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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劳动人民口头创作和世代传承的民间故事有许多。在没有专门为儿童创作儿童文学作品以前,民间故事就是儿童精神

食粮的一部分。在当今创作的儿童文学如此繁多、如此丰富的状况下,仍可以通过对民间故事、童话、寓言等的讲读与讨论,使儿童了解和明

白一些简单的哲理,并能促进儿童的思考能力、思维方法和想象力的发展。

【关键词】　民间故事;儿童;儿童文学;哲学思想

　　我国具有悠久而又丰富的文学传统, 勤劳、善良又有智慧的劳动人
民口头创作和世代传承的民间故事如天上的繁星一样数不清。其中,

民间儿童故事是指劳动人民口头创作和流传的可供儿童读和听的故

事,是人民大众对现实生活体验和认识的结果,它既包括现实因素较强

的生活故事和笑话,也包括幻想因素较强的传奇故事与动物故事等。[ 1]

早在没有专门为儿童创作切合他们特点的儿童文学作品以前, 民间故

事就是儿童精神食粮的一部分。

但是,在当今创作的儿童文学如此繁多、如此丰富的状况下,我国传

统的民间儿童故事对儿童又产生着怎样的影响呢? 我们又该如何用一种
新的眼光来看待民间儿童故事呢? 本文试图从民间儿童故事所蕴含的哲

学的角度出发,探讨其对儿童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发展的一些作用。

一

也许人们会认为儿童抽象思维逻辑能力形成较迟, 发展亦较缓慢,

哲学这种逻辑性、思辨性强的学科对儿童来说太深奥了, 对儿童谈哲学

会有些为时过早。儿童懂哲学吗? 这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一个疑问。但

是“儿童哲学”的创始人—美国哥伦比亚人类学教授李普曼 (Lipman,

M)认为儿童能够学习哲学,而且德国学者雅士培在《智慧之路》一书中
就已经明确表示:儿童是天生的哲学家。[ 2]

事实上,我们把儿童与哲学联系起来,并不是为了儿童以后做理论

工作者,甚至是哲学家,而是让儿童开拓思路,具备一些思维能力和思

维技巧,简单地说就是教儿童学会思考。教儿童学哲学, 就是使儿童哲

学化 (Philosc· phized) ,而不是简单地将大学课程中的哲学概念与范畴

下放到儿童课堂里讲授,或是让儿童一本正经地探讨思维与存在、理性

与经验、灵魂与身体、知识的起源与界限等形而上学、知识论与逻辑学

之类的问题,李普曼教授指出, 哲学去掉它的专门名词与思想体系史,

只保留对思想逻辑的讨论时,仍然是哲学。[ 3]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开展儿童哲学教育的研究和实践,我们

中国也不例外。大量的理论和实践证明, 儿童哲学和儿童文学之间有

着密切的关系。通过对故事、童话、寓言等的讲读与讨论, 可以使儿童

了解和明白一些简单的哲理,并能促进儿童的思考能力、思维方法和想
象力的发展。而民间儿童故事以其想象自由奇特、情节奇异动人、语言

生动形象、笔调幽默乐观的特点,不但深受幼儿的喜爱, 而且我们可以

就其中所蕴含的一些哲学对儿童进行教育。

二

在《批判的剖析》一书中,诺斯罗普 ·弗莱曾经这样写道:“在学习

关于文学的学术著作时,学子们会发现一个将他们从文学那里拖走的

回头浪。他会发现文学是人文学科的分水岭,他的一侧是历史,另一侧

是哲学。鉴于文学自身不是一个有组织的知识结构,批评家必须在史

实上求助于历史学家的概念框架,而在观点上则求助于哲学家的概念

框架。”[ 4]
民间儿童故事虽然不属于学术著作,但作为文学的一部分,其

中也蕴含着许多的哲学道理。

哲学是一个涉及面非常广泛的学科,哲学研究的问题所包含的内

容也非常多, 有认识论、逻辑学、科学哲学、语言哲学、形而上学、价值
论、美学、伦理学以及宗教哲学等。在不发达的早期社会, 人们的这些

哲学上的观点在民间故事中几乎都可以找寻到影子。

儿童常常会问“人是从哪里来的?”“人为什么会死?”“太阳、星星、

河流又是从哪里来的?”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人对如何回答这些问
题往往也比较犯愁。事实上,这些问题涉及到多个领域, 同时也具有高

度的概括性,这在哲学领域属于形而上学的范畴。

其实宇宙和人类是如何起源的,这是人类一直探索的奥密。我国
在很久以前,就有盘古开天辟地、女娲捏泥造人的神话传说,西方也有

上帝造人的传说。事实上,这一类的神话,在世界各地的早期几乎普遍

存在。原始人由于生产能力的低下和智力的贫弱,对于自然宇宙和人

类本身的由来是不可理解的。只有以他们贫乏的生活经验为基础,进

行想象和揣测。于是,便产生出这种创世神话。柏拉图认为,哲学来源

于好奇。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成人虽然大都已经不再相信和喜欢

这些故事,但是对于儿童则就不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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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之“自我中心思维”。这种

思维的基本特征是主客体不分。同原始人一样, 儿童缺乏自我意识与

对象意识,不能区分主体与客体,常常把主观情感与客观认识混在一

起,即把主观的东西客观化,把世界人格化。这在处于“前运算阶段”的

儿童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5]
儿童的生活经验和认知水平决定他们还

不能区分此类故事所述内容的真伪,但又对这类神奇的故事充满好奇、
充满疑问。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对儿童讲述这些古老的传统的民间神

话故事,并就其中的某些问题和儿童展开讨论,如一些关于宇宙和人类

起源问题的思考和探索。

古老的民间故事——— 《愚公移山 》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九
十高龄面山而居的老愚公为了解决自家出行不易的问题,决定率众移

山,连邻家寡妇的小儿子都来帮忙。一个人称智叟的老头笑他太傻,认

为此事绝不能成。愚公回答说:“虽然我会死的,可是我还有儿子呢!

儿子又生孙子,孙子又生儿子,儿子又生儿子,儿子又生孙子,这样子子

孙孙都不会断绝的呀! 而这两座山再也不会增高了,还怕挖不平吗?”
智叟听了,无言以对。最后玉帝被他的诚心所感动命令神仙搬走了两

座山。从古到今,人们都是从不畏艰难、坚韧不拔、不懈奋斗的精神的

角度来解读这则故事。其实从哲学的角度看,愚公一块一块地搬山是

量变的体现,而我们知道量变是质变的前提,事物的量变达到一定程度

时则必然引起质变。从这一点谈起,我们不但可以让儿童思索愚公移

山的可能性,而且还可以和儿童讨论愚公移山的合理性, 甚至讨论更深

入一层的问题。另外,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故事对儿童做一些道德方

面或情感、意志力方面的教育。
记得曾经看过这样一则民间故事:一天,土地爷要出行,临行前交

代属下务必将前来祷告的人们的要求记录在案。结果那天共有四个人

前来祈祷,船夫要求天刮大风, 果农则希望风和日丽,农夫祈求天降甘

霖,行路人则期望艳阳高照。属下正在为难之际, 土地爷回来了,他沉

思片刻,遂执笔批道:“刮风莫刮果树园,刮到江河好行船;白日天晴好

走路,夜晚降雨润良田。”其结果是“按需分配”,四人皆大欢喜。这样的

故事对儿童来说也应该是很有启发的。我们不要先讲出结果, 而让儿

童来思考该怎么处理。时时有矛盾,事事有矛盾,矛盾是不可避免的,

面对矛盾我们应该如何解决,如何才能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等,这

些简单的哲学问题儿童都可以思索。其实,在民间儿童故事的丰富宝

库里,这种含有哲学韵味的故事不胜枚举,数不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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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柏拉图在《斐德若》中记载有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斐德若散步

的故事。苏格拉底为郊外的风景所迷醉,显得非常高兴,斐德若问:“您

从未出过城门吗?”苏格拉底说:“确实如此,我亲爱的朋友,我希望你知

道了其中的缘故后会谅解我。因为我是一个好学的人, 而田园草木不

能让我学得什么, 能让我学得一些东西的是居住在这个城市的人

民。”[ 14]
这个故事说明, “在古希腊,自然界并没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艺

术价值”。[ 15]
西方的绘画作品也多以人物画为主,人物多来自希腊罗马

神话或者是《圣经》;而中国传统绘画多以花鸟鱼虫或山水为主,即使是

少量的人物画,也多以山水为背景。

而孔子在谈《诗经》时说,读《诗 》可以“多识鸟兽虫鱼之名”,说明

在孔子的心目中,自然界的知识还是很重要的。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山水审美,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学作品乃是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古
代诗歌多以歌颂山水自然美为主题。文人、诗人的理想就是游历名山

大川, 饱览天下自然景观之美;文人骚客则希望归隐山林,寄情山水。

中国佛教的寺庙,道家的观宇则都建于险山密林之中。中国人对于大

自然有着深厚的感情,总是尽情欣赏大自然的美。因此在这一点上,中

西自然观也是截然不同的。那么在今天全人类对于自然的观点来看,

中国的传统自然观是优越于西方的。

令人遗憾的是,在近百年来发展工业的进程中,我们一味追随西

方,摒弃了中华文化中宝贵的自然环保思想,在发展经济时以牺牲大自

然的利益为代价,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资源,而对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

环境污染没有形成足够的意识。导致祖国壮美山岳满目疮痍, 河流污

染严重。在西方社会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且开始采取有效

的治理方案时,我们才似乎刚刚幡然醒悟。希望国人在处理人与自然

的关系时能以中国传统的自然观为指导思想,也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

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笔宝贵的自然和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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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大的部分,在文学艺术中有很好地体现,而培

养幼儿的审美意识、审美情感和审美价值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

务。有人说,民间文学是爱的文学,它对儿童审美情感的培养主要表现

在“爱”的情感的引导上,对家园、对劳动人民以及对和平的热爱。[ 6] 民
间儿童故事中的那种真切的“爱”也无不让我们得到爱与美的体验、爱

与美的享受。牛郎织女、孟姜女哭长城、白娘子传奇、哪咤闹海、八仙过

海……从这些美丽神奇的故事中,儿童不但可以从中学会区分真、善、

美与假、恶、丑,而且自身也得到了美的享受、愉悦了身心。此外, 民间

故事中还有许多有哲理的故事,比如讲述因果报应以及偶然与必然、事

物的联系等等,儿童也可以对此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

三

现实生活中不难发现,许多人有思维模式过早定型或者习惯于按

照一种思维模式来思考问题的现象。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到大学才开

始锻炼思维能力已经太迟,思考的技巧与习惯应该而且必须从小培养。

“儿童哲学”的创始人—美国哥伦比亚人类学教授李普曼 (Lipman, M)

认为而且坚信儿童是有能力探讨哲学问题的,而通过对故事的思考和

讨论可以提高儿童的推理能力、发展儿童的创造力、提高儿童认识自己

及他人心理状态 (情绪、兴趣、思维 )的能力、发展儿童的道德理解与判

断力、培养儿童从经验与活动中发现意义的能力。

中华民族具有勤劳勇敢、谦虚礼让、宽容忍让、爱好和平、重视情
义、孝敬尊长等传统美德,这在大量的民间故事中都有体现,而且这些

传统美德通过民间故事的流传而一代代流传下来,这些历史上流传下

来的传统美德故事,就成了我们今天学习的生动教材。通过讲述故事

让儿童领悟其中的道理,这是古已有之的育人方法。而我们用哲学观
点看待民间故事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要让儿童懂得道理,还要让儿

童通过思考与讨论,认识普通道理背后的“哲理”。比如,在向儿童讲述

中华传统美德故事中的“孝顺故事”的时候,我们的目标就不只是告诉

学生“应该”孝顺,而应让儿童思索和讨论“为什么”要孝顺。

哲学的本意是“爱智慧”,爱智慧是对智慧的追求和向往。其实,人

间处处皆学问。让我们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儿童、看待民间儿童

故事、看待儿童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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