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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迎接建国60周年，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新中国60年文学大系”丛书，这是儿童文学卷。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学发端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
我们通常把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30年儿童文学称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而把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
儿童文学称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其中1976年10月以后的部分，称为新时期儿童文学。
“60年”在中国儿童文学不足百年的发展史上，占据了2／3的时间。
在鲁迅、周作人、冰心、叶圣陶、张天翼等文学大师所开创的现代儿童文学的基础上，新中国的儿童
文学走过了60年的辉煌，60年的风雨。
　　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1949—1966）间，是当代儿童文学发展的第一个繁荣期。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儿童文学读物的数量、质量显然无法满足少年儿童的阅读需求。
1955年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社论，号召作家、
编辑、出版、发行工作者重视少儿读物的创作、出版和发行。
同年11月，中国作家协会发出了《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指示》，要求作家们要重视儿童文学创作
。
1956年党中央提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党和政府对儿童文学
的关怀，整个社会文艺思想的解放，作家们辛勤的耕耘和探索，共同推动和促进了当时儿童文学的发
展和繁荣。
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作品以革命历史题材和校园题材为主，教育色彩浓厚。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尽管“左”的思潮已经开始干扰儿童文学创作，以至于茅盾先生在《六O
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一文中，尖锐地指出当时某些作品“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
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但依然涌现出一批童趣浓郁、脍炙人口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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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市场化、网络、电视等新兴传蜾的兴起，儿童文学和整个文学界一样
，曾出现一段沉寂、彷徨的时期。
1995年江泽民同志提出要扶持“三大件（长篇小说、少儿文艺、影视文学）”。
儿童文学界经过一段摸索之后调整了创作策略，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更加贴近少年儿童的生活，在
长篇小说创作上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曹文轩的《草房子》、秦文君的《男生贾里》、《女生贾梅》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之作。
“幽默文学”、“大幻想文学”、“大自然文学”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高高飘扬在儿童文学界上空的
三面美学旗帜。
而郁秀的长篇小说《花季雨季》的面世，催生了在新世纪声势浩大直至今天仍然方兴未艾的“少年写
作”现象。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的儿童文学进入了多元共存的时代。
老中青少作家四代同堂，葛翠琳、金波、孙幼军等老作家至今笔耕不辍；曹文轩、秦文君、高洪波、
张之路等中年作家依然是儿童文坛的中坚力量；杨红樱、彭学军、汤素兰等年轻作家创作势头甚劲；
薛涛、黑鹤、三三、林彦等新人实力不俗，而80后、90后一批更年轻的作者也已崭露头角，中国儿童
文学已经有了一支稳定的高产的创作队伍。
这些作家人生阅历不同，艺术主张各异，既有对纯文学创作的痴情和坚守，有对类型化写作、通俗化
写作的热情与尝试，共同形成了一个和而不同的多声部的创作格局。
当然，对创作、出版中过度“商业化”带来的弊端保持警醒，依然是当下儿童文学创作界需要关注的
问题。
        儿童文学门类众多，包括小说、童话、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科学文艺、寓言等各个体裁，真
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为了能够反映中国儿重文学在各门类创作的概貌，每一门类都有作品入选，同时，也尽可能地容纳不
同流派、不同风格、不同年龄的作家的作品，力求以有限的入选作品反映出不同阶段的创作水准，折
射出当时丰富斑斓的创作现状，为普通读者提供一个精粹的选本，为4-业研究人员提供一份可靠的文
学资料，为新中国的60年华诞献上一份精美的礼物。
但要想用40万字涵盖60年中国儿童文学的优秀作品，结果只能是挂一漏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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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短篇小说　　罗文应的故事　　张天翼　　六年级的同学们和几位解放军叔叔交朋友，常常通信
。
第二小队队员们有一次写去一封信，信上讲到了罗文应的事情，是这样写的：　　叔叔们：　　收到
你们的信，我们高兴极了。
　　你们说：“罗文应进步了，入队了，真是一个喜讯。
这是你们给我们的一份最好的礼物。
”　　我们读到这里，欢喜得把罗文应抬了起来。
罗文应又是笑，又是眼泪直冒。
　　上次我们和他们会面的时候，刘叔叔问罗文应为什么还不入队，罗文应脸上热辣辣的。
那时候他申请过，没有批准：他不好好温功课。
　　那时候罗文应其实就已经有了这个远大的理想：将来要像叔叔们一样，当人民解放军。
同学们给他提意见：　　“罗文应，解放军叔叔不是说过的么：你现在一定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
，还要把身体锻炼好。
”　　罗文应看了同学们一眼，心里想：　　“嗯，将来——你们瞧吧。
”　　意思是说，将来他一定搞好学习，锻炼好身体。
可是今天——今天已经星期六了。
刚要用功，又马上会遇到假日。
不如从下星期一起吧。
　　到了星期一。
下午放学回家，罗文应走得很快。
他打定主意不再像往日那样——往日总得逛上那么四五个小时才到家，一面吃着替他留下来的饭，一
面又要防备挨妈妈说。
今天一定按时回家，晚饭后的时间就可以好好分配一下了。
罗文应一路上打算着：　　“我得把算术题都答出来，整整齐齐写在本子上，星期日就带给解放军叔
叔去看。
‘叔叔，我将来能不能学炮兵？
’‘能！
’错不了！
”　　罗文应想得很兴奋，就胸部挺出，大踏步走进市场里去了——不知不觉走了进去的。
　　他在市场里一共花费了两个多钟头。
他忙得什么似的：参观了许多许多商店，连瓷器店他都仔细看过了。
又在一个摊子旁边观察那些陈列着的小刀子。
他恨不得试一试，看这些小刀究竟有没有赵家林的那一把快。
而他研究得最久的，是玩具店门口的那一盆小乌龟。
　　“回去说服妈妈，让妈妈给妹妹买一个吧。
我应当照顾妹妹⋯⋯”　　可是罗文应觉得整个市场突然一下变了样子。
他吃了一惊。
他从那个盆子上面抬起头来一看，原来电灯都亮了。
　　“啊呀，可了不得！
”他赶紧站起身来就走，“今天又迟了！
”　　拐进胡同，罗文应越走越快。
他决计要好好做功课。
　　“解放军叔叔那么关心我呢。
我争取入队，一定⋯⋯”　　忽然他听见“啪嗒”一声，响得很脆。
　　“咦，谁在那儿打克郎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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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文应朝一家糖食铺里瞟了一眼。
他觉得这一瞟还不够分明，就索性停下来瞧了一瞧。
　　唉，没有办法！
这一局克郎球——罗文应非看下去不可，因为有一个“飞机”正呆在角落里，怎么也不肯动。
那个打球的是个大个儿，很吃力似的打了一杆：没中。
　　罗文应等着那大个儿轮到打第二杆：还是不顶事。
　　罗文应非常着急。
真要命，别人还得赶回家吃晚饭，吃了晚饭还有八道算术题，一张大字呢！
可是那大个儿轮着打了五杆。
偏偏都落了空！
第六杆呢，又放下那个“飞机”不管，打别的去了。
因此罗文应不得不老是等着。
罗文应就常常遇到这一类不能解决的困难。
　　就这样，罗文应很晚才回到家里。
他赶快扒了几口饭就算完事，惟恐耽误了复习时间，也就不管这样的吃法合不合卫生了。
　　“你又到哪里去？
”妈妈看见他把筷子一放就往外走。
惊异地问。
　　“我去买大字本子。
”　　“怎么，你放学回家的时候没有买？
”　　“我没有工夫呀。
妈妈。
”　　这个星期一又像往日一样：到了该睡的时候，罗文应还在对着第二道题目发愣，又疲倦，又焦
心。
还是明天早晨再做吧。
他这就一面看看画报，一面写写大字，忙到十一点钟才上床。
第二天起得晚了，睡眠可还是不够，上课直打瞌睡。
妈妈说他：　　“你看你！
谁叫你贪玩的！
”　　“贪玩？
”罗文应红着脸，撅起了嘴，“难道我玩得舒服么？
我心里可生气呢。
”　　真的，罗文应就是玩也没有玩好。
　　我们跟他谈过：　　“你光想着将来当解放军，现在可一点也不准备，一天一天挨过去，把时间
浪费掉了，那还行？
”　　“谁说行？
’’他低着头，两只手卷弄着衣角，“周老师告诉我时间要节约。
我们一分钟一秒钟都该好好计算着用，这我知道。
可是不知怎么着，一个不留神又犯了老毛病。
”　　我们决定帮助他：　　“罗文应，我们来集体复习吧。
我们五个人都到李小琴家里去做算术题，你赞成不赞成？
”　　“下星期起吧？
”　　“今天起。
”　　“好，今天起就今天起！
赞成！
”　　大家都很高兴。
罗文应也不愁眉苦脸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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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放学，我们派赵家林一直送罗文应到家。
两个同学分手的时候，赵家林提醒一句：　　“六点半钟以前！
——记着！
”　　“知道。
知道。
”　　“罗文应，”赵家林走了两步又回头，“吃了饭就走，别上别处去⋯⋯”　　罗文应觉得赵家
林什么都好，可就是有点儿哕嗦：　　“啊哟你真是！
保你一分钟也不迟到，好了吧？
”　　一吃了饭，罗文应就把书本什么的收拾起来。
他知道妈妈在注意着他，时不时很得意地瞧他一眼。
他可装做没看见。
他也没有把他参加复习小组的事告诉妈妈：他怕妈妈说什么“对呀，这才是好孩子呢”，——说得他
会满脸通红。
　　他低着头，专心专意地把算草本装进书包里。
想了一想，又把算草本拿出来：他决计不带书包出去。
一背上书包，街上的人说不定会瞎猜一气——“瞧，这个孩子又玩到这么晚才回家！
”　　罗文应找出一张旧报纸来包起这些东西。
忽然妹妹赤着脚向他跑来，两　　只手慎重地捧着一本画报——爸爸新寄来的。
　　“哥哥包起，哥哥包起！
”　　哈，巧极了！
好像爸爸知道他今天要去参加复习小组似的！
　　他正好把这本新画报带到李小琴家里去，休息的时候就可以跟同学们　　一块儿阅读。
以后这本画报就放在复习小组里吧：是大家的。
　　“哎，好乖。
”罗文应从妹妹手里接过了画报，看了看封面，就打开纸包要把它包进去。
　　他又看了看封面。
　　“这是谁？
”他问自己，“生产模范？
”　　他想要包进去，又还是放心不下：呃，到底是谁呢？
——封面上这位叔叔，他好像在哪里见过。
　　罗文应只好打开画报来找目录。
一打开，他就忍不住要从头至尾翻一翻，好知道一个大概。
　　“光翻一翻，碍不了事。
”他看看这幅图，看看那幅图，“怎么回事呀，这是？
”　　要念一念那下面的说明才知道。
　　罗文应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着，又看看图片。
好像要检查那篇说明写得对不对。
于是顺便又念了几节文字。
一方面可又在催着自己：　　“行了行了，快走吧！
⋯⋯瞧这农民伯伯！
——啊，真棒！
”　　时间不会等你。
罗文应一看钟，把画报一扔就跳了起来。
　　六点四十二分！
　　“妈妈，咱们钟快了吧？
”　　“不快，今天刚打电话对过。
”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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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文应把纸包一夹，想要跟妈妈说一声就走，可是又觉得不对头。
　　“罗文应！
为什么迟到？
”——同学们准会问。
　　“罗文应！
为什么又犯老毛病？
”——同学们准会问。
　　他瞧着那个纸包发愣，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不好意思再到李小琴家里去了。
他急得出了眼泪。
　　“去吧，去吧，不要紧的，只要以后能够改过来。
”他听见一个声音叫他。
　　可是谁知道同学们会怎样呢？
他去了，同学们还理他么？
他失了信用！
他亲口约好了的又不当回事！
同学们准会告诉周老师，准会告诉解放军叔叔——唉，他太对不起那几位叔叔了！
　　“刘叔叔，你们还跟我交朋友么？
”　　两颗眼泪流到了脸上。
　　假如现在还是在六点三十分以前⋯⋯　　可是时间再也不会回来！
损失了的时间再也没有法子补救！
　　他愿意向同学们认错，愿意挨同学们的批评，只要同学们还肯和他好，还肯让他参加复习小组，
帮助他学习。
他以后一定不迟到。
　　时间越过越迟。
他就更加懊悔，更加和自己生气⋯⋯　　突然他惊了一跳，他觉得有人喊他的名字。
　　他侧起耳朵来仔细一听，只听见妹妹在东一句西一句地唱“小耗子上灯台”，妈妈有时候给她提
提词儿。
　　他失望地说：　　“谁还来找我！
”　　罗文应，你可是想错了。
队员同学们怎么会把你丢开不管呢·你听！
这不是？
　　的确有人叫他。
听得出一个是赵家林。
还夹着一部高音，那正是他们的小组长李小琴——她也跑到他家找他来了。
还有什么说的！
罗文应当然是赶紧跑去迎上他们，一面嚷着“来了来了”，就跟他们一块儿去做功课。
　　可是罗文应没有这样做，这太不好意思了。
李小琴和赵家林跑进来的时候，罗文应恨不得躲起来。
他低着头装作看画报。
　　“罗文应，”李小琴一冲进门就嚷，“你怎么不去复习？
”　　罗文应又快乐，又难过，撇过脸去不看他俩。
　　“怎么了？
”李小琴站在房门口愣了一下，把步子放轻，慢慢走近他，“病了么？
”　　“没有。
”　　“那么去吧。
”赵家林两只手搁在罗文应肩上，和李小琴互相瞧了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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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文应生怕自己一个不小心会哭出来，用力咬着下嘴唇，好一会才勉勉强强地开了口，声音低得
几乎听不见：　　“我不去⋯⋯我有事⋯⋯”　　“有事？
那你怎么又在这儿看画报呢？
”李小琴一把拖起他来，“走吧，大家等着你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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