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诗的情感表述与情境创造

◆　曹苇舫

　　内容提要　本文以当前儿童诗的创作实践为研究对象, 认为儿童诗中的情感是儿童日常

生活中的情感的艺术化与审美化 。本文论述了儿童诗情感艺术化传达的两个重要途径:一是

意象化 、体验式 、直抒式等多种情感表述方式, 二是童趣而生动 、简约而感性 、新颖而巧妙的情

境创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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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感是儿童诗的重要表现对象, 情感也是儿

童诗的艺术生命之所在 。相对于成人的理性思维

来说,儿童则更长于情感思维,因而儿童诗具有更

鲜明的抒情性。儿童诗中的情感是儿童日常生活

中的情感的转化与提升,也即艺术化与审美化,因

此儿童诗表现的情感是一种审美情感 。这种审美

情感的艺术魅力来自何处 ?本文认为,作为一个

基本的前提,儿童诗的情感必须从儿童心灵深处

抒发出来, 只有这样的情感才能得到儿童读者的

共鸣。此外,儿童情感还有一个艺术传达的问题,

它需要特定的情感表述手段及情境创造来实现。

本文将就此作一论述 。

综合多向的情感表述

与成人相比, 儿童的思维重感性, 重直观, 更

善于用自我的感觉去把握世界, 更讲究自身的感

情体验 。同时, 儿童的感情又比较外露, 不加掩

盖,不作遮蔽 。这就使得儿童诗的情感表述呈现

出情与景交融互动 、综合性 、多向性的特点 。在具

体的作品里,又分别表现为侧重于感觉 、侧重于体

验 、侧重于直抒的多种形态 。

意象化表述 。儿童诗丰富的意象来自儿童对

世界的敏感的观察。儿童诗作者在这种观察与感

知中,既深入地把握了对象, 又注入了自身的感

情。如吴导的《红蜻蜓》一诗:“红蜻蜓长在荒野里

/红蜻蜓停在露水的小草上就像一朵花/红蜻蜓飞

在天空上就像红红的火光/ ......那天早晨我放

飞了一只红蜻蜓/它的一只翅膀掉了却还在飞/它

飞向远处看不见了/我还在看个不停 。”儿童天生

与大自然十分亲近, 大自然的每一虫草花木, 都能

给他们带来生命的喜悦与美感 。红蜻蜓就是这样

的意象,一方面它以鲜艳的色泽与飞翔的姿态, 吸

引了儿童的好奇的眼光的关注,另一方面,也是更

重要的原因, 当是红蜻蜓“一只翅膀掉了却还在

飞”的坚强生命力感,给儿童带来了震撼 。因而这

红蜻蜓意象也就成了儿童眼中美好与坚强的象

征。

意象化表述是诗的基本表现手法, 儿童诗的

意象又体现了儿童自身的心理需要, 具有形体的

小巧化与生命的低幼化特征。例如午岛的《风是

个自由的孩子》 :“风是个自由的孩子/他在田野上

跑/对麦苗说:春天来了/麦苗就长高了/跑到桃树

下说:春天来了/桃树就开花了/风在草地上翻了

几个跟头/大地就绿了/风的笑声/把青蛙 、蚯蚓都

惊醒了/它们就叫蜜蜂 、蝴蝶 、螳螂/一起来开春天

音乐会。”这里, 青蛙 、蚯蚓 、蜜蜂 、蝴蝶 、螳螂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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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小动物,桃树开花 、小草发芽, 又都是新生命的

开始,而且风也成了“孩子” 。这种取象方式,表明

了儿童的心理特点,他们看世界 、选择世界都是儿

童化的, 自然界的这些幼小事物天生是他们的朋

友 、玩伴,至于相互间不同的生命属性所造成的距

离并不存在 。

体验式表述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 儿

童的思维是一种处于“我向思维”与社会化思维之

间的思维, 叫做“自我中心的思维” 。这种思维的

主要特点是主客体不分,使儿童意识产生“惊人的

混沌状态”, 分不清物质世界和心理世界, 分不清

思维的主体和客体。这种状况, 充分说明了主体

的深度参与状态。对于外部世界,儿童以其中一

员的身份参与进去, 这就使得儿童的感受具有极

大的个体体验性 。

体验就是主客体融合的过程,主体深入客体,

客体深入主体, 二者难分彼此。当然, 儿童的体

验,是一种自在状态下的体验,而非自觉状态的体

验 。这种体验性,极易造成移情式效果,即把自身

的情感与心理移植于外部世界, 或将外部事物的

特征内化为自我。如诗人樊发稼的一首诗《小雨

点》 :“小雨点, 你真勇敢 ! /从那么高的天上跳下

来,/一点也不疼吗?”诗中将小雨点拟人化, 并赋

予了“勇敢”精神 。儿童看到从高空落下的雨点,

想到的是自己是一滴雨点的感觉,因而才会问小

雨点“一点也不疼吗?”在儿童世界中,大自然的一

切都是有生命的, 喜怒哀乐不是人所独有的, 阳

光 、雨露 、春天 、鲜花 、海浪 、燕子 、蜜蜂 、小树苗 、向

日葵 、队旗 、国旗 、篝火 、战士 、红领巾等等都和人

一样,具备情感,都可以成为玩伴。这首《小河瘦

了》就是这样:“夏天,我们喜欢跟小河玩/我们在

河里捉鱼/我们在河里游泳/我们吵呀吵呀/小河

呵呵的笑着/冬天, 我们很少跟小河玩/小河一定

很寂寞/有一天/我走到河边/看到小河好瘦好瘦/

河水没精打采的/他是不是也在想念我们?”童年

时期,农村里的孩子,几乎都与“小河”有着不解之

缘,小河就是我们的好朋友, “小河瘦了”, 这里面

就包容了儿童对小河的情感体验,表达了儿童与

小河的深厚情感,十分感人 。

既然世界万物皆有性情,那么,儿童同样也会

以儿童的价值标准对它们进行评价。例如《乖楼

梯》 :“我牵着弟弟/大批百货公司买东西/弟弟第

一次上电扶梯/他悄悄的跟我说:/这里的楼梯好

乖喔 ! /肯自己走路/不像我们家里的/动都不动,

太懒了。”作者从儿童的视角, 从自身的体验出发,

把百货公司的电梯和自己家里的楼梯作了比较,

得出了“乖”这样一个孩子气的结论 。

直抒式表述 。儿童不善于掩饰情感, 因此在

诗中也常常直抒自己的感情,但这种直抒是具体

的,直指对象的, 因而仍是诗化的 、艺术的 。由于

儿童感知世界的方式是具体的 、直接的,因此, 儿

童熟悉并看得见 、摸得着 、感受得到的具体可感的

事物和生活场景才是儿童情感所寄托的对象 。例

如申野《春》 :“我是种子, 我要抽芽/我是新蕾, 我

要开花” ;又如周哲盈《我爱》 :“我爱看蓝天/我爱

看蓝天上自由自在的鸟儿/我真希望和它们一样

无忧无虑地飞翔/我爱看蓝天上飘来飘去的彩云/

彩云就像千姿百态的动物/组成了一个天上的动

物园。”这些诗句都是直接表白, 但又是化为形象

的,并不缺乏诗意 。儿童诗这种直抒式情感的指

向是多维的, 首先是指向人的世界, 如自己的亲

人。这是看台湾诗人林良的《妈妈》 :“晚上我上

床, /最后一眼, /看到你在忙。天亮我醒来, /睁开

眼睛,/看到你还在忙 。微笑的妈妈,/你天天不睡

觉吗 ?微笑的妈妈, /你天天不睡觉吗?”平白简短

的诗行,通过“我”前一晚和后一早的所见,简简单

单的句子 、儿童纯真朴素的情感记忆突出了妈妈

高大的形象 。在孩子的眼里, 妈妈似乎“天天不睡

觉”, 不知疲倦一直在忙, 这种朴素的认识,潜滋暗

长,生成对母亲的爱心和敬意 。直接的情感表露 、

幼稚的猜测略显几分稚嫩却又让人感觉那样真

切,这便是儿童的情感。

其次是指向身边的动植物世界 。台湾诗人黄

基博有一首小诗题为《寂寞》 :“谁是 ——— —/没有

爸妈的小鸟啊, /请你飞下来跟我玩吧!”现代的小

孩被搁置在家里,没有大人的关爱,也没有小伙伴

玩耍, 因此感到了寂寞;由自身的寂寞, 推想到了

小鸟的寂寞, ———而且只能是“没有爸妈的小鸟”

才可能与他作伴, 因此发出“请你飞下来跟我玩

吧!”这样的呼唤, 让人看到了孩子摆脱寂寞的渴

望,以及对世界的关爱 、对他人的理解。这表明当

代儿童的某种心理上的成熟。

再次是人类生存的大自然。如黎平的《唱歌

的小河》一诗:“他喜欢在高低不平的路上/张开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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咙大声唱 。/他说:平坦的道路/唱不出好听的歌

曲 。”这也是直抒, 是作者以“小河”的口吻进行抒

发,说出“平坦的道路, 唱不出好听的歌曲”这样带

有生活哲理的话语, 带有寓言性质, 耐人寻味, 启

发小读者思想什么是“平坦的路”, 该怎么走自己

的路。

独特的情境创造

所谓情境,就是诗的主观情感与客观景象融

合而成的整体艺术境界 。它不是指单个的意象,

而是指诗中所有意象排列组合而成的整体艺术效

应 。陈良运说:“诗是情感的艺术,广义地说,一切

诗境都是情境 。”①蒋风曾说:“在创作时力求通过

形象化的情景交融的艺术描写, 融主客观浑然一

体,造成一种浓郁的情感艺术氛围,把小读者引进

一个想象空间的艺术境界”, ②这里所说的也就是

情境。

情境是诗人在作品中着意创造的一种境界,

始终被诗人所追求。在成人诗中,往往运用晦涩 、

模糊的语言手段, 以创造深层 、多义的艺术境界。

而儿童诗的情境创造,由于其特定年龄所制约的

思维方式 、感觉方式 、叙说方式和接受方式, 而呈

现出相应的特点 。

童趣而生动 。诗的情境由主观情感与客观物

象所构成。儿童诗表达了儿童的情感 、情趣,呈现

了儿童眼里充满蓬勃生机的世界,因而儿童诗的

情境之特点,首先就是童趣而生动的 。在儿童的

眼里,世界是一个可以任意拼装的 、充满活力的生

命体。太阳可以是方形的, 绿颜色的,汽车可以自

由自在地行驶在大海上,人可以上天与星星捉迷

藏……儿童诗作者在创作时, 总会依据儿童的思

维特点和情趣,找到独特的 、生动的人物 、景象 、事

件 、角度和形式,展开丰富的想象,构成优美别致

的意境 。如《放假了》 :“放假了/小花朵们都跑出

来了/有的喜欢爬山/有的喜欢玩水/她们到哪里/

哪里就漂亮起来/放假了/小星星们也都跑出来了

/有的在黑森林里捉迷藏/有的去银河游泳/他们

到哪里/哪里便热闹起来”作者不直接写自己放

假,而是用拟人化的手法写了“小花朵”和“小星

星”放假的活动, 互相映衬, “漂亮”“热闹”的场面,

营造出一个美丽生动的世界。

再如许惠芳的短诗《我看着书, 书看着我》:

“有一天我在看书/看着看着/我觉得书上有许多

眼睛/也看着我/我笑了/书也笑了” 。儿童可以对

着一堵墙或者是几张彩贴或者是一个玩具自言自

语,一个没有生命的静物在儿童眼中会变成能说

会动的生命体 。儿童看书是一件平常的事情, 但

是看着看着, “我”眼中又出现了生命体 ———书上

长出了许多眼睛在看着我, 书的形象立刻生动起

来。整首诗显出一种相看两笑的动态, 充满了儿

童式的情趣, 似乎得了李白“相看两不厌, 唯有敬

亭山”的韵味。这类与现实不符的“差错”,却符合

儿童的感知 、表象 、随意联想 、无意想象, 充满了儿

童趣味。

这类诗境, 不仅童趣横生, 而且具有动作性 、

充满动态感,画面生动活泼。如圣野的《欢迎小雨

点》 :“来一点, /不要太多。/来一点,/不要太少 。

来一点, /泥土裂开了嘴巴等。来一点, /小菌们撑

着小伞等 。/来一点, /小荷叶站出水面来等 。小

水塘笑了, /一点一个笑窝 。小野菊笑了,/一点敬

一个礼 。”“小雨点”活泼的身影跃然纸上, 全诗向

我们展示了以下几个画面:泥土裂开嘴巴,小菌撑

着小伞, 小荷叶站出水面, 小水塘“一点一个笑

窝” 、小野菊“一点敬一个礼”, 每一幅都具体生动 。

泥土急切的“等”,小菌期待的“等” 、荷叶和小水塘

欢快的神态 、小野菊感激的神态栩栩如生 、如在眼

前,儿童盼望雨的到来, 渴望享受雨水沐浴的兴

奋 、欢快之情在诗中也得到尽情抒发,画面明快可

感 、情趣盎然。

简约而感性 。儿童诗对生活原型的选取一般

为单纯的儿童生活或儿童视野内的成人生活, 由

此提炼出来的情境应该是感性的 、简约的 。情境

具有客观性的一面, 它借助对自然物象的描绘, 呈

现一个富有主体情意的视觉空间。而儿童诗的情

境勾画则相对来说较为简约。我们来看吴导的

《荒野》 :“荒野就是黄色的一片/大大的太阳又红

又亮/到了晚上/月亮蓝晶晶/我只听到蟋蟀和青

蛙的叫声/树上的鸟搭了一个窝/大鸟唱着歌/小

鸟吃着虫子/我感觉有一片树叶飘到头上/我一看

/是荒野给我的请帖。”这是作者在 8 岁时所创作

的一首诗。前面 4行, 写出了白天与夜晚荒野给

人的总体印象,可以说是一个平面化的构图 。接

下来,“树上的鸟搭了一个窝”一句,在平面化的荒

野上矗起一棵树的形象, 画面的立体感顿然而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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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最后, “我感觉有一片树叶飘到头上/我一看/

是荒野给我的请帖。”“我”的出场,显示了人的存

在,自然地引出人与自然关系的命题 。这样,诗境

的构图总体上是简约 、简洁的,但不缺乏丰富:作

者用了色彩的大笔泼撒(白天与夜晚黄 、红 、蓝的

转换) 、视觉与听觉的交汇 、静态与动态的交换(蟋

蟀和青蛙的叫 、鸟的飞翔与吃虫子 、树叶的飘落

等) , 给画面创造了层次感与节奏性, 在简约中蕴

含了复杂。

简约,不仅指感性的构图, 也指理性的思索。

儿童诗的意蕴不宜太艰深,一般较浅显明朗。下

面这诗,讲的是战争与和平的重大问题,但却借助

拟人手法,把道理说得很清楚。“战争趁着和平睡

着时, /偷偷地跑出来捣蛋。/弄得, /美国跟利比

亚,/伊朗和伊拉克, /以色列和阿拉伯,/争得脸红

脖子粗,/和平, /你到底何时才醒来?”(丁谕弘《和

平睡着了》)孩子眼中,战争与和平也都变得人性

化,和平像是管制着战争这个淘气的小家伙的妈

妈 。战争的发生是因为和平睡着了,世界上发生

的种种战争都是因为战争这个家伙“偷偷地跑出

来捣蛋”的缘故。战争的起因变得简约,而战争与

和平这么抽象复杂的概念也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了

我们面前。

新颖而巧妙 。儿童的经历是非常有限的, 世

上的许多事物见所未见 、闻所未闻,所以他们对世

界充满了好奇心,总喜欢问“为什么?”他们在一颗

沙里看到一个世界, 一条小虫也能激发他们的狂

热求知激情 。他们每天都处在新的发现之中。加

之他们对事物的独特理解, 由此创造的儿童诗的

情境往往是新颖而巧妙的 。

新颖巧妙的诗境离不开独特而敏捷的感知。

吴导在《风是一只大鸟》中写道:“风是圆柱形的 、

柳条形的/像山坡一样倾斜的/风可以变成我们眼

睛里的一切/风会唱歌/也能像小河一样流/风把

树林变成云的家/风,你能不让树叶飘落吗/风,你

能不让花儿哭泣吗/风是一只大鸟/它的翅膀数也

数不清” 。这里, 对“风”的感知确实十分新鲜,无

形的风变成了可视的有形物:是圆柱形的 、柳条形

的,像山坡一样倾斜的, 而且像一只大鸟, 有着数

不清的翅膀 。由这些感知组合而成的整体诗境也

是新颖巧妙的。在作者眼里,风虽然无形,却是可

以被感知的;风具有变换形体的能力,又有一颗能

理解他人的心 。在这里,作者所描绘的风的形象

是十分动人和丰满的 。

情境的新颖也来自于感知角度的创新。林武

宪的《鞋》是独具一格的:“我回家, 把鞋脱下/姐姐

回家,把鞋脱下/哥哥 、爸爸回家/也都把鞋脱下/

大大小小的鞋/是一家人/依偎在一起/说着一天

的见闻/大大小小的鞋/就像大大小小的船/回到

安静的港湾/享受家的温暖” 。忙碌了一天, 全家

人从外面回来了,这是最欢乐的时候 。但作者没

有直接写全家人见面交谈的情景, 而是把视角转

向了人体的伴随物 ———鞋子, 描绘鞋子依偎在一

起 、谈见闻 、享受家的温暖,真可谓角度巧妙 、别开

生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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