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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是一部系统研究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发展思潮与创作现象的专著。
面对纷繁驳杂的文学景观，作者自辟蹊径，力图以“史、论、评”三者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透视互
为补充、多视角多层次面的复合研究法，审视中国儿童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内在机制、历史轨迹
以及整个世纪的儿童文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生动气象与美学转变。
本书内容涉及文学研究的两大板块：一是文学史，即对已经成为凝固历史的文学过去式的研究；一是
文学现状，即对正在发展运动中的文学现在式的解读，由此交互构成本书上编与中编的主要内容。
全书视野开阔，论证严谨，富有激情，充满探索的精神、创见的智慧和流畅的思想，既是中国儿童文
学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也是研究中国儿童文学不可不读的专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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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泉根，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专业委员会委员，终生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独立承担或主持2项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3项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
主要著有《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中国姓氏的文化解析》等学术著作。
主编的少儿丛书有《红宝石世界文学名著经典丛书》40种、《世界儿童文学精选丛书》30种、《童话
故事大世界丛书》75种、教育部全国高等教育自考指定教材《儿童文学名著导读》等。
著作曾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2001）、首届及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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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上编　发展思潮论第一章　儿童的发现与儿童文学的发现第二章　中国传统儿童文学的初步考察
第三章　五四时期“儿童观"的转变与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转型第四章　二十年代文学研究会的“儿童
文学运动”第五章　三十年代儿童文学的左翼潮汐与“革命范式第六章　战争年代儿童文学的时代规
范与救亡主题第七章　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外来影响与对外交流1949年以前——1949年以后第八章　
“十七年”儿童文学的政治文化流脉第九章　八九十年代儿童文学系统工程的建设第十章　八九十年
代儿童文学的深层拓展第十一章　九十年代儿童文学的整体走向第十二章　世纪之交儿童文学的十大
现象中编　个案研究论第十三章　现代童话的双子星座：叶圣陶、张天翼合论叶圣陶童话的历史意义
——张天翼早期的长篇童话——叶圣陶张天翼童话之比较第十四章　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研究第十五章
　丰子恺作品的佛心、童心与诗心第十六章　当代儿童文学作家九人论班马——沈石溪——周锐——
陈丹燕——刘先平李凤杰一谭小乔一钟代华一张继楼第十七章　崛起的西南儿童文学第十八章　云南
儿童文学的精神风采第十九章　当代台湾童话创作的文化诠释第二十章　儿童文学新品种的实验　　
　少年自我历险小说——亲子小说——双媒互动　　小说一少年旅游小说一新童话一文字诗　　　—
—古典名著“少儿版”下编　观念本体论第廿一章　论少年儿童年龄特征的差异性与多层次的儿童文
学分类第廿二章　三个层次与两大门类：儿童文学的新界说第廿三章　论原始思维与儿童文学审美创
造第廿四章　少年小说的心理学研究第廿五章　高扬儿童文学幽默精神的美学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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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文学研究会诸作家中，郑振铎也是一位重要的童话作家。
与叶圣陶完全独创的艺术童话不同，郑振铎童话深受外来影响，他的作品主要是“译述”，即融翻译
、创作于一炉，在不改变原作精神的情况下，进行加工改制，以适应中国儿童的欣赏情趣。
这类童话占了绝大多数，主要有《竹公主》、《花架之下》、《聪明的审判官》等。
郑振铎也独创过《小人国》、《七星》等童话。
他的创作成绩主要是在幼儿童话故事，代表作有《河马幼稚园》、《两个小猴子的冒险》等。
《河马幼稚园》通过河马夫人开办幼稚园的经历，惟妙惟肖地描绘了虎儿、猪儿等小动物在园内外的
各种生活趣事，十分符合幼儿的心理特征与欣赏情趣。
这是中国现代较早的长篇童话，在《儿童世界》连载以后，大受小读者欢迎。
　　冰心是文学研究会最重要的女作家，也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儿童文学女作家。
自1923年7月29日起，冰心陆续在北京《晨报副刊》发表了29篇旅美通讯，后于1926年结集为《寄小读
者》一书由北新书局出版。
这本温柔优美的散文集至1941年共印行了36版，成为“五四”以来最畅销的儿童文学读物，由此也奠
定了冰心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地位。
《寄小读者》是作家赴美留学途中和在美国时的所见所闻所感所忆的随笔式通讯，作品细致地描写了
异国的山川风光，介绍了许多有益的知识，纵情地歌颂了母爱、童稚美与自然美，抒发了作家对祖国
、对亲人的一腔深情和对真、善、美的热烈向往。
“爱的哲学"像一根红线贯穿始终，成为全书的基本内容与思想基调。
　　冰心是一位热烈的童心崇拜者。
她把儿童引为知己，用女性特有的温柔细腻的感情同天趣可掬的儿童作着心声的交流，告诉小读者她
在异国他乡的种种见闻，引导他们要同情弱小，怜念贫病，要爱护动物，爱护生命。
她用清丽飘逸的文笔，描写了一个个活泼天真的儿童形象：有想用长竹竿戳穿地球瞧瞧远在异国的姐
姐胖瘦面容的小弟弟；有把小木鹿放进小靴子里一跛一跛地走路的淘气的小妹妹；有许多金发蓝眼活
泼可爱的异国少年⋯⋯。
她还以一腔热情，描写给童心以温暖的可爱家庭：父亲是“早晨勇敢的灿烂的太阳”，母亲是月夜中
“静美的月亮”，三个小弟弟是星空中“三颗最明亮的星星”。
童心在这里得到了妥贴的保护，享受着亲密无间、和睦融洽的天伦之乐。
她向往是“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这种和谐、静美的境界，愿可
爱的儿童永在纯洁如洗的情感和优美的大自然的包裹之中健康地向上生长。
　　冰心是一位至诚的母爱讴歌者。
她用炽热如火的感情和委婉动人的语言，虔诚地讴歌母爱，颂扬母爱。
在冰心心中，母爱是“这样深浓、这样沉挚”，这是“开天辟地的爱情呵！
愿普天下一切有知，都来颂赞！
”母爱，这是建立在人类血缘关系之上的母亲对子女的天然感情，是普天之下一种最真挚、最细腻、
最富牺牲精神的骨肉之情。
冰心通过对母爱的讴歌，为生活在陈腐滞重的社会里的小读者带来了绵绵暖意，她安慰了千千万万颗
幼小的心灵，使他们感受到母爱的温暖，生命的光彩。
正如巴金所说：“过去我们都是孤寂的孩子。
从她的作品里我们得到了不少的温暖和安慰。
我们知道了爱星、爱海，而且我们从那些亲切而美丽的语句里重温了我们永久失去的母爱。
”[14]这种感情不仅在当时曾“惊动过读者万千”，而且于今读之，依然撩人情思，暖人心怀。
　　冰心曾宣称“最难忘的是自然美”。
歌唱自然美，描写大自然的奇光异彩，这是《寄小读者》的又一重要内容。
冰心用那豪情如潮，柔情似水的笔调，描写了大海和峻岭，明月和星辰，朝霞和晚霞；她歌颂星之光
，花之香，波涛之清响；她从春风春鸟、夏云暑雨、秋月秋蝉、冬雪银霜中寻找心灵的慰藉，思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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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意义。
她尤以满腔热情赞美“温柔而沉静”、“超越而威严”、“神秘而有容"的大海。
她笔下的海有着丰富的人的感情：温暖、宽厚、博大。
这海就是母亲。
她说：“海好像我的母亲，⋯⋯海是深阔无际，不着一字，她的爱是神秘而伟大的。
我对她的爱是归心低首的。
”(《通讯七》)面对着浩瀚无垠的大海，冰心激情地唱道：“母亲，你是大海，我只是刹那间溅跃的
浪花。
”作家对大海的爱正是出于对母亲的爱。
她把海拟人化了，把母爱夸大了、诗化了。
　　冰心礼赞童心，讴歌母爱，颂扬自然美，这一方面是本于作家特别富于女性性格的温柔、细腻、
多情，但更重要的，这里寄托着她对祖国“一一欲抽”的无限深挚的热爱。
走在去国离乡之途，身为异国他乡之客，冰心的笔端无时不流露出“牵不断的离情”。
那“突起的乡思，如同一个波涛怒翻的海”，时时奔涌在她那颗注满了“爱”的心中。
她无时不在忆念慈母、幼弟，忆念故国、故土。
正如母亲“因着爱我，她也爱了天下的儿女”一样，作家因着爱慈母、幼弟，也爱了天下的母亲与儿
童。
她在迢迢万里之外的异国，殷殷寄语小朋友，向他们报告“温柔的消息”；她对生活在苦难中的普天
之下的母亲与儿童寄予深切的同情：“这些痛苦的心灵，需要无限的同情与怜念。
”“见此而不动心呵，空负了上天与我们的一腔热烈的爱！
”为了安慰这些“痛苦的心灵”，她尽她之所能，努力用“爱的哲学”去感化社会，启迪人生，用　
　晶莹的文笔，洒下一行行“爱”的泪水，洗去人们心灵中“憎”的灰尘，搭起“人和万物种种一切
的互助和同情”的桥梁。
爱祖国怎能不爱生活在祖国大地上的千千万万的母亲和儿童？
冰心对母亲的爱，对儿童的爱，正是她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具体显现。
她尤以不绝如缕的万般相思，抒发着她对祖国深深的思恋。
无论是在海天苍茫的巨轮上，还是在凄清寂寞的病榻里，她的心中时时起伏着对祖国万分依恋的细腻
而真切的感情潮汐。
她抒写着“离开了可爱的海棠形的祖国，在太平洋舟中”的凄楚别绪；她叙说在日本“游就馆”中看
到日本把侵华罪证当战利品展出，心中涌起的“如泉怒沸”般的“军人之血”；她在异国时时诵读古
人“乡梦不曾休”的词句，心应虫鸟，情感林泉，怀念着“可爱可敬的五千年的故国”；她虽然身处
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美国，但没有一句赞扬这个金元世界的“物质文明”，而是反复写着“美国不是
我的家，沙穰不是我的家”，发誓“只要湖水不枯、湖石不烂，我的一片寄托此中的乡心，也永古不
能磨灭的！
”她甚至假设，故国“纵是一无所有，然已有了我的爱。
有我的爱，便有了一切”。
祖国啊，母亲！
你令游子“起一种‘仰首欲攀低首拜’之思”，身在异国游学的冰心，有哪一天不在思念祖国的乡愁
中度过？
她写道：“乡愁麻痹到全身，我掠着头发，发上掠到了乡愁；我捏着指尖，指上捏着了乡愁。
是实实在在的躯壳上感着的痛苦，不是灵魂上浮泛流动的悲哀！
”(《往事(二)》)正是这种思国思家、忧国忧家、爱国爱家的赤子之心，像一根红线贯穿于《寄小读
者》的始终，把对童心的礼赞、母爱的讴歌、大自然的诗化都统一于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之中。
这是《寄小读者》最可珍贵的情愫，也是它的思想核心。
这部专门写给小读者的散文集是对年幼一代进行感情教育、审美教育与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形象人文
，从它问世以来，不知感染、激动和温暖了多多少少颗幼小纯洁的童心！
至于《寄小读者》清新倩丽的文笔、温柔亲切的情调、如诗如画的意境、优美生动的语言，长期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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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受到广大小读者和大读　　文的倩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好算是独一无二的作
家了。
”[15]《寄小读者》是文学研究会“儿童文学运动”的重要收获之一，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儿童散
文的崛起与奇迹般的成熟。
虽然，它不是时代的鼓声与号角，但却是一支陶冶人生心灵的独奏曲。
它流荡着迷人感人的诗趣、理趣与童趣，塑造了由母爱、童真和自然美交融而成的幽雅澄澈的意境，
显示出生活中具体的、形象的美，从整体性的高度，为万千小读者提供了生命力奔放与灵魂提升的艺
术精品。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

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王泉根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专家，其影响远播于整个东南亚和世界华人儿童文学界
，他希望我给他的新著《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作序，我是感到十分荣幸的。
但我对儿童文学毫无研究，只能从直感的角度谈谈我对儿童文学的认识，算是一次“外行”与“内行
”的交流吧。
　　想到中国的儿童，我总有点悲哀的感觉。
但这种感觉我又是说不清楚的。
大概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我在去年曾经接受一个记者的采访，谈了一点对于当前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意
见。
但到我有限地介入到当前中小学语文教学改革的实践中去，对中小学语文教学有了较为细致的思考之
后，我才感到，我原来的一些想法实在是不太切合实际的。
其原因何在呢?因为我所设想的，是一种儿童本位的教育，希望中小学的语文教学能够严格限制在儿童
自身充满兴趣的范围，把儿童在自然的心境中感到陌生的成年人的语言排斥在语文教学的内容之外，
使儿童不致对语文教学产生厌倦的情绪，从而永远保持住对我们民族语言的新奇感觉和喜爱的心情，
永远在求知的乐趣中获得运用和创造民族语言的能力。
直至现在，我仍认为，这种想法不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但这里忽略的却是有关教育的整体认识的问题
。
其一，教育永远是一个完整的过程，而作为一个完整教育过程的学校教育，它永远不是也不可能是以
儿童为目的。
它首先考虑的是现实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一代代的儿童成长为什么样的成年人的问题。
也就是说，它的标准是成人的标准，而不是也不应该是儿童的标准。
当然它应当尽量考虑到不同年龄阶段的受教育者的接受程度和接受趣味，但它又绝对不可能仅仅考虑
到受教育者的自身的兴趣。
现代的社会是一个充分文化化了的社会，是一个经历了几千年的文化发展的社会，一个社会成员必须
在青少年时期尽快地具备在现代社会生存和发展必须具备的知识技能，才能成为一个于现代社会有用
的人，才能在现代社会找到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相对大的空间，以实现个人的存在价值的意义。
这就使教育必须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这种强制性是为了把儿童自身尚无法产生兴趣但对于他在现代社
会求得实际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知识技能灌输给儿童。
在任何的情况下，一个儿童都不会自然地、主动地产生背诵牛顿三定律的趣味，也不会自然地、主动
地产生背诵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李白的《蜀道难》、白居易的《琵琶行》这样一些古代诗文名篇
的趣味，甚至方块汉字的读写本身就是少年儿童的一个沉重的负担，而从教育的角度，似乎它们又都
是需要的，是对于受教育者有益的。
所以，教育不仅仅是自由的，还必须带有强制性的因素，不论把这种因素降到多么低的程度，这种因
素是不可能被从根本上消灭的。
越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越是急切地求得本民族的发展以实现自强自立的国家，教育的这种强制性
冈素也就越是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抑制，因为它是一种成人的标准，一种成人社会的要求。
第二，现代学校教育，是一种集体性的教育，是把不同的儿童编入同⋯‘个年级、同一个班级进行集
体教学的形式。
仅就趣味而占，他们彼此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不仪男女儿童之间有天然的牛理和心理的筹别，就是
同性儿章，由于家庭、环境、身体、习惯、知识范围等各种条件的不同，也会有彼此趣味的差异。
趣味都是个体的，教学活动永远不可能照顾到每一个学生的趣味，学生也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趣味
选择课程和班级，“因材施教”在这种集体性的教育中永远只是一个努力的目标，而不可能得到完全
的实现。
这种教育形式，在可见的未来都是无法改变的。
由于以上两个原因，学校教育注定有其强制性，注定不会也不能达到使儿童在身心上完全自由发展的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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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前的中小学语文教学只是要尽量降低这种强制性的因素，尽量照顾多数儿童的接受程度和接受
趣味，但却不会完全实现这一目标。
教师的责任感主要是一种社会的责任感，而不是对一个个具体的儿童的责任感，越是负责的教师越要
考虑现实社会对一个社会成员的要求，越是要用这样一个标准培养自己的学生，这使他不能主要迁就
儿童的趣味，而是要把儿童的趣味纳入到自己预定的教学过程中来，并且约束那些不符合这种教学过
程的儿童的趣味。
对于儿童，这就是纪律的要求。
学校教育永远是建立在纪律的基础之上的，它的自由是在纪律之上的自由。
自由不是学校教育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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