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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学派”作为学术累积和创造的力量和载体之一，在学术史上一直有着重要的存在意义和价值。
今天，在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研究领域，“学派”这一话题的提出，似乎还显得十分奢侈，但是我以为
，对于学派的探讨和思考，不仅可以是对一种已经存在的学术事实和现象的判断和分析，也可以是对
一个可能的学术存在和前景的描述和想象。
在中国当代学术界，人们对于建立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中国学派的呼唤和思考，当代文学研究中一些西
南学者对于巴蜀学派的谈论和期盼，就是学派思考中对于可能性的一种追问和探询。
“浙江师大--一个可能的儿童文学学派”这一论题，也正是因此而设定、展开的。
　　我们知道，学派是学术发展史上在一定科学研究领域由特定的科学家们形成的学术共同体，其成
员通常都有着相通的科学理念、思想志趣、学术立场、研究范式、解释体系，还有相互呼应和配合的
研究成果。
同时，许多学派也有着自己公认的学术核心人物或意见领袖，学派成员之间常常具有一种师承或同事
关系，而一个学派所具有的独特的思想观点、独创的研究方法等等，也往往会成为学术史上重要的创
新成果。
事实上，任何一个被同时代或后来者公认、被学术史命名的“学派”，都必然是学术发展和理论创新
链条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环节，一座无法绕开的学术峰峦。
　　从这样的意义和标准来看，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研究领域当然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流派。
但是在这里，人们也许会问，学术研究，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本来就是一个极富个性色彩、主
要依赖个体思想创造性的精神劳作领域，为什么一个学者群体，就非要信仰、遵守共通的研究范式和
解释体系呢？
　　这涉及了“学派”这一学者现象与学术机制在学术发展进程和学术史上的作用和意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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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以“中国儿童萌芽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叶才第一次一种明显和
独立的文学形式出现”这一基础观念作为进入研究的前提，以儿童文学观的嬗变和文学诗集为线索，
在占有较为翔实的史料基础上对一百年来中国儿童文学从“史前足迹”到起步、发展等各个历史阶段
进行了深入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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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童谣与儿歌　　古代没有儿歌这一概念，儿歌这一类文学作品在古代文献中称为童谣、
童子歌、儒歌、儒子歌、婴儿歌、小儿谣、小儿语等。
“童，童子，徒歌日谣。
”①明代学者杨慎说得更明白：“童子歌日童谣，以其出自胸臆，不由人教也。
’’②可见，童谣是指那些传唱于儿童之口、没有乐谱、也不用乐器伴唱的儿童自唱自娱的歌谣，就
是今天儿童诵唱的儿歌。
　　儿歌一词最早可能见于清末意大利人韦大利(Vitale)编选的《北京儿歌》(1896)，而普遍使用可能
在1918年以后，那一年，北京大学设置了“歌谣征集处”，稍后又成立了“歌谣研究会”，出版《歌
谣周刊》(1922)，对在周刊上发表的童谣冠名为“儿歌”，并作为新兴的儿童文学的基本体裁沿用至
今。
　　童谣源起于民间，在未有文字之前，只能自生自灭，其最初的情形，今天已无法描绘了。
“关于它的时代也只能约略知道一个大概，大约是由于原始社会的即兴歌’’③，其中与儿童生活相
关的部分可能就是最初的童谣，最典型的是母歌与儿戏之歌。
“盖儿童学语，先音节而后词意，此儿歌之所由发生，其在幼稚教育上所以重要，亦正在此⋯⋯大要
分为前后两级，一日母歌，一日儿戏。
母歌者，儿未能害，母与儿戏，歌以侑之，与后之儿自戏自歌异。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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