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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作家萧袤40年如一日，为孩子写了

四五百部童书，获得国内多个儿童文学类奖

项，又被译成英、法、俄、日、瑞、韩、越、泰等多

语种输出海外，以“萧袤式”的幻想与幽默在儿

童文学界独树一帜。新时期以来，萧袤将创作

激情倾注到中国古代童话资源的发掘与创新

上，继《童话山海经》（2022年）后，又推出“典

籍里的中国童话”系列（2023年），包括《灯花

婆婆》《我妈妈是仙女》《不可思议的猛兽》《土

行爷和土行孙》4部童话新编，用中国童话滋

养孩子心灵，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开

了一条童话创作的新路。

“典籍里的中国童话”系列是一部了不得

的童话创作。作者将今天的孩子看不到也看

不懂的古代典籍里的童话故事挑选出来，用孩

子们看得懂又喜欢看的现代童话语言，通过重

述、改编、创新、创造等多种转化方式进行二度

创作，让古老的童话因子长成枝繁叶茂的童话

大树，成为孩子心灵可以“逍遥的花园”。中国

“童话”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初孙毓修在商

务印书馆主编的《童话》丛书（1909年），该丛

书主要译介安徒生、格林、贝洛等西方童话大

师的童话，也有少量中国故事的改编。此后又

有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主将鲁迅、周作人、茅盾、

赵景深等人倡导“儿童文学运动”，提出改编典

籍里的中国童话给孩子们看。然而，因为多方

面原因，近一个世纪以来，虽然在典籍汇编和

古文今译两方面有了不错的成绩，但在推陈出

新方面仍有所欠缺。

直到萧袤的“典籍里的中国童话”出现，才

为中国古代童话找到了一条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路。这条路有

三个特征：一是对现存古籍里的中国童话做一

次全面勘探、系统开发和现代化改造，完整呈

现中国童话的精神和面貌；二是从文化传承的

高度和儿童审美的视角，将典籍里“很童话”

“很儿童”“很现代”的幻想故事挑选出来，作为

创作中国现代童话的资源库，以童心相通和价

值传承贯通古今，在孩子心田种下中国童话的

种子；三是以经典的安徒生童话为创作范本，

像鲁迅的《故事新编》和汪曾祺的《聊斋新义》

那样讲好中国故事，像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

《意大利童话》那样写一部《中国童话》。

“典籍里的中国童话”系列是一套中国孩

子的童话必读书。作者从今天孩子的阅读兴

趣与成长需求出发，对典籍里的中国童话进行

系统性改造，用通俗易懂的现代白话文代替艰

涩难懂的古代文言文，给每篇童话取了“很现

代”的名字，譬如《还记得我吗》《我妈妈是仙

女》《灯花婆婆》《不可思议的猛兽》等，给孩子

扑面而来的亲切感。根据作者自述，他“所做

的工作就是力争把隐藏在历史、典籍、民间深

处的，不为大多数人所知、快要被淹没的有价

值的童话形象‘打捞’出来，让他们成为熠熠

生辉的童话明星”，他也“期待更多的人投入

此中，共同开发利用，使古老的典籍焕发出新

的生机”。孩子们从作者塑造的灯花婆婆身

上看到了“光明和温暖”的人性光芒，从钮婆

婆用围裙变魔术的神奇中惊叹人人生而平等

的现代观念，从小矮人藻兼冒死进谏汉武帝

的故事中读到人与自然命运与共的生态意

识，从胡媚儿的宝物琉璃瓶子里感受到丝绸

之路的异域风情，从壶公的壶里为古人悬壶

济世的医者仁心而感动，从“小人物”徐甲之

死中体味到做人之本的诚信品质，从东方朔

身上学习他敢作敢为的担当精神。孩子们还

可以从《有巢氏》《茧屋》《神农尝百草》《息壤

的“息”》《中国古代的神舟飞船》等故事里为

中华民族从创世到兴盛的创业史而感奋，在

《细腰》《田螺姑娘当保姆》《唐朝的生鱼片》

《游戏之山》等故事里了解中华民族追求美好

生活的奋斗史，在《东方朔考》《龙昌裔求不雨》

《我妈妈是仙女》等故事里感悟中华民族生生

不息的文化史，在《琉璃瓶子》《不可思议的猛

兽》《还记得我吗》等故事中感叹中华民族文明

互鉴的交融史。

值得一提的是，孩子们可以在童话文学的

欣赏中提升阅读写作的语文能力。作者用心

设计了类似语文课本的内在结构，将每一篇童

话以作品、原文和随想三部分来展现。其中，

“作品”是根据典籍原文重新创作的新童话；

“原文”选自典籍，有正文、注释和大语文常识

三项，与之前“作品”的联系类似语文试卷里给

出的作文材料；“随想”是作者的创作感想，告诉

孩子为什么要选这篇、有什么特点，又是如何

构思创作、想表达什么意思等，帮助孩子更好地

阅读作品与原文，将读写能力培养寓于童话文

学欣赏之中，对孩子语文成绩提升会有帮助。

我认为，该系列图书可以称得上是全民阅

读活动的很好选择。这是一项很紧迫的童话

探源工程。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贝洛童话

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大人们说起童话也言必

称西方，以至于给孩子们留下了一种“中国没

有童话”的偏误印象，这是出于对中国童话历

史的不了解。“典籍里的中国童话”系列正可以

给孩子们补上“中国童话”这一课，以史实为依

据，建立中国童话自信。

这套书告诉孩子们一个基本事实，中国古

代虽然没有“童话”之名，却有童话作品之实，

这些作品就被记录在历代典籍里，如春秋战国

时期诸子百家的《老子》《庄子》《孟子》《列子》，

先秦两汉时期的《山海经》《淮南子》，魏晋时期

的《列异传》《搜神记》，唐宋时期的《酉阳杂俎》

《太平广记》，以及明清时期的《封神演义》《聊

斋志异》，等等。搜读这些典籍里的中国童话，

孩子们会发现原来中国童话与中华民族五千

年的文明史一样源远流长，与世界上任何一国

的童话相比也毫不逊色，甚至走在世界童话的

前列。如汉代《山海经》里的“小人国”童话比

英国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里的“小人国”

早了大约1800年，唐代《酉阳杂俎》里的《叶限

姑娘》比德国格林童话《灰姑娘》早了近千年，

清代《广虞初新志》里的《虎媪传》也比格林童

话中的《小红帽》早两个世纪，差不多与法国贝

洛童话《小红帽》同一时代。

中华文化探源是文化自信之本、民族发展

之基，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前行。童话探源

的意义不仅帮助孩子了解中国童话的历史，形

成科学的童话观和历史观，而且也是中华文化

探源工程的一部分，帮助提升孩子对中华文化

的认同感和自信心。因为这其中蕴含着中华

民族精神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有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形成的活水源头，是点亮孩子心灵的

精神之火。让典籍“活”起来，让童话“火”起

来，让童心在童话中轻舞飞扬，孩子们从“典籍

里的中国童话”系列作品中接过的是文化传承

的接力棒，接收的是文化振兴的自信心。

（作者系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

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萧袤“典籍里的中国童话”系列：

让典籍让典籍““活活””起来起来，，让童话让童话““火火””起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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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的孩子早早就厌学？

为什么一些孩子怎么学也学

不会？

为什么一些学生认为在学校里

学不到东西？

为什么在各种信息唾手可得的

时代，学习反而成了相对稀缺的宝贵

品质？

这些问题都与学习有关，也与

教育有关，而答案在学习方法、学习

内容、学习动能上，也隐藏在人类学

习的发展演变历史之中。

学习是不是一种必需行为？动

物学习与人类学习有什么不同？脑

机接口或人机结合是意味着学习的

进阶还是学习的终结？李韧的《学习

简史：从动物学习到机器学习》一

书，系统梳理了与人类进化史相对

应的 6 个学习阶段，明确了每一阶

段学习的形式、内容、所产生的社会

或文化影响，在溯源学习这一行为

的前世、今生乃至未来时，挖掘出学

习的本质，进而在教育层面做出最

优选择。与许多讲学习方法的理论

专著不同，《学习简史》在占有大量

资料的基础上，集合了学习科学、脑

科学、认知科学、考古学、语言学、信

息科学、生物学、人类学等多学科有

关“学习”的最新成果，从神经连接

组的机理、人类通过语言学习的动因、文字和数字学

习的联系、机器如何学习等面向一展学习的全貌，并

进行哲学层面的学理分析。但这本书的“醉翁之意”不

在科普，而是穿过“学习是什么”“为什么学习”等哲学

迷雾，把握“如何成为终身学习者”这一时代之问。

更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全书有很强的问题意识，

即从一个个我们耳熟能详却又一知半解的问题引入，

如“动物会学习吗”“天才是天生的吗”“人类语言有何

特殊之处”“数学为什么有用”“上学就等于受教育吗”

“互联网教育为何失败”等，吸引我们反观习以为常却

值得深思的教育话题，一直走进学习科学的深处，全

面了解学习与物种进化、社会发展、科技跃迁之间的

复杂关系，一步步深入了解学习的内在，纠偏慢慢不

合适的教育观念。

以早教领域的关键期为例，许多家长总担心错过

孩子成长的某些敏感期，会带来无法挽回的结果。作

者在深入研究后得出结论，与其关注孩子成长的关键

期，在早教上过度用力，不如看到大脑的可塑性，即大

脑如同肌肉，能通过训练而加强，并借助美国9岁女孩

卡梅伦·莫特的生活经历，强调终身学习才是科学育

儿的硬道理。这对于化解家长的教育焦虑，回归教育

本源，尊重科学规律，颇有现实意义。

从这种角度看，《学习简史》看似在讲学习，其实

是谈教育，聚焦的是人本身，由学习与人、人的大脑与

社会、文化、经济、科技的关联，引出学校的变化、教育

的变革。书中的很多观点颇有启发意义，如“学习的进

化史，也是人类超越动物的发展史”“有了文字，才能

有系统反思，才能有哲学”“生存、生活、自我实现指向

不同的人生目标，对孩子的教育因人生目标的不同而

相去甚远”“人是学习的动物，学习是人的再生产，是

有意识的进化”。不得不承认，唯有了解了学习的历

史，抓住了学习的本质，才能把握教育的本质，真正因

材施教，因势利导，有效引导当下的孩子一窥学习的

门道，成为爱学习、有良好学习习惯、践行终身学习理

念的有趣个体。

由此，为“学习”立传写史的行为，成为解开互联

网时代儿童教育秘密的有益探索。的确，在信息技术

的加持下，很多传统意义上的儿童教育理念或教育认

知，都在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某些教育传统也正在

遭遇挑战。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快速迭代的大势之下，

教育必须顺势而为、及时转型，人类学习本身无论是

在内容上还是方式上，都需要一次新的革新，从明晰

为什么学习达至学会学习的理想之境。

学习看似方法论，终究还是教育观的问题，观念

的革新需要回到历史中寻找答案。循着《学习简史》的

精细梳理，让我们回望过去，追根溯源，一览桑田巨

变，预见沧海之阔，把学习的主动权掌握在手中，把自

己和孩子们打造成名副其实的自主学习者。

（作者系中国教育报副编审、首都师范大学教育
学院特聘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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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儿童文学

新发展研究》是“新时代外国语言文学新发展

研究丛书”的主要成果，该丛书旨在“分析和

归纳近十年来我国外国语言文学学科重大

理论的构建、研究领域的探索、核心议题的

研讨、研究方法的探讨，以及各领域成果在

我国的应用与实践，发现目前研究中存在的

主要不足，为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发展提出可

资借鉴的建议。”基于上述思想，《外国儿童文

学新发展研究》在考察外国儿童文学批评演

进的主体脉络，聚焦外国儿童文学批评走向

的重要思想和理论问题的同时，用中国学人

的视野、丰富的文献资料和严谨的逻辑推理

向读者展示出儿童文学这一文学门类发生、

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该著作的主体内容由七

章构成，聚焦新时代外国儿童文学新发展命题

的研究。

中西儿童观念的交流互鉴中西儿童观念的交流互鉴

理解和认识儿童是儿童文学研究的首要

议题，《外国儿童文学新发展研究》就是围

绕这一议题展开论述的。对外国儿童文学

体现的儿童观的审视，恰与我国学界的“儿

童本位”儿童观的论调形成呼应，构建起中

外学者的对话交流模式。在探讨儿童文学

概念的过程中，该论著强调需辩证看待当代

西方儿童文学批评理论呈现出的双重性，一

方面，理论研究呈现大繁荣的格局，另一方

面，学派众多，理论纷繁，而且有些理论触角

显得过于精细。

该论著致力于揭示有自觉意识的现代儿

童文学的缘起，及当代儿童文学的学科研究

发展进程。在现代儿童观形成之前，儿童一

般被视为社会的预备劳动力，是尚未长大的

成人，儿童的独立社会地位和人格往往不予

被认可。进入 20世纪，伴随着自然科学和

人文科学的迅猛发展，人们对儿童心智的

形成有了更为科学的了解，而精神分析学

和无意识理论的出现，更促使人们对以往

种种儿童观念和衡量儿童文学价值的标

准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最终形成了儿童

本位意识的儿童观。随着儿童观的更新与

发展，专门为儿童和青少年写作的文学作品

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门类，儿童文学的概念

逐渐形成。

西方研究方法与本土理论的融合西方研究方法与本土理论的融合

这部著作在考察外国儿童文学批评领域

的最新发展和主流批评方法时，既采用了“大

文学”的研究视角对儿童文学作品进行描述

和分析，又借助本土研究理论挖掘儿童文学

的审美特质。因此，该著作并未将儿童文学

研究局限于某一特定文化范畴，而是将其纳

入到文学研究的整体中来，侧重呈现研究的

多元化倾向。

童话心理学通过发生论和认识论视野，

深入考察贯穿世界儿童文学批评史发展时期

的理论建树，相互交流与对话，接受与影响。

“改编、跨媒介与流行文化”观照的是在新时

期的历史文化环境中，跨越不同媒介形式来

复现一部儿童文学作品的过程与特征，特别

是近年来最为常见的由小说或漫画改编成影

视作品的趋势。这种改编在对莎士比亚的青

少年版本的编写中同样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更在新的时期呈现出了跨媒介的特质。此

外，在儿童文学的翻译过程中，同样也会包含

跨媒介的质素，在儿童文学的全球化传播过

程中承载着重要的文化交流重任。与此同

时，儿童文学对流行文化的影响以及互动，不

仅审视了儿童文学的流行趋势和最新发展，

也考察了儿童文学与大众文化及流行文化的

关系。“外国儿童文学叙事研究”探讨以《黑暗

物质》（His Dark Materials，1995-2000）三
部曲和《哈利·波特》（Harry Potter，1997-
2007）系列为代表的儿童文学作品的具体叙

事策略，特别是基于我国新兴本土研究理论

双重叙事视角和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考量

儿童文学的故事层面与话语层面的界限与融

合。“多元视野下的儿童文学批评研究”则涵

盖了比较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跨学科研

究、跨界文学研究、审查制度、馆藏研究等维

度，并通过对不同研究范式的历史溯源及特

质梳理，关注新的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下儿

童文学研究的多元发展现状，思考在新的历

史时期，特别是从后人文主义视角出发，探讨

在青少年文学中虚拟现实等科技创新通过何

种方式改变对人类主体性的重新认知。此

外，借助后现代主义理论，同样可以对后现代

绘本的形成条件和构成元素等问题进行综合

阐发。该部分探索了儿童文学对生态危机的

凝视与思忖，探讨儿童文学如何将生态意识

融入文本之中，从而帮助儿童或青少年学会

应对环境挑战，成为积极的行动者。

中国声音在外国儿童文学研中国声音在外国儿童文学研
究中的呈现究中的呈现

《外国儿童新发展研究》跟进儿童文学研

究的主流和前沿，做前瞻性研究，拓展研究边

界，致力于在外国儿童文学批评领域发出中

国声音，建立中国的话语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直至新时期以后，我国

的外国文学研究获得了极大发展，无论是国别

研究还是比较文学研究，在各个不同的研究领

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相

比之下，我国学界的外国儿童文学研究仍然较

为薄弱，成为外国文学研究学科领域的短板。

放眼世界，不少国家的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已

经发展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超越了单纯关注

题材、表现手法、以及简单讲道理、传递某种道

德价值的诠释层面，进入到哲学、美学、心理

学、法学和社会学等学科深层融合的批评阶

段。国内研究缺乏总体上的、学理性的归纳总

结，对不同时代儿童文学批评文献的学术研

究、历史传承与演变等，尚有待于进一步考辨

和阐释。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儿童是

国家的未来。在新时代，建构中国自己的儿

童文学理论并指导中国儿童文学写作实践，

无疑成为当下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外国儿童文学新发展研究》在秉承中国

立场和中国视野，对外国儿童文学批评史进

行历时性和共时性审视与阐发的时候，注重

强化中国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运用新的学

术资源、新的学术视野，包括相关的发生论和

认识论等理论批评工具，考察自儿童文学学

科研究兴起至21世纪外国儿童文学研究的新

发展，从而尝试建构中国视阈的外国儿童文

学批评研究的话语体系和学理体系。

（作者刘江系南京师范大学教师，王阳炀

系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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