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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圣野童诗的情美世界

卢科利，周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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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圣野童诗在我国童诗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风格鲜明，独具个性。圣野习惯于用诗与世界对

话，用诗与孩子说话，以此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因此其诗的情感世界十分丰富且形式多样：既有浓郁多彩的各

种情感的抒发，也有生动有趣的儿童情趣的展现，还有委婉含蓄的情理的折射。圣野是一位童心永存的真正的

儿童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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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诗人圣野一辈子热爱儿童，一心一意为儿童
创作童诗，对我国童诗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鉴于他对童诗创作的特殊贡献，第２３届陈伯吹儿童
文学奖特授予他“杰出贡献奖”的荣誉称号。在颁

奖词中，对他有这样的评价：“圣野是一位真正的诗

人……他用诗对世界说话。他用诗对孩子们说话，

他还执意地让孩子们用诗对成长说话，对未来说

话。”［１］这是对他一生为儿童创作童诗的充分肯定。

对此，韦苇先生也曾这样评价道：“圣野是新中国童

诗的催生者，圣野是新中国童诗的接生者。圣野是

新中国童诗的栽花人，圣野是新中国童诗的护花

人。”［２］圣野在我国童诗发展史上的突出地位是有目

共睹的。

圣野的诗歌创作源于高中时代。１９４２年，他的
第一首诗《怅惘》在“学生园地”上发表，这极大鼓励

了他的创作热情，从此，他就走上了诗歌创作的道

路。在他创作的７０多年岁月里，出版了《欢迎小雨
点》、《春娃娃》、《竹林奇遇》、《雷公公和啄木鸟》、

《爱唱歌的鸟》等六十多本诗集，他还出版有《诗的

散步》、《诗的美学自由谈》、《圣野诗论》等诗歌理论

著作，可谓硕果累累。

在数十年的童诗创作中圣野十分注重诗的情感

表达，他曾多次提到：“诗人用诗，表达自己的情

感”；“感情，是诗的生命”；“诗是心灵的地震，随着

情感的跳动而跳动”；“诗是感情的燃烧”［３］７１－７９。而

阅读圣野的童诗，更不难体会诗人在诗句中所透露

出的或浓厚或细腻的情感表达。当然，诗人抒发情

感的方式并非千篇一律，有时是寄情于景、借景抒

情；有时是将情感寄予天真烂漫的童趣之中，如他所

述“诗是平等的，它站在平等的角度，来写我们孩子

自己的事情”［３］１４９；但有时他又将深深的情感寄托在

谆谆的教诲之中，将生活的哲理隐含在情的宣泄中：

“诗，是诉诸感情的艺术，它以亲切的情愫，轻轻地

拨动着人们的心弦。诗，又是诉诸理性的艺术，它以

它雄辩的哲理，激励着人们，对生命的意义，往更深

处追寻。”［３］１５５下面，让我们带着一颗童心，共同走进

圣野童诗的情美世界，领略圣野圣洁真挚的童诗情

感世界。

一
!

圣野童诗的情感美

李元洛在《诗美学》中曾说道：“情感，是艺术创

作的动力，也是艺术创作的核心。在所有的文学创



作中，诗是一种最长于抒情的文学样式，可以说，诗

是一种主情的或表情的文学样式，情感，不仅是诗的

活动的原创力，也是诗的生存价值的主要依据之

一。”［４］７８

圣野是一位特别善于体会生活、观察生活的诗

人，在他的世界里，所见所闻都可以进入他的诗的世

界。他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对生活和自然充满了

感情，因此，生活的点点滴滴，大自然的一景一物都

能激发他热烈的诗情，成为他笔下绚烂多彩的诗文。

其中既有抒发对祖国、对大自然的深切热爱之情；也

有抒发乡情、亲情，特别是表现母子之间的深厚情

感；还有抒发各种友情的：有对朋友的怀念和朋友间

的相互理解，有表现孩子与动物间的亲密友情的等

等。

（一）抒发爱国之情

圣野年青时十分推崇诗人艾青，受艾青早期诗

歌爱国主义诗风的影响，因此在他的童诗中也有许

多抒发对祖国的热爱之情的诗，而且意韵深厚、意境

开阔。

如《圆圆的想念》一诗：“中秋节的夜晚，／妈妈
做了只大月饼，／比面盆还要大，／比面盆还要圆。／
她托起天上的月亮，／把她圆圆的想念，／带给日月潭
边看月亮的娟娟。／可怜的妈妈呀，／瞪大了两只／圆
圆的眼睛，／怎样也舍不得／咬一口这只月饼，／她怕
缺了一只角，／她在台湾的娟娟，／就不能够回来／和
家里人团圆”。在这首诗中，虽然诗人写的是一位

在大陆的母亲思念她在台湾的女儿，可是在反复阅

读诗句后，不难发现诗中别样的情感。这首诗写于

１９８０年３月１０日，而在１９７９年的元旦，大陆就发表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

胞书》，郑重宣告了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

大政方针。在这样的背景下，这首诗中的母亲是否

也可看作是“祖国大陆”的象征，而“娟娟”则可喻为

台湾的化身。诗人在这首充满深厚感情的诗中，表

达了大陆人民期盼台湾回归，祖国早日统一的热切

希望。

再如《太阳、红旗》一诗：“太阳公公升起来了，／
小朋友们说：／太阳公公，／您早！／红旗升起来了，／
红领巾们说：／祖国妈妈，／您好！”圣野在这首诗中
只描写了两个景象：一是太阳升起；二是红旗升起。

但这两个景象之后则是孩童热情的话语———向太阳

问早，向祖国问好。向太阳问早，既象征一天的开

始，也表现出对新的一天充满渴望；而看到升起的红

旗，红领巾们向祖国敬礼问好，则表现出少年儿童对

祖国的热爱和崇敬之情，因为五星红旗就是祖国的

象征。这短短的几句诗尽管没有直接抒情，但其中

所蕴含的浓浓的爱国之情是不难让人领悟的。

（二）赞美自然之情

美学家李元洛曾说：“自然事物之所以成为人

们的审美对象，是和人们对它的主观审美评价分不

开的，是人们的思想意识与主观感情对自然美作审

美观照后的结果。”［４］５６５对于圣野而言，从小在乡村

长大，对乡野的山山水水充满了感情，大自然似乎就

是他的故乡，因此面对大自然他总有抒不完的情，浓

浓的诗意中蕴含着对故乡的留恋之情。

例如《湖》：“湖的心胸好大，／什么都能装得
下，／湖装下了小船，／装下了绿树，／装下了十里亭
台，／装下了万里云天，／装下了星星与月亮和太
阳。／湖是宽容的，湖拓宽了／人们的视野，／湖拓宽
了／耀眼的风景线”。这首诗紧紧围绕着湖来写，并
用拟人化的手法把“湖”喻为一个心胸宽广、志向高

远的巨人，能容下世间万物，能拓宽人们的视野，而

成为一道“耀眼的风景线”。试想如果诗人不是因

为对自然的无限热爱和崇拜，又怎能有如此大胆的

想象和比喻？又怎么能写出这样意蕴深刻的诗句

呢？

再如《夏天》：“悄悄地，悄悄地／我像一个活泼
泼的／爱爬杆子的绿孩子／伸着小腿儿到处爬／爬呵，
爬呵／给树，／添上绿叶／爬呵，爬呵／给葡萄架，／披上
绿纱／爬呵，爬呵／给墙／绕上绿藤／爬呵，爬呵／给小
山坡／穿上绿衣／人们都爱／人们都爱／这么夸奖我：／
这一个绿孩子／真勤劳／……”诗人用拟人化的手法
来写夏天的到来，他把夏天形象地比喻为一个顽皮

的绿孩子，赞美这个勤劳的绿孩子给人们送来了凉

爽，表现了诗人对大自然这个可爱调皮的“绿孩子”

的由衷的喜爱，只有爱得深，才能将一个抽象的概念

幻化为如此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其实《夏天》只

是圣野的组诗《春娃娃》中的一篇（组诗改为《夏弟

弟》），他还用同样的笔法写了《春娃娃》、《秋姑

姑》、《冬爷爷》另外三首四季童诗，并以《春娃娃》冠

名。这组诗曾获得第二届全国儿童文艺创作奖的二

等奖。

（三）多角度的亲情抒发

英国湖畔派诗人华滋华斯说过：“一切好诗都

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４］８９只有爱之深，才有情之

切。圣野对生活的热爱使他对身边的每一位亲人都

充满了感情。在童诗中，他从各种角度来表现对亲

情的感受和关切，通过展现生活的细节以及写景状

物来抒发这浓浓的亲情，其叙写的角度也有所不同：

有时候是从孩子的角度来写他们对母爱的依恋之

情，有时候则以成人俯瞰的视角来表现长辈们对孩

子的深切关爱之情。

１．孩子对母亲的依恋之情
圣野的《到母亲那里去》是这样表达的：“水

呵，／汨汨地向前流。／水说：／‘我到母亲那里去。’／
叶子呵，／呼呼地往下飘。／叶子说：／‘我到母亲那
里去。’／孩子呵，／笃笃地往前跑。／孩子说：／‘我到
母亲那里去。’／所有的孩子，／都是快乐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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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要有母亲，／在那儿等待。”这首童诗通过对
水的流动、叶子的飘落和孩子的奔跑，形象地描绘了

“我到母亲那里去”的迫切渴望，所有这一切都是为

了表达孩子对母亲的无比依恋，三次反复无疑一次

比一次更加强了这种情感的热切程度。

再如，《如果你是……》：“妈妈，妈妈／如果你是
一棵树／我就是你树上的一片叶子／妈妈，妈妈／如果
你是一口湖／我就是你湖上的一只小船／妈妈，妈妈／
如果你是一片蔚蓝的天空／我就是飞在天空上的一
只小鸟／妈妈，妈妈／如果你是一个甜甜地梦／我就是
开放在你梦里的一朵奇异的小花”。这首诗同样以

孩子的口吻对母亲作了种种的假设比喻，不论母亲

是树、湖、天空还是梦，孩子始终都与母亲不可分割。

这些天真的假设由衷地表达了孩子与母亲不可分割

的亲情血缘关系。

２．家人对孩子的呵护之情
圣野的《孩子睡着了》写道：“孩子睡着了／妈妈的

一只手／老是放在／嫩藕一样的／孩子的手背上”。这首
诗从孩子入睡时母亲的一只手的状态出发来写母爱的

情深：孩子在母亲的臂弯里安恬地睡着了，可母亲仍舍

不得将托着孩子的一只手放下，生怕惊动了孩子的美

梦，可见母亲对孩子的细心呵护和无比关爱。

再如《病》：“我病了，／外婆送来了／甘蔗；／舅舅
送来了／橘子；／奶奶送来了／蛋糕……／我的桌子
上，／放着／满桌子的东西！／开心呀！／开心呀！／我
说，／我喜欢／天天都生病”。这首诗写的是更宽泛
的亲情，孩子生病之后，受到了家里亲戚长辈们的各

种关切问候，孩子看到满桌的水果和食品，深切地感

受到来自亲情的温暖与幸福，于是忍不住天真地想

“我喜欢／天天都生病”。

（四）歌颂纯洁的友爱之情

在诗歌创作中，感情的真实包括内在的真实和

外在的真实。前者是指诗人抒发的感情是他体验过

并为之激动过的感情；后者是说诗人的感情或感情

体验，符合客观事物的真实以及客观事物的规律

性。［４］８３

在圣野诗歌的情感世界中，还包含有更宽泛广

义的友爱之情。这种友情既有孩子与孩子之间纯洁

的友谊，也有孩子和动物之间的别样友情，同样十分

真实、亲切、感人。

例如《金龟子想妈妈》一诗：“小金龟子／想妈
妈，／呜呜呜，／哭着要回家了／萤火虫，／打着灯笼，／
送了一程／又一程”。这首诗很简单，却让人回味无
穷。夜深了，小金龟子找不到回家的路，很想妈妈，

急得都哭了。可是这时候它的小伙伴萤火虫出现

了，帮它打着灯笼，照亮了回家的路。其表达的似乎

是昆虫之间的友情，但其实暗喻着孩童之间的真挚

友情，很天真也很单纯，在伙伴需要帮助的时候，他

们会立刻伸出友爱之手。

再如《一封会蹦跳的信》。在这首诗中，我们很

明显能看到一个小女孩对她收到的信的爱护。她躲

在角落偷偷读信，读着读着还笑了出来，可见信里的

内容十分有趣。那幸运的信是谁寄给她的呢？看女

孩对信的珍惜，可猜想是她许久不见的伙伴寄给她

的，信里讲述了伙伴的趣事。在诗中，通过描写女孩

偷着读信、笑着读信等细节表现出她和伙伴之间深

厚的友情，这种友情也使读诗的人感到十分温暖。

还有《亲密的联盟》：“人唱歌／鸟来和／人和鸟／
从来就是／亲密的朋友／人和鸟／联合起来／捕捉／树
上的害虫／一声枪响／毁坏了／人鸟之间的／亲密的联
盟”。在这首诗里，很明显能够感受到诗人想表达

的人与动物和睦相处的期盼。人和鸟是朋友的时

候，他们能一起捕捉害虫，但是当人为了一己私利，

向鸟开枪时，他们之间的友情就断绝了。圣野在诗

里写出了人和鸟的亲密联盟从建立到破裂的过程，

同时也表达出了他渴望这份友情能永远延续下去的

真心期盼。

二
!

圣野童诗的情趣美

童诗是写给儿童的诗，是反映儿童生活的诗，而

儿童在我们看来最大的特征就是童心无邪、天真烂

漫。他们的话语常常是妙趣横生，他们的行为常常

令人开怀大笑。我们所说的儿童情趣通常指的就是

儿童的心理行为情感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有的趣

味，它包含着童真、童情和童趣等多种内涵。圣野作

为一名深谙儿童心理的儿童诗人，他的童诗自然不

乏儿童情趣。他诗中展现得最多的就是生动活泼的

儿童形象，内容也大都取材于鲜活的儿童生活，可谓

是站在儿童的角度写儿童，因此，童真、童情和童趣

在他的童诗中随处可见。

（一）童真之趣

天真、单纯是我们赋予孩子最大的标签，所以在

孩子的世界里，事物也是接近简单和可爱的。因为

他们的天真和可爱，所以他们的语言总是能别出心

裁，让大人开怀大笑。圣野的童诗常常以孩子的视

角来表达，所以在他的童诗中，童真之趣比比皆是：

例如《蜗牛和飞鸟》：“为什么／我总是觉得，／星
期天这天，／总比星期六，／过得更加快？／因为星期
六，没有玩具，／爬起来，像只蜗牛；／星期天，有动物
园，／飞起来，像一只鸟。”这首诗以孩子的口吻和心
理来讲述他们的抱怨：星期六没有玩具，孩子过得很

无聊，就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像蜗牛爬；而星期天可

以去动物园，孩子玩得很开心，就觉得时间像飞鸟一

样过得很快。这种富有童趣的比喻会让孩子产生共

鸣的。

再比如《榕树老公公》：“榕树老公公，／胡子一
大把。／我问他年纪有多大？／榕树老公公没回答，／
洒下一树绿荫，／让我快坐下……”这首童诗将老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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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的形象拟人化，变成一个胡子一大把的老公公，这

种富有趣味的比喻实在太形象了。因为在孩子看

来，一切自然之物都是可以和人交流、和人相处的。

老榕树因为年岁悠久、树枝丰满，“我”把它看成了

老公公的胡子是很自然的，但当孩子问榕树老公公

年纪时，他却没有回答，只是洒下一树的绿荫让

“我”坐下。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情景，平添了

另一种温情。

（二）想象之趣

“诗人最重要的才能就是运用想象……艺术的

美丽来源于以丰富的生活为基础的丰富的想

象。”［５］１４５想象也是一首好的诗歌的最大优点，圣野

也曾提到“没有翅膀，就没有鸟，没有想象，就没有

诗。没有美丽的想象，诗就飞翔不起来。”［３］４８圣野虽

然是一位成年诗人，但是他的童诗总能把握住儿童

的心理，将儿童的想象之趣带进诗中。

例如《磨刀石》：“月亮把夜空／当做一块蓝幽幽
的／磨刀石／磨亮了镰刀／她就要去收割／像麦粒一样
成熟的／满天的星星了”。看到夜晚的天空，“我”发
挥极致的想象力，把天空想象成磨刀石，而把明亮的

弯月想象成镰刀。镰刀是用来收割庄稼的，所以

“我”又大胆地把星星想象成丰收的麦粒。这样一

来，寂静的夜空就成了一副美丽的丰收图画。圣野

巧妙地运用了儿童的思维特征，描摹了一副别样的

星空夜景，让小读者耳目一新，别有一番童趣。

再比如《追》：“向小鸟借对翅膀，／向小猫借双
眼睛，／妈妈呀妈妈，／我要在夜空飞行，／去追月亮，／
去追星星……”孩子总是喜欢幻想的，在天空遨游

是许多孩童幼时的梦想。圣野就是抓住孩子的这一

梦想，写了这首诗。诗中的孩子想要在天空飞翔，追

逐月亮和星星，而要完成这个目标，他想到的是要向

小鸟借翅膀，像小猫借眼睛这样有趣的事。看到这

样的诗句，大人会为孩子的稚气会心一笑，而孩子则

会为这一创举感到十分的惊喜。

（三）幽默之趣

林语堂说：“其实幽默与讽刺极近，却不定以讽

刺为目的。讽刺每趋于酸腐，去其酸辣，而达到冲淡

心境，便成幽默……幽默只是以为冷静超远的旁观

者，常于笑中带泪，泪中带笑……”［６］在圣野的童诗

中，同样也有这样的幽默之趣，语言俏皮有趣，又能

让人会心一笑。

例如《神气活现的兔子》：“有那么两个／神气活
现的兔子，／拍拍胸膛伸伸腿，／好像真有两下子。／
一个说：／‘我敢去摸／老虎的爪子。’／一个说：／‘我
敢去拔／老虎的胡子。’／可有一天，／当他们远远地
看到／一把椅子的时候，／却给吓得昏过去。／虽然椅
子上坐着的，／还不是真老虎，／而只是披着／一张老
虎皮。”这首诗写了两只神气活现的兔子，只知道吹

牛，可遇到危险的时候，原先夸下的海口，似乎从来

不存在一样。这种只会说不会做的行为，为人所不

耻。可是在生活中，这却是孩子和大人都会犯的一

个错误———好高骛远。诗人在此用两只狂妄自大的

兔子作比，幽默地告诉小读者做人必须脚踏实地，过

分地狂妄自大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再如《等一下》：“他叫啥名字，／他叫等一下。／
他做图书员，／别人来借书，／他说等一下。／烧饭烧
焦了，／催他关煤气，／他说等一下。／奶奶生病了，／
要他去买药，／他说等一下。／胡子等白了，／等成大
傻瓜，／还说等一下。”诗里描写的主人公不管遇到
什么，他都说“等一下”。圣野写的这个“等一下”先

生，正是对生活中那些喜欢拖拖拉拉的孩子的善意

讽刺，让孩子们引以为戒，告诉他们“今日事今日

毕”的道理，如果今天的事拖到了明天，明天还有明

天，那么最终将一事无成。

三
!

圣野儿童诗的情理美

诗歌作为一种象征性很强的文学体裁，它的表

达方式往往具有委婉含蓄的特征，诗人常常用象征

的手法委婉巧妙地向读者阐述一些生活中的哲理。

“深刻而又犀利的思想同饱满而又热烈的感情相结

合，可以诞生优秀的诗篇”［５］９３在圣野创作的众多童

诗中，就有很多属于表现情理性的诗，在说理中饱含

着对儿童的真切关爱之情，因此诗中的情理美便不

言而喻。圣野表达理趣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他经

常用借喻的方式来表达象征意味，通过对生活中的

寻常事物的描写来阐述深刻的道理，使得那些耳朵

已经听得出茧的道理，换了一个装饰，从而更容易进

入孩子们的心里。

例如《开花》：“你一年开了／数不清的花／最不
能忘记的／是脱颖而出的／第一朵／最值得珍贵的／是
顽强拼搏的／最后一朵”。这首童诗通过写花的开
放，向读者说明了人生中急需要做的两件事：一是要

勇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成功就是要敢于展现自

己；二是要懂得持之以恒，一些人的失败，往往就是

因为缺乏持之以恒坚持到底的精神，最后只能功亏

一篑，因此圣野特别强调了“最值得珍贵的／是顽强
拼搏的／最后一朵”！

再比如《车上》：“黑头发，／站起来。／白头发，／
坐下来。／弟弟头发像小鹅，／老公公说：／‘你也
坐！’”这首诗，讲的是很简单的在车上让座的道理，

可在圣野的笔下，这个道理不再枯燥乏味，而是十分

生动有趣。用“黑头发”和“白头发”来比喻尊老爱

幼的关系，这样巧妙的比喻，让人感觉耳目一新，不

知不觉中也就接受了这样的道理。诗的最后还写道

了老人和小孩的互帮互助，这样的画面似乎也在提

醒读者，如果大家都懂得尊老爱幼，那么人和人之间

就能和睦相处了。

（下转第２５页）

１２第４期　　　　　　　　　　　　　　　卢科利，周晓波：论圣野童诗的情美世界



对一部文学作品的阅读体会可能是感动，可能

是震撼，可能是压抑，可能是快乐……但刘东的这部

《镜宫》让我读出的是“智慧”和“思辨”。这种“智

慧”和“思辨”来自于作者刘东对这部小说结构以及

叙事节奏的把握，更体现在小说语言的精致和考究。

小说的主体是交换人生，当南海走进别人的生命轨

迹时，他需要以推理和仔细观察的方式去融入这个

人的生命；当他重新回归到自己生命的进程时，他需

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去推理和判断属于他自己人生的

这一段空白期发生了什么。因此，小说本身就需要

极富智慧的情节上的衔接和充满思辨色彩的推理演

绎。对读者，一种类似阅读推理小说的快感就油然

而生。刘东一直都是一个不断尝试突破的作家，在

文体的选择上也尽量做到一种融合。如果说他的那

部《轰然作响的记忆》是他大胆的尝试用采访的真

实与小说的虚构完美融合的一部佳作，那么，如今的

这部《镜宫》则是将幻想小说与推理小说进行整合

的又一次精彩创作。我想这部历经六年之久新鲜出

炉的作品，应该在刘东的创作履历上添上浓墨重彩

的一笔。并且，它将带着我们当下的青少年，带着青

春的迷惘与快乐，透过“他者”之镜，穿越“自我”成

长的迷宫，从而以一种成熟的姿态面对生命的风云

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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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歌的确是让人着迷的文学。诗人所要传达
的情感就隐喻在那些浅短的文字背后，让人一读再

读、一品再品。每一首诗都是一个独立的人，它们所

传达的情感就像人的性格一样，有相同之处也有不

同之处。就是这种不同的情感，才使得诗歌变得十

分神秘，让人回味无穷。

四
!

结语

圣野一生热爱儿童，几乎把全部的爱心都献给

了童诗创作，不管去哪里，只要他有所感触，就一定

会将诗句先记下来。读圣野的童诗，最大的感受就

是情真。因为诗人写作的时候，写的是自己最真实

的情感，这样的文字才是最有温度的文字，最能感染

人的文字。

艾青曾说：“所谓‘诗意’是诗人把所描绘的事

物，经过巧妙安排，或是加工提炼而成的东西。‘诗

意’产生于构思，‘诗意’产生于想象，‘诗意’带给人

以完全新的感觉”［７］。圣野的每一首诗就是这样地

充满诗情画意，给人以愉悦的心情。他的童诗能深

入人心的原因还在于他能真正站在孩子的立场来写

作，表达孩子真实的心声、描写孩子自己的生活。孩

子通过读他的诗，找到了自己的朋友；成人通过读他

的诗，能更好地理解孩子的心理，找到和孩子沟通的

方法。童诗是属于孩子的一个天堂，它的出现使得

成人更加重视孩子的存在和成长，孩子也在童诗的

陪伴下拥有了更丰富更饱满的童年，获得了更全面

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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