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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安慰我们的灵魂 幸福和欢乐在“痛”过之后会更加深切

舒辉波，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武汉市文联副主

席，浙江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儿

童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主任，硕士生导师。出版中短篇小说集、长篇

小说、童话、非虚构共40多种，代表作有《梦想是生命里的光》《逐光的

孩子》《天使的国》《城市之光》《老狼老狼几点钟》《躲猫猫》等。曾两获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三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获两届《儿童文

学》作家擂台赛金奖，第二届《儿童文学》“十大青年金作家”，第三届蒋

风儿童文学奖青年作家奖，首届“中文原创YA文学奖”年度大奖，入围

“中国好书”奖和京东文学奖等。多部作品被翻译至海外出版。

3 做一点自己认可的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

中国文学艺术名家系列访谈

陈智富：在物质生活越来越富

足的今天，亲子关系似乎是很多家

庭都无法回避的问题，稍有不慎，

导致孩子经受不住挫折而出大问

题。读了你的作品后，我相信很多

读者都会有这样的感慨：“自己生

活的小挫折算什么啊。”你怎么看

待孩子的挫折教育？

舒辉波：其实有时候我们处
心积虑对孩子所进行的“挫折”教
育，他们未必就真能感同身受，但
是，文学作品不同，因为孩子们天
生就有共情心，通过阅读，他们会
替代主人公受难，这是“挫折教
育”所不能及的。

陈智富：我们倡导真善美的

价值观，但是也不能忽略、回避现

实的假恶丑。儿童文学毕竟不同

于童话创作。对于未涉世事的孩

子来说，怎么讲述生活的真实

呢？儿童文学写作中，如何处理

好生命苦难这个课题？认识生命

的苦难，既美好，也残酷，则是作

家毕生要思考的大课题。

舒辉波：关于生命教育和写
作，很简单的原因是每个人只有
一次生命，早晚要死，很残酷。
你知道越多，对以后怎么度过自
己短暂的一生就有更多的准备，
这很现实。同时，对命运也会有
更多自己的思考。为什么人类
需要悲剧？因为人类是向死而
生的，这决定了悲剧的根源。那
么，这就很容易回答一个问题：
这样的生命有什么意义？早晚
要死的，干嘛要努力，意义在哪
里？我们想到了普罗米修斯，想
到了西西弗斯推石头。我觉得，
在于人在悲剧面前体现出来的
尊严——这是美的、悲壮的、神
圣的。这种写作是指向精神性
的，古希腊是有的，在中国也是
有的，比如夸父追日，精卫填
海。这是往大里说的。往小里
说，就更具体更多了。

陈智富：人在面对有限性的

困境中追求无限性，只有精神性

力量才能达到，文学具备这种得

天独厚的优势。

舒辉波：有了电影、电视、网
络，文学还是存在的，文学不可取
代的原因是能够给我们很多无可
替代的东西，并成为许多不同形
式的艺术的母体。

文学的力量到底是什么？
我只能讲文学带给了我什么，
当我退无可退的时候，我觉得
我可以退到书本里，随同文字
和叙事，消失在某一本书里；又
或者，当我一无所有的时候，我
会想到文学给我的那么阔大的
世界。文学的力量就是一种温
暖亲切的安慰，一种绵绵不绝
的加油。

陈智富：文学所具有的不可

替代的力量不是大众娱乐方式

所能遮蔽的。反倒是随着经济

的发展，进入后现代，这种遮蔽

的力量被重新认识，反遮蔽的力

量逐渐隐现，文学的神圣性、崇

高性才能慢慢得到彰显。作为

作家和读书人，如果能够认识到

这种精神的力量，在接受文学的

教育与文学创作中，应该有一种

超功利性的满满的幸福感。我

在你身上看到了这种满满的幸

福感。

舒辉波：有很多痛苦的根源，
在于没法超越当时当境。打个比
方，这就像我们回想起来，我们在
小学时为某次考试不及格而哭
泣，多么可笑，但是当时当境是悲
伤的。放大到人的一生，当我们
到了生命的最后，回顾起自己的
一生，也会觉出很多当初看来要
命的事儿，如今已不值一提。所
以，真正难得的，不是有看透生命
和人生真相的智慧，而是看穿一
切却仍然爱这个世界、悲悯众生
的勇气和情怀。

陈智富：儿童文学作家面对

的读者是孩子，确立合适语言风

格很重要。能否展开阐述一下你

所追求的“清浅”语言风格？

舒辉波：我觉得语言本身就
是神奇的艺术，那些不同词汇的
不同组合，本身就充满了神秘的
不可思议。所谓“清浅”或者说写
给孩子的“浅语”，其实是很难
的。因为这是基于准确、简洁和
优美的基础之上的。我觉得我现
在做得还不够好，将来的话，语言
可能会更好一些，我特别喜欢读
诗，我喜欢那些意象所呈现的诗
意，也喜欢诗句里充满了陌生化
的词汇和想象。

陈智富：你的作品数量并不

多，风格却是独树一帜的。你选

择不讨巧、却艰险的方式，体现了

对文学责任的坚守。你所期待的

儿童文学作品是什么样子的？

舒辉波：参与孩子的成长，帮
助小读者通过阅读建设自己，成
为一个人格独立、感情丰富、真诚
善良的人。当他长大了，他还会
时时想起这本书，并且因为不断
想起而对这本书有了新的理解和
认识；当他老了，他还会微笑着记
起这本影响过他成长的书，并把
这本书读给小孩子听——甚至此
刻，对于这本书，因为重读又有了
新的理解。那么，这是属于全人
类的伟大作品。

当然，不能为了让孩子们爱
这个世界，尽编一些假话。说实
话，我们的小孩，我们的读者，有
一个特殊性就是，心智还不健
全 ，他 们 是 在 逐 渐 完 成 中 的

“人”，对很多东西都缺乏辨识。
可能还不知道该怎样选择对自
己有益的作品，也没法辨识作品
的好坏。我们儿童文学作家其
实是很容易讨巧的，这个讨巧体
现在市面上的一些作品，多的是
甜言蜜语。那些甜言蜜语体现
在什么地方？比如总是说我们
的孩子多么好多么纯洁，赞美太
多。你不能说因为你写儿童文
学，就说孩子都是天使。一个诗
人有一句诗说“像孩子一样无
情”，我深有体会。

那么，我们的写作其实是希
望让孩子通过阅读，更加了解这
个世界的丰富，包括人的丰富性、
人性的丰富性。这样，为他将来
的人生做准备。

我觉得，人的生命有限，只要
满足生活要求，赚的钱够用就行
了，在我有限的一生中，能做一点
自己认可的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
更重要。

陈智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武汉文联首届签约评论家，曾获

第三届傅雷杯全国文艺评论征文

大赛二等奖，著有访谈评论集《你

为什么当作家？》。

孩子的眼光来发现曾经的历史，

以反思战争为旨归，充满了思辨

色彩，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感。

舒辉波：当前，我们有些儿童
文学作品写战争，完全用一种儿戏
的态度，这是不对的。最伟大的战
争作品应该是反战争、反思战争
的，不应该歌颂战争，更不应该向
孩子宣扬、鼓励战争。我写抗战背
景的作品，依凭的是真实的口述史
和学者研究资料。我想努力还原
的不光是战争，还有那个时代和那
个时代里生活的人，他们是我们的
先辈。大作家应该有悲悯的情怀，
对笔下的所有人物有清醒的认识，
同时也有同情。写坏人要站在人
的立场写，当人来写，而不是将其
塑造成魔鬼，这是更接近文学的真
实。我常想：不要小看自己，但也
不要自以为是。

我创作从来都不迎合。鲁迅
在《破恶声论》中写道：“不合众
嚣，独具我见。”虽然很多出版社
有很多配合热点创作的约稿，基
本上我都拒绝了。一个作家，应
该要留得下一些经得起时间检验
的作品。写作应该是指向经典化
的作品，应该是回应全人类精神
需求的最优秀的作品，一个优秀
的作家一定是希望他的作品能够
成为全人类优秀文化的一部分。
虽然，我未必能达到，但是一定要
这么追求。

陈智富：《秋水河的秘密》，结

尾有很多深刻的思考，但是留有

余味，还是把起初的灰色调扭转

过来了。

舒辉波：给孩子看的作品，不
能太过于绝望。我很喜欢汪曾
祺先生在一本书的出版序言中，
提到他的老师沈从文对自己的
告诫:“千万不要冷嘲”，他赞成沈
从文“不愿展示伤疤，以逞英雄
豪气；不愿发小我激情，以臧否
纷繁大千”“最反对愤世嫉俗，玩
世不恭”。欣赏沈从文“总是用
一种善意的、含情的微笑来看待
这个世界”。这对我的启发很
大，儿童文学的写作也是这样
的，不回避人生的真相，把这些
东西分享给孩子，但同时还是要
告诉孩子们，这个世界上的不如
意，你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来

参与、建设、改变的，同时要记得
爱这个世界。

陈智富：所有的文学作品最

终还是要写出独特的这一个人

物，人物立住了，作品可以说是不

朽了，比如阿Q、哈姆雷特。我在

读你的作品《心里住着好大的孤

独》，看到林国栋这个人物，心头

为之一颤。现在有不少写底层人

物的，比如小镇青年，城市打工

者，我们会同情他，悲悯他，但是

要严肃深入地写打工者的孩子并

不多见。林国栋作为儿童文学作

品的人物，成为文学史上的这一

个人，可以作为探讨的方面有哪

些？

舒辉波：我觉得，这种弱小者
的委屈和尊严，很让人动容。就
像屠格涅夫写一只麻雀的母亲，
保护落在地面上的小麻雀，这种
螳臂当车其实有一种悲壮的，全
人类共同的情感。有悲剧的东西
在里面，更庄严，更崇高的。

陈智富：这种悲壮，不是物质

层面的残酷，而是精神层面的悲

壮。比如你的作品中写到，林国

栋他爸爸每次接到电话，总是安

慰他妈妈，接完电话后，林国栋来

安慰他爸爸。试想，林国栋作为

幼儿园的孩子，他内心的情感波

澜该是怎样的壮阔。

舒辉波：细腻和丰富啊。微
小的东西，写出一种博大来，挺难
的。我当时靠着感觉来写的，倒
不是靠一定理性支撑的。

陈智富：林国栋作为移民到

城中村农民工的孩子，跟着爸爸一

起经受生活的颠沛流离与匮乏，但

是你的笔端总能涌动出温暖的情

愫来。这种神奇的魔力，总能给人

一种力量。林国栋这一个“卑微的

孩子”，并非自卑，还很懂事。能不

能畅想一下长大后的林国栋，过一

种什么样的生活？

舒辉波：我常常想到左思的
一句话“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
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
小人物的独立人格和凛然尊严，
让我动容。

经历过艰难而又充满理想，
勤奋努力的林国栋，我觉得在我
们这个时代，他会到达他想去到
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