阵痛。这种对情感和审
美的认识贯穿了《草房子》、《青铜
葵花》、《火印》以及“丁丁当当”系
列，也打动了国际安徒生奖的评委
们，“他那流畅、充满诗意的笔调，
描写的是诚实的，有时是原始的，
甚至是忧郁的生命瞬间”。

最大的财富是拥有一个苦难的童年

在儿童文学领域，曹文轩是一
个少有的既叫好也叫座的作家。他
的长篇小说《草房子》、《根鸟》、

《细米》、《青铜葵花》、《火印》以及
“大王书”系列等，都有着骄人的销
售成绩。《草房子》自 1998 年问世
以来，发行更是超过千万册。对于
畅销与否，曹文轩却有着自己的看
法。“我觉得看一本书的品质不能
看一时的畅销与否。”曹文轩曾表
示，比起畅销书，他更愿意做常销
书。“真正的畅销书，是那些终年累
计起来的常销书。至于市场、流行，
我不管。但市场是有良知的，思想
也是逐步成熟的，它慢慢也会培养
自己的识别能力。所以作家不要
急，安心经营你的每部作品就行
了。”

在获得国际安徒生奖后，曹
文轩特别感慨于国外儿童文学作
家的纯粹，“他们以此为事业，并不
会考虑太多，哪怕书卖得并不好，
过着非常艰难的日子，但还是坚守
着这份文学信念，这对我启发很
大”。

这次曹文轩获奖，评论界认为
这代表着中国的儿童文学得到了
世界的肯定。曹文轩本人也曾表
示，中国儿童文学的优秀作品具备
世界水准。这几年，曹文轩也欣喜
地看到越来越多儿童文学作家认
识到儿童文学最重要的品质是文
学性和艺术性，“不过当然也有部
分作家在这个语境里头迷途，反而
离它越来越远，遵循的是商业化原
则”。

在出版市场，童书是近年来飞
速发展的领域。儿童阅读推广人王
林说，从 2005 年开始，少儿图书连
续 10 年以两位数增长，成为仅次
于教育板块的第二大图书板块，是
整个出版界最具活力、最具潜力、
发展最快的板块。“ 2000 年，我国
的少儿图书出版数量约 1 . 2 万种，
2015 年则达到 4 万种。儿童读物比
重不断扩大，占据超过 4 0% 的图
书份额。2014 年，仅当当网就销售
1 . 1 亿册童书，销售码洋 2 3 . 2 亿
元，郑渊洁、杨红樱等国内知名儿
童文学作家也因此屡屡进入中国
作家富豪榜。”

有媒体评论称，在童书市场欣
欣向荣的前景下，国内儿童文学仍
需精耕细作。就国内儿童文学创作

的现状而言，我们既缺乏像《哈利·
波特》等少儿文学鸿篇巨制，也缺
乏《小王子》、《夏洛的网》等能够长
久打动人心的儿童文学名篇。“在
儿童文学的许多领域，国内仍有不
少可供开垦的荒地。儿童文学不仅
包括了传统经典的演绎，也不光是
讲故事，在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诗
歌、散文等领域，国内现有的大量
作品仍有不足之处。”

曹文轩在获奖后受访时表示，
中国的童话市场是全世界最大，也
是最具活力的，“但这个市场的质
量并不令人十分满意，甚至令人担
忧”。受到巨大的商业利润的诱惑，
一些儿童文学作家将太多心思用
在了获取商业利润上，“忘记了文
学的根本使命，忘记了儿童文学对
孩子、对民族、对人类所承担的巨
大责任，这个局面需要得到调整”。
曹文轩提醒，中国儿童文学应有足
够的自信心，因为中国为它的文学
提供了丰富而优质的写作资源。多
灾多难的历史，留给中国作家许多
精彩绝伦的故事，这是一种补偿。

“中国作家要珍惜巨大的、无边无际
的矿藏，以一个又一个别具一格的、
品质优良的中国故事亮相世界，这
也是世界的、人类的财富。”

不迎合市场，写纯粹的儿童文学

□曹文轩

这些年我一直在关注一个无处不在的事实：当我
们用尽天下最优美的言词去赞美阅读时，我们却同时
面临着泛滥成灾的无意义的、劣质的、蛊惑人心的、可
能会使人变得无知和愚昧，甚至会使人堕落的书。

童书的状况也大致如此。当下的中国儿童文学，
大面积的文字只是停留在对儿童天性的呼应和顺从
上。至于文学性则更无从谈起。而当下中国孩子的阅
读，差不多都是没有引导的自在阅读。他们阅读着，
但只是一种浅阅读。无数的出版社争相向他们提供
着这些文本。有充足的浅文本供他们进行初级的享
受。这些书也许是无害的，却并不能提升他们的精神
和灵魂。简单而轻松的快乐取代了一切具有深度的
感受和思考。这种阅读的过程是片刻的、短暂的，没
有阅读的延伸与扩大。这些书给予的，会在那个阅读
者正在阅读的那段时间里全部结束，书合上之后，就
像火熄灭掉一般，什么也没有了。

一种具有深度的阅读仍然是愉悦的。不同的是
浅阅读的愉悦来自于阅读的同时，深阅读的愉悦来
自于思索、品味与琢磨之后的刹那辉煌。阅读者的乐
趣不仅仅在文本所给予的那些东西上，还在于探究
与思考的过程中。浅阅读只给他们带来一种愉悦，而
深阅读给他们的是两种愉悦，而这两种愉悦中的无
论哪一种，都一定在质量上超越了浅阅读所给予的
那一种愉悦。

书是有等级的，是有不同用场的。对于成长中的
孩子而言，除去那些有害的不可阅读的书而外，即使
都是有益的书，也还是有区分的。这些有益的书，可
分为两种：一种是用来打精神底子的，一种是用于打
完精神底子再读的书。

一个不可取的局面是，并未用打精神底子的文
字来为那些孩子打底子，而用本来是打完底子再读
的文字来打底子了。这一倒置，是很糟糕的。我们缺
乏对这一阅读格局的剖析与解释，缺乏理论上的辨
析，更缺乏警钟一般的提醒。

书是有血统的——— 这是我一贯的看法。一种书
具有高贵的血统，一种书则血统不怎么高贵。你喜欢
也好不喜欢也好，但你得承认：鲁迅的书、《红楼梦》、

《战争与和平》、安徒生的书、《夏洛的网》等，都是一
些具有高贵血统的书。

我这么说，并不是在说：我们阅读具有高贵血统的
书，而将一切非高贵血统的书统统排斥在外。我只是
说：我们并不能让我们的孩子只是一味地读那些书，而
没有机会去亲近那些具有高贵血统的书。那些具有高
贵血统的文字，毕竟是最高级的文字，它们与一个人的
格调、品位有关，自然也与一个民族的格调、品位有
关——— 如果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想成为高雅的人或民
族，不与这样的文字结下情缘，大概是不可能的。

一个愿意成为高贵之人的孩子，读一些具有高
贵血统的书，这是无法丢失的前提。

如果一部儿童文学作品、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只
属于读者的童年，而这个读者在长大成人之后就将
其忘却了，这样的作品、作家当然不是一流的。一部
上乘的儿童文学作品、一个一流的儿童文学作家，是
属于这个读者一生的。儿童文学由“儿童”和“文学”
组成。在适当考虑到它的阅读对象之后，我们应当明
确：它的文学性，其实没有任何特殊性。它与一般意
义上的文学所具有的元素和品质是完全一致的———
儿童文学是文学。如果只有“儿童”没有“文学”，这样
的儿童文学只会停留在读者的童年，是无法跟随这
个读者一路前行的。如果一个上了初中的孩子羞于
谈论他在上小学时读的儿童文学作品，如果一个成
人不愿提及他的童年阅读史，那么，那些所谓的儿童
文学一定是很糟糕的。

一部儿童文学作品，若能在一个人的弥留之际
呈现在这个人即将覆灭的记忆里，这部作品一定是
一部辉煌的著作。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的最大幸福就
在于被一个当年的读者在晚年时依然感激地回忆起
他的作品。

这个境界对我而言也许非常遥远，却是我向往的。
（本文摘自作者博客，标题为编者所加）

浅阅读时代，

如何让孩子深度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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