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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要有更鲜明独立的姿态
首届首届““中文原创中文原创YAYA文学奖文学奖””启动启动仪式暨仪式暨““零时差零时差··YAYA””书系成果展示书系成果展示

刘绪源刘绪源《《美与幼童美与幼童————从婴幼儿看审美发生从婴幼儿看审美发生》（》（增订版增订版）：）：

刘绪源刘绪源

好书精读

刘绪源的《美与幼童——从婴幼儿看审美发

生（增订版）》（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年

10月出版）是一部从审美视角探究儿童身心与文

化发展的童年学著作，也是一部从童年视角探询

人的审美发生奥秘的美学著作。

很难说童年学和美学的关切在刘绪源的论

说里到底孰轻孰重。有时候，你觉得他之所以谈

审美，为的即是提出关于儿童和儿童蒙养的新论

见。可你又觉得他谈儿童，谈儿童的成长，无不意

在阐明美与我们的存在之间最本质、最深切的关

联。这部著作的笔墨格调朴白可亲，但它的思想

浓度又是如此之重，密布文本的那些富于创造

力、洞见力的思考、探求、发现和阐说，令人深感

学术的研究若有真义，非此而何在？

儿童审美发生学：一个学科的可能

《美与幼童》谈儿童审美的发生，却是从儿童

发生认识论的鼻祖皮亚杰说起。我以为，这其中

除了理论和方法的扎实借鉴，亦包含了一种探索

与研究的远大宏图。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原

理》相隔近半个世纪出版的《美与幼童》，实在是

一部与“发生认识论”遥相呼应的“审美发生论”。

它所着意探讨的，是与“认识”相对应的人的另一

种根本能力的源起，更进一步说，是传统哲学范

畴里与“理性”相对应的人的另一半存在本质的

内容。以这一审美能力和审美本质为对象的审美

发生学研究，在美学研究的传统中向来占有一席

之地，但《美与幼童》的独特性和创造性在于从个

体身心的发生学视角，来整体探讨这一审美能力

的发展和审美本质的展露。

正如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主要并非探讨作

为一个群体的人的认识力究竟从何而来，而是揭

示个体层面人的认识力如何具体地发生演进，刘

绪源的审美发生论同样并不以人类群体审美经

验的发生学考察为主旨，而是重在探究作为一种

人性维度的审美力如何在个体身上潜伏、萌芽、

生长、显露。这是一种朝向每一个体的存在体验

和生活实践直接打开的研究，因为我们每个人都

是从这样的发生期演进而来的个体，这一个“儿

童”将有可能揭示与人的成长、实现有关的重要

奥秘。所以刘绪源谈皮亚杰，“理路清通”之外，亦

且心有戚戚。

《美与幼童》一书，在高度浓缩的思想演绎

中，遍布着可供有心者发现、点燃、引爆的理论生

发的信子。比如作者谈到婴幼儿时代“对于快乐

的追求和记忆”乃是最初的审美情感，以此回观

王阳明“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

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瘘”的教育

观，这里的“嬉游”之乐非是劝人暂予忍耐的某种

粗陋欲望，实是儿童胸中审美本能的自然抒发，

所谓“舒畅之”的“条达”之法，在肯定、顺应这种

初级审美之“乐”的前提下，使之朝着更为丰富深

厚的审美愉悦成长和升华，以此惠及个体的全部

生存。此即儿童美育的一大课题。又如书中大量

援引儿童文学作品做幼年审美心理的精微分析，

往往显出实证研究常不能及的生动、精准与深

透。由这一特殊文类寻索儿童审美活动的特征、

规律等，乃是审美发生研究的一大要径，是当代

儿童文学研究可有作为的另一广域。

我甚至认为，未来的儿童研究若能循着《美

与幼童》开辟的疆场和路径，从保育学、教育学、

儿童心理学、儿童文学、儿童艺术等各个学科方

向，结合思辨、实证、经验等多种研究方法，将这

一特殊的“审美发生论”话题持续推进下去，极有

可能促成一个在研究价值、学术影响上均可比肩

“发生认识论”的新学科的诞生。

节奏、想象、情感的再认识

《美与幼童》虽由皮亚杰的立点启步，并在论

说中援引、运用了“图式”、“同化”、“顺应”、“平

衡”等发生认识论的重要概念，却是借此在审美

的地界里另辟理路，另立新说。在哲学领域，“图

式”一词绝非陌生的范畴，然而作者从传统认知

图式的旧入口而进，却由婴儿审美图式的新出口

而来，竟把我们带入“图式”之说的又一片开朗之

地。这个初始阶段的审美图式，也就是个体审美

力的起点，刘绪源以再朴素不过的“节奏”一词来

概括它的基本内涵。现代儿童研究对这个词无疑

太熟悉了。皮亚杰曾谈及幼儿的节奏感，蒙台梭

利也详究过儿童期的节奏，但当刘绪源用节奏的

“松开”和“分化”——亦即人的审美感受力、理解

力的“由简到繁”、“由显入隐”——来解释个体审

美成长的秘密，在儿童研究的语境里，这个看似

普通的语词骤然获得了一种充满穿透力、诠释

力、生长力的思想能量。节奏感的“由简到繁”所

指向的个体审美图式的扩充复化，以及其“由显

入隐”所指向的个体审美能力的内化创生，在发

生学的视野下得到清晰的呈示，我们于此似乎窥

见了人的丰繁复杂的审美经验世界以及独特幽

深的审美存在感受的根本源头。

事实上，整部《美与幼童》的理论展开，所用

多为学界熟悉的儿童发展理论、概念、术语等，却

就此发掘出诸多充满新意的阐说。作为这部著作

论说核心的“想象”与“情感”范畴，在儿童心理学

领域亦非新词。但刘绪源谈“想象”，不独将其作

为一种由旧材料创编新形象的心理机制，更是一

种促成人的智性的各个方面在自由舒展的运行

中达到“默会整合”的特殊精神能力，它有形式、

有内容，还有丰沛的主体情感的介入和渗透。伴

随着这一“想象”的精神活动而兴起的“情感”，同

样不仅是指具有特定内容的情绪感受，更是一种

经由想象推动催生、同时又反过来导引想象并与

之融会一体的感性体验，是“人”与世界、“我”与

他物在“想象”的水流中自在相遇而激起的精神

感兴。它是将人的身体由动物性进一步导向人性

的必由之路。在这里，我们熟悉的想象、情感等范

畴由实验心理学层面被进一步推至更阔大深远

的哲学、美学视野中，而其哲学和美学的蕴涵则

在儿童发生学的方法下得到独特的探询和揭示。

童年日常背后的理论深度

《美与幼童》中许多极广而深的剖析解说，皆

由常理、常见起笔，毫无玄虚，却又步步生景，曲

径通幽，最后把我们带进别开生面的思想洞天。

这大概是刘绪源为文一贯的风格，但或许还因为

他谈论这些，心中无时不怀着一个孩子的生动形

象。这个形象，既是叠合了一切儿童特性的那个

最普遍的孩子，也是他膝头从婴孩渐渐长大为幼

童的那个最具体的“娃娃”。可以说，《美与幼童》

的一切理论演绎与发明，都是从这个孩子的最具

象的生命情状和最切实的生活展开出发，并以他

（她）的完整的精神发展和生命实现为最终的旨

归。为什么要向幼童提起美的话题？婴幼儿时期

有真正的审美吗？这种审美活动的表现为何？如

何理解它在幼童生命结构及其发育过程中的位

置？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又何在？这些问题的提

出和论证，首先不是出于任何寻求“新见”的理论

探险，而是为了一窥儿童生命的真实奥秘，并由

这个奥秘的揭示，来为儿童的发展、成长、教育等

提供真有助益的指南和建议。所以，尽管全书博

采心理学、哲学、美学、人类学、文学、艺术学、自

然科学等众学科的丰富理论资源来支撑论证，却

从不让我们觉得这些理论的探讨越出了儿童生

活的日常边界。在述说儿童的问题时，《美与幼

童》的“理路”一如作者介绍皮亚杰时所言，始终

是“清纯的、清晰的”。我相信，任何留心与孩子相

处的成人，都能从中看到自己所相识的那个孩子

的亲切身形与面目，亦会感到书中理论的关切、

阐说与儿童生活现实的时刻契合。

这种“清纯”和“清晰”反过来烛照理论本身，

使之显出当代学术生产机制下久违的那种素朴

的智慧与清明的深刻。例如，书中富于创见的“二

元阶段”说，探讨特定幼儿时期的秩序感与反秩

序冲动的根本源头及彼此关联，其发现对于我们

重新认识幼儿阶段最常见的“遵循秩序”与“破坏

规则”的二元行为趋向，尤其是理解幼儿“反秩

序”冲动的审美本质与文化价值，并将它恰当落

实于儿童教育的实践，具有直接的指点和导引作

用。此一“二元阶段”说，表面的通透敞亮背后，其

实包含了贯穿人类哲学史、美学史的理性与感性

之间的那场聚讼公案：如何看待理性和感性在人

的完整存在与自我实现中的各自地位；如何从这

两者的“各司其职”中，判定它们之间复杂、深入、

微妙的相互交缠；以及，如何通过理性与感性之

间恰到好处的分工协作，寻求人的充分发展的更

高可能。这其中的每一点都足以构成一个体量庞

大的美学研究课题。《美与幼童》本身从发生学的

独特视角探问着这些人类精神的宏大之问，但从

它的论说内容和姿态里却不见丝毫宏大理论的

傲气。相反，透过它所关切的那些具体无比的儿

童话题，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真正的哲学、美学

与每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间的深切关联。或许

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背后宏大的理论思想的照

耀，作者笔下看似寻常的那些儿童心理和文化范

畴才焕然而发出更为迷人的理论光彩；但也正是

经由这个小之又小的幼童身影的投射，那看似宏

伟高远的理论之母，才充分显出它与普通生命和

寻常生活贴肤相关的本真价值与魅力。

从儿童的发展到人的实现

于此，刘绪源把他研究视野里的这一个“幼

童”，既描画得极亲切寻常，也洞穿得极深刻精

微。“在这个小小的童年奥秘中，其实是隐藏着非

常巨大的人生奥秘的。这里隐寓着一些十分积极

的规律性的东西：小而方之，孩子正是在这种求

新求奇中成长的；大而方之，整个人类正是在这

种求新求奇中发展的。”《美与幼童》让我们看到，

如何经由童年的审美之钥，为人类个体和群体打

开通往更好未来的那扇门扉。书中一再谈到对于

个体成长和人类发展至为重要的“创造性思维”

“创新型人才”等概念——从审美的视角、原理、

方法提出陶育这种思维和这类人才的恰当之径，

应是《美与幼童》为儿童发展理论所奉上的一个

充满价值的贡献。书中大量有关幼儿审美现象的

见解，包括婴儿审美图式的初现、幼儿审美能力

的演进、审美想象在幼年阶段的重要性及其原

因、审美想象与人的创造力的关联、人的审美力

与理性之间的转化互推等，对于当代儿童的家庭

蒙养、学校教育乃至与孩子有关的一切文化事

业，无不有着基础理论和操作实践上的大用。

但我也以为，刘绪源在《美与幼童》中辩说、

揭示的“童年奥秘”，远不只是为了满足人及人类

未来发展的某个功利需求。在追寻“成长”和“发

展”之前，它的更重大、更基础、也更深远的意义，

应在于借助普遍而永恒的童年经验的指引，带我

们进入关于人的审美本质的慧性识判和深刻体

悟中。从这个审美的幼童身上，我们或许空前透

彻地体认到，人是一种审美的存在，这个审美之

维不是旁列于人的其他存在维度的一种补充内

涵，而是渗透于人之为人的一切方面实践，包括

人的认知的建立、理性的发展、身体的塑造、精神

的成型，直至日常生活幸福感的实现。这就是为

什么刘绪源说审美是“调动完整的人，是对人的

整个生命的冲击”。

《美与幼童》绝不是一部泛审美主义的著作，

作者在谈论审美的问题时，始终审慎地辨析、厘

定着审美与认知、理性等精神范畴之间的边界：

“在婴幼儿的审美走向成熟后，认知的成分会渗

入其中，审美本身也会成为主体把握世界的方

式，但审美与认知的差别将永久存在，永不可能

消弭”；“理性思维将走向抽象的结论，将走向清

晰，审美则走向模糊……”正因如此，当人的审美

性从这样的审慎论证中鲜明地显影而出，当刘绪

源说“审美……应是与认知相并列的、相辅相成

的、居于同等地位的精神方式，如果不说它是一

种更根本、也更重要的方式的话”，他恰恰是为审

美之于人的“根本性”和“重要性”做了最充分的

注解。

我想起那个著名的关于美的命题：“美是上

帝的名字”。在辨美的语境里，《美与幼童》以其独

特的发生学方法与发现，汇入到了关于美的现代

诠释的传统中。这个传统致力于揭示和证明，

“美”是人的名字，是人的生命的自由舒展与完整

实现的必要精神基底。它使生命不但是丰富的，

而且是生动的；不但是紧要的，而且是美妙的。

《美与幼童》指示给我们，如何由孩提时代的审美

图式和审美经验启程，踏上那通往更丰厚的生动

和更深切的美妙的成“人”之途。

““美美””是人的名字是人的名字
□□赵赵 霞霞

近年来，接力出版社推出了一批

原创图画书和儿童文学，并尝试以多

种形式进行演绎。继图画书《走出森

林的小红帽》音乐舞台剧之后，原创绘

本《麻雀》亲子音乐会在北京剧院上

演，受到小朋友喜爱。

《麻雀》由儿童文学作家、阅读推

广人梅子涵执笔创作，新锐画家满涛

配画插图。该书讲述了一个略显荒

诞却引人深思的现代寓言，描写孩子

与麻雀之间天然的生命之爱，力求给

孩子带来真善美的启迪。北京圣艺

昊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将这部原创

绘本搬上舞台，故事情节和音乐有机

结合，生动再现了这个故事。接力出

版社总编辑白冰表示，希望今后能通

过舞台剧和其他多种演出形式讲述

中国故事，更好地为少年儿童提供精

神文化滋养。 （王 觅）

11月 18日，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联

合麦克米伦出版集团、阅文集团举办的首届

“中文原创YA文学奖”启动仪式暨“零时差·

YA”书系出版成果展示会在上海世博展览馆

开展，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中

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

分会主席海飞、麦克米伦儿童出版集团（美国）

总裁乔纳森·亚戈德、麦克米伦儿童出版集团

附属版权部执行董事克瑞丝汀·杜兰尼、美国

童书作家劳拉·瓦卡罗·希格、北京大学教授曹

文轩、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社长张秋林等人

出席启动仪式。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于2014年12月开

始，陆续引进了一批针对13-17岁青少年阅读

需求的作品，比如《托德日记》《宠爱珍娜》《说

出来》《布鲁克林大桥》等，形成初具规模的

“零时差·YA”书系，在读者中产生了巨大的

反响。高洪波认为，该书系推动了国内少儿阅

读完整的生态链。为广大青少年读者提供优

质的阅读内容，已成为社会各界特别是少儿出

版界的使命与责任。

曹文轩代“中文原创YA文学奖”评委会主

席李敬泽宣布评委会名单并发表讲话。邬书林

讲到，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少年需要自己的YA

文学，YA文学也应在中国文学中具有更鲜明、

更独立的姿态，并占有一席之地。 （童 文）

广 告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新区市级行政中心7号楼北楼市文联
邮编：650500，邮发代号：64-9，电话：0871-63313659/63376805
滇池文学网：www.dchwx.com，电子邮箱：dianchiyk@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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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
法卡（中篇小说） …………………… 宋红星
张大头（短篇小说） ………………… 华 杉
图书管理员（短篇小说） …………… 李少伦
潜入梦境的蛇（短篇小说） ………… 吴安臣
净水器（短篇小说） ………………… 杨恩智
滇池之友小说散文精选
两个少年（短篇小说） ……………… 俞敬元
老牟其人（短篇小说） ……………… 王兴海
血脉（短篇小说） …………………… 白付平
圆通寺的下午（散文） ……………… 马宇龙
挖色女人与牧羊记忆（散文） ……… 张焰铎
滇池诗刊
滇池之友诗歌精选
蓝 狐 郭绍龙 周永轩 黄 梦 龙 鸣
刘郁羽 李 治 寒 池 王树军 赵小米
刘 坤 韦子庆 郭志安 若 华 苏轼冰
魏 韡 过 客 叶海东 李雪梅
新经验
谁到最后也会活成一部电影（之二）… 内陆飞鱼
散文
散文世界的世界（下） ……………… 李达伟
书本的旅行（散文） ………………… 尘 埃
剑语（散文） ………………………… 蔡勋建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散文）

………………………………… 王德领
骨血之痛（散文） …………………… 樊 桦
昆明青年作家研究
历史幽灵与人性黑洞 ……………… 杨荣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