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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声中国童话汉声中国童话》：》：

阳光书房

童话出版的美丽童话童话出版的美丽童话
□□海海 飞飞

天地悠悠，汉声绵绵。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壮阔征程中，天地出版社重新精编精

校，以超大16开本、按每月1册全套12

册，修订出版台湾地区《汉声》杂志社的

《中国童话》，是中国出版界童话出版的

一个美丽童话。

人生，总是从童年走向未来。人类

的希望、人类的未来，总是寄托在儿童

身上。童话是人类对儿童、对未来寄予

厚望的文学，是充满童真童趣、积极向

上的文学。童话有着神圣而又崇高的文

学地位，在一定意义上，童话是文学之

根，文学之母。

世界童话特色鲜明、绚丽多彩，是

世界文学中一股彰显幻想、彰显自由、

彰显无畏、彰显真善美的力量。丹麦的

《安徒生童话》、德国的《格林童话》、由

《彼得·潘》《爱丽丝梦游仙境》《快乐王

子》《格列佛游记》等名著构成的英国童

话、阿拉伯世界的《一千零一夜》等，都

是一座座经典童话的壮丽丰碑。中国作

为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理

所当然是个童话大国。

1971年，《汉声》杂志社在台湾应

运而生。这个以“汉声”为名号的刊物，

开始了宏大的以“中国童话”为标识的

收集、整理、编辑、出版工作。《汉声》以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大学、中山大学

学者开始抢救的中国民间传说和童话

故事为基础，组织 300多人的专业团

队，精选362个故事，配绘843幅插画，

于1982年正式出版了大型童话巨作繁

体版《汉声中国童话》。大目标、大追求，

大投入、大制作，成就了《汉声中国童

话》华文童话出版和世界童话出版的出

版传奇，受到了文学界、出版界及社会

各界的广泛好评和少年儿童读者的热

烈欢迎。2012年，由上海读客公司引入

《汉声中国童话》简体版、江苏美术出版

社以36册简装《最美最美的中国童话》

在大陆出版印行。2017年，天地出版社

因势利导，再次引入《汉声中国童话》，

以原版12册精装闪亮出版，再度引起

相关各方的共同关注。实践证明，经过

近半个世纪出版历程和出版运行的《汉

声中国童话》，是一套具有影响力的成

型、成熟、成功的童话巨著。

《汉声中国童话》，是原汁原味的

“中国故事”，是传统的、经典的、优秀的

中国童话的精选和集大成。

和中国是个诗歌的国度一样，中国

也是个童话的国度。从古老的文字记

载，到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中国童话

星空灿烂。《汉声中国童话》寻古探幽，

搜文嚼句，广布精收，去伪存真，舍虚求

本，优中选优。《汉声中国童话》中的篇

目，有的选自《山海经》，有的选自诸子

百家，有的选自《史记》，有的选自古典

文学名著，有的选自诗词歌谣，有的选

自神话寓言，有的选自成语，有的选自

民间故事，有的选自民族传奇，有的选

自天文地理，有的选自宗教信仰，有的

选自帝王将相，有的选自平民百姓，有

的选自妖魔鬼怪，有的选自动物花

草……各类故事交替穿插，浑然成趣。

每个童话故事都用母亲给孩子讲故事

的口语化表达来叙写。同时，每个童话

故事都配写一段“给妈妈的话”。《汉声

中国童话》直击童话本源，彰显了童话

是专门给儿童的最直接、最亲切的文学

故事的本质。《汉声中国童话》其全、其

广、其优、其特、其地道、其传统、其经

典、其亲子、其可读，在浩如烟海的童话

图书中，大概再难有出其右者。

此外，《汉声中国童话》是地地道道

的“中国绘”插图，中国技法、中国色彩、

中国风格，图文并茂，相得益彰。

图书者，有图有文也。图文并茂，是

优秀童书的重要标准。《汉声中国童话》

用彩笔说故事，用地地道道的中国绘画

为中国童话配图插图，给中国童话抹上

了浓墨重彩的“中国色”，中国故事中国

画，极大地增添了中国童话的神奇魅

力。《汉声中国童话》从中国博大精深、

丰富多彩的民族美术宝库中汲取营养

和力量，用中国版画、年画、彩画、壁画、

漆画、剪纸、皮影、刺绣、彩塑、木雕、石

刻、砖刻、晕染、拓片等美术艺术形态，

精心绘制童话插图。为了更精准、更传

神、更深刻，《汉声中国童话》还从寺庙

石窟、祖先宗祠中，从民间艺人如泥人、

捏面人、吹糖人等特定场所和特定人群

中，学习民族立体造型艺术，学习色彩

表述艺术。十年努力，十年积聚，最终呈

现的843幅中国风采的美术插图，带给

孩子纯正、丰盈、饱满的中华民族美术

艺术的熏陶。

《汉声中国童话》，用“中国历法”作

为编辑主线，从大年三十开始，一天一

篇故事，一月一册故事，一年 12册成

套，是最适合亲子阅读的童话宝典。

中国历法，亦称农历、阴历，是中华

民族农耕文明的结晶，是中华文化天人

合一的写真。《汉声中国童话》，巧妙地

把中国智慧和中国童话结合在一起，营

造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出版传奇。中国特

有的传统节日、中国特有的二十四节

气、中国特有的十二生肖、中国特有的

风土人情，都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使

《汉声中国童话》接地气，聚人气，富生

气。同时，《汉声中国童话》还注重童话

的知识性，提升童话的“含金量”，如《太

阳问答》这篇童话，就是依据《列子》一

书中的小故事编写的，并且在“给妈妈

的话”中，还介绍了两千多年前西汉时

期的数学理论和天文知识。正是出版人

的这种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使《汉声

中国童话》把故事性、趣味性、知识性、

可读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部不

可多得的“读懂‘中国童话’，就能读懂

中国”的童话宝典。

台湾是祖国美丽的宝岛。祖国大陆

和台湾地区同种同族，同祖同宗。台湾

的《汉声》杂志社，数十年如一日，收集、

编辑、出版、推广《汉声中国童话》。大陆

的天地出版社，积极引入、精编、精校、

出版、发行《发行中国童话》，这是中国

出版界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

事，是童话出版的美丽童话。

汉声绵绵，天地悠悠，我们为之

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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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们写的诗要不要押韵？曾有过讨论。讨论不深入，后

来就不了了之了。从创作实践看，现在的童诗大部分不押韵了。

这是不是就有了结论？不一定，还需讨论。大多数童诗的不押韵

是近 30年的事，是受成人诗的影响。现在的成人诗大概有九成

不押韵了，反映如何？效果如何？这里不讨论。我们专说童诗。

我认为应当提倡童诗押韵。押韵可以说是诗的标志性特点。这

些年，由于童诗的不押韵，由于散文化，特别是那些分了行的散文

缺乏意蕴、意境，语言不优美，就很难说是诗了。

从童谣的押韵说起

童谣是借助于口耳相传而广为流行的，而这种流行与它的韵

律有极大的关系。童谣没有韵，就称不上是“谣”。古人说“徒歌曰

谣”，这是针对“歌”来说的。所谓歌，“曲合乐曰歌”。简言之，有章

曲、能唱的是歌，没章曲、不能唱的是谣。童谣是靠口来说的，但是

为了传播，说的要有节拍，听的要觉得悦耳，这就要靠韵律了。

童谣的韵律极其丰富多样，押脚韵自不必说，那换韵的方法

也很讲究，请看这一首：

羊、羊，/跳花墙，/抓把草，/喂你娘。/你娘不在家，/喂你们老
哥仨。

前四句中的一二四押一个韵，第四句与第五句是个“顶针

句”，随后就换了韵，念起来不会觉得突兀。语气连贯，换韵自然，

读起来水到渠成，意到口随。韵是一首童谣的粘合剂，把一些繁

复的意象都聚合到了一起，产生无限的乐趣。

韵不仅是粘合剂，还是“声音的向导”，我们可以跟随着声音，

去畅游童谣的意境。有韵律的声音可以引领我们去听、去唱、去

创作童谣，这是一种即兴创作。更具体地说，这是一种借助于韵

律的即兴创作。趁韵童谣就是随韵粘合，即是此类。以《小老鼠

上灯台》为例，多种异文，即是趁韵的即兴创作：

（一）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喝，下不来，叫奶奶，奶奶不来，唧溜轱辘滚下来。
（二）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喝，下不来，急得老鼠两眼直呆呆。
（三）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喝，下不来，咪咪咪，猫猫来，乒乒乓乓滚下来。
（四）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喝，下不来。叫他哥哥，买个饽饽，哄他下来。
一首童谣就可以这样趁韵地创作出无限的新童谣。显然，韵是点燃灵感的火

花。

对于婴幼儿来说，韵脚就是让一首童谣站立起来的脚。孩子可以跟随着韵脚的

声音去享受听觉的美。他们不识字，甚至不会说话，无法交谈，但带有韵脚的童谣就

是无师自通的“交谈”，虽然孩子们并不理解那“交谈”的内容，但有韵律的声音大于

内容，超越内容。

童谣固然是为孩子创作的，可以影响一生。婴儿的审美是从听觉开始的，对韵律

的感知给了他们一双音乐的耳朵，而诗歌很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音乐性。欣赏诗歌不

能放弃对音乐性的欣赏。

童诗的音乐性不可缺，韵律很重要

童诗可以押韵，也可以不押韵。写不押韵的诗并不容易。如果你放弃了最外在

的韵律形式，那就要更多地利用其他的表达方式：读一首无韵的诗，我就会寻找感情

的旋律。无论是默默地细读，还是大声地朗诵，都要感受到诗里浓郁的情感和语言

的抑扬顿挫。无韵的诗，其实很难写。

我常常提醒初学写诗的朋友：你可以写不押韵的诗，但你要学会押韵。韵是一种

对声音的感觉，它可以帮助你带着韵律去构思一首诗，去思考一首诗。如果一开始写

诗就缺少对韵律的感觉，就有可能误认为分行排列就是诗，就有可能丢失了对诗的美

听感觉。有人爱诗痴迷，又自恋自己的诗作，这时候，就要警惕一种错觉，以为把文

章草率地断行以后，就是完成了一首诗。写诗，其实应当在还没“写”出来的时候，就

已经“听”到那诗了，这就是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缺乏“内心的声音”，即使你慷慨

激昂地大声朗读出来，听者却听不出那诗的内在诗情和诗的声音之美。

写诗不愿意押韵，一个理由是押韵束缚思想和表达。在我看来，这只是问题的

一个方面。其实还有另一个方面，押韵可以活跃思维和表达。不同的文学样式，有

不同的表达方式；不同的表达方式，有不同的思考。我写诗，从来是带着韵律思考

的。比如构思一首诗，总会先萌生急于表达的思想感情，以及表达这些思想感情的

关键词语、要紧的句子，这些都可能是决定韵脚的依据。

韵是一种流动的声音，它引导着你走进同一韵的字词中间，供你在其中选择要

用的词汇。不仅如此，韵甚至可以激活你的思考，让你在枯竭的思维中绝处逢生，在

韵律的美声中迸发思想的火花。

有韵的诗，可以让你在诗海里畅游，把奋力击水变成浪花的舞动，伴随着你抵达

诗的彼岸。韵一路陪伴你。

我常常喜欢和年轻的诗人们谈童谣，谈押韵，我喜欢引用俄罗斯作家普里什文

那句话：“我的天性中，素来有渴求韵律的愿望。”韵律流进了我的心中，让我感受到

语言的魅力。对韵律的感觉，就是敏锐地捕捉声音，声音有时也是点燃灵感的火

花。行文至此，我想起1926年徐志摩和英国作家哈代的一次会面。哈代问徐志摩：

“你们中国诗用韵不用？”随后徐志摩记录了哈代的谈话：“他赞成用韵，这道理是不

错的。你投块石子到湖心里去，一圈圈的水纹漾了开去，韵是波纹。少不得。”哈代

还说：“抒情诗是文学的精华。颠不破的钻石，无论多小，磨不灭的光彩。”“诗是文字

的秘密。”（徐志摩：《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我欣赏这最后一句话，因为诗美无论是

内容还是形式，都是丰富的，其中也包括诗的韵律。

儿童读诗是全面地培养审美趣味：情感的、哲思的、语言的、想象力的，特别是诗

的内容和韵律的融合。诗的韵律不只是戴着镣铐跳舞，也是引发你张开翅膀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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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行 超 电话：（010）65389071 电子信箱：wybwxb@vip.126.com 2018年3月9日 星期五文学评论

■短 评

郭
姜
燕

郭
姜
燕
《《
布
罗
镇
的
邮
递
员

布
罗
镇
的
邮
递
员
》
：
》
：

童
话
的
规
约
与
本
土
化
的
转
换

童
话
的
规
约
与
本
土
化
的
转
换

□□
徐徐

妍妍

■童心世界

如果把纯真的童趣、无边的想象力、“人

类精神构造的反映”这些童话特质视为童话的

基本规约，那么，《布罗镇的邮递员》非但没有

改变，本书还相当遵守童话的这些基本规约。

《布罗镇的邮递员》由15个故事编织而

成，每个故事都神奇又自然，幻想又现实，遥远

又切近，像儿童迷恋的奇幻城堡一样散发着神

秘又甜美的气味儿，徘徊书中，萦绕不去，既

吸引儿童读者的看点、引发儿童读者的笑点，

又击中儿童读者的痛点，可谓充满了纯真的

童趣。

或许为了让故事全程充满纯真的童趣，

每一个故事都交由少年阿洛——很小很小的

小镇布罗镇的一名邮递员来讲述。为寻找一

封多年前就不断寄往“森林 榛子树屋”的信

主，阿洛步入黑森林，这部长篇童话由此开

篇。自此，阿洛不光是叙述者，更是这部童话

的主人公，他不间断地飞奔似的往返于布罗镇

和黑森林之间，在人与动物之间穿针引线，消

除误解、传递情感，修复伤痛、重建希望。在阿

洛往返于布罗镇和黑森林的过程中，一个个让

儿童读者时而屏住呼吸、时而开怀大笑的情

节、细节，各种神异的人物、动物随处可见。

纯真的童趣不只是形成了这部童话的特殊气

味儿，而且开启了这部童话的开篇、推动了这

部童话的发展、造就了这部童话的全篇。

但这些充满纯真的童趣的情节和细节、

人物和动物，毕竟只是散落在童话世界中的

羽毛与生灵，只有依靠童话的想象力，才能够

将一片片羽毛化身为整只神异的鸟儿、让一

个个生灵再生神异的生灵，进而让一个个故

事汇合为一个神异的童话生命体。在《布罗

镇的邮递员》中，童话想象力不仅穿越在布罗

镇人的现世世界、黑森林的往事、精灵们的未

来世界，而且重叠了这三个世界，于是，多少

交叉的童话的想象力出现于这个童话世界

中。事实上，这部长篇童话的想象力准确地

抵达了童话想象力的本义：幻想为形式，现实

为肌理。想象力所建构的幻想世界与分析力

所面对的现实世界是童话世界的一体两翼，

对儿童文学作家而言，既是巨大的支撑力，又

是巨大的吸附力。这一点，正如郭姜燕所说：

“穿行在幻想与现实之间的我，像打摆子的病

人一般，无法控制自己”，《布罗镇的邮递员》

一直将幻想的真实视为现实的真实。

这部长篇童话与许多优秀童话一样又不

囿于儿童读者，它同样会吸引那些一次次复

活童年的成人读者。何况，童话的本质就是

以童话的奇幻形式来表达儿童和成人共同享

有的许多生命事实。所以，当这部长篇童话

借助于少年阿洛的视角而目睹了布罗镇人的

百态和黑森林动物的心态时，其实就意味着

它也是“人类精神构造的反映”。

实际上，作为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即使愿

意遵守童话的规约，也还是会期望童话的规

约与本土生活相结合。因此，郭姜燕的长篇童

话《布罗镇的邮递员》在遵守童话的规约的同

时，还对童话的规约进行了本土化的转换。

《布罗镇的邮递员》对童话的规约的本土

化的转换集中体现在童话主人公及其他人

物、动物的形象塑造上。中国童话自1902年

“中国童话的开山祖师”（茅盾语）孙毓修以译

编《童话》的方式创立以来，在整个20世纪，

中国童话作家所塑造的童话主人公多是从西

方经典童话中引渡而来的“精灵”和“野兽”、

“小野蛮”和“天使”。新世纪中国童话的主人

公和其他人物、动物如何呼吸新世纪中国的

空气，带有新世纪中国人的精神气质？这些

问题对于郭姜燕的《布罗镇的邮递员》来说是

一个不小的挑战。《布罗镇的邮递员》的童话

主人公少年阿洛既不是西方经典童话中惯常

出现的“精灵”和“野兽”，也不是“小野蛮”或

“天使”，而是一个具有中国本土文化血脉的

“信使”。初看起来，少年阿洛无父母，贫穷、

瘦弱，被拾荒老婆婆采弥所宠爱、被黑森林的

动物们所信任，颇带有西方经典童话中少年

主人公的两极性格——“人类家庭中的孤儿，

神明世界中的宠儿”（《梦想的诗学》第 169

页）。但仔细体味，读者不难发现，阿洛的诚

实、善良、内向、慷慨、勇敢等美德，皆具有超

越性和有限性相统一的人间性，明显源自中

国本土文化的代代承传。非常有意味的是这

部长篇童话的结尾：“阿淘来到了邮局，他说

他要成为比阿洛更加出色的邮递员。对此，

阿洛深信不疑。”这个结尾很是平淡，平淡得

很容易让人忽略。但如果读者稍微用心，难

免不会疑惑：哪有一位少年在历险之后甘愿

被超越？也便会发现少年内心中的一场波涛

被迅速平息的背后原因，即这个耐人回味的

结尾寄予了这部童话中少年主人公阿洛的本

土文化特质。进一步说，阿洛在经历了一次

次黑森林历险，一次次布罗镇人的怀疑和误

解，终于实现了布罗镇人、黑森林动物和精灵

们的三方联欢，已然完成了他的成长礼并成

为了“杰出少年”，但作者对他的形象塑造却

并未遵循西方经典童话中的模式——让少年

由人变成神，而是依据本土文化保留了少年

阿洛的人间性——阿洛始终是杰出的中国少

年。但阿洛的本土化形象塑造并不是屏蔽了

新世纪中国的现实背景，也并未剥离于整个

现代社会里少年儿童的普遍性形象特征，即：

少年阿洛身心最动人的主体形象就是孤独的

“信使”。而孤独的“信使”是人类进入现代社

会以后，现代少年儿童的一个共通的形象。

除了这部长篇童话中的少年主人公阿洛具有

本土化的形象特征之外，松鼠、大力熊、刺猬、

雪狐等动物形象、精灵安的形象，镇长的形象

都带有本土化特征的文化气息和现实气息。

《布罗镇的邮递员》对童话的规约的本土

化的转换其次集中体现在它的主题选取上。

在我看来，这部长篇童话的主题固然有多重

意义，但其中心主题可以被概括为：以童话的

方式试图建立新世纪中国人的“梦想的诗

学”。《布罗镇的邮递员》是以凭吊“书信”的方

式探寻了未来的梦想世界的样式——万物有

灵，人与万物平等、友好相处。只是在通向这

一“梦想的诗学”的路途上，新世纪的中国人

将与阿洛一道遭遇孤独、怀疑、恐惧、误解、遗

忘、灾难、绝望等重重考验。但无论是传统中

国人还是现代中国人，都已然遭遇了无数次

类似于“洪水滔天”的磨难，但都如《布罗镇的

邮递员》中的结尾那样劫后再生。究其原因，

不仅在于中国人拥有世界上最绵长的文化、

最顽强的生命力，而且在于中国人拥有一种

反思力和批判力。

行文到最后，需要说明：郭姜燕在《布罗

镇的邮递员》中对童话的规约的遵守与转换

并不必然创作出叫座又叫好的优秀童话。《布

罗镇的邮递员》对童话的规约是否真正消化

并真正转换，归根结底取决于她是否始终拥

有一颗童年的本心，是否始终忠实于童年的

本心。显然，《布罗镇的邮递员》确证了童年

的本心对于郭姜燕来说，是自然的呼吸、宁静

的梦想、真实的生命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