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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记 者者：：““童年童年””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已经成为当代社会

一个重要而醒目的文化消费符号一个重要而醒目的文化消费符号。。围绕围绕

着这个符号展开的各类文化消费活动着这个符号展开的各类文化消费活动，，

对儿童和成人的日常生活发生着广泛而对儿童和成人的日常生活发生着广泛而

深刻的影响深刻的影响。。最近最近，，你你出版了出版了《《童年精神童年精神

与文化救赎与文化救赎———当代童年文化消费现象—当代童年文化消费现象

的审美研究的审美研究》》，，为什么关注到它在当代大为什么关注到它在当代大

众文化生活中对于包括儿童和成人在内众文化生活中对于包括儿童和成人在内

的广大群体产生的深远影响的广大群体产生的深远影响。。

赵赵 霞霞：：童年的身影在今天的消费童年的身影在今天的消费

生活中太醒目了生活中太醒目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儿童在当代消费经济中的地位太醒目为儿童在当代消费经济中的地位太醒目

了了。。在消费经济的各个领域在消费经济的各个领域，，我们正不我们正不

断见证着断见证着““儿童即商机儿童即商机””的事实的事实。。我们走我们走

进商场超市会发现进商场超市会发现，，儿童用品常常单独儿童用品常常单独

占据着一个重要的展示占据着一个重要的展示、、购买的空间购买的空间。。

打开电视电脑打开电视电脑，，儿童的形象在各类广告儿童的形象在各类广告

和娱乐节目中也会频繁出现和娱乐节目中也会频繁出现，，更不要说更不要说

那些直接以儿童为目标消费者群体的饮那些直接以儿童为目标消费者群体的饮

食食、、服装服装、、玩具玩具、、游戏游戏、、书籍书籍、、早教等产业早教等产业

了了。。可以说可以说，，在以孩子为核心的当代家在以孩子为核心的当代家

庭结构下庭结构下，，几乎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几乎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程

度上陷入了童年消费经济的包围度上陷入了童年消费经济的包围。。事实事实

上上，，童年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价值符号童年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价值符号，，

已经成为了大众消费活动的一种有效的已经成为了大众消费活动的一种有效的

催化剂催化剂。。

我觉得我觉得，，这些跟童年有关的消费品这些跟童年有关的消费品，，

承担的不承担的不只是被消费的使命只是被消费的使命，，它们还以它们还以

大众文化特有的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力大众文化特有的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力，，

潜在地塑造着包括孩子在内的大众接潜在地塑造着包括孩子在内的大众接

受者对童年及其生活的理解受者对童年及其生活的理解。。T.S.T.S.艾略艾略

特曾就文学说过一句极深刻的话特曾就文学说过一句极深刻的话：：““为为

了了‘‘娱乐娱乐’’或是或是‘‘纯然为了快乐纯然为了快乐’’而阅读而阅读

的文学可以对我们发生最大的和最无的文学可以对我们发生最大的和最无

可置疑的影响可置疑的影响。。””这句话用在当前童年这句话用在当前童年

文化的消费现实中一样深刻精辟文化的消费现实中一样深刻精辟。。简简

单地说单地说，，一个孩子阅读一本童书一个孩子阅读一本童书，，感到感到

好玩好玩，，这时候他最可能被书中的童年观这时候他最可能被书中的童年观

和生活观所影响和生活观所影响。。同样同样，，一群大人或孩一群大人或孩

子观赏一出儿童剧或亲子娱乐节目子观赏一出儿童剧或亲子娱乐节目，，感感

到愉快到愉快，，也最有可能被其中暗含的童年也最有可能被其中暗含的童年

文化内容和观念所塑造文化内容和观念所塑造。。我认为我认为，，在童在童

年文化消费的狂欢中年文化消费的狂欢中，，受到影响的不只受到影响的不只

是儿童是儿童，，也包括成人也包括成人，，牵涉进来的也不只牵涉进来的也不只

是童年的文化是童年的文化，，还包括它所归属的现代还包括它所归属的现代

文化母体文化母体。。

记记 者者：：你在书中反复强调你在书中反复强调，，现代童现代童

年的观念和形态在诞生之初年的观念和形态在诞生之初，，就是现代就是现代

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载体和体现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载体和体现。。怎样怎样

看待日常生活层面儿童与现代性之间的看待日常生活层面儿童与现代性之间的

精神关联问题精神关联问题？？

赵赵 霞霞：：童年概念与现代性之间有童年概念与现代性之间有

很深刻的联系很深刻的联系。。我们今天熟知的有关童我们今天熟知的有关童

年的各种观念年的各种观念，，包括儿童是与成人平等包括儿童是与成人平等

的个体的个体、、儿童在社会中应该得到特殊的儿童在社会中应该得到特殊的

保护保护，，儿童有其独立的文化权力儿童有其独立的文化权力，，等等等等，，

不是偶然发生的观念不是偶然发生的观念，，它是现代文化建它是现代文化建

设本身的重要成果设本身的重要成果，，也是现代文明自身也是现代文明自身

的重要构成部件的重要构成部件。。所以法国史学家菲利所以法国史学家菲利

帕帕··艾里耶提出了艾里耶提出了““发现童年发现童年””的论断的论断。。

现代童年是被现代童年是被““发现发现””的的；；如果仔细追究如果仔细追究，，

这个发现的时间点正好与现代启蒙运动这个发现的时间点正好与现代启蒙运动

的起点构成呼应的起点构成呼应，，从童年身上从童年身上““发现发现””的的

那些内容那些内容，，比如儿童的价值比如儿童的价值、、童年的价值童年的价值

等等等等，，也跟现代启蒙精神构成了一种历也跟现代启蒙精神构成了一种历

史呼应史呼应。。

对儿童的关切对儿童的关切，，反映出现代文明对反映出现代文明对

于包括儿童在内的一切个体的关切于包括儿童在内的一切个体的关切，，它它

在根本上指向以在根本上指向以““人人””为核心的启蒙文化为核心的启蒙文化

精神精神。。事实上事实上，，这种关切的精神生动地这种关切的精神生动地

存在于我们每时每刻的生活中存在于我们每时每刻的生活中。。20122012

年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期间年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期间，，陪伴我们陪伴我们

的当地华裔向导提到与童年有关的文化的当地华裔向导提到与童年有关的文化

细节细节，，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给我印象特别深刻。。一是当地的一是当地的

插座孔做得特别细插座孔做得特别细，，为的是避免小孩在为的是避免小孩在

玩耍间将手指头探进去玩耍间将手指头探进去；；还有当地打火还有当地打火

机的开关要大人特别费劲才摁得开机的开关要大人特别费劲才摁得开，，也也

是出于对孩子的安全考虑是出于对孩子的安全考虑。。这些生活中这些生活中

的小细节的小细节，，让我特别感慨让我特别感慨。。我们从一种我们从一种

文明怎样对待孩子和童年的事情上文明怎样对待孩子和童年的事情上，，常常

常可以见出这种文明真正的现代程度常可以见出这种文明真正的现代程度。。

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所以我们也可以说，，童年正是现代文明童年正是现代文明

与文化的试金石与文化的试金石。。

记记 者者：：你你为 什 么 从 审 美 视 角 切为 什 么 从 审 美 视 角 切

入 探 讨 和 谈 论 这 一 消 费 现 象 中 的 相入 探 讨 和 谈 论 这 一 消 费 现 象 中 的 相

关问题关问题？？

赵赵 霞霞：：我以为我以为，，正是审美角度的深正是审美角度的深

入考察入考察，，能够揭示当前童年文化消费现能够揭示当前童年文化消费现

实中还未引起充分关注的一些重要问实中还未引起充分关注的一些重要问

题题。。记得记得20112011年寒假的一天年寒假的一天，，偶然在电偶然在电

视上搜到一期知名的综艺娱乐节目视上搜到一期知名的综艺娱乐节目，，正正

好在播放专为年末档期准备的儿童专好在播放专为年末档期准备的儿童专

场场。。节目中节目中，，几个孩子戴着精致的成人几个孩子戴着精致的成人

式妆容先后登场式妆容先后登场，，劲歌曼舞劲歌曼舞，，更有一个清更有一个清

秀的小男孩被妆扮作小姑娘的模样秀的小男孩被妆扮作小姑娘的模样，，大大

跳热舞跳热舞。。这些亮闪闪的孩子站在镜头这些亮闪闪的孩子站在镜头

前前，，真是无比吸引观者的眼球真是无比吸引观者的眼球。。透过镜透过镜

头与屏幕的视角头与屏幕的视角，，从表演者从表演者、、参与者参与者、、主主

持者到观看者持者到观看者，，共同构成一幅其乐融融共同构成一幅其乐融融

的画面的画面。。但我却难以平复内心的惊愕但我却难以平复内心的惊愕：：

我们在用什么样的可怕方式消费着我们我们在用什么样的可怕方式消费着我们

的孩子和他们的童年的孩子和他们的童年！！

同样令我惊讶的是同样令我惊讶的是，，为什么这些几为什么这些几

乎置儿童乎置儿童于砧板之上的娱乐节目于砧板之上的娱乐节目，，会引会引

起制作方和观众如此大的兴趣起制作方和观众如此大的兴趣？？这种这种

兴趣的源头在哪里兴趣的源头在哪里？？它的问题又出在它的问题又出在

哪里哪里？？这些年这些年，，屏幕上越来越多以童年屏幕上越来越多以童年

形象为媒介的娱乐游戏或表演形象为媒介的娱乐游戏或表演。。在相在相

应的媒介产品和消费活动中应的媒介产品和消费活动中，，这些出现这些出现

在摄影镜头和聚光灯下的小小身影在摄影镜头和聚光灯下的小小身影，，大大

大地点缀和丰富了娱乐的趣味大地点缀和丰富了娱乐的趣味。。他们他们

的形象大多是快乐的的形象大多是快乐的，，相应场景的呈现相应场景的呈现

也是富于观赏性的也是富于观赏性的。。我们可能想不到我们可能想不到，，

这种茶余饭后的消遣正在给当代童年这种茶余饭后的消遣正在给当代童年

带来多么潜在带来多么潜在、、深入的伤害深入的伤害。。

这只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这只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还还

有大量面向儿童的文化产品有大量面向儿童的文化产品，，以张扬快以张扬快

乐的口号和姿态乐的口号和姿态，，致力于为孩子提供致力于为孩子提供

““欢乐欢乐””的经验的经验。。欢乐当然是童年最合欢乐当然是童年最合

理理、、最重要的一种生命经验最重要的一种生命经验，，但是但是，，一种一种

以童年为对象或是面向童年的娱乐主以童年为对象或是面向童年的娱乐主

义义，，是否就是我们用来张扬这一经验的是否就是我们用来张扬这一经验的

合理方式呢合理方式呢？？这里的经验本身又是否这里的经验本身又是否

值得再审视和再反思值得再审视和再反思？？要揭示这些表要揭示这些表

面上给大众带来快感的童年文化产品面上给大众带来快感的童年文化产品

的问题的问题，，不能仅依靠道德的要求或训不能仅依靠道德的要求或训

戒戒，，更需指出其经验快感本身存在的更需指出其经验快感本身存在的

““伪美伪美””问题问题。。这就是审美研究擅长的这就是审美研究擅长的

任务任务。。

记记 者者：：你认为你认为，，对待童年和童年对待童年和童年

文化的消费主义态度导致了文化的消费主义态度导致了““童年消童年消

逝逝””的危机的危机。。2020 世纪后期世纪后期，，以美国学者以美国学者

尼尔尼尔··波兹曼等为代表提出童年消逝学波兹曼等为代表提出童年消逝学

说说，，你所说的你所说的““童年的消逝童年的消逝””，，与波兹曼与波兹曼

等人的等人的““童年消逝童年消逝””说有何联系说有何联系？？

赵赵 霞霞：：在在““童年消逝童年消逝””的问题上的问题上，，

我想接着波兹曼往下说我想接着波兹曼往下说，，因为这个话题因为这个话题

在当代童年研究界被过早地抛弃了在当代童年研究界被过早地抛弃了。。

波兹曼在波兹曼在19821982年出版的年出版的《《童年的消逝童年的消逝》》

一书中指出一书中指出，，新媒介文化下新媒介文化下，，儿童过早儿童过早

地成人化地成人化，，童年与成年的边界日益模童年与成年的边界日益模

糊糊，，由此导致了童年消逝的现象由此导致了童年消逝的现象。。作为作为

对这一令人沮丧的文化论断的反驳对这一令人沮丧的文化论断的反驳，，后后

来有一批童年研究者提出来有一批童年研究者提出，，““童年的消童年的消

逝逝””其实揭示了童年在当代环境下呈现其实揭示了童年在当代环境下呈现

新形态的事实新形态的事实，，在这个社会和童年生活在这个社会和童年生活

都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都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我们不应固守我们不应固守

着一个童年的本质观念着一个童年的本质观念，，而应看到童年而应看到童年

以更丰富以更丰富、、当下的样貌存在的新现实当下的样貌存在的新现实。。

听上去听上去，，反驳的意见颇有道理反驳的意见颇有道理。。但我认但我认

为为，，反驳方的观点在充分看到社会学意反驳方的观点在充分看到社会学意

义上的童年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义上的童年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也忽略也忽略

了了““童年童年””这个概念本身所蕴含的一个这个概念本身所蕴含的一个

重要的文化精神维度重要的文化精神维度。。现代童年的观现代童年的观

念之所以重要和独特念之所以重要和独特，，不仅在于它以现不仅在于它以现

代的方式区分出儿童与成年的边界代的方式区分出儿童与成年的边界，，揭揭

示了童年世界相对于成年世界的独立示了童年世界相对于成年世界的独立

性和价值性和价值，，也在于通过这样的区分和揭也在于通过这样的区分和揭

示示，，把一种现代文明引以为傲的人文伦把一种现代文明引以为傲的人文伦

理和期望安放到了童年的身上理和期望安放到了童年的身上。。

之所以今天更要慎重思考之所以今天更要慎重思考““童年消童年消

逝逝””的问题的问题，，不是说童年概念可能会消不是说童年概念可能会消

失失———童年作为已经被确立起来的现代—童年作为已经被确立起来的现代

文化概念的确没有消失文化概念的确没有消失，，它或许永远也它或许永远也

不会消失不会消失。。但在童年的但在童年的““发明发明””中得到传中得到传

递和建构的现代文化精神递和建构的现代文化精神，，却可能在今却可能在今

天我们对待童年和童年文化的消费主义天我们对待童年和童年文化的消费主义

态度中不断流逝态度中不断流逝。。这才是这才是““童年消逝童年消逝””现现

象应该引起警惕的最重要的原因象应该引起警惕的最重要的原因。。

记记 者者：：你在书中对童年文化消费你在书中对童年文化消费

现象的问题及批判谈得较多较深现象的问题及批判谈得较多较深，，关于关于

如何在这些问题的反思中启动文化修如何在这些问题的反思中启动文化修

复与重建的实践复与重建的实践，，则谈得不多则谈得不多。。从中其从中其

实能够看出你自己的困惑犹疑实能够看出你自己的困惑犹疑。。如何如何

通过童年审美文化的培育实践促进当通过童年审美文化的培育实践促进当

代童年文化的精神重建代童年文化的精神重建，，在这一点上在这一点上，，

是否还有更具体的设想是否还有更具体的设想？？

赵赵 霞霞：：的确有一个后续研究的设的确有一个后续研究的设

想想，，也是在眼下这项研究的进展过程中也是在眼下这项研究的进展过程中

逐渐形成的逐渐形成的。。我准备通过一系列有代我准备通过一系列有代

表性的童年文化话题及代表文化作品表性的童年文化话题及代表文化作品

的审美解读的审美解读，，提出关于当代童年审美文提出关于当代童年审美文

化生产化生产、、接受实践的建设性建议接受实践的建设性建议，，借此借此

来做一些来做一些““立立””的工作的工作。。

一种审美化的童年是否可以为消一种审美化的童年是否可以为消

费时代人与文化的审美救赎提供契费时代人与文化的审美救赎提供契

机机？？我认为是有可能的我认为是有可能的。。第一第一，，童年是童年是

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历过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历过，，并在内心深处并在内心深处

保留着的生命记忆保留着的生命记忆。。在一种审美化的在一种审美化的

童年得以实现的前提下童年得以实现的前提下，，童年时代的审童年时代的审

美经验将沉淀为全部人生的珍贵财美经验将沉淀为全部人生的珍贵财

富富。。第二第二，，童年既保存于我们每个人的童年既保存于我们每个人的

内心内心，，同时也是我们身边无时不展开着同时也是我们身边无时不展开着

的一种艺术存在的一种艺术存在。。在每个普通在每个普通、、真实的真实的

孩子身上孩子身上，，都有一种审美的天性都有一种审美的天性，，这个这个

孩子因此而成为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孩子因此而成为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随时可以诉诸的一个审美对象随时可以诉诸的一个审美对象。。我相我相

信信，，对于我们的童年的情感对于我们的童年的情感，，对于我们对于我们

的孩子的情感的孩子的情感，，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点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点

燃文化责任感和文化信仰的终极力燃文化责任感和文化信仰的终极力

量量。。当然当然，，这样的期望可能还是太理想这样的期望可能还是太理想

了了。。但说到底但说到底，，文化本身文化本身，，不也是向着马不也是向着马

修修··阿诺德所说的阿诺德所说的““美好与光明美好与光明””去瞭望去瞭望、、

去追逐的一个大梦去追逐的一个大梦？？

我很喜欢英国作家布鲁斯我很喜欢英国作家布鲁斯··查特温查特温

在他的行游作品在他的行游作品《《歌行歌行》》里记述的这么一里记述的这么一

则故事则故事。。一个西方探险家来到非洲一个西方探险家来到非洲，，急急

于赶路的他雇请了脚夫背运行李于赶路的他雇请了脚夫背运行李。。这样这样

匆匆赶了好几程路之后匆匆赶了好几程路之后，，眼看就要到目眼看就要到目

的地了的地了，，这些脚夫却放下行囊这些脚夫却放下行囊，，停下脚停下脚

步步，，不论雇佣者如何许以更高的报偿不论雇佣者如何许以更高的报偿，，再再

不肯向前迈进不肯向前迈进。。他们说他们说，，他们得等着自他们得等着自

己的灵魂追赶上来己的灵魂追赶上来。。

在以生产在以生产、、消耗消耗、、时尚和享乐的高速时尚和享乐的高速

运转为特征的消费时代运转为特征的消费时代，，童年也许就代童年也许就代

表了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文化需要等待表了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文化需要等待

的那个的那个““灵魂灵魂””。。在这里在这里，，““等待等待””意味着意味着

文化对时间的某种耐性文化对时间的某种耐性，，意味着文化愿意味着文化愿

意花费时间来进行与它自身的对话和反意花费时间来进行与它自身的对话和反

思思。。当整个社会的文化履带都在消费生当整个社会的文化履带都在消费生

活的轨道上疾速奔行之时活的轨道上疾速奔行之时，，童年不应该童年不应该

被过早和匆忙地送入消费机器的齿舌被过早和匆忙地送入消费机器的齿舌

间间。。对童年的眷顾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文对童年的眷顾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文

化化““步履缓慢的灵魂步履缓慢的灵魂””。。

《《童年精神与文童年精神与文化救赎化救赎》：》：

童年是我们童年是我们““步履缓慢的灵魂步履缓慢的灵魂””
□□赵赵 霞霞

上世纪20年代初，郑振铎创办《儿

童世界》期间，经常向文学研究会成员组

稿。叶圣陶划时代的童话创作就是在该

刊脱颖而出，引起了文学界的强烈反响。

叶圣陶说过：“郑振铎兄创办《儿童世

界》，要我作童话，我才作童话，集拢就是

题名为《稻草人》的那一本。”他的第一篇

童话《小白船》发表在《儿童世界》第一卷

第九期上。1922年他共在该刊发表了19

篇童话，以后又写过20多篇。这些童话

分别结集为《稻草人》（1923年）与《古代

英雄的石像》（1931年）出版，此外还有

《鸟言兽语》《火车头的经历》等篇收录在

《四三集》中。

叶圣陶童话全系作家独创。鲁迅曾

赞誉《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

条自己创作的路”，郑振铎认为《稻草人》

“在描写一方面，全集中几乎没一篇不是

成功之作”（《稻草人·序》）。叶圣陶童话

是内容与形式统一的杰作，它的出现是

中国本土原创艺术童话成熟的标志。

立足现实，讲好中国故事

叶圣陶的童话创作思想有一条清晰

的发展线索。他早期写的童话大都是“孩

提的梦”，色彩绚丽，充满幻想，用理想主

义的弹唱编织着童话世界的光环。他认

定儿童文学要“对准儿童内发的感情而

为之响应，使益丰富而纯美”（《文艺谈·

七》，1921年3月《晨报副刊》）。他要用自

己的笔去勾画“一个美丽的童话的人生，

一个儿童的天真的国土”，使纯洁的童心

不受到战争、苦难、血泪等不幸的人生悲

剧的损伤。就在这一年的11月和12月，

他一口气写了《小白船》《傻子》《燕子》

《一粒种子》等9篇童话。这些童话，充满

着对“爱”与“善”的热烈向往，努力把人

生描写成适合孩子们纯洁心灵生存的世

界，塑造了一系列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

童话形象：有不顾自己得失处处为别人

着想的傻子（《傻子》），有跋山涉水为人

们传递书信而自己不幸残疾的绿衣人

（《跛乞丐》），有以自己的歌声来抚慰受

苦人寂寞心灵的画眉鸟（《画眉鸟》）。他

希望出现一个没有“伤害”而“遇到的都

是好意”的世界（《燕子》），他要用爱与善

来陶冶孩子，使“受之者必能富有高尚纯

美的感情”（《文艺谈·七》）。作家的这种追

求和理想，无疑是进步的，无可非议的。但

是，这毕竟只是童话世界，现实的人生又

是如何呢？作为一个“为人生而艺术”的现

实主义作家，他怎能无视现实？叶圣陶的

笔触在矛盾之中痛苦徘徊，他这时期的小

说是用沉重的笔调抚摸着不幸的人生，而

童话却是用理想主义的弹唱编织着梦幻

般的光环。现实与梦幻使作家的心失去了

平衡：“在成人的灰色云雾里，想重现儿童

的天真，写儿童的超越一切的心理，几乎

是个不可能的企图！”（《稻草人·序》）

经过痛苦的思考，叶圣陶终于转换

了笔调，他决定要诅咒了：“我们起先赞

美世界，说他满载着真的快乐，现在懂

了，他实在包含着悲哀和痛苦，我们应当

咒诅呵！”“咒诅那些强盗……更咒

诅……有那些强盗的世界。”（《鲤鱼的遇

险》）叶圣陶将笔触伸向广阔的现实世

界，把真实的血泪人生展露在孩子们眼

前：从遥远的星球来到地球的旅行家，触

目所及都是贫富悬殊的不合理现象（《旅

行家》）；蚕农日夜辛劳，织女终年纺纱，

生活却饥寒交迫（《快乐的人》）；一个瞎子

和一个聋子互相调换生理缺陷，他们终于

第一次看到和听到了世界，但这世界上的

不幸与杀戮反而使他们感到痛苦（《瞎子

和聋子》）；一个孩子得到了一面可以窥见

未来的神镜，而他见到的人都是皮包着

骨，脸上没有血色（《克宜的经历》）。

在一系列“咒诅”现实的童话中，最

杰出、最有影响的是代表作《稻草人》。这

篇童话通过一个富有同情心而又无能为

力的稻草人的所见所闻所思，真实地描

写了上世纪20年代中国农村风雨飘摇

的人间百态：可怜的老妇人亡夫丧子，辛

劳终年，用血汗换来了快要成熟的稻谷，

却遭到了遍地虫灾的浩劫；困乏的渔妇

在寒夜好不容易捕到了一条鱼，而丢在

船舱中的孩子却病得更重了；一个走投

无路的弱女子不甘心被赌鬼丈夫卖掉，

在暗夜中悲愤地投河自尽。作家告诉孩

子们：“不幸的东西填满了世界，都市里

有，山林里有，小屋里有，高楼大厦里

有……”（《画眉鸟》）他希望自己的童话

能使“当时的儿童关心当时的现实，不要

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从梦幻的世界走

向现实的人生，把血泪的现实告诉应当

知道现实的孩子们——这就是叶圣陶童

话创作思想的发展线索。这一转变不仅

加深了叶圣陶童话的思想意义和持久的

生命力，而且对促进中国现代童话创作

产生了深刻的推动作用。

立足儿童，探索童话创作艺术

叶圣陶还没写童话以前就这样说

过：“创作儿童文艺的文艺家当然要着眼

于儿童，要给他们精美的营养料。”（《文

艺谈·八》）正是为了实现这一既定目标，

他从创作第一篇童话开始，就一直在孜

孜不倦地探索着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

式，努力供给年幼一代“精美”的作品。他

的童话作品，以其独特鲜明的艺术特色，

为现代童话创作提供了新鲜经验。

诗意的幻想、诗化的意境，是叶圣陶

童话重要的艺术特色之一。小学教师出

身的叶圣陶深谙儿童心理，熟知“儿童于

幼小时候就陶醉于想象的世界，一事一

物都认为有内在的生命”，“文艺家于此

处若能深深体会写入篇章，这是何等的

美妙”（《文艺谈·八》）。为了迎合儿童的

想象世界，叶圣陶童话十分注重幻想色

彩，而又融于诗化的意境，给人以悠悠不

尽的美的遐想。美的大自然、梦的月宫与

神秘的蚂蚁国，这三者是叶圣陶写得最

出色的诗化的幻想境界。

叶圣陶的童话无论是描写神奇的幻

想世界，还是表现上的强烈夸张，都十分

符合童话的事理逻辑性，即符合童话推

理上的逻辑，符合客观世界物的属性。

《稻草人》正是这样的佳作。当稻草人看

到害虫正在吞食稻叶时，他心如刀割，想

要告诉“可怜的主人”，于是“摇动扇子更

勤，扇子拍着他的身躯，作啪啪的声响。

他不能喊叫，这是他惟一的警告主人的

法子了”。当他看到有人投河时，连忙“将

扇子重重拍着，希望唤醒那疲困的渔妇”

去抢救。但无论怎样也叫不醒渔妇，而他

自己又“像树木一样，栽定在那里，半步

也不得移动”。叶圣陶设计得多么合情合

理、丝丝入扣。他严格按照用稻草扎成

的、栽定在田里的“稻草人”这种独特事

物的特性来展开故事情节。如果把稻草

人写成既能大喊大叫报告农妇虫灾消

息，又能大步跑去拯救跳河的人，那就违

反“稻草人”独特的属性了。事理的逻辑

性是童话的重要艺术要素，正是由于叶

圣陶童话深谙逻辑性的奥秘，才能使小

读者感到真实可信，产生艺术魅力。

叶圣陶童话在语言方面具有明显的

民族化与儿童化的特色。它是民族的活

的语言，既无欧化句式，又无文言词语；

同时具有童话作品必备的明白、晓畅、生

动、活泼的儿童化特点。如《鲤鱼的遇险》

开头的描写：“温柔而清净的河是鲤鱼们

的家乡。日里头太阳像金子一般，照在河

面上；又细又软的波纹仿佛印度的细纱。

到晚上，银色的月光、宝石似的星光盖着

河面的一切；一切都稳稳地睡去了，连梦

也十分甜蜜。大的小的鲤鱼们自然也被

盖在细纱和月光、星光底下，生活十分安

逸，梦儿十分甜蜜。”这简直是一首散文

诗！充满着儿童温馨的梦，散发着孩子天

真愉快的口语芳香，使人不禁想起安徒

生童话《海的女儿》描写的海底世界的意

境。叶圣陶对童话的艺术要素——丰富

的幻想性、表现的夸张性、事理的逻辑性

以及童话语言特色等，已经运用得相当

纯熟而又自具特色。

立足本土，坚守中国气派

首先，叶圣陶童话的题材来自于中

国的现实生活，主题是从民族土壤中发

掘出来的，与袭用外国题材的童话完全

不同。无论是《大喉咙》《画眉鸟》反映的

城市工人阶级与下层市民的血泪生活，

还是《稻草人》描写的破产农民的悲惨遭

遇；无论是《火车头的经历》记载的爱国

学生的示威请愿运动，还是《蚕和蚂蚁》

《一粒种子》表现出来的“劳工神圣”感

情，无一不是当时中国社会生活在童话

中的折射。透过《小白船》《甜》《芳儿的

梦》《阿秋的中秋夜》等浪漫主义色彩浓

厚的童话帷幕，完全可以体验到我们民

族古来有之的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对光

明的呼唤。这些作品已经成了“时代的生

活和情绪的历史”（高尔基），清楚显现了

鲜明的民族特色。

其次，叶圣陶童话所描写的人物的

生活环境与乡土风光、民间风俗、时令节

序、道德观念、民族建筑、服饰饮食等风

景画、风俗画，完全是“中国式”的，完全

是我们民族特有的文化传统和心理素质

的具体表现，充满着浓郁的社会生活内

容和民族生活气息。《稻草人》中的田野

风光和渔妇捕鱼用的“罾”；《克宜的经

历》中克宜所见到的学校、医院、戏院的

场景；《画眉鸟》中出现的“弯弯曲曲的胡

同”和“悠悠荡荡”的三弦声。正是由于叶

圣陶在童话创作中努力追求民族特色与

民族风格，他的作品才能为中国的孩子

喜闻乐见，广为传诵。

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炉火纯青的

艺术形式、鲜明浓郁的民族特色，这三者

的有机结合，使叶圣陶童话达到了成熟

的境地，开创了中国童话创作的新局面。

鲁迅先生高度赞誉叶圣陶的《稻草人》是

“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

路”。笔者认为，鲁迅先生的这一赞语包

括这样三种含义：

第一，叶圣陶的童话是真正意义上

的作家独创的艺术童话；

第二，叶圣陶的童话为中国现代童

话创作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新鲜的经验；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叶圣陶的童

话开辟了中国童话创作的现实主义道路。

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正是从叶圣陶

的《稻草人》开始，中国才有了标准的作

家独创的艺术童话。叶圣陶的功绩将永

远载入中国文学与中国儿童文学史册。

中国第一部本土原创童话集——《稻草人》

从梦幻世界走向现实人生从梦幻世界走向现实人生
□□王泉根王泉根

叶圣陶叶圣陶

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炉火纯青的艺术形式、鲜明浓

郁的民族特色，这三者的有机结合，使叶圣陶童话达到了

成熟的境地，开创了中国童话创作的新局面。

正是从叶圣陶的《稻草人》开始，中国才有了标准的作

家独创的艺术童话。叶圣陶的功绩将永远载入中国文学

与中国儿童文学史册。

钩
沉

中
国
儿
童
文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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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