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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文学的边界与特征幼儿文学的边界与特征
————中国原创幼儿文学理论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原创幼儿文学理论研讨会在京举行

9月11日，由接力出版社主办的“幼儿文学

的边界与特征——中国原创幼儿文学理论研讨

会”在京举办。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

敬泽，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

会主任高洪波，以及秦文君、徐鲁、汤锐、朱自

强、陈晖、李敏谊、瞿亚红、杜传坤、胡华、崔昕

平、刘颋、刘秀娟、陈香、刘丙钧、郑春华、王一

梅、萧袤、熊亮、吕丽娜、李岫青等20余位专家

学者、作家、画家、评论家参会，接力出版社总编

辑、儿童文学作家白冰等作为主办方代表参会，

参会媒体20余家。与会者围绕“幼儿文学的边

界与特征”主题进行了生动严谨的切磋、讨论，

金波先生与大家分享了自己多年的创作感悟、

理论思考。

会后，“第二届接力杯金波幼儿文学奖征稿

倒计时6个月启动仪式”举行，启动仪式上，接

力杯双奖评委会主任高洪波，接力杯双奖组委

会副主任、秘书长白冰、金波呼吁：希望有更多

的作家、画家拿起笔来为幼儿写作，为幼儿读者

描画出一个快乐美好的文学世界。

“边界”和“特征”抓准了要害

李敬泽认为，18岁前，尤其是 0~6岁的孩

子，判断力尚未完全成熟，这一时期，他们的阅

读选择要靠成人代为决定。不过，成人的感觉

不能直接等同于孩子的感觉，成人的选择更不

能忽略孩子的感受。幼儿文学是大人们建构出

来的文学，因此，“我的感觉”和“你的感觉”能不

能合二为一，是对幼儿文学作家提出的最大考

验，同时也是对幼儿教育、幼儿心理学研究、实

践的考验，我们还需付出更多努力。

李敬泽谈到，本次研讨会主题中的“边界”

和“特征”这两个关键词，抓准了幼儿文学的要

害：我们期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孩子？在这两

个既是“边界”也是“特征”的复合之问里，满含

我们的焦虑。而化解这样的焦虑，正是这次理

论座谈会的价值和意义：在“边界”和“特征”的

双重限定里，我们要知道哪种判断、哪种选择可

以既是孩子们喜欢的，也是成年人期待的。幼

儿文学事业的不断进步、发展和成熟，除逐步建

立起幼儿文学独特的文学、审美、社会、心理价

值谱系外，还需要确认幼儿文学在整个儿童文

学中独特而饱满的“边界”和“特征”。

幼儿文学是了不起的“大文学”

高洪波认为，幼儿文学是了不起的文学，幼

儿文学创作有四大标准。第一个标准是“哲思

与诗意”。比如，作家佐野洋子的《活了100万

次的猫》就是哲思、诗意并存的作品，“我曾经把

这个故事讲给一个4岁的孩子，孩子听着听着，

泪光闪烁。”第二个标准是“幽默与童趣”。“我一

直坚信，每个小不点天生都有幽默、富于童趣，

随着年龄增长，这些也许会被遮蔽。因此，在幼

儿文学创作中，保有幽默和童趣至关重要，这是

世界幼儿文学的共识。”第三个标准是“语言与

读者”。幼儿的语言是浅语，这包括童谣儿歌和

童话故事。幼儿是没有阅读能力的，由长辈的

语言、老师的语言、父母的语言，向他提供最初

的文学灌输。金波老师编了一套经典的“中国

传统童谣书系”，这就是标准。童谣在语言方面

的特殊性留存给人类后代很多宝贵的借鉴。第

四个标准是“视角与定位”。高尔基说过，儿童

是最可尊敬的人类。幼儿文学创作要保持孩子

的特征，尊重孩子，幼儿文学是最本真意义的成

长文学，是系好人生第一颗纽扣的文学，是了不

起的文学，谁轻视它，不是浅薄，就是愚蠢。

金波认为，当下儿童文学发展很快，但还有

很多不足，发展不平衡。比如，幼儿文学过去一

直被淹没在儿童文学里，没有把它单独分出来

强调。幼儿文学的作者队伍不够稳定。此外，

有关幼儿文学的理论建设仍需强化。幼儿文学

要从社会、教育、文化多个角度去关注，才能稳

步地向前发展。

金波表示，幼儿文学面对的绝对不只是幼

儿，还要面对家长、教师等成年人。成年人是将

幼儿文学送到幼儿手中的群体，离开了成年人

读者群，幼儿文学的创作、推广和普及都是很难

进行的。

金波进一步谈及，幼儿文学的修辞技巧非

常多，比如拟人、反复、顶针、复沓，在幼儿文学

的技巧方面，我们的理论研究还很欠缺，还缺少

归纳。他认为，幼儿文学特别是婴儿这个阶段

的文学，是听觉的艺术。它快捷、强烈，要能瞬

间储存于听觉记忆。“我在主编‘中国传统童

谣书系’这套书时，强烈感受到这一点，如果我

再编一套儿歌系列，同样是诗歌系统，感受会

更强烈。当今儿歌创作中，技巧用得少，而且

太单调。”

金波认为，幼儿文学的理论建设非常重要，

幼儿文学一定要推广到家长、教师那里去，没有

成年人阅读的幼儿文学，是不能够真正到达孩

子的手里的，幼儿文学的教育是情感的教育，需

要家庭文化的熏陶。

推进中国幼儿文学的职责与使命

白冰认为，0~6岁的婴幼儿时期是人生的

第一个成长阶段，是一个人的情感、人格、性格

形成的关键时期。婴幼儿文学是会对婴幼儿产

生至关重要影响的认知手段。做好婴幼儿文学

图书的创作理论研究和出版工作，是少儿出版

工作者的职责和使命。

白冰介绍说，接力出版社1990年建社，30

年来，接力出版社始终把“婴幼儿文学”的出版

放在很重要的位置。2001年，接力社创办了婴

幼儿刊物《小聪仔》，年发行量达到200万册，译

介到东南亚等多个国家。

在儿歌、童谣、童诗方面，接力出版社出版

了“中国传统童谣书系（十卷本）”等；在童话、故

事方面，出版了“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系列”“围裙

妈妈和小饼干系列”、《踢拖踢拖小红鞋》、“青蛙

咕呱儿系列”等；在原创图画书方面，出版了《乌

龟一家去看海》《章鱼先生卖雨伞》《好想好想吃

草莓》《如何让大象从秋千上下来》和“没想到婴

儿创意图画书”等等。《乌龟一家去看海》入选

2018年 IBBY国际儿童读物联盟荣誉作品，荣

获2017年沙迦国际童书展插画展嘉许奖、第五

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佳作奖、第一届小凉

帽国际绘本大赛专业组最佳作品奖；“没想到婴

儿创意图画书”输出到马来西亚、越南、埃及、美

国、加拿大等国家。为了加强儿童文学的理论

建设，特别是幼儿文学和幼儿图书的理论研究，

出版了《能歌善舞的文字：金波儿童诗评论集》

《幼儿的启蒙文学》等图书。为了推动婴幼儿文

学的繁荣和发展，扶植婴幼儿文学的新人新作，

在金波先生的授权下，接力出版社在2015年设

立“接力杯金波幼儿文学奖”。

白冰介绍，未来接力出版社将在婴幼文学

方面重点发力，接力出版社的计划是：第一，在

婴幼儿文学的分级出版方面做出尝试，把幼儿

文学的读者对象分为婴儿、幼儿、小学低年级学

生，以及家长和幼教工作者；第二，继续做好婴

幼儿文学的全品类出版工作，包括童谣、儿歌、

童诗、童话、故事、儿童戏剧和剧本、散文、图画

书等；第三，做好婴幼儿文学经典作品的文化积

淀工作，梳理、整理、编撰、出版婴幼儿文学精品

力作；第四，继续强化幼儿文学理论的构建，将

不定期举办幼儿文学理论研讨会，每年出版1~

2种幼儿文学理论专著；第五，继续办好“接力

杯金波幼儿文学奖”，把这个奖项作为幼儿文学

出版平台，推出更多幼儿文学新人新作；第六，

继续加大力量向国外译介中国优秀的幼儿文学

作品，让国外的出版同行和研究专家了解中国

原创幼儿文学，了解中国幼儿文学理论与实践

的不断发展、创建和繁荣。

幼儿文学理论与实践的思想碰撞

围绕“幼儿文学的边界与特征”这一主题，

参会嘉宾互动交流，各抒己见，主要观点、见解

聚焦于以下七个方面：

一、幼儿文学的美学风格

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儿童文学作家秦

文君认为，幼儿文学写作取决于对美的认识和

对审美的把握。流光异彩是美，大道至简也是

美。幼儿文学那种奇妙的感觉异常新鲜、异常

饱满，它能让孩子在阅读的过程中，生成最初的

美的经验。幼儿文学应该把世界上最好最美的

事物写给孩子看，比如天性美、情感美、自然美、

性别美、缺陷美、语言美等，让他们借由文学，奠

定最初的美学铺垫。从这个意义上说，幼儿文

学是寻找幸福的百科全书。

作家吕丽娜认为，幼儿文学的美在于它的简

单，这是幼儿文学的美学，也是幼儿文学的力

量。幼儿文学的“简单”其实不简单，这种并不简

单的“简单”，正是幼儿文学的光芒所在，正是艺

术化的“简单”和看似无技巧的技巧所在，正是幼

儿文学“大巧若拙，举重若轻”的艺术魅力所在。

评论家刘秀娟认为，童话世界要有对孩子

的生活教育。刘秀娟以绘本“十四只老鼠”系

列、“幸福小鸡”系列等经典图画书为例，认为这

些幼儿文学作品以日常生活之美的呈现见长，

在这类幼儿文学作品里，作家精雕细刻，将平凡

的生活场景、幼儿熟悉的生活细节、生活情节融

入故事，在云淡风轻之间，灌注生活之美的点点

滴滴，是一种很好的美的教育。

评论家杜传坤认为，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探

讨儿童身心发展的时候，应该是感性思维，而不

是理性思维，人一生中的情感和想象力，并非是

线性的。

作家徐鲁认为，相对其他文学，幼儿文学更

接近儿童文学的核心。一位杰出的幼儿文学作

家，首先必须是一位文学修养深厚、心地仁爱纯

净、语言干净精妙的文学家。写幼儿文学，首

先需要“用心”，清澈明亮的句子，应该从真诚

的心灵里流淌出来，带着温度，带着明净和纯真

的感情。

二、幼儿文学的边界

作家汤锐认为，幼儿文学的边界划分非常

细腻，对幼儿来说具有拓展思维的作用，尤其是

激发和丰富情感体验。0~3岁是幼儿情绪发育

的重要阶段，3~6岁幼儿将情绪内化为情感，感

知能力高度发展，6岁以上是儿童逻辑思维发

展时期。所以，在幼儿时期，需要通过幼儿文学

的欣赏来激发和积累幼儿的情绪体验。

徐鲁认为，幼儿文学的边界非常开阔，他引

用韦苇先生的话说：“相比其他的儿童文学来

说，越是低幼的文学，越容易为全人类的小读者

所接受”。幼儿文学不带任何意识形态观念，也

不在乎任何文化背景，它们表现的是人类的心

灵中共通的东西，是全人类的“初心”。

图画书画家、作家熊亮认为，幼儿文学的年

龄段分级很细，好的幼儿文学要尊重特定年龄

段幼儿的心理需求。熊亮介绍说，他创作的图

画书《游侠小木客》，小主人公能够帮助孩子去

拓展、去抗争，这个故事的年龄边界设定为5岁

左右。幼儿文学作者只要抓准孩子年龄边界，

作品便很容易满足小读者的需要。

杜传坤认为，幼儿文学的年龄边界划分精

细化很好，但也应增加限定机械搬用年龄边界

的划分，那就会忽略现实情况的特殊和变更。

对于儿童年龄阶段的划定，有一个大体的参照

框架更贴近现实。

作家萧袤认为，婴儿文学不应该包含在幼

儿文学中。他建议，接力出版社在设立“接力

杯金波幼儿文学奖”后，可考虑设立“婴儿文学

奖”。他认为，随着时代发展，儿童诗或者说散

文都可以做成图画书。婴儿文学是对母语的启

蒙，中国作家一定要重视婴儿文学的创作。

三、幼儿文学的视听觉艺术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陈晖认为，幼儿

文学的音韵性最为动人，幼儿文学的美由音韵

美、艺术美两个方面构成。文字的声韵之美为

幼儿带去身心愉悦的阅读体验，由艺术手法、修

辞手法构造的艺术之美为幼儿带去听觉愉悦的

接受体验，重复、递进、排比、对比，循环往复的

节奏感打动人心。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香认为，

幼儿文学的本质是“听”的文学。在阅读过程

中，幼儿会特别留意作品对外部特征的描绘，会

对动态文字充满兴趣。反观当下的幼儿文学创

作，陈香认为，有些幼儿作品的艺术特征不明

显，外在的艺术形态不鲜明，作者或多或少忽略

了儿歌、童诗、谜语等在养成幼儿的语言能力、

感知能力、审美能力以及价值传递方面的作用，

忽略了童话故事、幼儿戏剧等对幼儿情感能力、

想象能力、表达能力方面的作用。

四、幼儿文学的创作方法

作家王一梅认为，创作者把思维理顺、以故

事证明观点、确保作品逻辑自洽，才能让自己的

作品简单、生动。由金波审译的《长大做个好爷

爷》堪称思维发散与思维聚拢俱佳的典范。整

个故事的讲述铺陈得当，推进有力，发散时花

开遍野，聚拢时要言不烦，焦点清晰，值得品味

学习。

作家汤锐认为，好的幼儿文学作品是在幼

儿和成人审美趣味的交互点产生碰撞出来的。

她认为，同一部作品，幼儿和成人的关注点既分

且合：幼儿寻找趣味，成人寻找意义、情怀，这是

分，而关于美，幼儿和成人又殊途同归。

作家郑春华认为，幼儿的世界宛如一个独

立星球。幼儿有自己的语系、自己的思维、自

己的逻辑。作为成人，作家在创作幼儿文学

时不应以侵略者的姿态擅自进入，而是把自己

倒干净，去仰视他们。他们的星球在高高的云

端上。

评论家刘颋认为，在进行幼儿文学创作时，

作家不能违背事理常情。只有从功能性里面挣

扎出一条审美的道路，幼儿文学才会更活跃、更

强大。在幼儿文学创作中，作家要尊重常识，尊

重事理常情，尊重基本逻辑。生命与世界的本

真状态，才是幼儿文学工作应该坚持的真实维

度，而不是我们制定好标准后的真实。

五、幼儿文学的教育价值和功能

《当代幼教》杂志主编瞿亚红认为，文学教育

是一种审美教育，遗憾的是，一些成人却认为它

是一种知识教育、道德教育。孩子对文学的感受

力敏锐异常，不输成人，对他们而言，文学是力

量、是震撼，这才是幼儿文学的主要价值和功能。

作家刘丙钧认为，幼儿文学的教化功能和

教育功能的文学呈现是一体两面、一鸟双翼。

前者是顺因成果，后者是倒果寻因；前者以教化

为旨，后者以教育为题；前者强调有益，后者突

出有用。幼儿文学的教育功能，就其展现形式

和侧重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寓情其中、绘美其

形的喻化型作品，阅读这类作品就像食用一种

营养丰富的水果，通过消化、吸收来补充维生素

的方式达到教化目的；其二是有着明确教育指

向，将教育功能文学化，将教育主题、实用目标，

如自我保护意识、生活习惯养成、人际交往能力

等以文学的形式加以呈现和展示。

中华女子学院儿童发展与教育学院副教授

胡华认为，在幼儿文学创作中，儿童立场至为关

键。她提出如果作家不能很好地了解儿童的精

神世界、灵性世界，也就无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幼儿文学创作者。儿童是自然之子、精神之子、

哲学之子，幼儿文学的创作，不是把成人的价值

观直接嫁接给他们，而是让灵性的语言通过最

富美感、最富童趣的叙述方式流入他们的心灵。

作家李岫青认为，孩子的思维和大人的思

维是不一样的，在幼儿文学创作中，作家应该追

逐孩子们的思维。很多家长很重视对孩子的教

育：讲卫生、守时、做事认真，但诸如“快乐的习

惯”“发现幸福的习惯”“与小伙伴相处”“维护友

谊”或“对于一朵花的爱”“对一只小青虫的爱”

等更重要的习性却被忽略了。

六、幼儿文学中的性别意识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李敏谊认

为，幼儿文学作家要有性别平等意识，只有这类

作品，才能更有力地推动、倡导性别平等社会通

识。她以“获奖图画书背后蕴含的性别意义的

研究”为例，发现从1999年到2016年获丰子恺

儿童图画书奖的53本图画书作品中，男性角色

占比较高，而且，这些男性角色还拥有较广的职

业选择，这种失衡，或许应引起幼儿文学作家的

关注和研判。

七、儿童文学的演变

评论家崔昕平认为，与对儿童观、儿童教育

的认知促进了儿童文学独立一样，对幼童观和

教育观的认知提升也会促进幼儿文学的独立。

她引用蒋风先生的话说，20世纪80年代，幼儿

文学才取得独立，这与一个重要的出版事件密

切相关，即 1980 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

《365夜儿歌精选》。20世纪 80年代是幼儿文

学充满丰富性的年代，有大量的幼儿文学论文，

多数都集中在基础话题的探讨，比如幼儿文学

的属性和审美特质，到了90年代之后，创作力

量逐渐消减，具有标志性的作品是大量汇编的

作品。随着新媒介时代的到来，幼儿文学的载

体发生了变化，如何在新媒体时代保持文学自

身的发展，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朱自强总结了本次理论

研讨会所涉及的七大议题。他认为，这些有关

幼儿文学的美学风格、幼儿文学的边界问题、幼

儿文学的标准尺度、幼儿文学的创作方法、幼儿

文学的教育意义的理论研讨，事关中国幼儿文

学未来发展，事关中国幼儿文学的理论建设，深

入研究它们，对中国幼儿文学的长远未来助益

良多。朱自强认为，幼儿文学是非常难以创作

的一种艺术，不论是教育者、学者抑或是出版

者、家长，都要时刻提醒自己，明确讲述对象，重

视儿童立场，强化对儿童心灵世界的了解、认

知，是幼儿文学创作的重要前提，为此，作家、画

家、研究者、出版者都不能掉以轻心，中国幼儿

文学的创作、出版任重道远。（马婕 李瑞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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