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兒文學是貫穿人一生的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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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老年公寓期間，每天見到的都是老人，談的都是老年

人的話題，但是在這段時間裡，我遇到過的很多令我高興的事

都是有關兒童文學的事。

有一次，一位院士知道我搞兒童文學創作，找我借書看。

他看完了以後非常興奮，認為我們搞兒童文學的都有「特異功

能」。因為他覺得我們怎麼會對孩子這麼瞭解，他想了很久想

不通，只能說我們是有「特異功能」的人。還有一次，我與一

位教授朋友討論老年生活如何度過，他提到一個觀點：對於兒

童要做啟蒙教育，但是對於老年人要進行回歸童年的教育，回

歸童年可以使得老年人的內心世界變得豐富、有趣。他把我看

作一個已經回歸童年的人，是最幸福的。

在兒童文學中，幼兒文學又是特色最鮮明、個性最突出的

文學，它的讀者群體包含了幼兒階段跟小學低年級階段。

幼兒文學是「人之初」的啟蒙文學。無論是作者還是讀者，

都該把幼兒文學放在心中最溫暖的地方孕育著，調養著，用全

身心呵護著。它的小讀者呢，當他們第一次享用幼兒文學時，

他們的心靈通道好像開啟了一扇門，通向文學的門，它是溫暖

之門、聲音之門、色彩之門。他們是這樣接受幼兒文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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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有「被抱著聽故事」的感覺。幼兒文學是被親情澆

灌、哺育的文學，它是與愛，與呵護融合在一起的親子活動。

閱讀本身就是一種親情的體驗，幼兒不僅需要這樣的親近閱讀

的形式，也需要與之相搭配的閱讀內容。幼兒文學是大愛的文學，

要把人世間萬物和諧相處的故事講給孩子，讓孩子從小就知道

勇敢、善良、誠信、感恩等這些人性中美好的品質。這是幼兒

情感的啟蒙，也是文學啟蒙的第一課。

幼兒文學當然有教育的功能。對於幼兒來說，越是教育的，

越是感情的，越是藝術的。要給幼兒塑造願意親近的藝術形象，

小貓、小狗、一朵花、一片葉子都是他們剛剛認識的生命，是

願意與之交流情感的形象。當他們認識並親近了這些形象，他

們就找到了可以陪伴、可以信賴的朋友。

幼兒感受文學中的形象，感受形象的哀樂，感受形象的命運，

這就是接受文學的滋養和薰陶。這種情感的共鳴，是感受的積累，

是情感的記憶，是與這個世界心靈交往的開始。

「讀書的聲音很好聽」，這是幼兒閱讀的重要方法。特別

是嬰幼兒時期，他們不認字，要靠讀出聲音來感知文學。即使

對於低年級的小學生來說，朗讀也是非常重要的方式。現在我

們常常說「親子共讀」，這不僅會讓嬰幼兒有一種「被抱著聽

故事的感覺」，還會讓他們感受到聲音，特別是親人的聲音，

那是一種溫暖的親和力。文學作品的朗讀，本身就有它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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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它轉換成聲音時，它就會有溫度，有立體感，生成了另一種

朗誦藝術。

語言的聽覺美是幼兒感受文學的開始，童謠和詩歌最早承

擔了這一任務。此後，即使是寫給幼兒的故事、童話和散文等

敘述性的文學作品，也要注重語言節奏的和諧感和音樂性。把

音樂性和作品的內容自然地結合在一起，就會格外有感染力。

我們都有這樣的經歷：當你給小孩子讀了一篇故事後，下次他

會讓你再讀，一次一次地讀，他們把故事的表述，字字句句，

都一字不差地記在心裡了，可是他還要你讀。如果你念錯了一

個字，他會給你更正，甚至於你早翻了一頁，他也知道。他已

經把一本書完完整整地記在心裡了。你的朗誦讓他享受著聲音

的美感，你的聲音對應著他已經留存在心中的聲音。這就是他

們在享受聲音之美。聲音是他們學習閱讀的嚮導。

幼兒文學有大技巧。凡是給幼兒寫過作品的人，都會有一

種疑惑：要把給小孩子的文學寫得自然些，清爽些。幼兒文學

的語言，有如玲瓏剔透的珠子，但這珠子還會蹦蹦跳跳，有動作，

有聲音，有光彩。

幼兒文學要啟發幼兒對於作品情調的感受。當和幼兒一起

閱讀文學作品時，不要急於讓孩子知道什麼「中心思想」和教

育意義，要讓他們讀進去，除了情節故事，還要讓他們感受到

作品的氣氛烘托和情調。所謂情調，就是作品所表達的感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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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因素，一種情緒的色調。幼兒文學的讀者物件雖然是小孩

子，但也要盡力發揮情調的感染作用，注意閱讀文學的藝術效果，

要讓他們感受到作品所蘊含的或歡快，或悲傷，或幽默，或振奮，

或好奇的多種情緒的色調。

幼兒對於客觀世界充滿了新鮮感和好奇心，這是一種積極

向上的精神品質，幼兒文學有責任滿足小讀者這份求知欲和求

索欲。優美是幼兒文學重要的審美屬性，小巧、柔和、絢麗、

流動變化的客觀世界，這些都易於和幼兒心理相協調。對於幼

兒來說，輕鬆、親切、愉快的情緒是有益的，而這正是優美為

幼兒創造的健康心境。

這本《遇見狐狸的小老鼠》是第二屆接力杯金波幼兒文學

獎作品合集，題材豐富，既有取材於日常生活的兒童故事，也

有充滿幻想的童話故事；既有韻律回環的兒歌，也有飽含童年

哲思的詩歌。編者也頗具巧思地根據作品的特色，按聲音之門、

色彩之門、童真之門、奇趣之門分輯，代表了幼兒文學可為孩

子帶去的心靈滋養。

二十位作者的二十篇原創作品，令人欣喜。因為這些作品

的寫作一直被一種精神支撐著，這就是為小孩子寫大文學。同時，

我也看到了一群快樂的朋友，一群獨特的朋友，一群對幼兒文

學格外喜愛，掬誠以待，可以切磋的朋友；我還看到了他們在

創作中有新的習尚，新的表達，新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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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之門

節選二十四節氣兒歌

薛衛民

立春

寶瓶跳出小水滴，

她說她是春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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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春日，

冬破皮。

剪春樹，

插春旗。

吃春餅，

啃春梨。

捏春牛，

吹春笛。

山野怎麼還沒綠？

耐心等待別著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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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之門

蘿蔔白梨嘎嘎脆

立春這天幹什麼？

有個風俗跟你說—

立春這天要「啃春」，

幫著春天啃開殼。

春天藏著看不見，

那就啃梨啃蘿蔔！

蘿蔔白梨嘎嘎脆，

甜脆清香汁液多。

汁液太多含不住，

下巴悄悄淌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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捏春牛

捏春牛，

用春泥，

春泥老家在土裡。

捏好牛，

往起立，

再對春牛吹口氣。

牛動啦，

牛活啦，

咱把春牛趕田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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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進田，

去翻地，

種子悄悄埋進去。

美學和詩性，在一個人生命的厚度和幸福的濃度裡。

薛衛民，中國作家協會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作家協會兒童文學委員
會委員，退休前在吉林省作家協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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