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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五四时期儿童诗创作是新文学的一个重要部分 , 也是现代儿童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时期的儿

童诗创作成果是比较丰富的 , 从 1915 ～ 1927年这十余年中 , 不但现代新诗诗人参与了儿童诗的创作 , 而且儿童文

学作家和儿童教育家也参与了儿童诗的创作。五四儿童诗的发生是与五四文学变革的要求 、现代儿童观和儿童文

学观的发生 、童心崇拜意识和儿童报刊媒介出现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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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时期”是中国新文学的起步阶段 ,也是新

文学一个重要的收获期 ,涌现了大批优秀的作家作

品 ,今天 ,五四新文学作家的许多作品已经被经典

化 。五四新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之一 ,五

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差不多都是新文学的代表人

物 ,如李大钊 、陈独秀 、鲁迅 、瞿秋白 、胡适等都是站

在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 ,不但阐述自己的新文化理

论 ,而且亲自参与新文化运动 ,特别是积极投身新文

学创作的实践中 。应该说 ,现代文学研究界对五四

的这些文学先驱的创作活动研究得很透 ,但对这些

文学先驱的儿童文学实践的研究 ,尤其是对他们的

儿童诗创作的研究则少之又少。据本人的了解 ,对

五四儿童诗创作研究在新诗研究界几乎是空缺的 ,

而在儿童文学研究界也少有人涉足。有的虽然在现

代儿童文学史中提及 ,但没有做系统的考察 ,更鲜有

对五四儿童诗诗人的专题研究 。在笔者所涉及的儿

童文学研究史料中 ,有几份儿童文学研究著作对五

四儿童诗作过一些值得珍视的描述。其中第一值得

肯定的是胡从经所著的《晚清儿童文学钩沉 》,该著

作不但填补晚清和现代文学研究之空白 ,而且在儿

童文学研究界也是一部难得的学术著作。其中虽然

很少涉及现代儿童诗 ,但由于勾勒了梁启超的儿童

文学理论与创作 、黄遵宪的儿童诗和鲁迅 、茅盾等现

代文学先驱早期的儿童文学创作活动 ,因此也给研

究五四儿童文学和儿童诗的发展提供一些成因探析

的依据 。第二部值得重视的著作就是蒋风的 《儿童

文学史论 》,其中收录了一篇长达万字的 《中国儿童

诗歌发展七十年的脚印 》,该文不但对五四儿童诗

做了一个简练的描述 ,而且把还按照年代顺序对 20

世纪儿童诗发展做了轮廓性的描述 ,具有一定的史

料价值。
①
还有两部著作值得重视:一是蒋风 、韩进

合著的《中国儿童文学史 》,该著作虽然未全面地梳

理五四时期儿童诗创作 ,但也对刘半农 、刘大白 、冰

心的儿童诗创作进行了论述
[ 1] 136 -146

。二是张之伟

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 》,该著作由于著者史学

建构能力的不足 ,而无法系统 、清晰和理性地呈现中

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进程 ,但整理出了五四时期

俞平伯 、严既澄 、叶圣陶和蒋光慈等的儿童诗创作资

料 ,这些资料非常珍贵而且对于后来的儿童文学研

究无疑是具有启发性的
[ 2]
。

一 、五四时期儿童诗创作概述

事实上 ,五四时期的儿童诗创作成果是比较丰

富的 ,从 1915 ～ 1927年这十余年中 ,各路从事儿童

诗创作的诗人按照他们的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 ,大

体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是胡适 、刘半农 、刘大白 、俞平伯等现代新

诗的先驱 。五四时期最积极地参与现代儿童诗创作

的是一批现代新诗诗人 ,他们自觉地把儿童诗写作

纳入到他们的新诗创作实践中。胡适是现代文学史

上第一个出版新诗集的作家 ,他的 《尝试集 》是现代

白话诗的第一部。胡适也是第一个发表儿童诗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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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1916年 8月 23日他创作的 《朋友 》(后改为 《蝴

蝶 》)一诗 ,便是一首童话诗 ,它也是胡适现代白话

文学创作的开山之作 ,这首诗奠定了他在现代新诗

史上第一人的地位 ,也是他作为现代儿童文学先驱

的一个最好证明 。在倡导新文化 、从事现代新诗创

作和儿童诗创作的先驱中 ,刘半农是可以与胡适比

肩的诗人 ,刘半农第一个从理论上提出了诗歌改革

具体主张和意见 。他发表在 《新青年 》第 3卷上的

《我之文学改良观 》一文的第三节 ,就专门探讨了诗

歌的革新。他大力提倡 “增多诗体” , “于有韵之诗

外 ,别增无韵之诗 ”, 这样才能冲破旧有诗律的束

缚 ,在 “形式一方面 ,既可添出无数门径 ,不复如此

前之不自由 ,其精神一方面之进步 ,自可有一日千里

之大速率 ”。这一主张既适应五四时代要自由 、要

解放的时代思潮 ,又符合语言发展的规律 ,同时又与

少年儿童对诗歌的精神需求相吻合 。因此 ,刘半农

的主张一提出 ,很快得到了新文学运动先驱们的响

应 ,于是无韵诗迅速风靡了新诗创作界
[ 3] 163 -164

。而

刘半农本人为了实践自己的主张 ,他从学习民歌和

童谣入手 ,在新诗的形式创新和民间口语的运用上

做了大量的尝试 。如他的 “拟儿歌 ”体儿童诗 ,就是

现代儿童诗的创新之作 。他于 1918年最早发表的

两首儿童诗 《相隔一层纸》和《题女儿小蕙周岁日造

像 》就明白晓畅 ,琅琅上口 。此后 ,他又陆续创作了

《学徒苦 》《奶娘》《一个小农家的暮》《卖萝卜的人 》

《拟儿歌 》等诗篇 ,用民歌的语言来抒发对苦难的哀

唱和对底层儿童生活的关注。这些诗作都是五四时

期的优秀儿童诗 ,其中 《一个小农家的暮》曾多次入

选小学国语课本 ,哺育了几代儿童读者。刘大白与

刘半农齐名 ,也是新诗的倡导者和现代儿童诗的开

创者之一。他很早就尝试用白话写诗 ,他的诗继承

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 ,如 《卖布谣 》《新禽言 》

《布谷》《秋燕 》《捉迷藏 》《燕子去了 》等 ,不但具有

民歌特色 ,而且还有旧体诗词的痕迹。他最有代表

性的一首儿童诗是 1920年 11月发表的 《两个老鼠

抬一个梦》,这首诗以丰富的想象 ,用儿童的口吻表

达了儿童的思维 ,这是五四时期最具有艺术性的一

首童诗 ,有人认为 “它的问世标志着我们儿童诗开

始走向成熟 ”
[ 3] 165

。

俞平伯的新诗创作不可忽视 ,在儿童诗创作中

也有着不一般的贡献 。 1925年 12月北京朴社出版

的俞平伯的 《忆 》便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

写儿童生活的新诗集。朱自清在 《中国新文学大系

·诗集》序言中对它做了很高的评价 ,认为 “《忆》是

儿时的追忆 ,难在还多少保存着那天真烂漫的口吻。

作这种尝试的 ,似乎还没有别人”。的确 ,在五四时

代能够以一颗跳跃的童心来写儿童生活与游戏的诗

人 ,似乎不多。此外 ,汪静之 、应修人等现代 “湖畔

派诗人”也创作了一些可圈可点的儿童诗 ,如应修

人 1920年 4月写的童话诗 《温静的绿情 》就有一定

的艺术质量 。还有朱自清于 1920年创作了 《小

草》 ,郭沫若 1921年创作的 《天上的街市 》等儿童

诗 ,在新诗史上都是代表性作品。

第二是郑振铎 、叶圣陶 、周作人 、冰心 、严既澄等

文学研究会的作家 。文学研究会是五四时期最具有

现实主义精神的文学团体 , 其主张艺术要 “为人

生” ,因此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也是最关注儿童和

妇女问题的 ,在儿童问题思考和儿童文学创作方面

也非常自觉。郑振铎不但是现代著名的儿童文学作

家 ,而且还是著名的儿童文学编辑家 。在儿童诗创

作方面 ,他于 1922年创作了 《早与晚 》《春之消息 》

等优秀之作。叶圣陶不但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小

说家 、儿童文学作家 ,还是著名的儿童教育家 。他历

任小学 、中学和大学教员 ,对儿童教育有着深刻的了

解和专门的研究 ,因此他从儿童出发 ,创作了不少儿

童诗 。如 《儿和影子》《拜菩萨》《成功的喜悦》《小

鱼》《两个孩子 》《损害》等 ,既可以给孩子阅读 ,也可

以给孩子们的父母阅读 ,其旨向是引起成年人对儿

童问题的重视 。周作人是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

之一 ,他从事新诗创作较晚 ,但他发表于 1919年的

《小河》《两个扫雪的人》和收入 1922年商务印书馆

出版的《雪朝》中的 《慈姑的盆 》,都是早期新诗的代

表作 ,尤其是《小河 》被胡适认为 “是新诗中的第一

首杰作”
②
。朱自清也撰文认为 ,这首诗的问世标志

着新诗正式成立 ,也就是说 ,它摆脱了旧诗的影响 ,

是新诗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冰心的儿童诗创作应该

来说是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重要收获 ,她的 《繁星 》

写于 1919年至 1921年 ,在 《晨报副刊 》连载 , 1923

年 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收入小诗 164首。她的

《春水》写于 1922年 3月 -6月 ,也在 《晨报副刊 》连

载 , 1923年 5月由北京新潮社出版 ,收小诗 182首。

这两部诗集的主题都是歌咏母爱 、童真 、人类之爱 、

大自然之美 ,具有深广的反封建意义和浓厚的人道

主义色彩 ,不仅被新诗界看作是新诗代表性著作 ,还

是儿童诗的佳构。严既澄也是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之

一 ,他比较重视对儿童文学和儿童教育问题的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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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了 《神仙在儿童读物上的价值》和《儿童文学在

儿童教育上之价值 》等一些文章 ,他的儿童文学创

作主要是诗 ,如 《早晨 》《竹马 》《胰子泡 》《小鸭子 》

《蝉》《黄牛儿 》《玫瑰花 》《地球 》等 ,这些儿童诗都

是从儿童生活和儿童思维来的 ,为儿童所喜爱 。

第三是蒋光慈 、彭湃 、凌少然等左翼文学作家 。

他们在 20世纪 30年代投入左翼文学创作之前 ,就

为儿童写过富有革命精神和苦难意识的诗作。蒋光

慈在旅苏期间写下了 《十月革命的婴儿 ———我对于

皮昂涅儿(Pioneer)的敬礼 》,回国后收在 1925年出

版的诗集《新梦》中。彭湃 1921至 1922年在广东海

陆丰一带领导农民运动期间 ,利用当地方言创作了

新童谣 《劳动节歌 》和 《田仔骂田公》 ,这样的儿童诗

因为体现了鲜明的阶级观点 ,而且表现的是农民革

命的意识 ,后来被人称为 “无产阶级的儿童诗”。凌

少然 1926年 11月 4日在 《工人之路 》上 , 发表了

《敬赠与劳动童子团的革命礼物 》等等 ,这些作品受

到五四文学革命与启蒙思想的影响 ,是左翼儿童诗

的前奏曲。

第四是黎锦晖 、陶行知等一些儿童教育家涉足

儿童诗创作 。黎锦晖是一个爱国的儿童诗和儿童戏

剧作家 ,早在 1914年 ,他就开始了儿童诗和儿童戏

剧创作 ,并通过儿童诗创作来寄托自己教育救国的

理想。如他写于 1923年 ,刊于《小朋友 》70期的 《国

货打胜仗 》:“美大姐 , /走进城 , /三街六巷闹尘

尘 。 /……大家扔来大家砸 , /劣货堆起一层层 , /无

情烈火烘烘起 , /果断斩草要除根。”这首儿童诗正

是配合当时上海各界抵制日货运动而写的 ,顺口易

诵 ,语言铿锵有力 ,富有感召力 。此外 ,他还从学校

教育的特点出发 ,创作了 《新年的礼物 》《美丽的春

天 》《夏天的祝福 》《秋天的红叶 》《多听多看 》等一

些儿童歌曲 ,这些歌曲中的歌词其实都是适合朗诵

的儿童诗。陶行知五四初期就把旧民歌改写为儿

歌 ,创作了童话诗 《为何只杀我 》, 1924年 3月他又

创作了两首童话诗《南下车中见山树奔过》和《与月

亮赛跑 》。当然 ,陶行知的儿童诗创作成就主要表

现于 1930年代 ,不过他也算是五四时期出道的儿童

诗诗人 。

如果以胡适 1916年创作的具有童话色彩的《蝴

蝶 》为现代儿童诗的开端的话 ,那么中国现代儿童

诗的创作实践已整整百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五

四时期的胡怀琛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儿童诗开创

者 ,他早年参加南社 ,后转入出版界和教育界。他热

心儿童诗创作 ,是 1922年郑振铎主编的 《儿童世

界》的主要诗歌作者 ,写有 《小人国 》《大人国 》《老

鼠搬家》、《月世界 》等艺术质量很高的儿歌 、童话

诗 ,堪称中国现代童话诗的第一人 。五四时期儿童

诗作家一般都是借儿童诗创作来实践自己的儿童教

育理念 ,有的还以儿童诗来传递革命理想。其中 ,陶

行知 、胡怀琛 、郑振铎等人的儿童诗还进入小学国语

教材 ,在儿童读者中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 、五四时期儿童诗的三种艺术形态

五四儿童诗创作如果放在现代新诗创作中来考

察的话 ,无疑它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 ,而且其影响力

也不如现代新诗的影响力 ,但五四儿童诗在五四新

文化运动中 ,尤其在启蒙与教育儿童中发挥了不可

忽视的作用。受儿童观 、文学观的影响和诗人创作

视角的制约 ,五四儿童诗创作大体呈现三种艺术

形态:

1.儿童视角的儿童诗

这类儿童诗是诗人作家们从儿童的立场和视角

来创作的 ,是对童心世界的自觉的艺术展示。叶圣

陶 、胡怀琛 、严既澄 、朱自清等人的儿童诗则大多是

儿童视角的。如叶圣陶的《儿和影子 》,该诗写儿童

爱模仿 、爱表演的精神状态 ,充满童趣。 “儿见学生

体操 ,回来教他的影子 ”,一遍一遍地问他的学生:

“你可懂了 ?你可懂了?”影子却不回答 ,他 “也不灰

心 ,更一遍一遍地教 ,一遍一遍地问 ”。他的 《拜菩

萨》也是一首耐人寻味的儿童游戏诗 ,它写了一个

孩子把自己的爹拉过来当菩萨拜 ,最后却又推倒了

这个 “菩萨 ”。叶圣陶说:“孩子有勇往无畏的气概 ,

于一切无所惧怯。这该善为保育 ,善为发展 ,才可以

使他们成为超过父母的人。”
[ 1] 126

《拜菩萨 》彰显了

叶圣陶所肯定的儿童的个性和勇气。严既澄的儿童

诗创作基本上都是儿童视角的 ,他强调儿童文学 ,应

是 “童谣 ,童话 ,故事 ,戏剧等类 ,能唤起儿童兴趣和

想象的东西”,他还指出 , “儿童还他一个儿童 ,壮年

还他一个壮年 ,老年还他一个老年 ,才是正当的办

法”。这种看重儿童本位的观念 ,使得他的儿童诗

大都站在儿童立场 ,如 《早晨 》:“鸡啊鸡! /请你早

些啼 。 /唤起小弟弟 , /同看月儿落到西 。 /月儿落到

西 , /太阳东边起。 /鸦也啼 , /雀也啼 , /啼醒小蝴

蝶 , /黄黄白白一齐飞。”他的 《竹马 》展示的是儿童

日常生活的游戏 ,表现的是儿童内在的游戏精神:

“竹马儿 , /大家骑上走如飞 , /哥哥跑得快 , /弟弟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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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迟;/妹妹年纪小 , /有竹马也不能骑 。”此外 ,严既

澄的《地球 》, 可以说是五四时期第一首儿童科学

诗:“我们睡觉时 , /地球并不睡;/他绕着太阳 , /向

东边滚去。 /这边向太阳 , /我们正游戏;/那边向太

阳 , /我们在做梦。”这首诗即反映了儿童日常的生

活 ,又传达了科学的知识 ,还张扬了儿童的想象力 ,

在今天看来 ,也是不可多得的儿童诗经典之作 。

2.成人视角的儿童诗

这类儿童诗是诗人作家的童心的自然流露 ,是

对童心的世界的非自觉的艺术展示 ,但由于它们包

涵了创作主体内在的儿童心理和对童心世界的爱与

崇拜 ,因此这些作品也非常具有艺术冲击力和情感

张力。俞平伯的 《忆》仅仅是对儿时的追忆 ,不是明

确给儿童写的 ,所抒发的也是诗人想招回 “那颗一

丝不挂却又受着一切的童心 ”,而 “凭你怎样招着你

的手 ,总是不回到腔子里来”的 “惆怅的味儿 ”;加之

写得含蓄 ,重于艺术形式的散文化 ,因此在儿童读者

中影响不大 。冰心的儿童诗大部诗是成人视角的 ,

如其刊于 1921年 6月 28日 《晨报 》的儿童诗 《可爱

的 》:“除了宇宙 , /最可爱的只有孩子。 /和他说话

不必思索 , /态度不必矜持 。 /抬起头来说笑 , /低下

头去弄水。 /任你深思也好 , /微讴也好;/驴背上 , /

山门下 , /偶一回头望时 , /总是活泼泼地 , /笑嘻嘻

地 。”这首诗中的观察者和审视者就是成人———她

赞叹儿童的天真活泼和纯洁无瑕 。冰心的 《繁星 》

《春水》也是站在成人立场来审视童心世界 ,歌咏童

真的生命。

3.儿歌

五四时期不少诗人创作了儿歌和 “拟儿歌”体

诗 ,这些儿歌与前二者不一样 ,诗人作家们是在对民

间童谣的模拟与对方言的学习的基础上创作的 ,带

着强烈的母体文化的特点 。这些儿歌和 “拟儿歌 ”

作品最有代表性的是周作人的 《儿歌 》、刘大白的

《卖布谣 》、刘半农的 《拟儿歌 》、汪静之的 《我们想

(拟儿歌)》、顾颉刚的 《吃果果 》和 《老鸦哑叫 》、胡

绳的《儿歌———游火虫 》、俞平伯的 《儿歌二首 》、胡

怀琛的 《儿歌四首》、《儿歌 》(游泳 、割麦)等 。如刘

半农 1919年创作的《拟儿歌 》就是对传统民间童谣

的借鉴 ,具有民歌的特点 ,同时也具有自由新诗的特

征:“羊肉店 , 羊肉店! /羊肉店里结着一只大绵

羊 , /吗吗!吗吗 ! 吗吗! 吗 ! …… /苦苦恼恼叫两

声 ! /低下头去看看地上格血 , /抬起头来望望铁钩

上 ! /羊肉店 ,羊肉店 ! /阿大阿二来买羊肚肠 , /三

个铜板买仔半斤零八两 , /回家去 , 你也夺 , 我也

抢——— /气坏仔啊大娘 ,打断仔啊大老子鸦片枪 ! /

隔壁大娘来劝劝 ,贴上一根拐老杖 !”当然 ,刘半农

的这首《拟儿歌 》艺术水平不高 ,虽然有情节 ,有情

景 ,也很传神 ,但失之油滑 ,且不是专门为儿童所写 ,

仅仅是儿歌体的拟用。如汪静之的 《我们想(拟儿

歌)》:“我们想 /生两翼 , /飞飞飞上天 , /做个好游

戏;/白白云 /当作船儿飘 , /圆圆月 /当作球儿抛;/平

坦的天空 , /大家来赛跑 。”这首儿歌 ,既有自由新诗

的直白和自由 ,又有传统童谣的语调和形式 ,可以说

表现了儿童无拘无束的想象 ,体现了儿童内在的游

戏心理。俞平伯也喜爱运用儿歌形式来表现儿童的

纯真生活 。他在《诗底自由和普遍 》一文中说:“我

平素很喜欢读民歌儿歌这类作品 ,相信在这里边 ,虽

然没有完备的艺术 ,却有诗人底真心存在。”他发表

在《儿童世界 》3卷 9期上的 《儿歌二首 》不但有现

代新诗的特点 ,还表现了儿童的好奇:“老鸹 , /老鸹

飞。 /怎么不在屋子里 ! /这个 ! 这个唷 !” “小葫芦

儿呀 ! /小甜瓜儿呀 ! /甜瓜儿真是甜极了 , /小葫芦

里有什么 ? /小葫芦里有什么 ?”俞平伯的儿歌创作

是与他的诗歌观念分不开的 ,他写诗 “不愿顾念一

切做诗的律令 ”, “只愿随随便便的 ,活活泼泼的 ,借

当代的语言 ,去表现自我 ,在人类中间的自我 ”。

以上只对对五四时期儿童诗的基本形态做一个

说明 ,如果要仔细分析的话 ,五四儿童诗的体式是非

常多样的 ,有的是儿童叙事诗 ,有的是童话诗 ,有的

是儿歌 、拟儿歌 ,还有的是儿童散文诗 、儿童朗诵诗

和儿童诗歌剧 ,这也符合五四诗人革新诗体 , “增多

诗体 ”,于 “有韵之诗外 ,别增无韵之诗”的主张。

三 、五四时期儿童诗发生的成因

五四儿童诗创作的发展是有其内外和外在的成

因的 ,总体上看来 ,五四儿童诗作为现代儿童文学的

一部分 ,它的出现与发展和现代儿童文学及中国现

代文学的进程是同步的 ,而且其成因也基本上是一

致的 ,但也有着其特殊的原因 。具体来说 ,大体包含

了以下四个方面:

1.文学变革的要求促动了现代儿童诗的产生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的是 “民主”和 “科学”的两

面大旗 ,而其目标则是 “启蒙”和 “革命”。 “启蒙 ”是

对愚昧落后的国民性的启蒙 ,是对人的意识的唤醒。

而五四新文化运动闯将们认识到 ,对国民的启蒙必须

从儿童抓起 ,也就是说 ,启蒙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 “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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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孩子”,使他们免于受到愚昧落后的封建意识的毒

害 ,所以儿童的成长和教育就成了一件关系到民族未

来的大事。这无疑促进了社会对于儿童的重视 ,对于

儿童教育的重视 。对五四文化先驱来说 , “革命”的一

个重要切入口就是文学的革命 ,于是陈独秀 、胡适 、周

作人等人就提出了 “文学革命 ”和 “文学改良 ”的观

点 ,并且提出要打倒 “贵族文学 ”、“古典文学”和 “山

林文学”,而要提倡 “国民文学”、“写实文学 ”和 “社会

文学 ”,而且胡适还最早提出了 “活的文学 ”,周作人

还首倡了 “人的文学”、“性灵的文学”,这些文学变革

的观念无疑促进了新文学的诞生 ,而且也促进了现代

新诗和儿童诗的发生。

2.现代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的发生促动了现

代儿童诗的产生

五四时期 ,胡适 、严既澄 、鲁迅 、周作人 、赵景深 、

魏寿镛 、周侯予 、王人路等新文学的先驱和现代儿童

教育的先驱都提出了现代的儿童观 ,并且提出现代

儿童文学观 。 1919年鲁迅在其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

亲 》一文中 ,就提出了 “儿童本位论 ”的观点 ,对传统

儿童观提出了质疑 ,并呼吁 “一切设施 ,都应该以孩

子为本位 ”,他还在文中对孩子寄予了希望 ,他说:

“现在的子 ,便是将来的父。”1920年 ,周作人发表了

《儿童的文学 》一文 ,此文堪称为 “中国现代儿童文

学的宣言书 ”, 周作人反复强调要把儿童当儿童看

待 ,要尊重儿童的独立人格 。周作人还在文中提出

了儿童文学应该考虑儿童发展的年龄差异和幼年 、

童年 、少年的不同心理及审美需求。鲁迅 、周作人的

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转型和

艺术化指明了方向 ,他们的观点也影响了其他关心

和爱护儿童的作家与学者。严既澄在其演讲文稿

《儿童文学在儿童教育上之价值 》(刊于 1921年 11

月出刊的《教育杂志 ·讲演号 》)中 ,给儿童文学下

了一个比较科学准确的定义:“儿童文学 ,就是专为

儿童用的文学。他所包涵的 ,是童谣 ,童话 ,故事 ,戏

剧等类 ,能唤起儿童的兴趣和想象的东西 。”赵景深

在其所著的 1927年由北新书局出版的 《童话概要 》

中 ,就儿童和儿童文学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

“儿童实在和原人差不多。蛮性遗留于儿童者最

深 。儿童在故事中看到杀人 ,不会感到残忍 ,只觉得

和看电影一样有趣 。人类从原始进化到半开 ,从半

开进化到文明 ,恰相等于人从儿童进化到少年 ,由少

年进化到壮年。原始人类知识浅短 ,思想简单 ,儿童

也是如此;原始人类分别不清人和动植物 ,儿童也是

如此;原始人类信仰鬼神 ,儿童也是如此。” “总之儿

童就是原人的缩影 ,当然童话也可以算作原始社会

的故事了 。”赵景深的这些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与

周作人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有着惊人的一致。如

王人路在其所著的 1933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

《儿童读物研究 》中 ,就指出:“儿童读物是供给儿童

阅读的书籍 ,有活泼的思想 ,有动人的情感 ,有奇特

的想象 ,用艺术的文字和图画 ,把他表现出来 ,而且

能供普通的儿童懂得且感兴趣的 。”
[ 2] 49
如此等等 ,

他们的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摆脱了传统儿童观的局

限性 ,引导了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创作 ,对儿童诗的

现代性发生来说 ,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3.童心世界的自然流露和 “童心崇拜”意识使

得许多新文学诗人自然或自觉地走向儿童诗世界

诗人都是有童心的人 。五四时期 ,人的发现带

来了儿童的发现 , 进而产生了普遍的 “童心崇

拜”
[ 4]
,这种意识直接导致了新文学作家对童心世

界的由衷赞美和歌唱 ,尤其是对儿童无拘无束的生

命状态和内在的游戏精神的赞赏 ,也直接导致了诗

人们用诗歌来赞叹童心世界 ,来描绘童心世界的游

戏精神和想象力。

4.报纸和文学刊物等媒介的出现 ,推动了现代

儿童诗的发展

五四时期一些比较进步的文学杂志和青年刊物

都热切地关注着儿童文学的新生 ,如 《每周评论 》

《中国青年 》《创造季刊》《少年中国》等就发表了一

些儿童小说 、诗歌和童话。但这些刊物都不是专门

的儿童报纸和刊物 。 1922年 1月郑振铎主编 、商务

印书馆出版的 《儿童世界 》的诞生 ,标志着现代中国

有了第一份儿童刊物 。这份刊物致力于弥补 “注入

式儿童教育 ”的缺陷 ,把儿童感兴趣的知识传递给

儿童 。于是 ,在这个刊物里 , “既有自然界各种动植

物的写照和插图 ,又有儿童自己所喜爱的新歌曲 ,既

有各地的诗歌童谣 ,又有各种神仙和科学的故事 ,同

时还有外国的童话 、寓言 ,以及学校和家庭用的独幕

剧等等 ,种类繁多 ,内容也新鲜 ,装帧与插图也力求

做到尽善尽美 ,因此颇受到儿童的欢迎 。”
[ 2] 9-10

这

一时期 ,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供七八岁的儿童阅读

的《儿童画报》(半月刊)和供 11至 12岁少儿阅读

的《少年杂志 》(月刊 , 1909年创刊 ,孙毓修主编)。

后来黎锦晖于 1922年 4月 6日在中华书局创办的

《小朋友》周刊(次年潘汉年担任该刊编辑),它虽迟

于《儿童世界 》,也是五四时期宣传新文化 、普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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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拼音 、提倡教育救国的儿童刊物。 《小朋友 》的读

者对象主要是小学中年级和高年级的学生 ,也兼顾

十岁左右的校外儿童。 1937年上海沦陷后被迫停

刊 ,但它对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

澜的作用 ,也是后来的儿童文学和儿童诗的重要园

地 。除了这些儿童专门刊物外 ,还有一些报纸的副

刊也刊登一些儿童文学作品(包括儿童诗),有的还

设置一些儿童诗栏目 。如 《晨报副刊 》就刊登了冰

心的儿童诗 ,还有直接在团中央主持下的上海 《民

国日报 》副刊 “平民之友”的 “小孩子唱的歌 ”栏目就

经常刊载一些具有革命思想的儿童歌谣。

总之 ,五四时期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期 ,

也是现代儿童诗的发生期和初创期 ,发生和初创意

味着新的艺术思考和艺术形式的并立 。研究五四儿

童诗创作不但可以打开现代文学研究的一扇新窗 ,

而且还可以探入到中国儿童教育和儿童文学的深层

地带。

注释:
①　该文是蒋风为其主编的《中国儿童文学大系·诗歌卷》

写的一个序言 ,作者在该文中流露出要为中国现代儿童

诗写史的想法 ,可惜没有完成这一理想。

②　胡适:谈新诗 , 《新潮》 1919年 11月 , 转引自蒋风《中国

儿童文学史论》, 太原:希望出版社 , 2002, 第 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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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ionofChildren' sPoemsDuringMay4thMovement

XIEYu-jie
(SchoolofHistory, BeijingNormalUniversity, Beijing100875)

　　Abstract:Creationofchildren' spoemsduringtheMay4thmovementisanimportantpartofthe

newliteratureaswellasasignificantcomponentofmodernchildren' sliterature.Theachivevementsof

thecreationwererathersubstantial.Inadecadeandmorefrom1915to1927, notonlydidmodernnew

poetsparticipateinthecreation, sodidwritersofchildren' sliteratureandchildren' seducators.The

comingupoftheMay4thchildren' spoemsisinseparablefromtheneedoftheMay4thliterarytransfor-

mation, fromthetakingplaceoftheconceptionsofmodernchildrenandtheirliterature, fromthecon-

sciousnessofacultofchildlikeinnocenceandfromtheappearanceofthemediaofchildren' spapersand

magaz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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