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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儿童文学学科建设、学术研究

迫切地吁求着观念突破与方法创新，儿

童文学与临近学科、相关学科的对话、互

鉴、融通正越来越为学界所关注，并有望

在近期推进至一个新阶段。本期推出的

吴翔宇一文聚焦我国儿童文学与现代中

国文学的“一体化”整合研究理路，有力

地打破了长期以来禁锢我国儿童文学发

展的学科壁垒，对于两个学科积极的双

向汇入均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近来吴翔

宇致力于以开阔纵深的学术视野研究百

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演进史，相关研究思

路及成果对于推动儿童文学的学术思想

及话语体系创新具有积极的价值。

——李利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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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整体性”思维论纲
□吴翔宇

20192019新春寄语新春寄语

古代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中国

儿童文学创生于“五四”时期，至今已走过了百年

的风雨历程。从其创生之日起，中国儿童文学就

显示出育化新人的思想品格，百年的发展历程时

刻与民族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这种鲜明的时

代性和强烈的社会功能性使得中国儿童文学没

有离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文传统，自觉汇入现代

中国文学的洪流之中。

从学科的性质而论，中国儿童文学是现代中

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因而有必要整体性地梳

理其与成人文学的关系，突破以往研究中将儿童

文学视为成人文学的附属形态或异质形态的理

论偏颇。这样才能既确立儿童文学的主体价值，

又搭建其与成人文学之间的桥梁，进而将儿童文

学与成人文学置于现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之

中，这无疑有助于凸显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完整面

貌和真实的现代性质。

建立中国儿童文学的整体性思维，最为重要

的是系统而全面地把握其发生、发展、转型的演

进历程。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演进史的研究，实

际上是将其视为“历史化”的一个整体，从“史料

的历史化”和“史观的历史化”的层面梳理其酝

酿、发生、深化、转换、新变的演变史，有效勾联现

代中国的动态发展进程，将儿童文学的发展和现

代中国的演进构建起深刻关联。同时，在这种还

原历史的客观叙述中呈现其发展的内在逻辑与

规律性，也将为重新确立中国儿童文学的经典、

重新解释中国儿童文学的传统提供话语资源。

此外，确立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与百年中国的整体

性视野，有助于宏观、全面地考察儿童文学之于

儿童教育、儿童成长以及参与现代中国的社会化

进程的方式、过程与影响，将中国儿童文学的生

产、流通、传播、语言、观念、范畴、批评价值体系

等形态的变迁与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结合起来，

在两者动态的张力关系中深入把握推动中国儿

童文学发生发展的综合性力量。

自上世纪初开始，一大批儿童文学先驱，如

周作人、郑振铎、赵景深、茅盾、郭沫若、魏寿镛、

周侯予、朱鼎元、褚东郊、张圣瑜、易士、葛承训、

陈伯吹、赵侣青、徐迥千、王人路、陈济成等，积极

投入到“儿童文学”这一崭新的领地里，他们的译

介、创作、研究以“历史在场”的方式构成了中国

儿童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新时期

以来，重构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整体性思维并非

中国现当代文学所提出的“重写文学史”之学术

主张的余绪，而是以同步的方式来重新思考中国

儿童文学发展演进过程中的重大命题。研究者

在儿童文学的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献书

志学等领域深入探索和研究，产生了一批有影响

的学术论著。概而论之，该研究主要有三种理

路：一是聚焦儿童文学的观念、思想、创作、艺术

的本体研究；二是分文体、类别将儿童文学资料

进行汇编；三是现代、当代的分段儿童文学史

著。这类研究的价值在于编撰了儿童文学史，为

儿童文学教学和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资料；以

问题为导向，研究了中国儿童文学的诸多理论问

题，关注当前儿童文学发展的现状与问题。当

然，此类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与缺憾，主要表现

为：第一，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演进史的整

体研究较为薄弱，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起点、动力、

阻力、走向以及起落消长的规律及因由缺乏系统

深入的梳理与研究。第二，缺乏具有理论性、系

统性、科学性的儿童文学观来宏观探究百年中

国儿童文学的历史框架，在中国儿童文学与现

代中国文学的互动共生关系方面还有很大的研

究空间。要克服上述问题，有必要确立整体性视

野和思维，在儿童文学的发展演进、发展演进史、

发展演进史研究三个具有内在逻辑的关键环节

上作出新的探索。循此思维，着力于对百年中

国儿童文学进行场域还原和过程复原，在系统

梳理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流变历程中，将“场

域”与“过程”并重，建构起一种接近文学原生形

态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结构方式。同时，辩证地

探究语言形态、思想观念、价值认知的变迁与百

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演进之间的关系，并将

两者的转换和演进置入现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

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结构中予以思想，形构三维

透视的立体研究结构。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

发展历程是在中西互视、古今演变的整体视野中

确立的。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要具有廓清和融

通古今中外文学资源的视域和立场，在世界儿童

文学的大格局中确立中国儿童文学的“中国性”

和“民族性”。西方儿童文学资源和中国传统儿

童文学资源是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现代演进中两

个重要资源，世界性与民族性已经内在化于现代

中国的社会历史实践之中，两者并非二元对立，

而是互相关联的辩证主体。它们的碰撞与冲突，

影响着中国儿童文学接受西方儿童文学资源的

出发点、方式及策略，也影响着其化用中国古典

儿童文化遗产所持的标准、尺度和原则。循此理

路，我们可以从两个向度来梳理两种资源互为他

者的对跖体系，着力于“以西审中”与“以中审西”

双向互动的话语实践。概而论之，对于传统儿童

文学资源而言，整体性地梳理中国文化的内部延

传、着力于用现代的思维和观念对其进行打捞和

化用是合理而科学的态度；对于西方儿童文学资

源而言，在跨文化、跨语际的视野中确立中国本

土的文化特质和精神立场则必不可少。这样一

来，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并非静态的、孤立

的，而是与外来资源和传统资源对话交流的体系

中逐渐发展演进的。

纵观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演变，有一条

主线贯穿其始终，那就是基于“儿童”主体而延伸

出的“新人培养”议题。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

展演进始终与“儿童”这一主体的发现、教育、培

养、发展联系在一起，正因为儿童文学承载了育

化未来国民主体的重要使命，才使得中国儿童

文学产生了蕴涵深厚的历史内容、富有全新精

神和强度力度的作品。由此，是“教育的”还是

“文学的”讨论也贯穿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

过程中。在肯定了儿童作为新人身份的同时，

中国儿童文学作家还有意识地将儿童的新人身

份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现代传统结合以来，

极大地夯实了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思想价值体

系。中国儿童文学以“想象中国”的文学表述积

极参与了中国的现代转型，其深度指向是人的

精神的现代转型。在儿童本位观念的推动下，

“儿童”从成人、家庭的话语禁锢中析离出来，成

为作家想象中国的文化符码。这种“儿童”话语

与“国家”话语的遇合既是“儿童本位”观的内在

诉求，同时也体现了其与现代中国转型的同构

性。在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儿

童观、童年想象构成了儿童“风景的发现”的现

代性认知装置，儿童文学参与现代民族国家想象

的文学史意义得以彰显：“立国”与“立人”的融合

体现了民族国家主体与儿童主体的双重创造，在

中国社会的现代进程中很容易转换成民族认同

或政治认同。然而，由于过分强调儿童的社会

性、强化儿童文学与历史价值同构，在很大程度

上限制了中国儿童文学审美意蕴的彰显，进而这

种受限的艺术形式反过来制约了思想文化的传

达。

从整体性的视野出发，中国儿童文学有必要

廓清其与成人文学的关系，把握其与现代中国文

学的内在关联。有了这种意识，对于中国儿童文

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而言都是有裨益

的。作为现代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儿

童文学的发展和演变获致于整个新文学所谋求

和创造的思想、文化、艺术的土壤，两者关联的逻

辑起点在于文化的同一性命题及文化的时代性

命题的召唤。在一体化的思维视野中，百年中国

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关系不再是“中心——边

缘”、“源——流”的文化结构，而是以一种张力结

构推动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在“发生期”，中国

儿童文学与五四新文学发展是一体的，“儿童的

文学”统合于“人的文学”的现代框架内，作家对

于儿童的阐释和书写持守着儿童教育及文化启

蒙的使命，这实际上包含了一种以儿童为杠杆的

开掘主体价值的现代性实践，生成了跨越旧时

代、向着新的话语关系迈进的想象空间，唤起了

儿童范式性的赋权可能。也正是借助儿童这种

预设的弱者身份，成人作家将国家“种性”和“族

性”的提升寄希望于儿童弱者身份的现代变革。

基于此，儿童“可塑”的精神品格拒绝将社会对于

“弱性群体”的规定作为他们的命运，对儿童转型

的书写与中国新生的建构有机地勾联起来。自

此，一种专门为儿童、专门书写儿童的儿童文学

也就应运而生，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学不可或缺

的有机构成。然而，儿童文学自身的独特性使

其不可能完全屈服于成人文学的话语体系之

下。中国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析离的最早理论

基础是周作人等人的“复演说”，其真正的动力源

是儿童主体性的觉醒。即便如此，中国儿童文学

也不会永久性地与成人文学析离，两者的融合和

析离始终交替存在，贯穿于整个百年中国文学的

发展过程。

文学史的“历史性”赋予了该学科得以建立

的科学依据，寻求文学史的规律性、重建文学史

“历史性”也就成了文学研究的必然要求。对于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整体性研究，可以采取编年

研究的方法来重现其发展的复杂历程，在儿童文

学发展演进的史料、史观、史撰的三维结构中，呈

现接近原生形态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历

程。为了规避编年体缺少历史叙事的缺陷，我

们可以采用追叙法、预叙法和类叙法等方法来

组织这些看似无序和缺乏历史性的史料，力图

从中国儿童文学内部的关联性中去把握文学发

展的脉络，切实把握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新的

历史内涵与特性，为系统而深入地梳理儿童文

学的历史逻辑、确立儿童文学的经典、解释儿童

文学的传统提供丰富的史料依据。百年中国儿

童文学的研究史呈现了中国学术研究从古典到

现代转型的历史过程，也是中国学术开启民族

性、世界化路径的生动样本。从学术史的发展历

程来观照中国儿童文学整体的发展也是一种切

实可行的路径，从外源性上廓清中国儿童文学

研究与西方理论资源之间的授受关系，在内源

性上揭示其与中国传统学术的血脉关联，着力

探究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术语、概念、方法、

范畴、标准、史观的嬗变，并将这种嬗变与现代

中国发展演变的动态语境结合起来，力图重构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史的历史框架，梳理出学

术史发展的文学谱系，为儿童文学学科建史提供

参照。

概而论之，要整体性地梳理百年中国儿童文

学发展的脉络与规律，除了系统把握中国儿童文

学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样态外，我们还有必要

围绕“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来作一些文

章。我认为，具体的路径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编年的方式消除文学史的等级叙述和判

断，还原接近儿童文学原生形态的文学图景；二

是融合断代史与通史的研究方法，在突出不同历

史时段的特异性的同时，还要充分注意各个时段

之间的贯通性，从而呈现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

的演进历程。三是从研究史、批评价值体系的变

迁来考察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演进，在育化

新人这一价值主线中将其纳入现代中国文学的

格局予以审思，以此探究其历史发展的轨迹与内

在规律。

““雪精神雪精神””及其它及其它高
洪
波

北京终于下了一场春雪北京终于下了一场春雪，，引起了一片欢呼引起了一片欢呼，，因为已因为已
经有两三年的冬天没有见到雪花的模样经有两三年的冬天没有见到雪花的模样，，故有人调侃故有人调侃
道道：：““进京证进京证””开得不容易开得不容易！！

我自然也属于春雪的欢呼者之一我自然也属于春雪的欢呼者之一，，不光是我不光是我，，连家中连家中
饲养的动物们也欢欣不止饲养的动物们也欢欣不止，，譬如在雪花中譬如在雪花中，，绿蝈蝈就愈发绿蝈蝈就愈发
叫得欢快叫得欢快，，小狗们踏雪飞奔追逐的身影也平添了几缕春小狗们踏雪飞奔追逐的身影也平添了几缕春
意意，，望着窗外鹅毛般的雪花望着窗外鹅毛般的雪花，，陡然想起了古人辛弃疾陡然想起了古人辛弃疾，，以及以及
他的他的““雪精神雪精神””。。

语出辛弃疾的语出辛弃疾的《《临江仙临江仙··探梅探梅》，》，词曰词曰：：““老去惜花心已老去惜花心已
懒懒，，爱梅犹绕江村爱梅犹绕江村。。一枝先破玉溪春一枝先破玉溪春。。更无花态度更无花态度，，全是全是
雪精神雪精神。。剩向空山餐秀色剩向空山餐秀色，，为渠著句清新为渠著句清新。。竹根水带溪竹根水带溪
云云。。醉中浑不记醉中浑不记，，归路月黄昏归路月黄昏。。””似写梅花似写梅花，，实写自己实写自己，，遂有遂有
了本文的题目了本文的题目：：雪精神雪精神。。

在踏雪之际在踏雪之际，，我无意寻梅我无意寻梅，，倒是想起了儿童文学作家倒是想起了儿童文学作家

群体及方兴未艾的儿童文学创作群体及方兴未艾的儿童文学创作，，因为在北京春节落雪的因为在北京春节落雪的
同时同时，，刘慈欣的电影刘慈欣的电影《《流浪地球流浪地球》》热映热映，，天文数字的票房收天文数字的票房收
入及一片热评入及一片热评，，给己亥春节带来了一片暖意给己亥春节带来了一片暖意。。其实其实，，刘慈刘慈
欣的欣的《《三体三体》》最早获得的奖项是中国作协优秀儿童文学奖最早获得的奖项是中国作协优秀儿童文学奖，，
两年后才获两年后才获““雨果奖雨果奖””，，这一点有点像雪花这一点有点像雪花，，落在漠河或大落在漠河或大
兴安岭正常兴安岭正常，，落在北京则万众瞩目落在北京则万众瞩目。。

从某种意义上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儿童文学创作真的具有儿童文学创作真的具有““雪精神雪精神””。。
其一是落雪时是安静的其一是落雪时是安静的、、纯粹的纯粹的。。不风声鹤唳动静非不风声鹤唳动静非

凡凡，，或曰或曰：：低调低调。。
其二是雪花们都轻柔飘落其二是雪花们都轻柔飘落，，润物无声润物无声，，有一种抚摸万有一种抚摸万

物的善良物的善良。。
其三是白雪皑皑带给人一种银装素裹的神圣与纯洁感其三是白雪皑皑带给人一种银装素裹的神圣与纯洁感。。
朴素的朴素的、、低调的低调的、、善良的善良的，，神圣与纯洁的写作神圣与纯洁的写作，，这仿佛是这仿佛是

对儿童文学作家与儿童文学创作的总结和概括对儿童文学作家与儿童文学创作的总结和概括，，而真正优而真正优

秀的儿童文学作家们正是这样一群拥有秀的儿童文学作家们正是这样一群拥有““雪精神雪精神””的群体的群体。。
今年是己亥今年是己亥年年，，180180年前年前，，清朝诗人龚自珍写下了不朽清朝诗人龚自珍写下了不朽

的的《《己亥杂诗己亥杂诗》，》，除了除了““我劝天公重抖擞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不拘一格降人材””之之
外外，，我更喜欢他的另一首小诗我更喜欢他的另一首小诗：：

少小无端爱令名少小无端爱令名，，

也学无术误苍生也学无术误苍生。。

白云一笑懒如此白云一笑懒如此，，

忽遇天风吹便行忽遇天风吹便行。。

尾句尾句““忽遇天风吹便行忽遇天风吹便行””，，有一种童趣盎然的况味有一种童趣盎然的况味，，或或
许暗合了辛弃疾的许暗合了辛弃疾的““雪精神雪精神””吧吧。。

希望己亥年中希望己亥年中，，儿童文学同行们加倍努力儿童文学同行们加倍努力，，创作出更创作出更
多更好的具有多更好的具有““雪精神雪精神””的佳作的佳作，，时代在呼唤时代在呼唤，，孩子在期待孩子在期待，，
把这看成把这看成““忽遇天风吹便行忽遇天风吹便行””，，也说得通也说得通。。二零一九二零一九，，想啥想啥
啥有啥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