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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摘 要: 从理论角度对 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界一直热切关注的一个美学命题—— “童话的本质” 给予了全

新的理解。认为传统的以成人为中心的童话立足点与思维方式所产生的童话观片面狭隘 , 没有透彻把握住童话

的本质属性。突破这一思维定势的局限 , 应当从两个观察点重新切入: 考察童话的历史发生、 追溯其原初艺术

品质 ; 以儿童视角切入透视童话的现实生成。这样就会发现 “童年精神气质” 是童话一以贯之的、 亘古不变的

本质属性 , 这一本质属性对于当代人类精神家园的营建会产生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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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质疑传统童话观

“童话”是什么?这是一个美学命题 ,不同时代

的人们给与它不同的质的规定性。 在 20世纪的中

国 ,这个命题一直被关注并形成了一种流行的权威

理论。 《辞海》 中 “童话” 一条是这样定义的: “童

话 , 儿童文学的一种。通过丰富的想像、 幻想和夸

张来塑造艺术形象 , 反映生活 , 增进儿童思想性格

的成长。一般故事情节神奇曲折 , 内容和表现形式

浅显生动 , 对自然物的描写常用拟人化手法 , 能适

应儿童的接受能力。”
①
《辞海》的定义基本上代表了

上个世纪中国对童话的认知程度。这种认知我们可

将其抽绎出三层意思来理解: 其一 , 童话的艺术受

众为儿童 ;其二 ,童话的艺术特征为想像、幻想、夸

张等一些超现实性的审美品性 ; 其三 , 童话的艺术

目的是对儿童进行思想道德教育。 尽管新版 《辞

海》 以 “增进儿童思想性格的成长” 代替了原来的

“对儿童进行思想教育”这一说法 ,但其实质仍没有

挣脱 “童话从属于教育” 的传统观念的束缚。上述

三点基本上可以概括中国传统的童话观。

如果说 ,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界对童话的本质

认识有什么深入的话 , 那主要体现在 1980年洪汛

涛在其学术专著 《童话学》 里重新提出的童话定义

, “童话——一种以幻想、夸张、拟人为表现特征的

儿童文学样式。”
②
洪汛涛的定义挣脱了传统童话观

中对童话社会教育作用的单一限制 ,在对童话本质

认识的潜进中迈出了重要一步。但是 , 同样不容忽

视的事实是 ,洪汛涛对童话本质的理解在其它两点

上却与传统童话观一脉相承。这也正是目前童话本

质研究的基本现状—— 1. 以童话表层艺术特征来

涵盖它的艺术本质 , 所以 “幻想性” 一直以来被认

定为童话不言自明的本质艺术特征 ; 2.因童话本质

属性的被遮蔽而导致对其艺术受众规定的褊狭 ,所

以 “儿童的” 艺术受众规定性一直以来是作为经典

论断存在的。而一旦把这种已被人们普遍接受的童

话观放置于实践创作中去检验 ,就会发现童话理论

在多大程度上已滞后于了文学实践。除去不能发挥

理论应该有的指导作用 ,即便是对童话文本作最基

本的解读与批评 , 也是力不从心。在那些经典童话

作家作品面前 , 我们发现: 第一 , 用 “幻想性” 这

样的字眼绝对是无法涵盖它的经典美学魅力、无法

剥离其美学品质。第二 , 这些经典文本几千年的历

史已经证明 , 它的艺术受众并不单是儿童。当孩子

在为 “丑小鸭” 的新生而高兴欢呼 , 在为 “美人

鱼” 的死去而沮丧难过时 , 成人读者又何尝没有沉

浸于那个美丽的童话世界而体味感悟生命的哲情

呢? 同样 , 哪一个孩子又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将心中

那个美丽的童话世界忘却呢? 比之童年期 , 在生命

的成熟期里 ,那些优美童话的精神指向才更易放射

出光芒。 那座静静安坐在丹麦海边的美人鱼雕像 ,

多少年来以其经久不减的魅力久久的凝视着人们

的心灵 , 不就是个历史的见证吗? 第三 , 在经典童

话文本中 , 文学艺术特有的美学气质—— 想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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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性、 情感性得到充足的表现。在这个特定的艺

术世界中 ,文学最基本的功能—— 美感功能得到极

大的体现 ,在此基础上发生的文学对人类心灵的解

放净化作用、 对精神家园的守护作用、 对人类存在

的认识作用、 对人类生存本质的勘探作用……等

等 , 都是 “教育” 二字不能简单概括的。

既然传统童话观在辨析童话的艺术本质方面

存在上述问题 ,理论特有的思想精髓在此并不能彰

显 ,那么建立新型的童话观无疑是摆在我们面前迫

切的学术课题。本文正是立足于此 , 从最基本的理

论考察入手 ,为建立当代新型童话观做一些最基本

的工作。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是我们必须从认识童话

固定的思维模式中出来 , 换取一个角度重新切入。

长期以来 , 我们一直忽视了这样一个前提 , 无

论是对童话艺术受众的规定 , 还是对童话 “幻想

性” 的本质概括 , 或者是对童话教育性的强调 , 其

实首先都是现代文明人基于成人的价值判断立场

确立的儿童观的产物。童话 , 不过是一种浅显幼稚

的文学样式 , 只适合儿童的接受能力 , 成人是不屑

理会的。现代文明人在否认儿童的同时也否认了童

话。而他们所言称的 “幻想性” 也只不过是拎起了

一个童话的外壳 , 作为实现其教育目的的手段而

已。因此 , 童话又被成人称为是 “假话”。这就是成

人眼中的 “童话”。

以现代成年人固有的思维模式认定童话是 “幻

想” 的 , 是假话 , 这导致一种脱离童话艺术思维而

评判其艺术价值的普遍习惯倾向 , 最终的结果是以

生活客观真实的标准来衡量童话世界 , 判定其价

值 , 脱离艺术氛围直奔教育主题 , 在最大程度上遮

蔽了童话的艺术品性与价值。这也是长期以来中国

童话缺失经典文本的致命原因。而要重新寻回 , 必

须打破固有思维 ,从童话的原初形成以及它在文明

社会中的传承来剥离它的艺术品性。

(二 ) 寻回童话本质

重新认识童话本质必须从两个基本点去把握:

追溯历史起源寻回童话的原初艺术品质 ; 以儿童视

角切入来透视童话的现实生成。这二者内在的精神

联系是我们确立童话本质的基点。

1. 童话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学形式。追问其

“根性”存在是众多研究者所关注的一个问题。在已

有的追溯其历史源头的理论考察中 , 已陆续提出

“神话渣滓说”、 “神话分支说”、 “包容说”等。这些

说法具体解说不一 , 但其共同之处却在于将童话的

起源与那个诗性智慧光芒四射的远古时代联系了

起来。甚至更有学者提出 ,“童话是与人说话的本能

相应的 , 人从能言语的时候起就有了童话 , 也就是

说 ,在文字产生之前 ,童话就有了。”
③
当今西方童话

大师奥地利人泰格特霍夫也指出 , “童话的出生日

期没有流传下来 ,可以肯定的是 ,随着语言的产生 ,

随着自我意识的发现 ,人开始用故事来表达更高层

次的感受和神的知识 , 制造比喻 , 用语言引发创造

性的过程。”④ “童话” 一词在 1909年的中国出现

后⑤ , 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也曾以浓厚的理

论兴趣探讨了童话的起源与本质。 特别是周作人 ,

他从理论高度剖析了童话与神话、 世说的区别 , 并

发现童话具有本质意义的一面——原人之文学⑥。

看起来 , 中西古今对童话发生学意义上的考

察 , 共同从理论上廓清了一个问题 , 那就是童话原

初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原始思维。

原始人神秘的原逻辑的思维特征是现代人无

法理解认同的。正如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

书中所论述的: “具有这种趋向的思维并不怎么害

怕矛盾 (这一点使它在我们眼里成为完全荒谬的

东西 ) ,但它也不尽力去避免矛盾。它往往是以完全

不关心的态度来对待矛盾的 ,这一情况使我们很难

于探索这种思维的过程。”
⑦
原始思维本质上的神秘

性决定了他们思维、 感觉和行为的整个方式 , 这种

方式与现代文明人的理性思维是背道而驰的。列维

· 布留尔将其概括为是对 “互渗律” 原则的服从。

人类原初的童话作为这种思维的正当结果 ,如果我

们以文明人的理性思维去解读 , 误读是必然的。

尽管原始思维神秘的品性我们现代人尚真正

把握 , 但是 , 他们思维方式中所呈现出的某些不同

的 “逻辑的、 概念的” 思维特征却应该引起我们现

代人足够的重视。这也是我们进入他们构置的童话

世界的惟一途径。原始人互渗的、 一体的、 素朴的

思维方式总是将宇宙中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事物视

为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这与我们用理性的、 概念

的思维方式去肢解认识世界形成鲜明的对照。而一

旦反观这个被我们用 “概念” 支离得破碎不堪的世

界时 , 反观充满了战争、 强权、 暴力、 冷漠、堕落、

焦虑的现代文明人的生存状态时 ,才会感觉到那个

充满诗性智慧的一体的世界是多么的和谐 ,它是现

代人再也难以企及的一个高度。

在先民们那里 ,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有着极小

的差别 , 他们共同以质朴纯真的状态自在的生活

着。 他们以神秘整一的思维方式创造的童话 , 是

“一种涉及到人的特殊形式的文学创作” (麦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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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蒂语 ) ,在最简单的形式中却能“表现着特殊生命

的东西” (格林兄弟语 ) , 包蕴着其自身强烈的存在

力量震撼着今人的心灵。因此麦克斯· 吕蒂称童话

为 “缩小的宇宙” 颇为精当。童话 , 这一原始诗性

智慧的结晶 , 它渗透着文明理性人无法参透的奥

秘 , 以其不可抵挡的魅力 , 作为人类童年精神的永

恒象征 , 吸引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目光。

2.当历史以不可阻挡的脚步向前迈进时 ,诗意

的神话时代已成为过去。诗性年代中的儿童与成人

一体的世界分裂了 , 成人以理性的 “智者” 身份建

立起了自己的文明世界。在这个理念世界中 , 人类

一方面拥有了前所未有的知识、文明和极大的物质

享受 ,但同时也日益膨胀了私有观念。金钱、财富、

权力这些诱人的字眼总是和战争、 强权、 暴力这些

冷酷可怕的字眼并存 ,它们日益建构起现代人荒芜

的精神沙漠状态。水晶般的童话世界是不会在这样

的精神土壤里生根的。但是 ,所幸的是 ,那个真诚、

纯洁、 自由自在的梦想世界仍然存在着 , 它存在于

任何一个时代的儿童的心灵世界中。对人类来说幸

运的是 , 这样的心灵世界挽留了童话。

今天 , 童话 “在没有文字记载时数千年之久在

成人的生活中产生过作用”⑧的价值地位已逐渐削

弱了。它只栖身于一片狭小的空间里。在这里 , 它

自觉地贴近儿童读者并成为儿童艺术家族中的一

支旺族。这一状态历史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儿童思

维与原始思维具有某种内在相似性。这种内在相似

性其实已在不同学科领域被广泛研究并得到认可。

例如 ,美学家李斯托威尔曾有这样的观点: “……像

原始人一样 , 儿童是极度的利己主义者、 不自觉的

唯我论者 , 他把现实与自己的梦境混淆在一起 , 把

无生命的东西与他有生命的自我混淆在一起 ,把他

对事物的命名与这些名称所指示的实际对象混淆

在一起。”⑨这种对二者内在相似性的认可 , 已被用

于指导不同的研究课题。例如 , 从儿童艺术心理学

方面进行分析研究 , 用以探讨艺术起源问题 , 就是

这一观点在艺术学科中运用的具体表现。

儿童 (具体说是童心 )在童话艺术发展史上的

意义 , 今天已愈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这是一个关系

到童话发展的艺术命题 , 但实质上它内隐了一个哲

学命题——童心对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意义。成年

人在自觉的成人意识的培养中 ,不仅自觉地丢弃了

童心 , 丢弃了童话 , 而且自觉地以其规定的价值标

准去裁判否定童话、 童心的价值。他们自得地在其

荒芜的精神沙漠里存在着 , 而实质上 “在精神境界

上 , 任何时代的少年儿童都优越于成年人”10。可悲

的是大多数的成年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从以上考察 , 我们可以概括得出: 童话是先民

与儿童纯真的心灵呵护长大的。构成童话本质的是

一种永恒的 “童年精神气质”。“童年精神气质” 产

生于具备童心意识的群体中。因其产生思维的独特

性 , 所以用理性的概念对其内涵是难以概括的。我

们可以多层次多角度地透视它 , 发现它 , 而永无止

境。它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 , 是一种美丽的诗意

氛围 , 是一种独特的生命存在 , 可能又内含深度的

哲学命题……当然 ,也可能作最简单的理解——如

孩子一般的 “无意味”状态。对 “童年精神气质”采

用原始人与儿童心目中所没有的任何一个概念去

指称它 ,都将会发生错误与混乱。我们只需做的 ,是

认识这种精神状态对当代人的意义。以此剥离包裹

在童话身上的过多的非本质因素 , 使 “童年精神气

质” 显露于世人面前。

在远古 , 成人与儿童共同作为 “童年精神气

质” 有力的承载者。而在现代 , 它却在较大程度上

远离了成人。今天 , “童年精神气质”已逐渐被人们

从理性上发现并认同其独特价值。 在成人世界中 ,

那些在理性的基础上再保留一份童真的人 ,为我们

丰富发展并阐释着“童年精神气质”的时代内涵 ,他

们无疑是人类伟大的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安徒

生、 卡洛尔、 怀特、 林格伦、 德克旭贝里……这是

一些永远让世人难以忘怀的名字。

童话是 “童年精神气质”最有力的艺术表现者。

童心作为一种生命状态 , 是童话生命力永存的根

本。“童年精神气质”是构成人类健康生存的必要精

神资源 , 它不仅贯穿于个人的一生 , 也贯穿于整个

人类。若说童话是 “为儿童” 的 , 倒显得有点本末

倒置 ,童话实质是 “为人类”的。在现代文明社会 ,

关注儿童本体生命状态 , 彻底理解童年生命内涵 ,

才能真实言传童年精神 , 找回童话真生命的内核。

(三 ) 童话的当代意义

古老的童话从一种民间自发的文学形式经过

长期的口头流传 , 直到 19世纪才发展演变为一种

自觉的文学创作 , 这也即 “艺术童话” 的诞生。在

两个世纪的艺术童话的发展中 , 童话从形式到内

容 , 从创作手法到艺术技巧都可能发生变化 , 但其

根本的艺术品质却是永不改变的。童话作为人类感

受童年精神的奇特的艺术创造 ,它的美学意义永远

是属于全人类的。赫尔德曾说过: “真正的童话不仅

使我们摆脱时间和地点 ,而且还使我们从死亡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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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出来。我们通过童话到达精神王国。”

能够提供出这样精神产品的人必定是伟大的。

今天 ,当我们仍然久久眷恋在那些古典童话的永恒

魅力中时 , 不禁也呼唤着当代人的童话文本。当林

格伦带着她的长袜子皮皮闯进我们的生活 , 以狂野

的想象、十足的游戏精神冲击着我们已麻木的心灵

时 (林格伦 《长袜子皮皮》 ) ; 当遥远的星球上忧郁

的小王子守护着心灵 , 与我们做无声的交谈时 (圣

· 德克旭贝里 《小王子》 ) ; 当小姑娘 “芬” 在为一

头小猪呼喊着 “可是 , 这不公平” 时 , 当蜘蛛夏洛

与小猪威伯在最为纯真的友谊中幸福的生活着时

(怀特《夏洛的网》 ) ;当小老鼠斯图亚特勇敢地一直

向北走寻找着梦想时 (怀特 《小老鼠斯图亚特》 )

……我们不禁感动地说 , 童话仍然存在着。 20世纪

这些老少咸宜的经典童话文本就是最好的证明。

但是 , 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 当代是中国经典童

话文本缺失的时代。长期以来 , 传统的以成人为中

心的童话观片面狭隘 ,在单一的成人思维模式的制

约中 , 走进了思维误区 , 严重遮蔽了童话的艺术本

质 , 并简单地将其理解为是教育儿童的工具。观念

的滞后极大地制约了童话创作 ,使得百年中国的童

话发展仍陷于 “小儿科” 的尴尬境遇。从发展中国

童话的基本命题着手 , 从基础理论研究出发 , 确认

童话的本质属性及其当代意义无疑是儿童文学研

究中的一项基础工作 ,是繁荣发展我国新世纪童话

创作必要的理论前提。

从 “五四” 新文化运动以来 , 中国儿童文学界

一直在致力于儿童观的转变与儿童世界的发现。新

时期儿童文学界在回归儿童主体特征与儿童文学

的本体性方面作出了很大的成绩。 80年代的 “童话

热” , 90年代的 “幻想文学热” , 都标志着近二十年

来儿童文学界在思想内容与艺术创新上的可贵探

索 ,其共同的美学目的是致力于探索一种“大气”的

中国儿童文学。新时期儿童文学走过了可谓是轰轰

烈烈发展的二十年 , 今天我们站在新世纪的地平线

上 ,仍然要重复一个显得陈旧的主题——童话的意

义。本文认为童话的意义仍然是启蒙 , 这一中国文

学界在 20世纪初提出的艺术命题。

文学作为人类思想感情的一种表现形式 ,必然

带有人作为特定社会存在物的时代文化特征。也就

是说 , 文学具有特定的历史性与社会性。但是文学

又并不仅是时代文化精神的被动反映 , 作为一种精

神创造物 ,文学以其巨大的自身的能动性参与并创

造着人类的文明 ,以自身的美学特性促动着人的健

康发展。正因此 , 文学作为启蒙者的地位与意义在

任何时代不仅不会消失 , 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 , 启

蒙的内涵也会有新的变化。童话作为一种重要的文

学形式 , 它更以其自身的特性体现了这一特点。

在 20世纪初 , 整个儿童文学界的启蒙内涵在

于确定儿童的本体地位。从 30年代一直到新时期 ,

启蒙的内涵突出强调的是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 ,童

话也不例外。可以说 ,启蒙被做了过于狭义的理解。

新时期童话的启蒙内涵在于自觉承担了释放儿童

的主体性特征的时代命题 ,并确实发挥了很重要的

作用 , 但是这种启蒙作用也确有急功近利之嫌。在

21世纪的今天 ,回归童话本真属性 , 解放童话启蒙

的内涵 , 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高尔泰在他的 《文学的当代意义》 一文中 , 对

于文学的启蒙意义从广义上作了理解: “启蒙应当

包括人们自我意识的唤醒 ; 主体意识的建立 ; 精神

难度的开拓 ; 美感、崇高感和羞耻心的培养 ; 感受、

反应方式以及整个历史的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的

转换。”这一对 “所启之蒙”内涵的多元界定可以用

一个现代词汇来综合概括—— 精神家园。笔者认

为 ,当代文学的启蒙内涵就是帮助人们重建一个健

康的精神家园。而当代童话以其本真的 “童年精神

气质” 在今天承担这一启蒙使命时 , 她对精神家园

的守护创建不仅是多元的 , 而且也是现代的 ; 启蒙

的对象不仅是儿童 , 也包括成人。

格林兄弟说 , 童话在最简单的形式中却能 “表

现着特殊生命的东西” ;麦克斯· 吕蒂称童话为 “缩

小的宇宙”。 这两种说法都指出童话艺术世界的整

体性、 独特性与多元性。就它表现整个宇宙、 所有

生命来说 , 它具备整体性 ; 就它对宇宙、 生命意义

的开掘的广度与深度来说 , 它又是多元独特的。而

且在现代感的渗透下 ,开掘的广度与深度必然又是

具备时代特点的。所以 , 童话的当代启蒙作用必定

表现在对一体生命世界的呈现中 ,以多元的主题切

入 , 吻合现代人生存状态 , 以此来重建精神家园。

于是 , 在历险性的童话中 , 我们感悟到了成长

的艰辛并获取了成长的经验 ; 在充满游戏精神的童

话中 , 我们感受到了自由的魅力与主体的觉醒 ; 在

关怀小生灵的童话世界中 , 我们体会到了爱的力

量 , 友谊的崇高 ; 在纯真的爱情故事中 , 我们打扫

了蒙在心灵上的灰尘 ,守护了心灵的纯洁……就是

在童话世界里 , 我们明白了生活、 个人、 爱情、 友

谊、 人性、 追求、 善良、 成长……我们知道了生命

的价值与意义 , 我们守护住了精神的家园。这是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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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个时代的人类必须明白的生存主题。

而在今天 , 对人类来说 , 这些主题的启蒙竟然

显得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至关重要。当现代人被

理性捆缚至紧 ,被思想包围至深 ,困惑于人的问题、

世界的问题无以解脱时 ; 当他们无处获取生命的意

义 , 竟然 “不能承受生命之轻” 时 ; 当徒然解构世

界 , 抛弃一切价值规范 , 沉湎于当下的真实 , 纵情

于无深度、 无意义、 无中心的游戏和欢乐时 ; 当反

观这个充满了战争、 强权、 暴力、 冷漠、 堕落、 焦

虑的现代文明人的生存状态时……我们不禁呼唤

起那个童真的、纯洁的、梦幻般的、自由自在的、健

康的、 善良的、 正义的……充满爱的童话世界。童

话是美的 , 它启示着我们 , 帮助我们守护住了精神

的家园。这就是童话在现代世界中最重要的意义。

而要实现这一启蒙意义 , 童话必须以自身特有

的艺术方式介入 , 这表现在它特定的写作立场、 艺

术处理方式与内容表达等方面。而这其中最重要的

一个是写作立场的问题。

在艺术童话发展阶段 ,童话的发展面临着这样

一个悖论: 理性文明的成年人要怀着一颗童心的写

作立场。而很多时候写作者是失却童心的 , 这就很

难创作出承载童年精神气质的童话文本。所以 , 童

话的艺术创作要求成人的写作立场是儿童本位的 ,

要以承认并体悟童年精神气质为基本的 , 文本以解

放人类心灵、 呼唤童心意识为旨归的。作家在对自

我童年梦想的追寻中 ,在对清澈透明的童真世界的

靠近中 ,在对自我心灵世界的净化中……艺术世界

与童真世界合而为一。

在这个至真至美的艺术世界中 , 启蒙意义的达

成不是概念的、说教的 ,也不是直接的、功利的。而

是在审美感知的基础上 , 在精神的净化与陶冶中 ,

对历史、 人生、 社会、 人性等人类基本的生存命题

有所感悟与洞悉 , 并坚守人类最可贵的精神家园。

而这是从孩提阶段就应该开始的。在成长的道路

上 , 童话会一直伴随着我们 , 给我们永恒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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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giv es a new theo retical understanding o f the aesthetic topic— “ the nature of fai ry

tales” , which has been paying close at tention to by the tw entieth century Chinese children 's li terature

field. The autho r ho lds the opinion that the t radi tional fai ry tales ' standpoint w hich ha s been based oo

the w ay of thoughts of adults is par tial and na rrow , and has no t been clearly g ra sping the na ture o f the

fai ry tales. To break through the limi ts o f the w ay of thoughts, w e should begin f rom tw o points: fi rst ,

to explo re the historical o rigins and trace back to i ts o rig inal a rtistic nature; second, to study the fai ry

tale 's actual forma tion f rom the children 's points o f view . We w ould clearly discover that “ the chi ldhood

spiri tual temperament” i s the immo rtal and perpetual nature. This may produce impo rtant ef fect on the

building o f human being 's spi ri tual home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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