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们的童年可能跟你一样“狼狈”
“文学家风”系列是新世纪出版社编辑李碧

梅用时 6 年完成的一套丛书。四对作家父女也是

通过反复遴选才成了这套家风故事的主角。他们

分别是：董宏猷和董菁，孙建江和孙雪晴，孙云

晓和孙冉，常新港和常笑予。在儿童文学等领域，

他们都是来头不小的“大咖”。

董宏猷，湖北省作协原副主席，儿童文学作家，

曾创作《一百个中国孩子的梦》。女儿董菁以影评

创作为主，著有《巴黎小姐的午夜》。这次，父女

俩合作的新书叫做《80% 的爸爸》；

孙云晓，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

家，被誉为教育改革先驱，擅长写报告文学。女儿

孙冉曾长期担任中国新闻社东京分社社长，如今是

日本最大华文媒体《东方新报》的总编辑。父女俩

合作了丛书里的《遇见文学的少年妙不可言》；

孙建江以文学评论创作为主，作品曾获中国图

书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冰心奖等国家和全国性奖项二十余次。女儿孙雪晴

目前是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博士，也是在校教师。

在“文学家风”系列里，父女俩合著了《闲聊也是

正经事》；

常新港擅长儿童成长小说，共出版长篇小说十

三部。女儿常笑予现在是一名童书编辑、儿童文学

作家，著有《黑猫叫醒我》等小说。此次父女合著

的新作叫《爸爸的两个童年》。

看起来，这些“文二代”们的“成功”之路似

乎从出生就注定了。不过，当你打开这套书，你

就会发现，其实，她们的童年也很狼狈！

像大多数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一样，董

宏猷在董菁小时候，也喜欢逼她上各种各样的培

训班，到了周末，他还要把女

儿关在房里写作文……

“我那时候害怕她‘失败’，

所以轻 视了她自己的 选 择，

导致很长一段时间让她承受

了由家长转嫁来的焦虑和压

力。”在回忆女儿童年的成长

经历时，董宏猷坦白自己也曾

急功近利。

“把我关在家里写作文，

那不是一种自愿的写作，强

迫下的写作是不健康的，也

不是一种合理的创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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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高考还有 20 多天，这是无数家长最
为紧张也最为期待的日子。此时，一批“别
人家的孩子”带来的刷爆朋友圈的优秀高
考作文又将横空出世。可我们都知道，成
为“别人家的孩子”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而是十数年努力的结果。比如，接下来要
出场的“文二代”们。

近日，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文学
家风”系列丛书，每册都由女儿和父亲共同
创作。特别的是，这四册书的爸爸们都是国
内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而这四名女儿如今也
都在文坛上赫赫有名。四对作家父女在书中
分别讲述了文学梦如何在亲子之间传递，两
代人如何相互教育、相互影响。这些成长故
事，除了间接回答了“如何成为作家”“怎
样提高写作水平”等一系列家长关心的问题
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能从中感受到文学对
家庭教育不可忽视的作用。

6 月 8 日，“文学家风”主策划人李碧梅
以及父女作家们接受了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的专访，深度解析了这些“成长故事”背后
的种种启发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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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菁说，直到初中父亲不再强迫她写作，反

而让她有了很强的表达欲望。从小阅读广泛

的她，趁着父亲不在家的日子给杂志投稿，

并特意写信向编辑老师说明这是她自己独立

完成的，与作家爸爸无关。

“成长是一个过程，目标就是要‘成人’。

因此，‘成人’比‘成功’‘成才’更为重要，‘成

人’才是成长的正道。”董宏猷将这个反思和

经验写在了“文学家风”系列的总序中。

而作为教育专家的孙云晓，也要面对女

儿在成长过程中的“叛逆”。孙冉小学毕业

时成绩优异，足可上重点中学，但她却执意

要上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日语学校。原因是她

当时看了很多日本的动画片，觉得“日语很

好听”。

“做父母的谁不想让子女上重点中学？”

孙云晓说，通过好几天的沟通，他发现女儿

是真的有学习的热情和决心，尽管女儿只有

12 岁，他还是决定尊重她的选择。“后来女

儿正是因为有了6 年的日语学习经验，并经

常参与中日文化交流，才能够成为特派记者。

这也说明了她当时的决定没有错。”孙云晓说。

曾有一段时间，孙冉特别沉迷于网络、

电视，孙云晓也很无奈。后来，他采取了一

个有趣的办法把孩子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

那就是“旅行”。“有一年，我特意带着她‘走

三峡’，那里除了有风景和人文历史以外，更

重要的是船上根本没网络。”孙云晓笑着回

忆，三天断网的船上生活，一家人谈天说地，

至今仍是全家最美好的回忆。  

“教育不是教条，每个孩子的成长都会遇

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李碧梅说，父女都具备

“反思精神”，也是她选择这四对作者的原因

之一。

不过，“文二代”们虽然经历了各种各样

成长的烦恼，但在文学教育和家风传承上，

却都接过了同样的“法宝”。

孩子需要一个爱读书的家长
法宝是什么呢？当你打开“文学家风”系

列，看到他们的家庭照片，答案不言自明。

在这四个家庭里，最不缺的就是书。

孙冉说 ：“我们家有 9 个书柜，是家里最

多的家具。”孙雪晴的感受大致相似 ：“少年

时光，我就是扎在书堆里……”而董菁最深

刻的记忆，也是和爸爸一起逛书店。“爸爸总

是热心地在书房翻翻找找，为我介绍书单。

在我才五六岁的时候，就常跟他一起逛书店。”

后来，即使董菁长大了，每次逛书店爸爸仍

抢着为她付账。

在这样的环境下，女儿们几乎从小就是

在书的世界里长大。尤其重要的是，爸爸们

不仅乐于给孩子买书、为她们推荐书，他们

自身也爱看书，会和女儿一起看书、交流阅

读体会。

比如爸爸孙云晓在孙冉的眼中，最先想

到词总是“勤奋”。“他在家的大部分时间都

待在书房里工作，很少看到他守着电视消磨

时光。就连全家出去旅行，父亲都要带着书

稿，利用路上的零碎时间看，几十年如一日。”

而常常和爸爸打打闹闹的常笑予也发自

内心地认为，自己的文学萌芽与父亲的耳濡

目染息息相关。“我一岁的时候爸爸还用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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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写作，看他每天伏案疾书，有样学样，

趁他不在，我把稿纸上的每一个格子都

用钢笔画上圈。后来长大一些，爸爸去

书店就会带我一同去，他看他的，我看

我的，最后带着各自的‘猎物’回家。” 

常笑予认为，孩子的模仿能力很强，让

孩子觉得读书和写作是一件大人爱做的

很酷的事，孩子自然想尝试。

“文学教育和家风传承在他们的家

庭中是相辅相成的，文学拉近了两代人

心灵上的距离，也为家风传承提供了更

多的可能性。”李碧梅认为，这也是“文

学家风”系列给我们带来的启发之一。

普通家庭也能用上的办法
作家父亲培养出作家女儿，看起来

并不是一件特别意外的事，也许，我们

更关心的是，对于更多的不是从事文学

工作的父母来说，树立爱读书的家风可

能吗？

“当然可能！”作为教育专家，孙云

晓肯定地说，并以女儿是如何成为记者

的为话题，分享了他的教育经验。

首先就是大量的阅读。“现在家里都

有买书、看书的条件，家长最好和孩子

一起读。”其次，可以鼓励孩子多参加

学校的社团，校刊、学生通讯社等。“孙

冉在学生时期，就参加了很多小记者的

活动，从而有了大量的写作实践。”同

时，孙云晓强调，真情实感是引导孩子

写作的前提。“很多孩子在成长过程中，

都会觉得写作文、写周记很难，因为畏

难，所以排斥。家长在引导孩子写作的

时候可以鼓励孩子，写她熟悉的、具体的、

难忘的事情，这样孩子才会觉得得心应

手。”

孙冉写第一篇 3000 字稿件时才读

小学五年级。文章讲述了家里养的一只

小兔子，被隔壁的小弟弟“干死了”，两

个小孩为了挽回小兔子的生命，进而采

取了各种抢救措施。“那篇文章有很多细

节，读起来一波三折，很感人，这就是

真实的力量。”孙云晓说。

孙建江同样也认为，家长应该鼓励

孩子记录真实。他记得，女儿念小学二

年级时写过一篇作文，大意是说，放学

回家发现沿途的墙角下每隔一段就有一

小堆粉红色的小颗粒，她问妈妈这是做

什么用的，妈妈说，杭州在创建文明城市，

粉红色小颗粒是灭鼠药。后来，她为此

写了一篇作文，文末感叹说 ：“原来杭州

的老鼠真多啊。”

“老师批阅作文时，在最后这句下

面画了一道粗粗的红线，还打了一个大

大的问号。大约是说，应该写清洁卫生、

人人有责什么的才好。但我一点也没有

责怪她。作文贵在真情实感，尤其在低

年龄阶段。如果不鼓励孩子讲自己的真

实想法，以后的写作很容易往空洞无物、

虚情假意方向发展。”孙建江说。

除了单纯教孩子“写作文”外，李碧

梅希望，这套“文学家风”系列能带给

读者更多教育上的启发。“做父母的，无

论是从事什么工作，你得让孩子看到你

在为这个家不断努力。其次，父母都应

该和孩子共同成长。”

李碧梅认为，这套书里的四个爸爸

其实就都是这样做的。“看了这四本书的

读者，如果能和作者一样，和孩子记录

共同成长的点滴，不但能促进孩子的写

作热情，还可以大大提升亲子关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