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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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发展史>>

内容概要

中国文学在自己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表现出聪颖而独特的理论悟性和天分——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记载
和诉说了这一切。
作为中华民族文学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自然延伸和补充，文学批评几乎始终是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个
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同样真实而生动地展示着我们民族的美学个性和艺术心灵，同样从一
个重要的侧面记录了我们民族精神漫游的辉煌历程。
    相形之下，关于儿童文学的理论思维的展开则晚了许多。
在人类精神漫游的旅行图上，儿童文学及其理论批评是一个久久未被标出的文学方位。
就中国的儿童文学批评而言，它的真正的、自觉的、独立的、广泛的展开，还是进入20世纪以后的事
情。
自晚清以降，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学士从自身所处的特定历史文化环境和时代精神需要出发，走上了对
于儿童文学的思考和探索之路。
这种探寻在“五四”中国文化转型时期更是通过自己时代的先进分子而得到了全面、深刻的展开。
从此，中国文化史上长期被漠视的一页终于被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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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史前期的探询　　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活动的展开，无疑应以一定的儿童文学创作实践及
相关的文学现象作为基础和前提条件。
而我们知道，儿童文学在中国是从“五四”前后才逐渐走向自觉的，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将从寻找和
确定那个自觉过程的光荣的起点来开始我们重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评价态历史的努力?　　不，
不是的!在中国儿童文学及其理论批评走向自觉之前，中华民族已经拥有几千年的文明史。
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围绕着儿童的生存、教育、成长等内容建立起来的各种观念、准则、机构、设施
等等，早已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绵延不断的文化现实，而儿童文学及其理论批评作为一种具体的儿童
文化现象，或隐或显，或消或长，一直是其中一个不可分离和忽视的组成部分。
只是，作为一种与现代儿童文学及理论批评形态相对而言的史前期文学形态，它们常常是零散的、不
自觉的，甚至是被扭曲的，而且，它们早已被沉重的历史帷幕所遮掩，以致对我们来说显得如此遥远
而陌生。
然而，当我们回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发生的历史源头的时候，我们的目光却无法滞留在“五四”
前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开始走向自觉的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那个辉煌
的“历史瞬间”；理论思维应有的历史感和难免会有的好奇心，都将提醒并诱使我们将目光投向那早
已垂落的更为幽深的历史帷幕，发出更为深长的历史探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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