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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儿童文学的编年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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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革”时期儿童文学研究尚属空白.“文革”时期的儿童文学出版物,整

体上没有引进出版外国儿童文学,也极少对“文革”前十七年本土儿童文学资源进行整

合重版,而全由原创作品独立支撑.这一趋向无疑造成了儿童文学出版物格局的单一

与数量上的严重稀缺.“文革”时期儿童文学是指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公开发表出版的原

创作品,呈现出小说一家独大,童话、寓言长期缺失.小说创作的三种叙事模式与“«闪

闪的红星»现象”以及«红雨»与少年“赤脚医生”的故事,是“文革”时期儿童文学的重要

景观.以编年纪事与原版图书内容介绍的形式,对“文革”时期儿童文学作一个文献性

质的编年勾勒,或可弥补“文革”时期儿童文学研究的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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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全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这是２０世纪中国

的一段特殊历史时期,恐怕也是今后的历史学家书写与解读想象空间最大的一

段历史.“文革”的时间长度,通称为十年,即从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但从老百姓

每天柴米油盐日常生活的角度体察,除了１９６６、１９６７、１９６８这三年“革命压倒一

切”的非常时期,自１９６９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普遍成立革命委员会“祖国山河

一片红”以后,社会生产生活已整体平稳,“抓革命,促生产”成为最响亮的口号,
老百姓以为“文革”已经结束,班照上、地照种、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全国人口从

七亿增至九亿,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联合国恢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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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因而以后的“文革”,老百姓更多的是“从广播里听到的

‘文革’”“从报纸里看到的‘文革’”.虽然后来有“九一三”“批林批孔”等,但与千

家万户民生人心切身利益纠集更多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机关干部“五七干

校”、农民看病“赤脚医生”“合作医疗”、开门办学“工农兵上大学”、“三线建设”东
部工业西迁以及“备战备荒”挖防空洞等.具体到“文革”时期的文学与儿童文

学,在“革命压倒一切”的三年非常时期,文学显然已从人们的视线中淡出.１９７０
年以后,随着«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八个样板戏的全国性普及推广

以至连妇孺也能哼唱几句“现代京剧”,２０卷«鲁迅全集»还有«水浒传»等的发

行,文艺与出版似乎正在回归,儿童文学也出现了«闪闪的红星»«红雨»等畅销作

品.“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在“文革”以后走向了“改革”.
关于“文革”时期儿童文学的研究,显然是一件既具文学史意义而又困难重

重的事情.难点之一是“文革”时期儿童文学图书资料已大量散失,查找艰难.
当代文学研究界对“文革”成人文学的研究,有所谓“地下文学”“潜在写作”等的

发明,但儿童文学似乎沾不上边.对“文革”时期儿童文学的研究,实在“尚待垦

辟于健者”.本文拟以编年纪事与原版图书内容介绍等形式,对“文革”时期儿童

文学作一个文献性质的编年勾勒,或可弥补“文革”时期儿童文学研究的空缺.

一、“文革”时期儿童文学编年纪事

据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１９８０年５月编的«１９４９—１９７９全国少

年儿童图书综录»(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１９８０年５月出版)的记录,１９６６年上半

年,国内儿童文学作品的出版依然如常进行,全年共出版原创儿童文学作品５９
种.但自１９６６年下半年起,及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在这将近三年“革命压倒一切”的
“文革”非常时期,文学与儿童文学已从人们的视线中快速淡出,１９６９年以后逐

渐发生了一些变化,致使编年有事可纪.以下是历年儿童文学编年纪事,以原创

儿童文学作品的出版为中心.

１．１９６６年

１月,«讲故事»丛刊第１至４辑,由少年儿童出版社于本月至７月先后出版.

３月,福庚的报告文学«光芒万丈新安江»(盲文版),由盲文出版社出版.

４月,浩然的儿童小说«翠泉»,刘厚明的儿童小说«教育新歌»,由少年儿童

出版社出版.巴迅的儿童小说«小雁高飞»,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沈政编著的报告文学«雷锋班的故事»,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本年７月

由盲文出版社出版盲文版.反映战斗英雄麦贤得事迹的报告文学«无产阶级的

硬骨头麦贤得»(滕英杰等著),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１９７０年由上海人民出

版社出版新版.

５月,反映草原英雄小姐妹的报告文学«龙梅和玉荣»(少年英雄故事),由中

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１９６４年２月,内蒙古自治区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十
一岁的龙梅和九岁的妹妹玉荣,在零下３９摄氏度的极寒天气,与暴风雪搏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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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夜,行程一百多里,终于保住了公社３００多只羊群.但龙梅失去了左脚拇

指,玉荣双脚被截肢,造成终身残疾.１９６４年３月１２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长

篇通讯«暴风雪中一昼夜».３月１４日,«内蒙古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草原英

雄小姐妹».龙梅和玉荣保护公社集体财产的英雄事迹迅速传遍全国,成为广大

少年儿童学习的榜样.根据这一事迹编制的有动画片与芭蕾舞剧«草原英雄小

姐妹»等,并进入７０、８０年代的语文教科书.
李志宽等的报告文学«李爱民»(少年英雄故事),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６月,南宁市文联儿童文学组编的«少年故事»,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魏

晓冰编著的报告文学«硬骨头六连的新故事»,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本年,据«１９４９—１９７９全国少年儿童图书综录»的记录:１９６６年出版儿童小

说、故事２０种,儿童诗、儿歌６种,儿童散文、特写、报告文学１３种,低幼读物图

画故事１６种,低幼童话３种,科学文艺１种.全年共出版儿童文学作品５９种.

２．１９６７年

７月,«红小兵报»(周报)在上海创刊.１９７６年６月改名为«少年报»,红小兵

报社同时创刊发行画报类杂志«红小兵»,１９７８年６月改名为«好儿童».

３．１９６９年

１２月,«凤凰山麓的女牧马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小故事),由广东人民出

版社出版.
本年,据«１９４９—１９７９全国少年儿童图书综录»的记录:１９６９年出版儿童小

说、故事２种,低幼读物图画故事１种.全年共出版儿童文学作品３种.

４．１９７０年

４月,仇学宝等作诗、广州搪瓷厂美术通讯员配画的诗集«金训华之歌»,由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８月,上海市出版革命组出版.金训华(１９４９—１９６９)是
上海籍知青烈士.１９６９年５月,金训华和一大批上海知识青年到黑龙江省逊克

县逊河公社双河大队插队落户,８月１５日下午,因暴发特大山洪,金训华为抢救

国家物资在激流中壮烈牺牲,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５月,江西省新华书店从本月起至１１月,编辑、出版“红小兵丛书”１０种:«智
擒逃敌»«捉拿归案»«对敌斗争练红心»«人小心红»«小闯将»«红小兵心向红太

阳»«红小兵郭振江»«赴宴斗鸠山»«风雨野炊»«重返前线».

８月,综合性教育刊物«革命接班人»在天津创刊(１９８１年改名为«中华少

年»).«江苏红小兵»在南京创刊(后改为«江苏儿童»,１９８５年改名为«儿童故事

画报»).
本年,知识性为主的综合性刊物«红小兵»(月刊)在长春创刊(１９８４年改名

为«小学时代»).
据«１９４９—１９７９全国少年儿童图书综录»的记录:１９７０年出版儿童小说、故

事１１种,儿童诗、儿歌４种,儿童散文、特写、报告文学９种,儿童戏剧１种,低幼

读物图画故事１８种.全年共出版儿童文学作品４３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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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９７１年

４月,«红小兵»在哈尔滨创刊(１９７８年７月改名为«北方少年»).

５月,１９５１年创刊的«红领巾»在成都复刊.«向阳花»(月刊)在郑州创刊

(１９８５年改名为«海燕»,１９８８年改名为«金色少年»).
本年,«红小兵»在长沙创刊(１９８１年改名为«小蜜蜂»).
据«１９４９—１９７９全国少年儿童图书综录»的记录:１９７１年出版儿童小说、故

事１８种,儿童诗、儿歌１种,儿童散文、特写、报告文学５种,低幼读物图画故事

１６种.全年共出版儿童文学作品４０种.

６．１９７２年

３月,«红小兵»(月刊)在福州创刊(１９７９年改名为«小火炬»).谢日新的儿

童小说«春耕季节»,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４月２３日,«人民日报»发表儿童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词作者是上海常

德路第二小学五年级１３岁学生金果临,曲作者是上海第六玻璃厂１９岁的工人

金月苓.１９７０年９月这首歌曲最早发表在上海出版的«红小兵歌曲»上,１９７１年

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１９７２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北京“五一”游园

会专题文艺节目将«我爱北京天安门»搬上银幕,传唱极广.
浩然的儿童短篇小说集«七月槐花香»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葵花向阳»

(安徽儿童文学集),黄国玉等著,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５月,李心田的长篇儿童小说«闪闪的红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１９７３
年由北京盲文印刷厂译印盲文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敖斯尔翻译的蒙古

文版.１９７４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维吾尔文版、维吾尔新文字版,由外文出

版社出版英文版、朝鲜文版、越南文版、泰文版.１９７５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萨克新文字版,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法文版.１９７６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印地文

版、阿拉伯文版.１９７７年由中央民族学院语文系藏文班７１级工农兵学员翻译、
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藏文版.１９７８由外文出版社出版西班牙文版.１９７４年被

改编拍摄成同名电影.

７月,张雁卿的儿童小说«红卡»,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９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儿童短篇小说集«海螺渡»,并陆续编印、出
版了«海的女儿»«喧闹的森林»等儿童短篇小说集.

１２月,华山的儿童小说«鸡毛信»,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新版.１９７３年由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朝鲜文版.１９７４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蒙古文版.

１９７５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维吾尔文版、维吾尔新文字版.外文出版社改书

名为«牧童海娃»,于１９７３年出版豪萨文版,１９７４年出版英文版,１９７５年出版德

文版,１９７７年出版印地文版、阿拉伯文版.
本年,«红小兵»(月刊)在兰州创刊(１９８６年改名为«故事作文»).
«边疆小八路»由黑龙江省文教局、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出版.«故事团的故事»,由«红小兵报»社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于１９７２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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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牛»,由江西省靖安县文化站供稿,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短篇儿童小说集

«小班长和他的战士们»,由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短篇儿童小说集«虎子

敲钟»,由甘肃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余松岩的儿童小说«海花»,由广东人民出

版社出版.
据«１９４９—１９７９全国少年儿童图书综录»的记录:１９７２年出版儿童小说、故

事５０种,儿童诗、儿歌１３种,儿童散文、特写、报告文学１种,儿童戏剧、曲艺４
种,低幼读物图画故事７５种.全年共出版儿童文学作品１４３种.

７．１９７３年

３月,倪树根的儿童小说«阿坤和他的伙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蒙古

族材音博彦的儿童小说«小朝克»,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学鳌的长诗«张
思德»,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４月,浩然的儿童短篇小说集«幼苗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５月８日,«文汇报»发表«要重视少年儿童文艺的创作».
管桦的儿童小说«上学»,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何芷的儿童小说«小山

鹰»,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徐瑛的儿童小说«向阳院的故事»,由人民文学出

版社出版.«海的女儿(儿童文学选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杨啸的儿童小说«红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红雨»被翻译成多国语

言,后又被改编成电影.英国女作家韩素音在法译本«红雨»的序言中写道:“当
我第一次看到«红雨»这部影片和第一次读到这本小说的时候,杨啸刻画人物的

刚劲笔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６月１日,«人民日报»发表小丘的文章«努力繁荣社会主义的少年儿童文

艺».３日,«光明日报»发表初澜的文章«加强对少年儿童文艺创作的领导».
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小说«征途»和«峥嵘岁月»分别由上海人民出版

社、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７月,１９５３年７月１日创刊的«少年文艺»易名为«上海少年»(文艺丛刊)恢
复出版.张秋生的儿童诗集«火车向着韶山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工人

新村的歌»,于１９７４年６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８月,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儿童电影文学剧本集«红色小号手».上海人民

出版社编辑、出版«在雷锋精神鼓舞下».上海人民出版社删节、出版«水浒»(上、
下册)(少年儿童版).

９月２６日,«人民日报»发表路遥的文章«儿童文学与儿童特点».
黑龙江生产建设部队三师政治部编的«纸条的秘密(儿童文学集)»,由黑龙

江人民出版社出版.１９７６年１２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蒙古文版.刘亚舟的报

告文学«完达山之歌»,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１０月,黑龙江生产建设部队三师政治部编的«小北大荒人(儿童文学集)»,
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１９７５年７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蒙古文版.

１１月２９日,«人民日报»刊文介绍江苏女知识青年杨本红创作儿歌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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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１日,«光明日报»发表陈雪良、俞妙根的«学习鲁迅,重视儿童文学创

作»和小丘的«为孩子们多写好歌».２日,«光明日报»发表江苏女知识青年杨本

红的儿歌作品,并发表李奕的文章«重视新儿歌的创作和推广».９日,«光明日

报»又发表原江苏省兴化县下乡知识青年推荐进扬州师院中文系学习的杨本红

的文章:«我是怎样学习写新儿歌的».杨本红著的儿歌作品«一代新人在成长»
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１９７４年１２月出版,«小社员»由少年儿童出版社于１９７８年

１２月出版.
«儿童文学创作评论集»,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年,国务院文化组组编的«文艺节目»第一辑«少年儿童文艺专辑»由人民

文学出版社出版.本年在京举行的全国连环画与中国画展览中,从上千部作品

中精选出９７套连环画参展,其中包括«马克思刻苦读书的故事»«无产阶级的歌»
«列宁在１９１８年»«黄继光»«刘胡兰»«张思德»«闪闪的红星»«白求恩在中国»«大
寨之路»«艳阳天»«金光大道»等.

崔前光的儿童小说«浙东的孩子»,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石文驹的儿童

小说«战地红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张万林的儿童小说«小猎手»,由黑龙

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山西省武乡县委通讯组组编的«少年英雄李爱民»,由山西

人民出版社出版.山西省运城县文艺创作组的“红小兵”小说«杏花塘边»,由上

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红小兵报»社编的“红小兵”小说«未来的战士»,由上海人

民出版社出版.徐琢平、胡长华的儿童小说«甜岛少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

版.
据«１９４９—１９７９全国少年儿童图书综录»的记录:１９７３年出版儿童小说、故

事７８种,儿童诗、儿歌３７种,儿童散文、特写、报告文学４种,儿童戏剧、曲艺１２
种,低幼读物图画故事１３６种,科学文艺１种.全年共出版儿童文学作品２６８种.

８．１９７４年

４月,陈玮、彭华的童话«两只小孔雀»,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１９７５年由

外文出版社出版英文、法文、德文版.

５月,木青的儿童小说«山村枪声»、张明观的儿童小说«高高的银杏树»由上

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７月,«林中响箭»,收入１０篇儿童短篇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

８月３１日,«人民日报»发表小峦的文艺短评«要提倡为孩子们创作».

９月,张长弓的儿童小说«戈壁花»,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滕毓旭等的儿

歌集«向阳花开朵朵红»,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１０月,八一电影制片厂根据李心田同名儿童小说改编摄制的彩色故事片

«闪闪的红星»在全国上映,引起轰动,各地在少年儿童中开展“学习潘冬子,争做

党的好孩子”的活动.

１１月,浩然的儿童小说«欢乐的海»,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１２月,严霞峰的童话«小白兔智斗大灰狼»,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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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开始恢复儿童电影的制作.本年拍摄上映的儿童电影有３部:«闪闪

的红星»«向阳院的故事»«园丁之歌».
丹江的儿童小说«小闯»,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边子正的儿童小说«敌后

小英雄»,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孙根喜的儿童小说«边防小哨兵»,由上海人

民出版社出版.儿童短篇小说集«小兵东东»,由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据«１９４９—１９７９全国少年儿童图书综录»的记录:１９７４年出版儿童小说、故

事７３种,童话１种,儿童诗、儿歌３６种,儿童散文、特写、报告文学２种,儿童戏

剧、曲艺６种,低幼读物图画故事８６种,低幼童话５种,科学文艺５种.全年共

出版儿童文学作品２１４种.

９．１９７５年

１月,«看图说话»(月刊)创刊.这是由上海教育出版社主办并出版的全彩

色幼儿画刊.石冰的儿童小说«金色的朝晖»,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３月,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学校儿歌组著的«大寨儿歌选»,由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

５月,童边的儿童小说«新来的小石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程建的长

篇儿童小说«三探红鱼洞»(上、下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黑龙江生产建设

部队三师政治部编的«边疆的主人(儿童文学集)»,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６月,儿童短篇小说合集«盖红印章的考卷»,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内收

刘心武、铁凝、曹文轩等的作品.浩然的儿童小说«小猎手»,由北京人民出版社

出版.

９月,王小鹰的儿童小说«洪雁»,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孙海浪的叙事长

诗«井冈小山鹰»,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１０月,«新苗»少年文艺丛刊第１辑,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第２辑,由四

川人民出版社于１９７６年６月出版.吴珹的儿童诗«抗日儿童团之歌»,由上海人

民出版社出版.
经中央批准,决定恢复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出版业务.

１２月,刘心武的儿童小说«睁大你的眼睛»,由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袁鹰的儿童长诗«刘文学»(楼家本绘画),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１９７７年

由外文出版社出版英文、法文、德文、日文、西班牙文、越南文、印地文、乌尔都文、
斯瓦希里文、世界语文版.

本年,谢佐、殿烈在上海«红小兵通讯»第１、２期合刊上发表«歌颂小英雄 表

现大主题———谈谈儿童文学创作中的两个问题».
何芷的中篇小说«铁匠的儿子»,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蔡维才的儿童小

说«小铁头夺马记»,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红小兵报»社编的“红小兵”小说

«新芽»,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上海市黄山茶林场儿童文学组编写的«拖拉机

突突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张登魁的儿童小说«会说话的路»,由人民文

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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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短篇小说集«喧闹的森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据本书内容

介绍,本书“选收了１４篇儿童短篇小说,当中的«清江激流»«小猎人的礼物»,写
少年儿童英勇机智抓特务的故事;«晨阳»«杨路和新老师»是写教育革命中红卫

兵小将敢于反潮流的故事和新型的师生关系;«霞光曲»«探亲»是歌颂下乡知识

青年的;其余的有的是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有的是写阶级斗争故事的,都各

有特点”.
本年围绕畅销小说与电影«闪闪的红星»,出版多种评论集:«一个可爱的小

英雄———评电影‹闪闪的红星›»,北京人民出版社１月出版;«‹闪闪的红星›评论

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月出版;«闪闪的红星照万代(影片‹闪闪的红星›评论

集)»,河北人民出版社４月出版;«红星闪闪放光彩(影片‹闪闪的红星›评论

集)»,河南人民出版社４月出版;«电影艺术的灿烂新花———‹闪闪的红星›评论

集»,人民文学出版社５月出版;«闪闪红星照万代(故事影片‹闪闪的红星›评论

集)»,湖北人民出版社６月出版;«红星照我去战斗(影片‹闪闪的红星›评论

集)»,四川人民出版社７月出版.
本年出版的儿童文学评论集有:«要提倡为孩子们创作———少年儿童文艺创

作评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５月出版;«努力繁荣社会主义的少年儿童文艺»,内
蒙古人民出版社５月出版.

本年拍摄上映的儿童电影有８部:«烽火少年»«黄河少年»«红雨»«小将»«小
螺号»«阿勇»以及舞蹈剧«草原儿女»、河北梆子«渡口».

据«１９４９—１９７９全国少年儿童图书综录»的记录:１９７５年出版儿童小说、故
事９９种,童话１种,儿童诗、儿歌６６种,儿童散文、特写、报告文学５种,儿童戏

剧、曲艺９种,低幼读物图画故事１０８种,低幼童话２种,科学文艺４种.全年共

出版儿童文学作品２９４种.

１０．１９７６年

１月,崔坪的儿童小说«湖边上小暗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３月,矫健的儿童小说«前进吧,火红的拖拉机»,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４月,上海市嘉定县儿童文学创作学习班学员的创作成果,本月起由上海人

民出版社陆续出版,其中有:陈镒康著、陈小珍画的图画故事«新节目»,４月出

版;侯全宝著、桑春元画的«春花斗敌»,５月出版;陈思金著、汪幼军画的«我为公

社积肥忙»,１０月出版;斯学元著、胡永凯画的«小英争务农»,１２月出版.

５月,江苏省江阴县革命委员会文教局、华土公社华西大队党支部编的«歌
唱新华西»(学大寨儿歌),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叶永烈的科幻小说«石油蛋

白»发表在上海«少年科学»创刊号上.陈官煊的儿歌集«小军号»,由四川人民出

版社出版.

６月,林植峰的童话«智斗天牛»,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聪聪的儿歌集

«我爱大寨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８月,哈尔滨教师进修学院编写的«鲁迅论少年儿童文艺»,由黑龙江人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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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出版.

９月,梁晓声的儿童小说«小柱子»,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１１月,«人民文学»第８期发表柳仲甫执笔的湘剧剧本«园丁之歌».

１２月,李凤杰的儿童小说«在那美丽的乡村»,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杨

书案的童话«小金鸡的信»,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年,«少年文艺»在南京创刊.
本年莫应丰的儿童小说«小兵闯大山»,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谢学潮的

儿童小说«红电波»,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王拓明的儿童小说«湖上芦哨»,由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三结合创作组创作、张成新执笔的儿童小说«进攻»,由上

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顾峻翘的儿童小说«青少年护泊哨»,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

版.广西军区政治部编的儿童小说«壮士少年»,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葛绪

德的儿童小说«接过爸爸的鱼叉»,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本年拍摄上映的儿童电影有３部:«阿夏河的秘密»«金锁»«雁红岭下».
据«１９４９—１９７９全国少年儿童图书综录»的记录:１９７６年出版儿童小说、故

事８５种,童话１种,儿童诗、儿歌４０种,儿童散文、特写、报告文学２种,儿童戏

剧、曲艺７种,低幼读物图画故事７８种,低幼童话６种,科学文艺８种.全年共

出版儿童文学作品２２７种.
需要提请注意的是,按照图书出版的“三审制”原则与排版校对印刷周期,一

本图书经由作者投寄到出版社直至公开出版,最快也要一年左右的时间,一般需

要多年,即使在今天电子化、网络发稿的时代,当年投稿当年出版也是极罕见的.
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定:１９７７年２月、１１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在贵

州山区插队的上海知青叶辛的儿童小说«高高的苗岭»«深夜马蹄声».１９７７年６
月,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西北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文学编辑贾平凹

的儿童小说«兵娃».１９７７年５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云南彝族作家张昆

华的儿童小说«在勐巴纳森林中».这些作品都是在“文革”后期完成的,因而留

有那个时期特定的文气与语境.

二、小说独大与三种叙事

据«１９４９—１９７９全国少年儿童图书综录»的记录统计,从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
年,全国共出版本土原创儿童文学作品１２９１种,其中儿童小说、故事４３６种,儿
童诗、儿歌２０３种,儿童散文、特写、报告文学４１种,儿童戏剧、曲艺３９种,低幼

读物图画故事(图画书)５３４种,低幼童话１６种,童话寓言３种,科学文艺１９种.
作为社会公共文化资源与产品的出版物,一般由最新原创、国外引进与旧版

整合重印三部分组成.从资料考察,“文革”时期的儿童文学出版物,整体上没有

引进出版外国儿童文学,也极少对“文革”前十七年本土儿童文学资源进行整合

重版,而全由原创作品独立支撑.这一趋向无疑造成了儿童文学出版物格局的

单一与数量上的严重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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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革”时期儿童文学的特点

“文革”时期儿童文学是指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公开发表出版的原创作品,必
须说明的是,由于资料的匮乏,本文的探讨只是依据当时的出版图书,并不包括

在报刊上发表的单篇作品.据出版图书综而观之,“文革”时期儿童文学有以下

特点:
第一,题材内容趋同化,并与同时期的成人文学高度叠合,“阶级斗争”“抓特

务”“小英雄”等是“文革”时期儿童文学出现频率最多的选项.
第二,作者队伍年轻化、基层化、业余化(业余创作).“文革”前十七年儿童

文学活跃的中老年专业作家整体上已封笔,但也有管桦、袁鹰、浩然、李学鳌等出

版作品.从１９７２年５月李心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最先出版长篇儿童小说«闪闪

的红星»,到以后杨啸、徐瑛、张长弓、张秋生、刘心武、梁晓声、王小鹰、李凤杰、莫
应丰、叶辛、贾平凹、曹文轩、矫健、孙海浪、聪聪等出版作品,这些作者大多是二

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均是基层一线的知识青年、农民、工人、中小学教师、军人;
也有的作品是集体署名,如黑龙江生产建设部队三师政治部、上海市黄山茶林场

儿童文学组、山西省武乡县委通讯组等.
第三,文学体裁单一化,小说一家独大,儿歌与儿童歌词比较看好,童话、寓

言等幻想性文学长期缺失.
第四,“文革”十年的图书出版没有稿费,因而当时的文学与儿童文学和商品

经济无关,作者完全不是为了稿费与吃饭而写作.
从“文革”时期的儿童文学出版物考察,几乎全是现实题材的儿童小说.儿

童小说占了原创儿童文学的几乎全部,这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只有“文革”时期.
除了小说,再一种比较看好的文体是儿歌与儿童歌词.由上海小学生金果临作

词、青年工人金月苓作曲的儿童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电影«闪闪的红星»插曲

«红星照我去战斗»«红星歌»,儿童文学诗人张秋生作词的儿童歌曲«火车向着韶

山跑»等,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传唱最广的儿童歌曲,成为一代人的童年集体记忆.
(二)儿童小说的三种叙事

关于“文革”时期的儿童小说,按题材内容区分,最有影响的是以下三类:
一是“小英雄”革命战争题材儿童小说.
以２０世纪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小红军、小八路、

小英雄为中心展开叙事,弘扬革命传统与英雄主义.这类小说延续了十七年儿

童小说的脉络,但有的作品也存在情节雷同、“小大人”的痕迹.革命战争题材儿

童小说主要有:«闪闪的红星»«找红军»«小猎手»«边疆小八路»«少年英雄李爱

民»«战地红缨»«小铁头夺马记»«敌后小英雄»«浙东的孩子»«铁匠的儿子»«小
闯»«山村枪声»«草原小交通»«湖边小暗哨»«红电波»«湖上芦哨»等.

张万林的«小猎手»是“发生在抗日战争后期,完达山一代人民抗日斗争的故

事.猎户的儿子于勇,是一个勇敢机智的小猎手.因为日本鬼子和汉奸抓劳工,
父亲被逼走,母亲被杀害,在游击队王大伯的指引下,他参加了抗日工作,多次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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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队送情报,使游击队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后来,在一次游击队联合作战,拔
掉了敌人一个重要的据点之后,于勇跟已经参加了游击队的父亲见面了.从此,
父子并肩抗日”.〔１〕

木青的«山村枪声»写的是“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我军解放了东北

某一偏僻林区.当时,一些反动透顶的汉奸把头、警察特务,为了逃避人民的惩

罚,纠结一起,上山为匪,继续与人民为敌.日寇投降后,他们又与国民党勾结,
妄图趁我根据地尚未巩固的时机,卷土重来,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这部

小说,就是以这一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为背景,描写丁虎、锁住儿和小秀等儿童

团员,配合八路军和民兵,歼灭顽匪,胜利地保卫了根据地的故事”.〔２〕

蔡维才的«小铁头夺马记»描写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的一个骑兵连,在毛

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狠狠打击鬼子、汉奸的战斗

故事.书中着重刻画了通信员小铁头的动人形象,描写儿童团员小铁头参加骑

兵连前后,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在李指导员的直接帮助下茁壮成长,在炮火连天,
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摸爬滚打,勇敢机智,夺得日伪军官的战马,又出色地完成了

各项战斗任务”.〔３〕

王拓明的«湖上芦哨»写的是“战争时期,我主力部队北上,党领导洪洋湖渔

民开展游击战争,自卫保家乡.在洪阳湖游击队中,有一支由儿童团组成的英雄

的小游击队,担负着站岗放哨、侦察敌情的任务.芦哨,他们能吹出各种鸟音,作
为相互联系的暗号,经常回荡在湖上.他们机智勇敢,神出鬼没,打得敌人闻风

丧胆.终于配合南下的主力部队解放了自己的家乡”.〔４〕

二是“抓特务”悬疑题材儿童小说.
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培养少年儿童提高警惕、擦亮眼睛,防

止特务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这既是６０、７０年代现实斗争的反映,也是家国情

怀与阳刚少年的情感结构.这类小说的背景多设置于海岛、边防、深山,故事神

秘,情节曲折,又充满了斗智斗勇、紧张刺激的悬念与探险揭秘的满足,同时借鉴

民间文学与说书艺术,因而最受小读者尤其是男孩的欢迎.主要作品有:«甜岛

少年»«边防小哨兵»«林中响箭»«拖拉机突突响»«小兵东东»«会说话的路»«三探

红鱼洞»«小兵闯大山»«接过爸爸的鱼叉»«壮士少年»等.
徐琢平、胡长华的«甜岛少年»讲述了“甜岛上的一群少年儿童飞渡荷花洋,

到砣子屿去铲淡菜送给解放军叔叔.他们在砣子屿上发现了一股蹿上该岛、企
图去甜岛窃取情报的特务,立即报告了解放军和民兵,终于消灭了这股特务,活
捉了罪恶累累的渔霸柴本狼.作品歌颂了海岛儿童的高度革命警惕性和大无畏

的牺牲精神”.〔５〕

孙根喜的«边防小哨兵»:“在国庆前夕,新疆伊犁中苏边境附近,发现了特务

电台讯号.我边防站立即通知边境军民提高警惕,加强巡逻.哈萨克族孩子贝

贝什和她的伙伴哈桑和依拉,也勇敢地配合边防军和民兵,投入战斗.他们特地

到平时很少有人去的虎爪沟里放牧羊群,发现了特务的踪迹;在民兵连长巴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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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伤后,他们主动要求参加巡逻,在巡逻中发现了两条腿走路的‘狼’;接着又在

一个山洞里发现了特务的发报机,及时报告了边防站,为擒拿特务提供了重要的

线索.最后他们以高度的警惕,顽强的意志,逮住了企图偷越国境的特务.这个

特务不是别人,正是解放前欠下了贫苦牧民累累血债的大牧主‘斜眼狼’.人们

称赞贝贝什他们是‘边防小哨兵’.”〔６〕

葛绪德的«接过爸爸的鱼叉»是“一部反映六十年代初海防前线少年儿童积

极投入阶级斗争事迹的中篇小说.剑湾的少年儿童,在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指

引下,建立了小民兵连.他们紧紧依靠大队党支部领导,积极投入两个阶级、两
条道路的斗争,特别是配合大队民兵,在海防部队和公安机关帮助下,和敌特进

行了机智、勇敢的斗争,为全歼来犯之敌作出了贡献,谱写了一曲粉碎蒋匪武装

窜犯大陆阴谋的凯歌.作品注意了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塑造高凌燕等少年一代

的动人形象,刻画了少年一代在斗争中锻炼成长”.〔７〕

莫应丰的«小兵闯大山»讲述的是“一支小兵采药队深入九峰大山采药中所

展现的尖锐激烈、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热情地歌颂了赤脚医生、合作医疗,热情

地歌颂了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伟大胜利.小说以‘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

人服务’为主题,紧紧扣住阶级斗争主线,着力塑造了王小苗这个少年英雄的形

象,描写她如何在老共产党员罗阿公和知识青年邝雪梅的辅导下,为扩大药源,
带领小伙伴们敢闯高深莫测的原始山林,越苍峰峭壁,过绝崖幽谷,不怕群山险

峻,何惧洪水狂暴,紧紧地跟踪敌人,以革命的智慧和毅力与阶级敌人斗智、斗
勇,处处掌握斗争的主动权,从而战胜了敌人,夺回了失传二十年的民间秘方,发
现了黄连产地———黄连沟,为巩固和发展合作医疗作出了贡献”.〔８〕

儿童短篇小说合集«林中响箭»共选编了十篇作品,“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

我国少年儿童在党和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的精神面

貌和英雄事迹.其中有解放初期清匪反霸斗争中,少年儿童协助解放军智歼顽

匪的故事,有当前边疆少年儿童巧捉特务的故事,有海防前线少年儿童向敌占岛

屿开展政治攻势的故事,还有少年儿童在生产劳动中同阶级敌人的破坏行为作

斗争的故事等.”〔９〕

“抓特务”悬疑题材不仅是“文革”时期儿童小说的重要内容,也是当时儿童

电影故事片创作的重要内容.据统计,“文革”时期摄制的儿童电影故事片共１４
部,其中１９７４年３部,１９７５年８部,１９７６年３部.这１４部故事片中,“抓特务”、
“抓坏蛋”、战胜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有６部,占三分之一还多.珠江电影制片厂

摄制的«小螺号»(１９７５),“描写红小兵海龙与小明在石油工地上见到了可疑人,
并跟踪侦察,发现在使用发报机的敌人,于是吹响了小螺号,使解放军、民兵、红
小兵闻号声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将敌特抓获.”〔１０〕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河北

梆子戏曲片«渡口»(１９７５),“描写红小兵水莲替爷爷在渡口撑船时,不被阶级敌

人的利诱和威胁所动,最后在群众的帮助下,机智勇敢地抓获了一个国民党特务

的故事.”〔１１〕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阿夏河的秘密»(１９７６),“描写暑假期间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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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河畔林场,汉、藏、回族少年孙大亮、扎西、马甲甲发现有原木从河上漂走,主动

要求看守阿夏河.不久根据军工的急需,党委决定要在河上开启新航道.水运

队长马哈德与盗窃集团勾结,正当他装病在家与同伙接头时,对他已有警惕的三

个孩子巧妙地闯入他的房间,后与民兵一起破获这个盗窃集团.”〔１２〕

三是“红小兵”校园题材儿童小说.
这类小说与“文革”时期的现实联系最为紧密,由于当时的学校教育突出政

治,学生要学农、学工、学军,而现实政治又处于快速变化之中,因而这类紧贴现

实的小说情况颇为复杂,既反映了“文革”时期中小学校开展“教育革命”、“开门

办学”、走向社会的学校现实生活,具有特定历史时期一定的真实性,但同时往往

充满当时流行的口号,存在主题先行、图解概念、拔高人物等,有的作品艺术粗

糙.主要作品有:«金色的朝晖»«新来的小石柱»«向阳院的故事»«青少年护泊

哨»«故事团的故事»«未来的战士»«新芽»«铁牛»«杏花塘边»«喧闹的森林»«梨园

哨兵»«冲锋号»«铁壁岛»«进攻»等.
童边的«新来的小石柱»的主人公石柱,是一位来自深山的农村少年,被体操

教练发现后,从农村来到省体操队,勤学苦练.正当他苦练高难度动作,准备参

加全国比赛的时候,却意外地从单杠上脱手摔下,腿部骨折.而小石柱以惊人的

毅力战胜了骨折的病痛,攻下了当时世界水平的体操高难度动作———直体后空

翻接转体１０８０度,获得了全国少年体操冠军.“它写的是少年体操运动员斗争

生活的故事,塑造了少年体操运动员小石柱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在三大革命斗争

中,敢于同错误思想斗,同错误路线斗,同阶级敌人斗,同各种困难斗的英雄形

象,展示了体育战线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新气象.”〔１３〕

徐瑛的«向阳院的故事»描写了“铁柱等少年儿童,响应毛主席向‘雷锋同志

学习’的伟大号召,在革命前辈老工人石头爷爷的帮助下,利用暑假支援公路建

设的故事.他们在革命实践中,提高了路线觉悟,增强了阶级斗争观念,培养了

共产主义品德,不仅很好地完成了支援任务,同时还揪出了暗藏的阶级敌

人”.〔１４〕

顾峻翘的«青少年护泊哨»是“一部反映船埠码头上阶级斗争的中篇小说.
江南某水城培红中学红卫兵,在学校党支部和里弄党支部领导下,组织青少年护

泊哨,学习阶级斗争这门主课.围绕着青少年护泊哨的诞生和成长,展开了两个

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经过几番较量,红卫兵小将得到了锻炼提高,一个

地下盗窃贩运集团的资本主义活动败露在光天化日之下”.〔１５〕

(三)«红雨»与少年“赤脚医生”的故事

杨啸的«红雨»是“文革”时期儿童小说中很有影响的作品,«红雨»有别于以

上所述的三类小说,而是以社会现实生活题材为切入口,写的是农村“赤脚医生”
的故事,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与一定的历史真实性.

杨啸,１９３６年生,河北冀中人,１９５５年开始文学创作,１９５７年志愿到内蒙古

支援边疆建设,曾任内蒙古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作家协会副主席,被内蒙古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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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三多作家”:作品数量最多;获奖最多;作品被译成外文和少数民族文字最

多.杨啸前期作品大多取材于故乡河北冀中平原,以后则多以第二故乡内蒙古

草原为背景,有着浓郁的蒙古族草原特色.１９６４年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短篇儿童小说集«小山子的故事»和«荷花满淀».１９６５年由上海少年儿童出版

社出版儿童长诗«草原上的鹰»、作家出版社出版短篇小说集«火苗».
儿童小说«红雨»于１９７３年５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描写少

年赤脚医生斗争故事的中篇小说,书中写了少年赤脚医生红雨,在党的领导和毛

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贫下中农的培养、教育下,以白求恩为榜样,刻苦钻研技

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决与阶级敌人进行斗争,占领农村医疗卫生阵地,作
品歌颂了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伟大胜利.”〔１６〕

红雨从小目睹了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农民深受缺医少药的痛苦,因而立志

学医,刻苦钻研医术,成为大队的“赤脚医生”.贩卖假药的巫医孙天福,制造医

疗事故,加害红雨,被红雨揭露后又持刀行凶,孙天福最终被擒,石匠爷被及时抢

救脱险.红雨的真诚和医技,终于取得了村民们的信任,也使被孙天福蒙蔽的大

队长受到了教育.小说«红雨»是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国农村实施“赤脚医生”
“合作医疗”的医疗改革背景下产生的,反映了那个时代底层社会用中医中药、银
针治病的真实生活与医疗改革探索实践,人物刻画形象生动,日常生活叙事细节

逼真,地域风情描写令人印象深刻.
«红雨»首印８０万册,多次加印,共发行３００余万册,并被翻译成英、法、德、

日、朝鲜、蒙古文以及维吾尔文等多种文字.法国著名汉学家米歇尔露阿在对

中国的一次访问中,看到这部小说爱不释手,于是带回法国,亲自翻译为法文.

１９７９年法文译本由巴黎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作品“笔力精悍,写得令人信

服通俗易懂,这是一本真实的书”.〔１７〕而所有这一切,杨啸都不得而知,直到

２０００年法国华人作家给他寄来«红雨»的法译本后这才知情.

１９７５年,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杨啸、崔嵬编剧,崔嵬导演的儿童故事片

«红雨»在全国上映,反响强烈.由郭兰英演唱的电影主题曲«赤脚医生向阳花»,
传唱一时:

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
出诊愿翻千层岭,采药敢登万丈崖,迎着斗争风和雨,革命路上铺彩霞.赤

脚医生向阳花,广阔天地把根扎,千朵万朵红似火,贫下中农人人夸.

三、“«闪闪的红星»现象”:小说电影歌曲

任何文学作品,能在特定时期产生重大影响,乃至妇孺皆知,必是其历史的

与现实的、审美的和非审美的、文学自身的和文学以外的等诸多因素叠加互动的

结果.考察“文革”时期儿童文学的原创作品,最有影响的是:李心田的«闪闪的

红星»、杨啸的«红雨»与童边的«新来的小石柱».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闪闪的红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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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为成长小说的«闪闪的红星»
李心田,１９２９年生,江苏睢宁人,１９５７年开始发表作品.李心田虽是毕生从

军的军旅作家,但同时也是一位成绩斐然的儿童文学作家,他的创作集中于革命

战争年代的儿童英雄叙事.１９６１年发表反映抗日少年战斗生活的独幕话剧«小
鹰»,１９６２年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与«小鹰»相同内容的儿童小说«两个小

八路»,该小说于１９７７年改编为同名电影摄制上映.１９７２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闪闪的红星».１９８６年由明天出版社出版«船队按时到达».李心田的儿

童小说,塑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少年英雄形象:红军长征时期有«闪闪的红星»中
的潘冬子;抗日战争时期有«两个小八路»中的小侦察员孙大兴、小卫生员武建

华;解放战争时期有«船队按时到达»中的小卫生员沈鹏、包雨生、王杏儿等.潘

冬子的塑造最具特色,已成为百年中国儿童文学难以磨灭的艺术形象.
«闪闪的红星»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叙述了农民孩子潘冬子如何一步步

被绝路逼向革命,最终成为解放军战士的成长历程.故事发生在１９３４年的江西

柳溪村,主力红军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红军战士潘行义留下七岁的孩子潘冬

子,参加长征走了.继续坚持斗争、党龄仅一天的母亲不幸被还乡团胡汉三活活

烧死.发誓要为母亲报仇的冬子用茅草点燃了胡汉三的房屋,逃跑了出来,向着

延安方向去找父亲.不料途中被保长打晕抛在河边,幸亏红军家属姚公公救醒

了冬子,并把他收留在家中养伤,从此冬子生活在姚家.冬子称公公为姨夫.姨

夫给冬子讲了很多革命故事,冬子终于懂得了:“我要去延安,我要找游击队,不
只是为了替妈妈报仇,而是要去革命.革命,就是要打倒日本侵略者那样的帝国

主义,打倒那些大大小小的和胡汉三一样的国民党、地主、买办资产阶级.革命,
就是要给无产阶级打天下,夺取政权! 这样,我也明白我过去的某些行为,多是

些孩子的简单的做法,比如放火烧胡汉三,这是出于我对敌人的仇恨,但这还是

为了个人报仇.靠一个人是不能打倒阶级敌人的.只有参加革命队伍,在共产

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才能打倒阶级敌人,夺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怀着这样

的心愿,冬子跟随着姨夫一起投入了新的战斗.父亲长征前给了冬子一枚红五

星,冬子视为珍宝,红星就像是冬子心中的明灯,一直为冬子指引着道路.终于,
冬子带着那颗红星找到了部队,成长为一名英勇的解放军战士,而胡汉三也被新

生政权镇压.
«闪闪的红星»讲的是一个“复仇”与“寻父”的故事.冬子在残酷的现实生存

中逐步懂得了只有将“小我”的复仇与整个阶级的解放、“大我”的复仇融合起来,
才有真正的复仇与解放;而“寻父”的结果则是冬子与父亲一样投身革命.冬子

的“复仇”与“寻父”的过程是一个少年的成长历程,从艺术结构而论,«闪闪的红

星»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
成长小说的艺术特征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成长小说的叙事必须包含

人物的成长,主人公的年龄段主要在１３—２０多岁的青少年时代;第二,成长小说

的内容具有亲历性,主要反映个人的成长体验和心理变化;第三,成长小说的叙

—３３１—

“文革”时期儿童文学的编年史记忆



述结构表现为“天真———诱惑———出走———迷惘———考验———失去天真———顿

悟———认识人生和自我”的心路历程;第四,成长小说的结果总是主人公经历了

生活的磨难之后,获得了对社会、对人生、对自我的重新认识,反映出人物的思想

和心理从幼稚走向成熟的变化过程.
«闪闪的红星»的全部内容由“我”的角度表现出来,与全知视角的客观叙事

相比,这种第一人称的主观叙事模式,使作者更容易从亲身经历者的视角展开观

察与叙述,情感真切自然,叙事焦点集中流畅.全书的焦点是:冬子的母亲被

害———冬子复仇火烧胡汉三———逃离家乡出走寻父———姚公公的引导使冬子顿

悟———认识革命道理走向新的战斗.冬子作为一名母亡父不见的“孤儿”,是残

酷的现实和惨痛的绝境使他一夜之间“失去天真”,人物心理从幼稚走向成熟的

变化过程具有性格的必然逻辑,走出绝境的唯一选择只能是投身革命.父亲留

下的那一颗闪闪的红星,是作为革命信念的象征,姚公公和乡亲们的爱心与坚定

的革命意志,促使他更快地成长与成熟起来;而“我”的叙事视角,给人特别的代

入感和真切感,带来强烈的情绪化色彩与生命体验,有力而有效地增强了成长小

说的内容亲历性、环境现场感与心理浸染力.从整体上看,«闪闪的红星»无论是

叙事结构、人物塑造、语言艺术等方面,都比同时期的小说作品要高出许多,而作

品的乡土气息与苏区歌谣,又使小说有别于当时的“文革”风气.当然,作品也存

在着某种“小大人”的成人化倾向.
(二)由小说而电影而歌曲传遍全国

«闪闪的红星»一经问世,在当时儿童文学作品严重稀缺的年代,可谓一夜爆

红.据资料,«闪闪的红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１９７２年５月出版以后,“全国有

十八家出版社来要印书纸型,累计印数在数百万册”.同时很快又被译成英、法、
德、日、越、西班牙文等文字,输出国外.德文版的翻译颇有意味,由于当时德意

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尚未与我国建交,因而西德的德文版是由我国驻奥地利大

使馆出面与西德签约的.德文版的译者序言这样写道:“还没有一部小说剖析过

现代中国的奇特的生活方式和有意义的组织结构.回过头去注意一下一个小伙

子的故事是令人新奇的.”〔１８〕

１９７４年,«闪闪的红星»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改编为同名电影,在全国上映,引
起轰动.在１９８０年的“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中,电影«闪闪的红

星»获二等奖.«闪闪的红星»还引发了儿童文学与儿童电影评论的一个小高潮.
据统计,１９７５年围绕小说与电影«闪闪的红星»出版的评论集多达７种,主要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电影艺术的灿烂新花———‹闪闪的红星›评论集»,上海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闪闪的红星›评论集»等.就一部儿童小说与电影,展开如

此大规模、全方位的评论,这不但是“文革”文坛的一个奇迹,也是中国儿童文学

史上的惟一现象.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在当时的确引起了人们对儿童文艺

产生的广泛关注.
据资料,１９７３年夏天,邬大为和魏宝贵应八一电影制片厂著名作曲家傅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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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之邀,为影片«闪闪的红星»撰写主题歌歌词.随着电影«闪闪的红星»的上映,
电影插曲«红星照我去战斗»«映山红»,尤其是主题曲«红星歌»迅速唱红了祖国

大江南北,并成为传唱广泛的儿童歌曲与经曲红歌,影响久远.«红星歌»由邬大

为、魏宝贵作词,傅庚辰作曲.歌词如下: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红星是咱工农的心,党的光辉照万

代,红星是咱工农的心,党的光辉照万代.长夜里红星闪闪驱黑暗,寒冬里

红星闪闪迎春来,斗争中红星闪闪指方向,征途上红星闪闪把路开.红星闪

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跟着毛主席跟着党,闪闪的红星传万代,跟着毛

主席跟着党,闪闪的红星传万代.

１９８０年,«红星歌»荣获“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一等奖,并被

编入小学生音乐教材.这是一首雄壮的儿童队列歌曲,调式为七声音阶宫调式.
该歌曲还被改编成钢琴曲«红星歌»和儿童舞蹈«星星在闪烁».

２００７年,小说«闪闪的红星»被列入“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由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成为新世纪的长销儿童文学作品之一.由小说而电

影而歌曲,“«闪闪的红星»现象”是“文革”时期儿童文学乃至中国儿童文学史上

的一道特殊风景线,值得文学史论著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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