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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光的孩子》是由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以下简称“中南大”）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

副教授、儿童文学作家舒辉波创作的现实主义

长篇小说。小说以中南大支教师生为原型，聚

焦乡村教育，讲述了大学生志愿者支教的经

历和乡村儿童成长的故事。《逐光的孩子》

入选2021年教育部“高校原创文化精品推广行

动计划”，并获得了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

学奖，第三十三届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等奖

项。2022年12月，由小说改编的同名儿童剧被

搬上舞台，首次以“艺术大思政课程”的形式

在中南大南湖会堂“开讲”，后续计划在全国

各地的乡村学校巡演。文本以《逐光的孩子》

的小说和儿童剧改编为例，试图探讨乡村儿童

阅读推广的策略及其意义。

一、提升乡村儿童阅读数量和质量

《2022年乡村小学阅读状况调查报告》显

示，乡村小学生对教材、教辅以外的课外纸质

图书阅读率为93.5%，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

3.27本。《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中关

于未成年人群体的调查数据显示，2021年，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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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小学生图书阅读率为99.1%，人均图书阅读量

为10.2本。［1］数据表明乡村小学生阅读率和阅

读量与全国小学生特别是城市学生阅读水平相

比存在一定差距。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从出版层面看，“目前，出版机构对农

村童书市场的忽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

留守儿童的阅读率。无论是从绘本所描述的人

生及生活图景，还是从定价和设计包装上看，

目前童书市场的消费群体都定位为中产阶级家

庭”［2］“在少儿图书出版中，各出版机构一

般按照适读年龄与图书种类对童书进行分类，

但这都是以城市儿童为标准进行分级阅读，较

少针对性地考虑农村留守儿童的实际阅读能力

和阅读需求”［3］。从创作层面看，绝大部分

作家仍将其目光聚焦于城市生活的书写和城市

儿童的阅读需求，真正适合乡村儿童阅读的优

秀作品相对较少。想要推广乡村儿童阅读，必

须从创作源头做起，呼吁优秀儿童文学作家关

注乡村儿童的阅读需求，书写乡村孩子自己的

故事。

《逐光的孩子》以中南大优秀援教教师范

献龙为原型，讲述了大学生志愿者苏老师在湖

北神农架蓝溪小学的支教经历。为了深入生

活，对照现实，创作出真正无愧于时代的优秀

现实题材作品，作者不但对范献龙老师进行了

深度采访，对许多优秀典型的支教志愿者进行

了长时间跟踪采访，并且亲身参与到了乡村支

教队伍中，融入乡村儿童的生活里。小说和同

名儿童剧还塑造了坚韧勇敢的少女戚海燕，意

志坚强、乐观向上的少年郑天齐等现代农村少

年儿童形象。其中“郑天齐，可以说是中国21

世纪以来儿童小说创作中，少有的带着乡野气

息、时代色彩、少年情怀的‘这一个’性格独

特的少年儿童形象，亦会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

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4］。在部分现代作家

笔下，乡村往往表现为两个极端：或是贫困的

愚昧之地，或者是诗意的田园世界，《逐光的

孩子》却极为难得地将真实的乡村呈现在读者

面前：这里有贫穷带来的资源匮乏、生活艰辛

甚至是死亡的威胁，但同时也充满了诗意、希

望与理想。故事中苏老师和齐老师都经历过人

生的至暗时刻，但他们都在蓝溪寻找到了真正

的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

随着当代童年研究的发展，社会建构范式的

童年研究打破了过去本质主义儿童发展观一统天

下的情形，确立了从社会文化视角研究童年的

基本立场，认为“童年是历史的、社会文化的产

物，是一种在社会历史过程中被建构出来的社会

现象，在不同的时空中有不同的童年，童年是复

数的，是流动变换的”［5］。乡村和城市的童年

必然存在差异，新时代的乡村儿童需要讲述自己

故事的优秀儿童文学。教育公平除了包括物质资

源分配的公平，更包括“尊严、关怀、荣誉、心

理影响等不可分配的非物质资源。人们更渴求获

［1］参见南方知行教育发展基金：《2022年乡村小学阅读状况调查报告》，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2022；《2022年第

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2022。

［2］王春鸣：《童书出版与儿童阅读环境》，《编辑学刊》2011年第3期。转引自曹月娟、雷震：《乡村振兴战略下农

村留守儿童出版的困境与对策》，《市场论坛》2021年第7期。

［3］笪许燕：《探索基于大数据研究的分级阅读出版——以〈海绵儿童分级阅读丛书〉为例》，《出版参考》2016年第

10期。转引自曹月娟、雷震：《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留守儿童出版的困境与对策》，《市场论坛》2021年第7期。

［4］侯颖：《梦想长大的地方——评舒辉波〈逐光的孩子〉》，《中国图书评论》2021年第3期。

［5］苗雪红：《童年社会建构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18，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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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社会的尊重和承认。现今，人们希望能从物质

资源的‘分配正义’转向更具尊严与荣誉、更富

有情感关怀的‘承认正义’”［1］。真正有价值

的乡村儿童阅读推广不但要提高乡村儿童阅读的

数量，更要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帮助乡村儿童

建构意义的世界，实现精神的成长。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乡村儿童阅读推广需要从创作和出版的

源头做起，呼吁更多作家关注乡村儿童的真实生

活，写出真正反映他们生活的优秀作品。

二、建设乡村儿童阅读推广的队伍

乡村儿童阅读教育是达成教育公平的途径之

一，在这个过程中阅读推广队伍的建设尤为重

要。一方面，我们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乡村阅读

推广队伍，鼓励高校教师和大学生志愿者开展面

向乡村儿童群体的专业阅读辅导和推广服务。在

小说中，当苏老师刚去林区教育局报道时，工

作人员曾说：“我们就缺像你这样高学历的老

师。”［2］一句话就点出了当今乡村教育的核心

问题。小说多次提到高学历人才对乡村发展带来

的改变，比如小说写到齐老师和苏老师谈论聂鲁

达的诗歌，苏老师惊喜地发现齐老师对聂鲁达十

分了解，并且自己也在写诗，齐老师回答说：

“我们伐木队有个知青，他爸爸是教外国文学

的，他进山的时候带了好多书，还有好多手抄

本。我们年龄相仿，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读诗

写诗的……”［3］小说中，除了苏老师，还有很

多怀着相同理想，走向乡村的年轻人，比如苏老

师的女友严玲、大学同学、老师和领导……正如

作者在后记中所写：

自1999年开始到现在，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

接力计划研究生支教团从全国近200所高校公开

招募派遣了万余名研究生支教团成员，赴中西部

20个省（区、市）近百个贫困县400多所中小学

支教。20年来，大学生“研支团”薪火相传，爱

心接力，持续有力地以实际行动支持着中西部及

偏远地区的中小学教育。他们以热血、无私与坚

韧的奉献精神“感动中国”，比如孤身支教的徐

本禹，大山深处希望的播种者范献龙；有的支教

志愿者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比如倒在了支教

岗位的志愿先锋赵福兵。［4］

在故事里，在这些大学生志愿者以及省市教

育局和全社会力量的支持下，人力、物力、财力

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大山里的蓝溪，他们都是乡

村儿童阅读和教育推广不可缺少的力量。

我们还要建设一支可持续发展的乡村儿童阅

读推广队伍。《逐光的孩子》中，对阅读、写作

和诗歌的热爱有着一种传承关系：伐木队的知青

对齐老师进行了文学启蒙，齐老师又将对诗歌的

热爱传承给了齐老师，齐老师和苏老师“边走边

聊诗歌”，虽然苏老师不知道“齐老师有没有在

我心里丢下一颗文学的种子”，但是他从那一天

便开始写诗了。［5］这种诗意的光芒照亮了乡村

孩子们的人生轨迹，并像星星之火一代代传承了

下去。小说中有这样一个场景：苏老师在寻找一

只特别会唱歌的鸟儿的时候无意间对戚海燕谈起

了顾城的诗：

“它在讲自己的事，讲贮存谷粒的方法，讲

［1］郭晓莹、周志平：《三种正义理论视域下的乡村

儿童阅读教育》，《教育评论》2020年第1期。

［2］舒辉波：《逐光的孩子》，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20，第8页。

［3］舒辉波：《逐光的孩子》，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20，第122页。

［4］舒辉波：《逐光的孩子》，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20，第282页。

［5］舒辉波：《逐光的孩子》，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20，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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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讲月牙怎么变成了金黄的气球。”天

哪，我竟然想都没有想就把顾城的诗随口说了

出来……

“读书真好！”她（戚海燕）一蹦一跳地走

在前面，然后回过头来，笑着说：“你和齐老师

总能把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儿讲得这样美好，让人

出乎意料，让人……让人一听，心就软了，不怨

了，忍不住去爱着这个世界。”

后来，虽然戚海燕当年因为没有户口无法参

加高考，但她边打工边读书写作，成了一名作

家，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乡村振兴靠的是人才，除了鼓励更多有理想

有抱负的年轻人为乡村振兴和教育事业贡献力

量，更重要的是教育和培养自己的人才。小说

里，十五年后郑天齐来省城参加培训，再次遇

到了苏老师，他告诉苏老师自己侯考上了郧阳师

专，毕业后到林区政府所在地松柏的实验小学当

语文老师和副校长。而这一次他参加完培训就要

回蓝溪当干部了，去到基层，“实实在在做点事

儿”。［1］在同名儿童剧的尾声，舞台上，夜色

里，山谷中，星空下，苏老师的画外音响起：

那一刻，我心里默默呼喊无数遍“我离开是

为了更好地回来”。

故事里，在齐老师、苏老师和更多为乡村教

育无私奉献的人们的感召下，乡村教育与阅读推

广的队伍日渐壮大；在故事外，乡村儿童阅读推

广和教育问题也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正如中南

大新闻学院大三学生程英琦在看完儿童剧的首演

后说：“我的家乡以前也是贫困县。大一、大二

时我报名参加了线上的支教，如果将来有机会，

我也会选择去边远的山区支教，有一份力、发一

份光。”［2］

三、丰富乡村儿童阅读推广的形式

乡村儿童阅读需要丰富多样的推广形式。首

先，学校是乡村儿童阅读推广的第一阵线，乡村

儿童的阅读推广更多的还是需要依靠教师在课堂

上进行。《逐光的孩子》为我们展示一堂堂精彩

的阅读课，例如在2005年的春天，在开学的第一

节课上，苏老师看到教室里的孩子们如朵朵花蕊

里饱满的微笑，将英国女诗人穆丽尔·斯图亚特

的《种子商店》这首诗送给了孩子们，并和他们

展开了一场精彩的讨论：

我读了两遍之后，又逐字逐句地讲了一遍，

然后问道：“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把这首诗送给

你们吗？”

……

她（戚海燕）放下笔，望了一眼窗外，想

了一会儿说：“齐老师总说我是读书的“种

子”……由此我想，其实我们都像是一个商店货

架上的植物种子——虽然看起来像石子像沙，可

是我们可以长成百合花，长成草地，长成一片片

森林……”

……

我想说的是，不管什么样的学校，都可以看

作一个种子商店或者说一个种子库，重要的不是

商店的好与坏，重要的是那些种子！种子是有

生命的，不管你在哪儿，你都能为自己的梦想发

芽，开花，结果……

……

［1］舒辉波：《逐光的孩子》，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20，第2页。

［2］“中南大首台原创大思政课舞台剧《逐光的孩

子》开演”，中国日报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

752065610212562364&wfr=spider&for=pc，访问日期：2023

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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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课后，孩子们还围着我说，这首诗越读越

觉得美。

……

那是第一次在课间的时候被孩子们围住，

要主动跟我讨论一首诗，一首我本来只想拿来

讲道理的诗。但是，孩子们天使般的眼睛却看

到了美！［1］

也就是在那一天，苏老师和孩子们定下了十

年之约，让孩子们写下自己梦想。十年前，苏老

师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一颗阅读的种子；十年

后，这些梦想的种子发了芽，开了花，长成了一

棵棵参天大树……

除了在课堂内外进行传统的儿童阅读推广，

还可以借助儿童剧等多种形式让乡村孩子爱上阅

读。儿童剧是以儿童为服务对象、专门为儿童演

出的舞台表演艺术，因其鲜明的人物形象、生动

的戏剧语言、活泼的故事情节，更符合儿童的心

理特征、审美情趣，因而成了儿童喜闻乐见的艺

术形式。从2017年开始，中南大新闻与文化传播

学院就开始了戏剧教育普及工作的相关尝试，在

学院戏剧影视研究中心和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中

心的共同指导下成立了以本科生为主体的图南戏

剧工作室，将本院教师的优秀儿童作品改编为儿

童剧并和相关剧团及中小学合作，进行“儿童剧

进校园”等活动，在武汉的其他剧院和超过100

所小学成功巡演。2022年12月，新闻与文化传播

学院将《逐光的孩子》搬上舞台，并且后续计划

在全国各地的乡村学校巡演，让更多乡村儿童能

够感受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和儿童戏剧的艺术魅

力。将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改编成儿童剧，不但深

化了儿童剧的创作主题，提升了儿童剧的艺术内

涵，也加强了乡村儿童的美育教育，拓展了乡村

儿童阅读的推广形式。

此外，乡村阅读推广除了多组织阅读推广

志愿“去乡村”，也可以尝试乡村儿童“走出

来”的推广形式。2023年5月5日，《逐光的孩

子》的原型人物之一——中南大第24届研究生

支教团成员、第十六届“大学生年度人物”、

远在大凉山支教的苏正民带着5名凉山孩子走

进中南大望湖大学生素质教育中心，参加关于

《逐光的孩子》的读书分享会，苏正民及凉山

孩子的到来赋予这场读书分享会别样的意义，

相信这些孩子一定也会将阅读的种子带回大凉

山的深处。

除了上面提到的多种乡村儿童阅读推广的形

式，在新媒体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通过各种线上

的方式进行乡村儿童阅读推广活动。例如，中南

大的大学生志愿者通过“云教室”的形式，利用

自己的课余时间为教育不发达地区小学搭建网络

教室。2023年春季学期中南大红十字志愿服务队

云教室项目共对接了三所小学：湖南凉水井镇中

心小学、贵州鲁础营小学、丁钱小学等，通过线

上的方式进行包括阅读在内的线上文化、教育志

愿活动。此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20年甘肃酒

泉“七彩四点半”之声入童心志愿服务活动中，

在酒泉支教的中南大学生志愿者们还通过制作优

质音频，在酒泉市广播电视台、肃州广播电视

台、酒泉市肃州区学校广播站、中南支梦微信公

众号、喜马拉雅App等平台上投放的形式，为乡

村儿童讲述优秀的儿童文学和儿童故事，提升孩

子们的阅读兴趣，培养阅读能力，帮助他们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总之，乡村儿

童阅读推广除了传统的课堂学习和课后阅读，还

可以采取阅读与戏剧相结合、走进来与走出去相

结合、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等多种形式，以达到更

好的阅读推广效果。

 

［1］舒辉波：《逐光的孩子》，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20，第193-197页。



94

影视戏剧评论	 2023 年	第 1 期

四、结语：诗意之光

舒辉波在小说《逐光的孩子》的引言写道，

苏老师常常回忆起这样一幅画面：

我常常想起蓝溪那被森林覆盖的山峦和幽蓝

林梢之上的天空，以及天空下群星闪烁的山谷。

我常常想起那年劝学，早春夜行，孩子们举起的

火把照亮了崎岖的山路，我们彼此扶携，彼此照

亮。我们走最艰难的路时，一起唱歌；我们爬最

陡峭的坡时，前呼后应。我们持微火而行，高举

的火把仿佛是佩戴在胸前的星星，全落入身畔的

蓝溪。我们追逐着光啊，仿佛正行走在一条通往

银河的隐秘之路，我们以及我们手中哔剥燃烧的

火把也成了映照在溪水中的一颗颗星星……［1］

同名小说改编的儿童剧也“以‘光’为主要

意象展现中国青年‘触摸光、抓住光、发出光’

的成长历程，以‘跨时空的对话’呈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过程中的动人故事，积极弘扬中国青年

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绽放青春风采的责任与担

当，以青年人‘走出大山、回到大山’的实际行

动彰显了‘用教育阻断贫困’的时代传递”［2］。

“光”是小说与儿童剧中最重要的意象，这是诗

意的光，理想的光，也是阅读带来的光。振兴乡

村的关键就在于教育，“乡村教育与乡村振兴互

为因果，只有真正优秀的教育才能改变孩子和乡

村的命运”［3］，而乡村儿童阅读教育是达成教

育公平的途径之一，舒辉波的儿童小说《逐光的

孩子》的出版与儿童剧的上演为乡村儿童阅读推

广提供了很多可供借鉴的策略，希望阅读之光能

够照亮更多乡村儿童成长的道路。

本论文是湖北省教育科学规划2021年度一

般课题“乡村振兴战略下湖北乡村儿童阅读推

广策略研究”（课题编号：2021GB008的阶段性

成果）

［蔡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

学院］

［1］舒辉波：《逐光的孩子》，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20，第4页。

［2］“中南大首台原创大思政课舞台剧《逐光的孩子》开演”，中国日报网，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52065610

212562364&wfr=spider&for=pc，访问日期：2023年5月20日。

［3］2021年3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乡村教育振兴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