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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最了解孩子？谁最能牵引孩子的目光？谁能真正跟孩子做朋友？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不止一个，但有一个必不可少：儿童
文学作家。中国家长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苦恼：如何让孩子远离电脑和游戏，爱上书本和阅读 ? 中国家长还有一个共同的习惯：
盲目相信各种所谓的儿童问题专家，在众说纷纭中纠结徘徊。其实，你的苦恼也许只需一本优秀的童话就化解了，你的迷惘可
能从认识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时就开始慢慢释然。现在，机会来了，我们推出了“湖南知名儿童文学作家专访”系列。他们，会
用另一种方式告诉你，怎样从阅读开始重新贴近孩子、认知孩子、引导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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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知名儿童文学作家专访系列之四——周静

希望我的孩子在起跑线上走慢一点

扫一扫，更多精彩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章清清
供图 / 受访者

“ 作 为 一 名 儿 童 文 学 作
家，我对孩子心灵世界的关
照与感受更多一点，所以，
我不在乎我的女儿是否要赢
在起跑线上，我更希望她拥
有感受幸福的能力。”

这 是 80 后 儿 童 文 学 作
家周静的育儿观。虽然也是
一个 7 岁孩子的妈妈，但是，
显然她与很多年轻家长对待
孩子的成长态度不一样，她
更关注孩子内心世界里最细
微的感触。

去年，周静凭借《一千
朵跳跃的花蕾》获得了第十
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这
是我国儿童文学的最高奖，
足够有分量。但是，获奖对
她来说，已是稀松平常的事。
现任《小学生导刊》编辑的
周静，此前已出版有长篇童
话《牛角洲旅店》、《叮当响
的花衣裳》、 《七岁汤》、 《栀
子花开了一朵又一朵》、《申
奶奶的杂货铺》以及短篇童
话集《跟着音符回家》等多
部儿童文学作品，先后多次
拿下全国儿童文学奖、冰心
儿童文学新作奖、张天翼儿
童文学奖、“大白鲸世界杯”
原创幻想儿童文学奖等奖项。

也许是获奖颇多的缘故，
周静对待作品就如同对待孩
子的态度，顺其自然，注重
感受。“我喜欢儿童文学那种
独特、温暖的单纯。这种单
纯欢快而明亮，即使面对复
杂、沉寂甚至黑暗时，依然
能熠熠发光。这是一种力量，
让人心生希望。”

阅读改变了沉默寡言的孩子
“我在湘阴农村长大。小河、田野、

树林、村庄就是我所熟知的世界。小河

流过我们的村庄，经过一片小树林之后

汇入了洞庭湖。小时候，我以为那里就

是世界的尽头。在我目光所及的尽头，

一个看不见的想象世界飞扬生长。”10

月15日，周静这样感性而细腻地跟记者

描述她的童年时代。她说彼时的自己是

一个沉默的，喜欢沉浸在内心世界的小

女孩，是阅读给她打开了一扇通往神奇

世界的大门。

周静的父亲是一名乡村小学的老师，

对于这个沉默的女儿，他表达爱的方式

是给她带回一本本课外书去填补她乡村

生活里的孤独时光。

阅读让周静由此爱上了文字、爱上

了文学。长大后她考上了湖南师范大学

汉语言文学专业，2004 年毕业后又机缘

巧合地成了《小学生导刊》编辑部的一

名编辑。

“一开始确实没想过往后会成为一

名儿童文学作家，当时，主编是为了让

我们这些刚进来的新编辑尽快找到儿童

文学的语言感觉，就要求我们写一写童

话故事什么的。就这样，大概花了两三

个月的时间我就创作了第一篇童话故事

《木龙找新娘》，一年后在当时的《儿童

文学》杂志上发表了。”

周静的儿童文学创作之路由此打开，

她说自己从小沉默寡言不喜欢和人打交

道，而儿童文学创作帮她找到了与世界

打交道的方式。“儿童文学那种独特温

暖的单纯是一种强大而无形的力量，让

人心生希望。于是，我一次次试图在我

的作品里传达这种力量，传递希望”。

很长一段时间里，周静的创作之路

一路顺遂，作品《牛角洲旅店》、《叮当

响的花衣裳》、《七岁汤》、《栀子花开了

一朵又一朵》、《申奶奶的杂货铺》等屡

获大奖。但此后，她就渐渐陷入一种迷

惘，既害怕风格和写作手法的重复会阻

止自己的创作发展，又常常为寻找突破

而焦虑。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周静完成了结

婚生子的人生大事，特别是有了女儿后，

她发现自己和世界相处的方式开始改

变，而她也在这种过程中渐渐找到了新

的创作突破方向。之后，她创作出了《一

千朵跳跃的花蕾》长篇童话，讲述了“我”

的 12 个姨不同的性格以及她们既真实

又荒诞的故事。12 个姨，代表着12 种

从生活中悟出来的哲理，充满智慧和诗

意。这部作品被中宣部列入2015年度“优

秀儿童文学出版工程”，2017 年更是获

得了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如果说我以前的作品主要弘扬的是

美、自由这样一些比较形而上的主题而

和现实世界相隔离的话，那么，在新的

作品里我开始尝试和生活对话，我觉得

这就是我现在在创作上的根本变化。”

这才是最好的亲子阅读
因为长期与文字打交道，

对于家长们目前普遍关注的少

儿阅读，周静也有自己的看法。

“要警惕校园流行刊物对

孩子阅读的损害。”周静说，

不是说，只要孩子拿着一本书

就是在阅读，如果，孩子时常

阅读的是那种粗劣的，只提供

搞笑猎奇故事的流行刊物，它

首先会消耗孩子大量的时间，

其次，损害了孩子对阅读的期

待，让他以为阅读就是消遣，

错过了阅读培养的敏感期。实

际上，真正的阅读是对人心灵

世界的激发和享受。

对于亲子阅读，周静认为

不是你给孩子朗读一本书就是

亲子阅读，最好的亲子阅读，

是找到你和孩子都共同感兴趣

的书籍，或者在一本书籍里找

到各自感兴趣的点共同阅读并

相互交流，“这样的亲子阅读

家长才会觉得不累，孩子也会

有更有乐趣。”

当然，再好的阅读方式也

可能要因人而异，周静为此专

门跟记者说了一个让她很有感

触的故事。有一次，周静在浙

江给当地的孩子做演讲，结束

时一个小女孩问她：“您能不

能写一个我家乡的故事？”。

周静想自己是个湖南人，怎么

可能来写这个孩子家乡的故事

呢？可仔细一听，小女孩的困

惑却很具体，她说她老家在河

北，是随父母迁居到了浙江，

因此孩子没办法了解或描述自

己的故乡。“这让我想到了一

个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

从小随着父母工作的变动不断

迁居，显然，这种不安定和动

荡对孩子的成长来说是有影响

的，故乡的概念于他们来说，

就是模糊而缺少感受的。那么，

我们能不能让优秀的儿童文学

作品为在为孩子送去精神抚慰

的同时，帮助她们在阅读中建

立了一个永远的故

乡 呢？ 这

是我在思

考的，也

是这些家

长应该思

考的。”

培养专注力就这么简单
女儿今年 7岁了，作为一名长期关注

儿童世界的作家，人们难免不好奇周静

的育儿之道，是否和普通父母有不同呢？

“其实在教育方式上，我跟大家一样

并没有更多技巧，只是在心态上我可能没

那么焦虑吧。”周静说，她的女儿现在读

二年级，她目前没有给她报任何培训班，

女儿只要完成在学校的学习，其他时间都

属于她自己。

“相对于很多家长希望孩子将来有多

么优秀，我更看中的是我的女儿将来是否

能拥有幸福生活的能力，我不希望她一

开始就赢在起跑线上。相反，人生的道

路很长，我希望她走慢一点，攒下劲来走

得更长远一点。”

但对女儿的培养周静并非完全无为而

治。有一次她和朋友一起带孩子去一个

风景名胜地游玩。在景点门口，两个孩子

却对门口一个斜斜的水泥斜坡感了兴趣，

把它当成了天然滑梯，两个人爬上来滑下

去玩得不亦乐乎，根本不愿意再进去看什

么景点。朋友执意要强行终止两个孩子

的游戏，赶紧去逛景点，周静却制止了，

一直陪着让这两个孩子玩到尽兴，最后，

连景点也没看上。

“我们常常说要培养孩子的专注力，

想很多办法，实际上，让孩子在他感兴趣

的事情上持续地投入，不就是一种专注

能力的培养吗。”

周静承认因为长期从事儿童文学创

作，她对孩子心灵世界的关注和理解确实

比普通家长要更细微更具象一些，也因

此，她更愿意以遵从孩子内心世界真实

感受的方式去陪伴他们成长。

周静说，成人对于孩子的想法常常是

以成人的角度揣摩出来的，这也因此让家

长和孩子之间的交流始终隔着一座看不见

的桥梁。比如说，晚上孩子一个人上厕所，

很多孩子都会说害怕。一般家长就会鼓

励说，“要勇敢点，不要害怕”，但如果

我女儿说害怕，我什么都不会说，就会过

去陪她把灯打开，我觉得这种勇敢不叫勇

敢。孩子恐惧黑暗是一种本能，不要强

迫他去克服，家长走过去陪着他一起把

灯打开，照亮的是彼此依偎的温暖。什么

是真正的勇敢，是他能克服认知意义上

的恐惧后而去积极行动的勇敢，我希望我

的孩子拥有的是这样的勇敢。”

周静的
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