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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瑞安市云周周苌小学的

教室里，窗外是一望无际的农田，

彭茂桐讲述的往事让一个鲜活的

作家形象渐渐清晰起来。恍惚间，

仿佛看见那个文弱书生，在田间挥

汗如雨却依然挺直腰杆的身影。

这位用笔耕不辍对抗命运的作者，

用自己的人生诠释了“小马精神”

的真谛。

在信息过载的今天，重读《小

马过河》这样质朴的寓言，反而让

人感受到一种久违的纯粹力量。

没有华丽的修辞，没有繁复的情

节，却蕴含着最朴素的人生智慧。

当海量资讯让我们习惯于被动接

受时，这个鼓励独立思考的故事显

得尤为珍贵。

70 年过去了，小马的故事陪

伴了一代又一代的少年。人生许

多“不可能”，实则是未尝试前的自

我设定。成长路上，“试错”必不可

少，很多答案往往藏在行动后的峰

回路转里。正如故事中那个永恒

的真理：河水既不像老牛说的那样

浅，也不像松鼠说的那样深。生活

的答案，终究需要每个人亲自去尝

试、去探索。这种永不过时的实践

精神，正是这篇寓言历经七十载依

然焕发活力的奥秘所在。在这个

快速更迭的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

都更需要这样的精神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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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安，一则关于小马过河的寓言故事，正在演绎出

一座城市的文化自觉与创新实践。2025年端午节是著

名儿童文学作家、《小马过河》作者彭文席先生的百年诞

辰，同时今年也是这篇经典寓言发表七十周年。今天，让

我们重读《小马过河》，走进这座千年古县，探寻这则儿童

寓言与永嘉学派“经世致用”思想的不谋而合，见证“小马

精神”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在瑞安市云周周苌小学举行的彭

文席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上，彭文席的

长子彭茂桐深情回顾了父亲创作《小

马过河》的历程，以及这部作品背后不

为人知的风雨人生。

1925年，彭文席出生在瑞安云周

十八江村，直至去世，他一直住在这个

浙南的小村子。毕业于瑞安中学的彭

文席原本在当地担任正式教师。1954

年，这位“心高气傲”的年轻人做出了

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他背着妻子，毅

然辞去“铁饭碗”，准备报考大学继续

深造。

“父亲一直对自己的学历不满意，

渴望获得更高的教育。”彭茂桐回忆

道。但由于当时的政治审查未通过，

彭文席的大学梦破灭了。失去了经济

来源，而此时家中已有三个年幼的孩

子需要抚养，彭文席开始在莘塍中心

小学担任代课教师维持生计。

在这段艰难岁月里，他在教学实

践中发现了：许多学生缺乏独立思考

能力，遇到问题总是习惯性地询问“该

怎么办”。于是，他就萌发了创作寓言

故事，侧面教育孩子的想法。

当晚，彭文席伏案疾书，一气呵成

地完成了《小马过溪》的初稿。“父亲常

说这篇文章是‘妙手偶得’，创作过程

出奇地顺畅。”彭茂桐回忆说。

这篇寓言故事后被寄往上海《新

少年报》编辑部，不到一个月时间就被

采用发表，只是编辑将标题改为《小马

过河》。更让彭文席意想不到的是，这

篇寓言故事很快引起了教育界的关

注。1957年，北京市教育局率先将其

选入小学四年级语文课本，随后全国

各地的教材纷纷跟进。

“当时谁也没想到，这样一篇小文

章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彭茂桐感慨

道。据统计，《小马过河》先后被翻译

成英、法、日等14种语言，对外年发行

量达26万余册，凡有儿童文学结集出

版的，《小马过河》总会入选。著名诗

人、儿童文学作家、文学评论家樊发稼

曾评价道：“《小马过河》是不朽的艺术

精品，让人读来津津乐道，传之久远。”

然而，与作品日益扩大的影响力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者本人每况愈下

的生活境遇。由于种种原因，彭文席

不久后失去了代课教师资格，被迫回

到农村务农。从1957年到1976年，

彭文席在农村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

20年。

“父亲是一个知识分子，回乡前几

乎没有干过农活。最开始时，别人拥

有十分的体能劳力，父亲只有三分半，

却要用来养活全家人。”彭茂桐回忆这

段岁月时声音哽咽，“最困难的时候，

家里常常揭不开锅。作为长子，父亲

只能勉强供养我至小学毕业，毕业后

我马上和父亲一起下田干活。”

转机出现在1979年。当时国家

八部委联合发起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

文艺创作评奖活动，《小马过河》被提

名为一等奖候选作品。然而评委会却

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作者是谁？由

于年代久远，加上彭文席长期生活在

农村与文坛失去联系，有人甚至怀疑

这篇作品可能是外国文学的译作，理

由是举证者手里有英文版的《小马过

河》。

评委会不得不暂停评审，在全国

范围内寻找原作者。功夫不负有心

人，在上海《新少年报》尘封的档案里，

工作人员找到了1955年刊登《小马过

河》的原始报纸，以及早已发黄的投稿

手稿和通讯地址。

1980年5月，当时在林垟中学当

代课老师的彭文席终于踏上了北上的

列车，赴京领取这份迟来的荣誉。在

北京，他受到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

回来后，在浙江省委领导的过问下，彭

文席的特招手续很快办理完成，他终

于重新回到了教师岗位。

退休后的彭文席并未停下文学

创作的脚步。他先后担任瑞安市作

协顾问、儿童文学学会首任会长，并

主编少儿刊物《小花朵》。尽管当时

已年过六旬，且家住离市区较远的农

村，他仍然坚持每天数小时往返上

班，为儿童教育事业乐此不疲。

“父亲常说，能为孩子们做点事

是他最大的快乐。”彭茂桐回忆道。

在这期间，彭文席又陆续创作了《牛

虻和牛虱》《云》《大树和小树》《一夜

里》等30余篇寓言作品。其中，《牛虻

和牛虱》获全国寓言学会金光寓言

奖。这些作品虽然未能再现《小马过

河》的辉煌，但同样构思精巧、寓意深

刻，多篇入选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精品

选集。

2009 年 5月 27 日，在由中国作

协儿童文学委员会与《中华读书报》

联合组织的评选中，《小马过河》入选

“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部（篇）优秀

儿童文学作品”。儿童文学研究专

家、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红叶

对此次获奖作品《小马过河》给予高

度评价。

然而命运却在此刻展现它残酷

的戏剧性——就在喜讯传来的当天

凌晨，彭文席先生与世长辞，享年84

岁。

70年过去了，《小马过河》的影响

力仍在持续扩大。在百年诞辰纪念

活动的最后，现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

掌声。这掌声，既是对一位历经坎坷

却始终坚守文学理想的作家致敬，也

是对一篇穿越时空、影响数代人成长

的经典作品的礼赞。

彭文席创作《小马过河》的经历

本身，就是“小马精神”的最佳诠释。

辞去稳定工作追求更高教育的人生

选择，体现了他不惧风险、勇于尝试

的开拓精神；在生活困境中仍坚持观

察教育现象并进行文学创作，展现了

他面对逆境时的务实、坚韧与独立思

考的宝贵品质。

彭文席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上，彭茂桐

提到当年有人怀疑《小马过河》是外国文

学译作往事时，在现场的瑞安市云周周苌

小学校长赵达是这样说的，《小马过河》一

定是瑞安的，“小马精神”与永嘉学派如出

一辙。

当我们将目光从当代瑞安的文化实

践回溯至南宋时期的学术思想，会发现

“小马精神”与永嘉学派的“经世致用”理

念确实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瑞安是永嘉学派的重要发祥地。永

嘉学派又称“事功学派”，最大的特点在于

其提出的“事功”思想，主张“经世致用”，

注重解决现实问题。

实践理性方面，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

叶适在《水心文集》中系统阐述了“道在物

中”的哲学思想，强调真理存在于具体事

物之中，必须通过对实际问题的研究来把

握。这与《小马过河》中小马不轻信老牛

与松鼠的二手经验，而是通过亲身实践获

得真知的情节设定、观点惊人一致。

创新变革方面，永嘉学派学者不墨守

成规，敢于提出与主流思想不同的见解。

薛季宣“事上理会”、陈傅良“经世致用”、

叶适“务实而不务虚”的主张，都体现了一

种批判性思维和变革精神。这与当代温

州人敢为人先的“小马精神”一脉相承。

寓言中小马不盲从权威的独立思考，正是

这种精神特质的体现。

《小马过河》与永嘉学派的精神契合，

使其成为连接传统与当代的文化纽带。

永嘉学派的“事功”“重商”“务实”“经世致

用”等核心理念，经过历史的沉淀，在温州

这片土地上孕育出了以“敢为人先、务实

创新、重商守信、吃苦耐劳、抱团发展”等

为特征的现代“小马精神”。

近年来，瑞安通过一系列创新实践

让“小马精神”在当代焕发新生。

2021年6月1日，坐落于莘塍街道明

镜公园北侧的瑞安寓言馆正式开馆，这

是瑞安启动建设儿童友好城市后首个落

地的项目，也是浙江省首家寓言主题城

市书房。走进这个专为儿童设计的文化

空间，琳琅满目的寓言书籍整齐摆放，多

媒体交互区的大屏幕上持续播放着《小

马过河》寓言故事，孩子们一边观看，一

边听着老师的讲解。

在温瑞塘河明镜水岸，国内第一座针

对儿童文学领域设立的动漫馆“瑞安动漫

文学馆”已完成主体建设，预计2025年内

开馆。这幢投资2.24亿元、面积约11000

平方米的建筑体，其屋顶设计灵感来源《小

马过河》，采用小马蹄印的造型，向彭文席

创作的这则家喻户晓的寓言故事致敬。

2025年5月30日，瑞安市儿童文化

产业“小马瑞跃”计划启动仪式在市融媒

体中心举行。这项由市委宣传部等7个

部门共同实施的计划，旨在通过“小马系

列”活动填补县域级儿童文化服务的空

白，同时探索县级融媒体中心“服务基层

民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创新路径。计

划包含五大项目：“小马开声”开展青少

年戏曲传承工作，“小马探星”打造艺术

展示平台，“小马妙语”培养儿童语言表

达能力，“小马联桥”共建校园融媒朋友

圈，“小马筑梦”支持少儿才艺展示活动。

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对此评价：

“‘小马瑞跃’计划既是对彭文席先生文

学精神的最好传承，更是新时代背景下

对儿童成长规律的创新探索。”

这一评价精准揭示了瑞安文化发展

策略的双重维度：一方面尊重传统、传承

精神，另一方面立足当下、创新实践。

《小马过河》这则诞生于1955年的寓

言，如今已成为瑞安城市文化的重要象

征。从瑞安寓言馆到中国儿童文学动漫

馆，从“小马瑞跃”计划到儿童友好城市

建设，瑞安正以文化自觉和创新实践，诠

释着“小马精神”与“经世致用”思想在当

代的生动演绎。

这种古今对话、文化传承与创新实

践相结合的独特发展路径，不仅丰富了

城市文化内涵，更为县域文化创新发展

提供了可借鉴的“瑞安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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