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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的概念和成人化问题

汤素兰

笔者并不想妄 自给童话下一个定义
,

只是想提出自己的某些思考
。

我的思考源于我自己对

童话发生问题的研究
。

从对童话发生问题的研究中可以看 出
,

万物有灵观念和 法术思维
,

是童

话发生的最初源头
,

也是童话存在的最后保障
。

原始思维中的万物有灵观念和法术思维
,

产生

了神话和巫术
,

它们是基于宗教 目的而存在的社会实践活动
,

同时又是一种不 自觉的艺术
,

是

一切审美活动的萌芽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人类的思维由混沌走 向清晰
,

这个清晰的过程就是分

离物我之间关系的过程
。

神话土壤消失
,

口头承传的神话传说转化为童话
,

人类 自身残存的神

话记忆被 口头加工之后变为一种有趣的故事而流传
。

因此
,

童话从一开始就是神话的延伸
,

是

一种具有灵物色彩和法术思维特征的幻想故事
。

尽管人类的童年时代永远消失了
,

但个体的童

年
,

是对遥远的种族童年的复演
。

儿童思维也是以万物有灵观念和法术思维为主要特征的
,

皮

亚杰在《儿童的世界概念 》中明确指出
: “

万物有灵论同样起源于不能区分心理的东西和物理的

东西
,

幼儿认为凡是运动中的物体都是有生命和有意识的
,

在儿童提出的大量的最普通的关于

星体的问题中
,

我们常常可以惊奇地发现他 们的想法和原始 人在神话中所提出的想法和解答

是多么相像
。 ”

由于原始思维和儿童思维的相似性
,

使作为神话残余的民间童话很快就被儿童

接受下来
,

变成儿童的专利和宠物
.

随着人类 ! L童观的改变
,

儿童的选择得到了尊重
,

专意为儿

童创作的童话也就自觉产生了
,

并随着典范作家作品的出现
,

童话文体正式确立
。

因为任何艺

术概念的出现
,

必须首先要以艺术作品所起的作用孤立起来的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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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的概念

童话
,

作为儿童文学的一种体式
,

它也应该以
“

复演的方式与种系童年的文学保持着某种

深刻的内在联系
” 。 「’ 〕

神话以及民间童话都是以原始思维为源泉的
,

那么
,

作家为儿童创作的童

话也应该与儿童思维相符合
。

同时
,

童话既然是作家 自觉的艺术创作
,

是个体的
.

精 神产品
,

那

么
,

我以为
,

童话的概念应该是
:

童话是作家艺术地模仿儿童思维而创作的故事
,

是一种动用语

言来表达 (儿童和作家两者 )游戏心理和情感世界的艺术样式
。

长期 以来
,

对童话的论争很多
,

各有见地
。

最普遍的看法是认为童话是一种幻想的文学样

式
,

它是以拟人
、

夸张为表现手法的
。

童话当然是幻想的
,

1’1 幻想并不足以将童话与别的文学样

式区分
。

如儒勒
·

凡尔纳的科幻小说
,

它描述的全是幻想世界
,

却并非童话
,

而且它的幻想在许

多年后的今天
,

大都变成了现实
。

而童话的幻想
,

如英国 民间童话《杰克的豆茎 》
,

尽管经历了好

几百年
,

人们仍不可能沿着豆茎上天去
。

而拟人和夸张
,

作为一种表现手法
,

可以应用到一切文

学体裁之中
,

它算不上童话 的基本特征
。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

童话是荒诞的
,

它是对真实的反

叛
。

确实
,

荒诞是童话的一个重要的美学特征
,

而荒诞同幻想一样
,

并不只属于童话
。

荒诞派的

戏剧和小说
,

虽然也被人们称为现代童话或现代神话
,

但它们同我们一般对童话的理解大相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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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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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
,

童话的荒诞是被非儿童在对属于儿童文学作品的童话进行审美批评时揭示出来的
,

儿童本身并不能意识到童话的荒诞
。

皮亚杰曾观察过孩子们的荒诞行径
:

小孩子在厨房里看到

一只杀死的拔去了羽毛的鸭子
,

深受感动
.

当晚发现她沉默地躺在沙发上
,

别
_

人以为她正在生

病
。

开始时
,

她并不回答问题
,

后来大声回答
: “

我就是那只死去了的鸭子
” 。

小孩子把自己同死

去的鸭子等同起来
,

看上去是十足的荒诞
,

但就小孩本身来说
,

她并不觉得荒诞
,

她确实认为她

同那只鸭子是一样的死去了
。

“
万物有灵论

”

是儿童的主要思维方式
,

它最根本的特点就是把生命或生命的属性赋予无

生命的对象
,

相信一切的事物都同人 自身一样有生命和意志
。

同时
,

据心理学家分析
,

人的动机

可以左右人的知觉
,

对同样大小的钱币
,

贫困儿童的观念要 比富裕儿童大得多
。

由于儿童自身

身体的矮小和在社会生活中未能取得主要支配地位
,

儿童的许多概念都被夸张
,

如大和小
、

高

和矮等等
。

因此
,

在童话创作中只要对儿童思维进行模仿
,

就势必会以拟人
、

夸张和变形为外在

表现形态
。

尽管儿童 思维和原始思维具有相似性
,

但 由于儿童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同原始先

民很不相同
,

因此
,

原始思维中消极的法术 思维— 禁忌和对神灵的崇拜与敬畏
,

在儿童思维

中显得很弱
。

儿童思维中的法术思维以积极方面为主— 自我中心思维
, “

儿童不得不经常地

使自己适应于一个不断地从外部影响他的由年长者的兴趣和习惯所组成的社会世界
,

同时又

不得不经常地使自己适应于一个对他来说理解得肤浅的物质世界
。

但是通过这些适应
,

儿童不

像成年人那样有效地满足他个人情感上的甚至智慧上的需要
。

因此
,

为了达到情感上和智慧上

的平衡
,

他具有一个可资利用的 活动领域
,

在这个领域中他的动机并非为了适应现实
,

恰恰相

反
,

却使现实被自己所同化
。

这里既没有强制也没有处罚
,

这样一个活动领域便是游戏
。

它是

通过同化作用来改变现实
,

以满足他 自己的需要……
” l幻儿童睡眠之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

这种游戏活动
。

游戏中永远洋溢着一种乐观
、

积极向上的精神
。

只要作家自觉地模仿 儿童思维
,

童话文体自然会呈现一种轻松幽默的游戏格局
,

会放射出活泼向上的乐观精神
。

英国作家唐
·

比赛特的幼儿童话 《一个唬老虎的小男孩子 》就是儿童游戏心理的真实写照
。

作品描写了一个

男孩在森林中遇到一只老虎
,

他一点也不怕老虎
,

还吓唬老虎
,

结果老虎和这个勇敢的男孩成

了好朋友
。

在生活中
,

一般说来
,

儿童是怕老虎的
,

但在儿童游戏中
,

他往往变得胆大些
,

他所惧

怕的东西也不再那么青面撩牙
。

在 日常生活中
,

我们常常看到小女孩不爱吃药片
,

但当她在喂

她的洋娃娃吃药时
,

洋娃娃往往会很顺利地把药吃下去
。

所 以
,

只要真正把握了儿童思维的特

点
,

作家所创作的童话
,

就 自然会在形式上具有游戏感
,

就 自然会活泼有趣
,

为儿童年喜爱
。

然而优秀的童话
,

决不可能 只是对儿童思维的单纯模仿
。

童话作为文学
,

它必须要表现作

家的情感
,

作家对生活的认识与把握
,

要表达作家对人生与社会的感悟
。

即使是一则非常简单

的幼儿童话 《一个唬老虎的小男孩 》
,

作家也并不只是单纯描摹了儿童的游戏心理
,

还表达 了
“
只有勇敢的人才会让别人喜欢

,

包括老虎
”
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

。

这个道理不是儿童自身能够

意识和感悟到的
,

是作家对生活的概括和总结
。

作家只有艺术地模仿儿童思维
,

才可能写出优

秀的童话作品
。

在这里
, “

艺术
”

包括了作家的艺术认识
、

艺术概括和艺术表达能力
,

作家必须在

极富游戏感的童话形式中
,

融入 自己的情感与思索
。

英国作家巴利的童话 《彼得
·

潘 》尽情抒写

了儿童的幻想和游戏世界
,

同时也表达了作家对一去不复返的童年时代的伤感与怀念
,

而作家

的这种个人情感
,

又是对广阔人生的概括
。

《彼得
·

潘 》这个童话
,

不仅以游戏的精神和幻想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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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吸引一代又一代的孩子
,

也成为人类对 自身童年永恒怀念的象征
。

童话还必须是一个故事
,

在这一点上
,

它同小说有一致性
。

很早以前
,

就有人对童话和小说

进行比较研究
,

甚至将童话归为小说一类
。

在日本 的儿童文学理论中
,

干脆把童话称为
“
幻想小

说 ” 。

西方儿童文学理论 中
,

凡是童话这一类作品
,

都强调其故事的特征
,

称它们为
“

仙女故事
” 、

“
魔法故事

” 、 “
现代幻想故事

”

等等
。

-
- -

凡是天才的童话作家
,

他对儿童思维的自觉模仿
,

其实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自然完成的
。

因

为天才的作家都具有一种独特的察赋
,

这种察赋就是保留了其 民族历史的完整层次
,

在迈向未

来时
,

继续在精神上与自己的童年以及 民族的童年保持着联系
。

他们具有一种形成逼真意象的

能力
,

而这种能力在童年时代人人具有
,

但在长大 以后
,

大多数人都很少具备
,

只有艺术家独

有
。

所以
,

天才的童话作家
,

他甚至并不要刻意为儿童创作
,

只要听住心灵的驱使
,

表达自己的

心象世界和生活体验
,

也能写出脍炙人口 的童话佳品
。

童话作家林格伦的创作就是这样
, “
因为

她的心灵深处至今还活着一个孩子— 那就是她以前的自己
。

林格伦的记忆中至今活沃着她

早年已消逝了的童年时代的情景
、

气息
、

趣味和笑闹声
,

所有这一切
,

她现在感觉起来还跟那迢

远年代所发生的一模一样
。 ’

洲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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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童话成人化

童话似乎在天命中具有成人化的色彩
。

儿童时代是一个童话时代
,

但儿童无法揭示儿童自

身
。

儿童 自己为自己创作最简单的童话
,

也至少要到四五岁以后
.

为了
’

满足儿童的心理需要
,

童话几乎全是成人代作的
。

而且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
,

儿童文学会不断受到成人文学的冲击
。

特别在现代社会中
,

物质生活的丰富
,

科学技术
、

特别是视听技术的发展
,

使儿童越来越早地享

受到了成年人的生活
,

造成了儿童身心的早熟
,

过早地染上了成人的烦恼和优郁一 但这一切其

实都并不构成童话的成人化
。

并不是说表现手法多样
、

意蕴深刻
、

内涵丰富的童话作品就是成

人化的
。

安徒生 《皇帝的新衣 》其内涵的深刻丰富是早有公论的
,

但谁也不会认为它是一部成人

化的作品
.

童话尽管形式活泼
,

富于娱乐性
,

但它像生活中许多最简单的故事
、

最幽默的笑话一

样
,

往往蕴含着最深邃的哲理
,

最凄苦的沧桑
.

我认为童话的成人化
,

主要是指两种倾向
,

一种是童话完全变成作家 自我表现的手段
,

作

家本人的自我渲泄与人生思索达到了毫无节制的程度
;
一种是将童话同现实生活作简单僵硬

的附会
,

作家一厢情愿地以 自己的想象去替代儿童的幻想
。

总之
,

童话的成人化
,

是指童话的内

容大大超越了其形式所能承载的分量
,

使其文体形式过于滞重
,

失去了童话本该具有的游戏特

质
。

郭沫若的童话《一 只手令就是一部典型的成人化作品
。

作品中塑造了一个叫克培的革命者

形象
,

这是作者经过巧妙构思的共产党组织的拟 人化
。

作品通过小普罗在工厂劳动中右手臂被

机器 切断的事件
,

写了广大工人对资本家同仇敌汽的精神面貌
,

以及工厂管理人员鲍尔的残酷

狡诈
,

突出了克培带领其他工友英勇斗争的热烈场面
。

在最后还写到了工友掌握了政权
,

成立

了工人政府
。

这个作品完全是作家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图解
,

根本未能顾及童话本体的特

征
。

童话 的成人化
,

是我们长期以来对童话误解造成的
。

在我国的童话理论中
,

长期以来把
“

象

征
”

作 为童话的主要特征
,

认为象征是童话把幻想和现实结合起来的桥梁
。 .

为了表现某种性格

或者说明某个事理
,

作者从生活中找出某些 人
、

物
、

现象
;
甚至某种社会观念的性质和特征

,

集

中到童话 人物身上
,

然后 又赋予他 们以规定的个性
,

并使之依照这一 个性去说话
,

行动
,

从而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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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象征的目的
。

于是
,

宝葫芦就成了社会上不劳而获思想的化身
,

小溪流就成了不断进取
、

努力

向上的象征
·

因而
,

童话自然地就和教育结合
,

用来图
一

解某些儿童必须接受的观念
·

另外
,

关于

童话的
“

物性
” ,

也是我们的童话理论反复强调的
.

拟人不能违背所拟之物原来的特点
,

作为玩

偶的锡兵
,

在写它时就不能让它走路
,

吃荤的狐狸
,

如果吃素
,

就违背了自然规律
,

而在生活中

不听话的孩子
,

在童话中也必定遭殃
。

对物性的强调
,

因果报应的思维定势
,

限制了作家的想

象
,

使作家势必单纯从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来描写对象
。

如此这般
,

在童话中
,

老鼠就势必小偷

小摸
,

讨人厌憎
,

不听话的夭鹅 只有在陷入困境时才会明白自己的错误
。

其实
,

无论是幻想与现实之间的象征关系
,

还是童话的物性
,

都是成人一厢情愿的结果
。

神

话和 巫术之所以会存在
,

是由于原始先民头脑中一种错误的联想
,

他们认为天这样高
,

是因为

有个 巨人双手托住了夭
。

他们并不认为这种想法有什么不合理
,

也并未想到自己的幻想象征了

什么
。

原始先 民的神话是
“

借助于想象以征服自然力
”

完全是我们文 明人的理解
.

作为童话存

在的现实保障和前提条件的儿童思维
,

和原始思维具有相
J

似性
。

在儿童看来
,

* 座大山和一座

小山
,

是因为一座要作长途旅行
,

一座 要作短途旅行
,

山是不能走动的这一点在他的思维中是

不存在的
。

如果有一只葫芦对一个正在做作业的小孩说
, “
去玩吧

,

读书可真没意思
。 ”
孩子会马

上同意
,

而不会想到这葫芦是个坏家伙
,

代表了某种诱惑他的力量
。

而当他真的陷入困境之后
,

他总会出奇制胜
,

奇迹般地脱险
。

对孩子来说
,

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新的
,

一切都还未被安上名称和公式
。

尊重孩子的幻想
,

让

孩子的心灵自由飞翔吧 ! 童话作家应该是这样一些人
:

他的感受像孩子那样简单
、

自由
、

开放
,

不为定理定律所囿
,

同时他又具有成人的深度和 力量
。

这样的作家创作的童话
,

才会既是真正

深刻的艺术品
,

又能避免成 人化
。

注释
:

①〔中国〕汤锐《比较儿童文学初探 》第 5 页
。

②〔瑞士〕皮亚杰 《儿童心理学 》第 46 页
.

③《反顾你的童年时代扎韦苇译
,

载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

社

科版 》90 年第四期
,

第 103 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