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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问故事从来是对儿童进行教育的有力工具
。

当代社会
,

随着原生 态民间故 事的 日趋衰

落
,

再生 态民间故 率正蓬勃崛起
。

书籍
、

报刊杂志等印 4,l 媒介和 广播
、

影视
、

录音
、

录像等电子媒

介在取代传统 民间故 事的播布方式的同时
,

也成 了它新的载体
。

这些再生 态民间故事以信息传

递数量大
、

速度快
、

接受者众多等特征
,

对人们尤 其是当代儿童的 成长将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
。

本文拟就再生态民问故事与当代儿童教育的内在关系加以探讨
。

著名教育 家陈鹤琴先生在本世纪 30 年代对故事进行的长期 实验和研究表明
,

孩子 喜

1 欢听故 事
,

首先在于 故事能使儿童愉快
。

那些物语故事
、

音韵故事
、

神话故事
、

奇异故事
、

英

雄故辜
、

历史故 辜
、

笑话
,

最让他们着迷
。

那 么
,

为什 么这些故辜能使 儿童愉快呢 ? 我们认

为
,

欣赏故事的快感来 自故事的深层结构同人们心理结构的 自然契 合
,

使人们从故事 中发现 了

自己
,

感受到 了生命的活 力
。

儿 童对故 事津津乐道
,

就在于故 事与儿童心理结构存在着一致性
。

关于儿童的心理特点
,

我国儿童 文 学界长期以来是 以发生认识学创始人皮亚杰的 儿童认

知心理学作注释的
,

认为儿童意识与原始人意识存在着同构 对应关来
。

这种看法虽有其正确的

一 面
,

但也不无偏颇之处
。

因为
,

作为社会文化的人
,

他无 法不 在社会文 化的无形网络之 中生

活
,

个体生活的历史首先是适应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 来的生活 模式和标 准
,

从 出生之时起
,

生

于其中的风俗就塑造 了他的经验和 行为
,

到能说话时
,

他就成 了自己文化的小 小创造物
。

而 当

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活动时
,

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
,

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
.

其文化的不可能亦是他的 不可能
。

因之
,

儿童心理打上 了社会历史 文化的深刻烙 印
,

不可能重

复那永 不复返 的原始人的心理
。

而且
,

那些讲给孩子听的 民问故事
,

在
“

荒唐
”
的形式里 面总是

包含着丰富的思 想情感和教育意 向
。

但是
,

儿童的确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存在着与原始人相似

的富于幻怨
、

好奇等心理
。

民间故事对儿童富有吸 引力正是因 为它契合着这些特点
。

如普迅先生所说的那样
,

儿 童是最富有幻怒性的
, .`

他常常怨到星月以上的境界
,

怨到地面

上的情形
,

怒到花卉的用处
,

想到昆虫的语言
,他忽飞入 天空

,

他怒潜入蚊穴… … ,’( 《舍迅全集 》

第 6卷
,

人 民文学出版社 1 9 8 1 年版
,

第 36 页 )这种幻 怨在民问故辜中有若最广泛的表现
:

从天

上到人间
,

从陆地到海洋
,

从人类到动植物
,

凡是民间故事表现的对象
,

儿 乎都或多或少地染上

了幻怒的色彩
。

这种 大胆
、

新奇的幻怒
,

使平凡的现实生活 变得奇异
,

好与坏
,

善与恶对比更加

强烈 分明
.

从而 展现 出光明
、

美好的未来
,

对儿童产生一 种异乎早常的艺术魅力
。

儿童还具 有好奇的天性
,

越是离奇惊险的故事
,

他们越惑兴趣
。

民问故辜正适应 了这种特
.

点
。

儿童也喜欢强烈的动作性 和游戏性的水西
。

他们的舟心正处子迅速发育阶段
.

他们好动
,

3 5



对自己淞 他人的活幼袍有极大的 兴趣
。

因此
,

富于动作性的描绘
,

会引起他 们的快感
。

与此有

关
,

店们聂惑兴万犷翁燕心砖便夏得戏犷画
气

方衷薄亥升 他创造 了一个属子 自己的世界
,

或
一

者说
,

他用丫杯薪时分法童
·

薪要排范
二

那不甚界方
屯

事嘴东来衡首
卜

乞得 lI] 满定
。

民间妓事由手
、

靠 百禅芯

说川属记
,

叙述多富于动作性
。

如
“

鼠妈妈找女娇
” ,

矛
.

-

月亮
,

尹亮说最怕亏参云林
就秋遮切了

;

亲
,

风杯最怕墙
,

遇列墙就被档住 了 ; 找 墙提亲

鼠妈妈想把女儿嫁给一个无 敌英雄
,

她首先怒到
云

礴
亲 ,

科“ 怕 , 风 /吹就
柳

;
找风提

,

墙说最怕老 鼠
,

一打洞就倒 了 ; 找老 鼠提亲
,

老

鼠说最怕猫
,

一碰上就没命 了 ; 最后找到猫
,

被猫逮住
,

落入腹中
。

故事动作性 强
,

跨度大
,

颇能

引起儿童昧快
、

感
。

在童话的世界 中
,

象征性游戏 更是层 出不穷
:

能变宫殿的金瓶
,

含在嘴里能听

懂乌舍答语劝
一

宾石
、
洽互病的 泉水

、

屏金矛苗痴驴
,

以及
,

夜明珠
、

飞毯
、

魔镶 , 家演洲执落矛
r

篆二洛
一

二

些 不正是 儿童在现实中玩耍 的
“

变形金刚
”
和

“
万花 筒

”

吗 ? 所 不 同的是
,

这些 宝物不是现成的
,

也 不策戈 空祥来的乐傍烤禹织雌夕斗滩归拆 ” 本索过皿 、、这 )舜后匆翻淡7吻拿为好咖试血才豁木体
,井

幻 想冲力窄
_

灵添沐怒舞的彩典毛铸木知动秘弄l早灌游
,

界沙余氏闷聆株夺添灌做黄梅
:

烤必裁拍邢津情核认裔
二不考步人林贫周鑫币幸蝎的分廷拜幕么

中而鳞物卿命露出未
it,业主体春解榷助时

一

间均笋劝典
!
命井

一

烤患可淆饭级历的欢尽
, 梅乓态生多些 ,

的愉悦惑
。

如 《奴隶与龙女 》等 中的宾冰诊娜举勇序群加却月协续吻拆态后
· ,

娶本 了奥步本禅孟帅
;

公主讲
一

当丰礴 皇幸。;享 {尽夕外的
{
富责荣粼这承然共有

、日叶代的局 r即比
,

却强忍地表达了人们

的美好念望
, .

今人大限种裤
。

月时份氏间拉辜病叙述
:中饱含着幽双感

,如 弟弟用场竹雄鸡笼
,

附

近 山 鸡
一

都飞进来万鸽蛋
一

`蚤屏构你做
`

呜笼
,
}只得烈游笼鸡承

;
贪心

·

的老大 脖子被野兽拉串兵界

长
,

宝锣敬 。 下
,

脾子 ;缩 ,
_

下
,

最后秋峪急角庵牙连敲
_

凡丁 ,缩到雌子 里去吟
·

1’’ 叶
这种

·

愉快幽从
,

的情调能被 、曦堂忍俊 !不食
,

发货快括的笑声
一

奋总丈丛天u可换事傀作食的幻怒愈好奇
、

委欢动炸尽
决 .

游戏性和偷快幽肤的心理 女娜拜浑少汀碘猜的表桃和暄肇场井丛
一

中
`

{发邓
.

藏红粼
、
感爱到苏薄争的

活 力抑
、
咽 而成钩夕L童担想的丈了铝塌入园幼

2

“ ,
一

当今时代济裔御独吹净女冲今异集庚起
,

汉以凌雇诊心恢展沫
,

夕丸重化观家十分 突 出
,

并呈

现出嘟火担忧的夏杂情讯补叶此
,

研多稼做感平冰干
:无深浏匕童 教育工作者和社会研 丸专

家森纷纷研陇到底志 样才能对儿京 ;龙淇碑竺问题习匕童
” 进行最有效响认教育

。

我们琳联由今德国省代朴挽应学家诺 巴佩塞梅蓦安 将宁东坎事椰于少理治广劝齐我少祥到

极大启滚 f
,

诺
` ,佩匆施奏会农他泊令《中东故事与哎理怡菊

,

》一布中、冷结子场方面的成功拜验
、

他认为朴肉间业事丹 有多才面泊如泞理怡广昨用
, 包讨亏镜命冲能 、、奔范协能

、

碟介功能穴仓库作甩
、

传播砖脱的
,

作阅 、飞

像播声争国文杯带的昨瓶 提拱反响观念的作用
l。

佩
;

建宕而瓷
,

民间故 辛通过真觉扣

幻想 的形 式
,

使成年人摆祝始失
、

掀减「的行伪两物
全命体验 , 种球快的想法或童年时代 的味适

,

消除志老附狱!
`

脚
、

义德说嫩和
`
酬理贻带角反杭伽抓撰睛绪

,
·

战而甩运应自身
尹浑理结构的方法来

理角秘蓦教所磁含两民族砖 :跳咸例
·

味嘛统
、

收恩维奄沟
、

价值观念舒行为媒 式和解决问题助方海卜

达到盆识
、

濒悟和解决询汾袒理带突哟月助母

显然沙这哆羚仰
二

蒯育省代末憧 G咖嘶溯才
`

阅题人窦
县

旅是浦妹啪睐 那童总急在潜趋魏化中深受

影响淤民
`

问伙漆弄共却
`
想

、

值
.

劳
、

胜浓女切童 4叹理姑哟妇勺依瞩给构 办
,

幽淀着历代民众始人沐查
度

、

情感方 式
、

思 维揍或人价旅视念等深摇哟 民族文化
沈时理

。

诚然 犷与任何共 他文化砖统。 样
, 、
氏

问故卒有称机和 消机 的两咳姓
,

饲其摆乐翔教有
。

布美寿永但价摧铆先涛 了活力
,

并不余因举舍

文化的 变迁而丧失
。

而且
,

随着科学文 化发展与道德进步相 背离现象的 日益严 重
,

现代文化越

来越布梦返 :朴
`

归真
尹,

的 倾为 奋讲峋事拾动奔当
,

令奥词 出观复兴迹
:

象就是二个很好的 0}] 讥
。

金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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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 了劳动人 民在战 天斗地
、

建设 家园的劳动 创造 中表现 出来的 勤 劳
、

韧性 和耐心等优 良品

质 ;他们既有与社会保持
“
和谐

”

的一 面
,

更有高举悠恶扬善的正义大 旗
,

与邪恶势力 作不层斗

争的一 面
,

显示 出
“

贫贱不能移
、

威式不 能屈
、

富贵不 能淫
”
和

“
不降其志

、

不 辱其身
”
的浩然正

气 ; 他们从来没有因对象的强大
,

处境的凄 苦而悲天悯人
,

自哀 自怜
,

而是始终保持 乐观向上的

积极生活 态度
。

这无疑能使当代儿童从中吸取生活 的信心
、

勇气和力量
。

四
、

审美创造教育
。

审美教育是一种审美情感的教育
,

陶冶情感
,

塑造心灵是它的基本功

能
。

在文 学作品 中
,

它是通过艺术形 象的 感染 力来实现的
。

充盈 于 民间故事中的是代表勤劳
、

勇敢
、

善 良
、

正直
、

无私
、

不畏 强幕
、

聪 明机智等美好品质
、

正面人物与代表懒惰
、

不劳而 获
、

自

私
、

残幕
、

贪婪
、

愚蠢子丑恶 品质的反 面人物的较量和斗争
。

其结果
,

或以前者战胜后者
,

使其露

出本来面 目的喜剧形 式来显现
,

从而使人感到滑稽可笑
,

在笑中肯定前者
,

否定后 者
,

如《老虎

外婆 》
、

《两 兄 弟》
、

《大 龙单 》等 ; 或以后 者摧 残
、

毁 灭前者的悲剧 形 式来显现
,

从而 使人 痛惜惊

恐
,

心灵受到 强烈襄撼
,

更激起对前者的崇敬 ;对后者的憎 恶
,

如 《长发妹 》
、

《猎人海 力 布 》
、

《莫

拉 》等
。

除此以外
,

民间故事还塑造 了许 多崇高
、

优美的艺术形 象
,

如炼五色石补 天的女娟
、

美丽

善 良的 田螺姑娘
、

天鹤仙女子
,

都能激发人们的情感和想象
,

鼓舞人们的勇气和信心
。

民间故事

深刻有力的教化作用正是通过这种美感活 动实现的
。

这种审美教育还和审美创造联 系在一起
。

民间故 事充满 了以神奇的 想象对大 自然和人 类

社会加 以探索和参与的精神
,

其真善美与假丑恶 的对比异常强烈而鲜明
,

这最能培养儿童 的审

美惑受能力
、

怒象力 和鉴赏 力
.

从而 发展智力
,

提高审美创造 力
。

高尔基说过
,

他外祖毋 和 乡下

人讲的民间故事对于 他的 智力发展
,

起着十 分肯定的 影响
。 “

它不仅给子我许多社会知识
、

历史

知识
、

分辫善与恶的道德教育
,

更主要的是培养 了我对文学的兴趣
” 。

诺 贝尔文 学笑获得者马尔

克斯在答记者问时说
,

他外祖母对他影响最大
, “

她不动声色地给我讲过令人毛骨谏然的故事
,

仿佛是她 亲眼看到似的
。

我发现
,

她讲得冷静
、

绘声绘色
,

使故 事听起来真实可信
,

我正是采用

了我外祖母的这种方法创作《百年孤独 》的
。 ”
湖北 郑城县 小诗人刘倩倩 9 岁时创作的荣获联合

国领发 的
“

菲利亚
”
奖章的 《你 别问这是为什么 》一 诗

,

也是从童话 《卖火朵的小女孩 》中胎骋怨

象
,

有惑而 发写成的
。

当前
,

许 多家长注意让孩子 早拜名师以开发早期 审美创造能力
,

这是可 喜的 ; 但忽视 了对

孩子 的 自觉
、

直接的审美休验的 教育和 引导
,

这对孩子长远的 艺术创造潜力是不利的
。

民间故

事可 以很好地弥补这一 缺陷
。

从
“

智能中心
”

转向个性的全面发展
,

已 成为世界各国教育工作者的共 同呼声
。

他们要求加

强个性全 面发展的研 究
、

加 强道德教育
、

加强优 秀文化传统 教育予
,

以 阻遏令人忧虑的 科学文

化发展与道德进步相 背离现象的 继续蔓延
,

防止创造物质文明的主人沦 为物质文明的奴隶
。

民

间故事正适应 着这些发展要求
。

然而 由 于历史的 原因
,

民间故 事一 直在下 层民众中口 耳相 传
,

自生 自灭
。

当前
,

可 以通过各种现代化传播媒介
,

使更多
、

更广泛 的人所 了解
、

熟悉和运用
,

尤其

是那些儿童教育工作者
、

家长
、

各级学校 ( 包括幼儿 园 ) 教师
、

大 中专学生
。

如此
、

我们 才能在喧

哗与躁动的社会
,

为更多的 儿童提供一个清纯的精神家园
, “
问题儿童

”

才会越来越 少
,

健康儿

童才会越来越多
,

祖 国的花朵 才能更鲜艳地开放
,

更茧壮 地成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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