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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女孩获聘中国青年作家学会副主席的背后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大二女生——

与书为伴的
童年

杨桉的成长可以说

是与书为伴。爷爷是中

学语文教师，父母亲经

营着一家书店，儿时的

玩伴就是书，书香味是

她 最 熟 悉的味 道。 因

为不识字，只能看画报、

动漫，可她也看得很着

迷，一遍又一遍默默地

和动漫小朋友对话，根

本就停不下来。用她自

己的话说，“这些画报

和动漫都 被我用眼睛

看出了洞洞”。

那时，杨桉就幻想，

有一天自己会写字了，

一定要给它们写有趣味

的故事。读小学四年级

时，她就大胆地在日记

里写下这样的计划：写一本书！

很快，她就写出了小说《魔屋》的开

头，还设计了“冰封”、“火炼”等一大堆

“门”……对于她当时的这种念头，爷爷

总是鼓励，还经常打趣地问她 ：“过来几

个门了”？

正是爷爷的鼓舞给了她自信。

杨桉还曾经模仿教材上的诗歌自己

写了一首诗，爷爷特别高兴地表扬了她。

她便尝试着进行创作，尝试着把自己生

活中的所见所感写成故事，于是一件件

作品就这样产生了。《魔屋》、《魔岛》、《精

灵物语》、《凤印》，一个接一个，像约会

好了，从她的脑海里跳出来，从笔尖下

流淌出来，并相继在《文学少年》、《青

年作家》等刊物发表。

随着作品发表日益增多，杨桉在创

作上也开始有了自己的独特感悟。她意识

到了自己需要开拓视野，于是她更加疯

狂地迷上了读书。她爷爷时常感叹 ：“我

的藏书都不够她读了”。

阅读几乎占据了杨桉全部的业余时

间。下课间隙，同学出去玩，她在读书；

午休吃完饭，同学在睡觉，她在读书。

她心里已偷偷地埋下了一个文学梦。“生

活就是现实，文学就是灵魂，我喜欢在

夜晚挑灯挥毫，奋笔疾书，静看一个个

字符从指尖跳跃到纸上。”

进京角逐

杨桉喜欢运用童话思维进行创作，

但关注的都是现实人生，体现出来的都

是 一种难得的大 爱 情 怀。如《麦田的

守望》，她把关注重点放在农村留守儿

童、留守老人身上，细腻地呈现他们的

生活和情感状态，用一种童真的思维

视角为他们解决各种难题，让他们享

受人间的真情真爱。再如《一百滴眼泪》

情系孤儿，《月牙儿花》更是涉及了生态、

环保等问题。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问杨桉，为什么

会选择弱势群体作为自己创作的主题？

这姑娘显得非常理性 ：“因为留守儿

童、老人、孤儿等等，这些都是在生活

中经历苦难的人。他们需要有人为他们

执笔代言，让人们更多地了解他们，从

而去帮助他们。” 问及写作动机，她坦

白只是很偶然的在电视节目里看到了这

些人眼角的泪珠，看到了农村的茫茫麦

田，猛然间觉得很震撼。

《麦田的守望》可谓呕心沥血之作。

整整两个假期，杨桉每天坚持写几千字，

累得要吐。

杨桉想，如果自己的写作能让留守

儿童引起大家的广泛关注，那就值了。

这个作品最终不负众望，荣获第 15 届“中

国少年作家杯”全国征文大赛作品集类

一等奖。杨桉也被评为中国少年作家班

年度“十佳”学员、获得“百名少年作家”

荣誉称号。

让人惊讶的是，不久后，杨桉关注

孤儿的长篇魔幻小说《一百滴眼泪》又

获得了第 16 届“中国少年作家杯”全国

征文大赛作品集类一等奖。

小小年纪，就能对生活满怀悲悯和

柔情，这或许也是 一种先天的文学馈

赠吧！

“女神”的感悟

现代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少年作家

杯”全国征文大赛的获奖作品集，选编

了《一百滴眼泪》的开头部分。这部分

内容获得中国少年作家班小朋友们一致

的夸奖，她们称杨桉为“女神”。

作家班在京活动期间，中央电视台财

经频道主持人温梦欣问小朋友们，女神

漂不漂亮的时候，小朋友齐声回答 ：“漂

亮！”可杨桉想的却是她不要这种昙花

一现的美。她要写出真、善、美的经典

作品，让读者记住她给他们带来的美好，

从而记住作家杨桉。

今年暑假，杨桉去北京参加中国青

年作家杯的首届小说剧本类一等奖的颁

奖典礼，因为之前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

她大胆地参加了这一届的中国青年作家学

会理事会副主席的竞选，并成功被聘任。

她曾说自己一度看到优秀的的网络

作家也挺羡慕，但是她想要的是超越他

们，创造更大的价值。让读者看到除了

网络文学外，还有更好的作品。不仅好看，

还有意义。

然而，让人费解的是，为什么中学

时期杨桉的作品很多，进入相对自由的

大学后作品反而少了？对于这个问题，杨

桉坦诚告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现在

的创作进入了瓶颈期，正在深刻反思。”

我心里有束光

写作之路不可能一蹴而就，杨桉也

并不是没有遭遇过挫折。

还在她读初一时，她的同学看她的

书，有人说荒诞、有人说幽默、有人说

搞笑、也有人说看不懂，“什么意思啊？”

“太可笑！”“还把人物和动物放在一起，

太低幼！”“受不了啦！”“无语了”……

每每这时候，她会适当和同学进行交流，

但依然坚持自己的创作思路。

她借用《红楼梦》里的一句话进行

总结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

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遇上思维枯竭的时候，往往相当痛

苦，这时候杨桉会选择走出屋子，散散步，

去享受生活，去发现生活中的美，慢慢

等待灵感的到来。

这样的情思在她的处女作《劝架》

里就初见端倪：

一个五岁的孩子在楼下玩沙子。一

个卖大米的小贩沿路叫卖，赶着毛驴车

进了院子。不成想，小毛驴撒了一泡尿，

气味迅速在空气中弥漫开来。周围开始

埋怨有臭味，有人被熏跑，有人索性大

骂卖米的小贩。小贩也急了，脸色通红，

差点儿就用鞭子抽人。这时，孩子扔下

手里的沙子，走到马车前说 ：“这毛驴

驮这么多米。它多累呀！它撒 就撒呗，

我咋没闻到臭呢？”听她这么一说，小

贩由怒转喜。一位老奶奶对邻居们感叹：

“咱们整天学习佛法，都不如孩子有善

根啊！”

在这个故事里面，受累的毛驴，怨声

载道的邻居们，暴躁的卖大米的小贩，

都是社会底层受生活压抑的人群的剪影，

作者却用童稚的善良，顷刻间化戾气为

祥和，让人感到融融的暖意。

现在，杨桉已是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文学院大二年级的学生，担任班级学习

委员。老师同学眼里的她是一个善良可

爱的人，喜欢唱歌，有点小迷糊，比如

常常会拿错上课的书本。但她的思维天

马行空，对文学作品总能提出让人觉得

出乎意料的观点，老师们都喜欢喊她回

答问题。

关于自己的创作之路，她说：创作

是昨天的爱好，今天还一直在坚持。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段湘怀

14 岁加入沈阳市作家
协会 , 成为沈阳市最小会员
作家；17 岁出版了《月牙
儿花》、《麦田的守望》、《一
百滴眼泪》三部作品。多
次荣获“中国少年作家杯”
全国征文大赛作品集类一
等奖。今年 7 月 30 日被聘
为中国青年作家学会第五
届理事会副主席……这就
是杨桉，一名就读于湖南
人文科技学院文学院的大
二女生。

在快餐文化盛行、高雅
文学式微的当下，诗人只
留下依稀的背影。大学的
文学院、中文系成为清冷
的场所，文学不知道何去
何从。很多学中文的学生
抱怨“学中文没用”，为自
己浑浑噩噩的大学生活寻
找借口。但是，这个 19 岁
的女孩却认准了自己的专
业：汉语言文学，并且确
定了自己努力的方向：成
为一名作家。

杨桉最打动记者的地方并不是她

小小年纪就写出了那么多作品，而是小

小年纪的她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弱者所

持有的一种悲悯同情之心，一种想要尽

力帮助他们的善良和博爱的情怀。因为

年龄的关系，因为阅历的有限，她的

作品无疑有许多稚嫩的地方，但她的博

爱和善良让她的稚拙的文字直达心灵

深处，触摸到我们心灵最柔软的地方。

让我们不由得反思，一个孩童都能对

世人、对社会抱着这样一种博大包容

的情怀，作为成人的我们到底是在哪里

迷失了自己。

现在，作为大学生的杨桉比之以前

自然更加成熟，主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

她理论功底也更加厚实。再加上她深

刻的自审意识，记者相信她一定会尽快

突破自己创作中的瓶颈。让我们一起期

待她新作品的问世吧。

记者手记

杨桉在领奖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