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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之镜与智慧之灯

———评王泉根《中国儿童文学概论》

黄　凯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５）

摘要：王泉根的《中国儿童文学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从“史”“论”“文献”三部分演进中国儿童文学发展

脉络。《概论》在内与外、传统与现代、中外互动中展开中国儿童文学的版图，以史料钩沉、各时期特点提炼、

主潮与转型挈领明晰儿童文学系谱，但在阐述中呈现出史料的表述过多、观点的评述和演进逻辑的开掘平

面的缺陷。作为三十多年儿童文学研究的回顾，《概论》体现了王泉根对儿童文学学科的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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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作人认为“中国向来对于儿童，没有正当的
理解，又因为偏重文学，所以在文学中可以供儿童之

用的，实在绝无仅有”［１］，而“每一个尚未被此刻视

为与自身休戚相关的过去的意象都有永远消失的危

险”［２］２６７，因而为中国儿童文学写史面临建构与表述

的双重困难。对于如何确立从成人中析离的儿童的

主体价值、如何从２０世纪中国历史中演进儿童文学
的脉络、如何拓宽和开掘儿童文学作为“小学科”的

疆界和深度等问题，王泉根的《中国儿童文学概论》

给予了回答。

一、儿童文学的版图

全书由“史”“论”“文献”三部分组成，《中国儿童

文学简史》分时段线性演进中国儿童文学从传统到现

代的发展脉络，《中国儿童文学整体观》从宏观角度

挈领现实主义发展主潮和百年儿童观的美学嬗变，附

录的文献部分汰取经典作品并爬梳当代儿童文学理

论著作和译著。在对儿童文学内部与外部、传统与现

代、中国与外国互动的考察中，开拓儿童文学疆界、梳

理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和内在机制。



儿童文学的内与外。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

将文学研究分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王泉根从系

统论的角度阐发儿童文学是一项系统工程建设，其

“内部研究”涉及作家研究、文本研究、文学体裁研

究等，“外部研究”涉及组织领导、编辑出版等多个

层面［３］７。聚焦内部研究，王泉根对作家创作特点有

公允而精准的评价，如认为陈伯吹的作品表面上

“有一股上海滩的‘洋味’，而其底蕴则是充满‘生命

之悲凉’的苦难中国社会人生的写照”，认为秦文君

“从凡俗的生活细节入手，善于通过冰糖葫芦式的

艺术框架，刻绘当代都市儿童的生存方式与精神状

态”［３］１６４；也善于把握文学体裁的特点，如对于２０世
纪２０年代黎锦晖儿童剧和３０年代战争时期儿童剧
的比照［３］８６。展开外部研究，从组织领导的角度揭

示了５０年代报刊被收编后呈现出的少先队文学和
共产主义的教育方向性，从编辑出版的角度考察新

媒体带来的儿童网游创作，从而反映出儿童文学发

展中的政治权力与商业势力角力的时代症候。

儿童文学的传统与现代。现代性是考察儿童

文学的重要价值尺度，中国的儿童文学始于五四时

期，从人的解放到儿童的解放，儿童本位观念的确立

完成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转型。而对于中国儿童

文学的历史资源，王泉根并没有简单放过，通过古籍

的钩沉分类口头儿童文学（韵文类、散文类）、古典

儿童读物，进而得出了口头资源丰富但保存不多、书

面资源稀少的特点，翔实有据。有了对传统资源的

梳理，才能更清楚近代儿童文学“为了成人的文化

理想与功利主义的需求”［３］３７，才能更理解五四儿童

文学的现代转型、确立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性品格。

同时，作为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的亲历者、参与

者、建设者，王泉根的眼光始终注视着当下，“新时

期儿童文学的深层拓展”“跨世纪儿童文学的整体

走向”“新世纪儿童文学的创作症候”显示了把握儿

童文学发展的时代心跳的能力，尤其对近年来图画

书、幻想文学、网游创作的捕捉，切近当下的脉搏。

儿童文学的中外互动。从晚清到辛亥革命的中

国儿童文学的酝酿，“是在列强入侵，随着资本主义

萌芽，在爱国救亡、力图发展新式教育、振兴中华的

思想下提出的”［４］。因此，具有现代品格的中国儿

童文学，正是在中外激烈的碰撞下发生的。《中国

儿童文学整体观》探讨“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外来

影响与对外交流”，在对从五四内容与题材、文体与

观念输入到杨红樱走出去的评介中，梳理出从输入

到中断到对话到互动的发展线索，既有文学作品的

交流也有文学理论著作的互动，体现了跨学科建构

的气魄和能力。

总之，王泉根试图“以‘大气势’驾驭‘大选题’，

在‘大图像’的构想中突破‘小学科’的尴尬存

在”［５］，目力从传统延及当下、视野从文学内外到中

国内外，勾勒出儿童文学学科广袤的耕耘版图。

二、作为方法：钩沉与挈领

《概论》呈现出王泉根对儿童文学历史资料扎

实的爬梳钩沉、考订诠释的功力。对史料钱锺书式

地罗列，如对五四时期民间童谣集、童话故事集的集

体展示；对史料准确严谨性的审慎，如对文学研究会

作家入会号和年龄的标识、抗战前后《小朋友》等众

多杂志的变动；对史料内容的辨析，如五四时期茅盾

为《童话》丛刊所编写的２７篇童话中有５篇为创作
童话，其他为改译改写版。王泉根曾说，“我做研究

比较注重朴学功夫，坚持无征不信，实事求是”［６］，

坐实史料的功夫使他在早期的著作《现代儿童文学

的先驱》就收获好评，“本书作者拥有丰富、扎实的

资料。他的结论不是随意得出的，他做到了言必有

据，无一字无来历。他真花了功夫”［７］。《周作人与

儿童文学》《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中国当代

儿童文学文论选》成为本书的积淀，厚积而薄发，长

久坐冷板凳的功夫使全书在史料的占有和选取上信

手拈来。

史料的钩沉还原了历史的骨血，成为“历史之

镜”，作者的“智慧之灯”开始点亮中国儿童文学历

史的幽微。王泉根立足史料，对各时期儿童文学的

发展特点进行了提炼。如对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儿
童文学自身功能价值选择的表述，“右翼势力试图

让儿童文学‘羽翼传经’重开历史倒车的逆流遭到

了批判……左翼文坛则从阶级斗争、民族振兴的角

度出发，要求儿童文学与整个左翼文学一样注入

‘革命范式’的理想主义激情”［３］６７，双翼拉扯的捕捉

展现了３０年代中国复杂的社会文化生态，呼应了传
统儿童文学资源欠缺的现实，更开启了至新时期以

前中国儿童文学汇入政治洪流的走向。而从儿童观

（儿童本位）、创作论（象征手法、意识流等）、接受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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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美学、皮亚杰发生认识论）角度考察８０年代
儿童文学的拓展，无疑具有深度并予人启发。

在梳理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历程中，王泉根

提取现实主义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主潮，这既

是基于中国文化现实主义传统的考量，也是基于２０
世纪现代性儿童文学时代语境的认识。现实主义的

发展主潮将原本分时段表述的历史贯通，体现了中

国儿童文学“直面现实、直面人生”的品格。对三次

转型的总结，建立在“儿童文学是什么”“儿童观”等

儿童文学本质论的思考基础上，王泉根认为儿童文

学是大人写给小孩看的文学、是两代人之间的精神

对话，儿童观是成人社会如何理解儿童与如何对待

儿童的观念和行动。五四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与儿童

世界的发现，使儿童文学成为自觉的文学样式；３０
年代以后，伴随“救亡”“革命”“阶级”等话语，儿童

文学出现第二次转折；新时期以来，“儿童世界的再

发现与儿童主体特征的再确立”［３］１３０是第三次转折。

史料钩沉———各时期特点提炼———主潮与转型

挈领，王泉根从还原历史语境出发，在儿童文学理论

的烛照下明晰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系谱，而这一学术

路径庶几可以作为方法论，提示如何耕耘广袤的儿

童文学疆域。

三、历史之镜与智慧之灯

作为王泉根对中国儿童文学三十多年思考的结

晶，《概论》在粗笔勾勒和工笔细描儿童文学百年发

展历史方面较为出色，但也正是对历史细节的过度

流连和盘桓，使得史料的表述过多，而对观点的评述

和演进逻辑的开掘显得平面，“历史之镜”与“智慧

之灯”之间出现了偏向。兹举几例。

观点提炼的粗疏。“跨世纪儿童文学的整体走

向”中，王泉根概括为“走向当代少年儿童的生命世

界”“走向多元共生的创作状态”“走向多层次、多渠

道的儿童文学建设”“走向儿童文学的国际对

话”［３］１３１－１３８，从共识的角度考察，后面三个特点都不

能说是儿童文学的特点，而是整个文学或者文化的

走向，这样的表达缺乏针对性；历史的层面，五四时

期的很多作品也贴近儿童的世界（如丰子恺）、创作

也较为多元。对于五四时期输入中国新的内容和题

材的提炼，王泉根认为不少作家从外国儿童文学学

到了立足现实、直面人生（暴露社会罪恶、反映社会

现实斗争、歌颂真善美）［３］２１９－２２４，这种归纳较为单

一，无疑不能涵盖当时的全貌（如“无意思之作”《爱

丽丝漫游奇境》）。而这些内容和题材的“输入”实

际是中国知识分子主动“选择”的结果，青睐怎样的

体裁是基于知识分子时代处境和审美趣味的综合选

择，背后隐含的是知识分子的儿童观，因此“输入主

义”应该是“拿来主义”。

评述展开的平面。如对于五四时期儿童观的转

变和文学研究会的“儿童文学运动”，《概论》翔实记

述了转变的表现和创作实绩，但对于现代转型的深

层动机仅用思想上“人的发现”带来“儿童的发现”

无疑不具有说服力，对于文研会“为人生而艺术”到

“为儿童而艺术”的聚焦逻辑也比较轻浅。启蒙与

救亡、传统与现代等时代课题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

走向“儿童解放”的深层思想动机，这并不能作为共

识而一笔带过，因为“与五四文学主流话语的依附

关系，使儿童问题得以进入文学主题的核心范畴，也

使儿童文学先驱对儿童问题的思考不可避免地屈从

于五四新文学的总体诉求与思维逻辑”［８］。不唯如

此，自晚清至新时期，儿童文学始终裹挟在民族国家

的主流话语中并没有真正获得自己的主体地位，这

构成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因

此，对选择动机和转变逻辑的揭示显得尤为重要，这

不仅切准了发展的脉络，也使论述更具纵深感。

时期演进逻辑的断裂。《简史》部分主要分时

段考察各时期特点，《整体观》对主潮和儿童观转变

的提炼贯通各时期，因为《简史》侧重时期风貌的映

现，《整体观》侧重发展主流的把握，因而难免有对

时期演进逻辑考察的疏忽，形成时间之链某一环的

断裂。如“战争年代儿童文学的时代规范与救亡主

题”一章，分地域从重庆后方、“孤岛”上海、根据地

三方论述后，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后期形成某种“合
流”，但《概论》仍然简单地用“现实主义”标识儿童

文学创作的主旋律，不免浮光掠影，没能展开“主旋

律”之下驳杂的图景、揭示抗战胜利前后儿童文学

创作风貌的不同。同样延续到“‘十七年’儿童文学

的教育方向性”的考察，１９４９年前后儿童文学的创
作是如何进行收编、如何进行“规训与惩罚”，儿童

文学的生产机制如何运作并呈现怎样的风貌等等，

对这些问题的考察使我们能更清楚认识从抗战到解

放到文革，儿童文学的内与外如何在演进，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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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动演进。遗憾的是，这一段掩映在儿童观的两

次转型中若影若现，又在各时段的铺陈中影影绰绰，

构成某种断裂。

四、守望儿童文学的温情

“历史地描绘过去并不意味着‘按它本来的样

子’（兰克）去认识它，而是意味着捕获一种记

忆”［２］２６７，因此对镜像还原历史和烛照摘取记忆的同

时苛求，不免是一种蛇吞象式的企图。《概论》既是

对王泉根三十多年儿童文学研究的回顾，也是对儿

童文学学科热诚的表达，从中不仅可以检视王泉根

的研究历程，更能感受其守护儿童文学脉脉温情的

赤子之心。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文学研究会的“儿童文学运动”
起始于硕士论文《论文学研究会的“儿童文学运

动”》（出版名为《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扎实的

史料功夫来自两本厚实的现当代儿童文学文论选；

《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新观察》《中国儿童文学新视

野》《中国儿童文学６０年》等著作体现了对新时期
以来尤其是新世纪儿童文学持续的关注；对百年儿

童文学主潮的认识见于著作《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

潮》；而其中贯穿着的关于儿童文学本体论的理解，

可以在著作《儿童文学的审美指令》、论文《儿童观

的转变与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三次转型》觅得

踪迹；对叶圣陶、张天翼、丰子恺、新世纪十作家等作

家作品的品评，则散见于多种期刊……史料搜集、作

家评论、文学史写作、文学理论阐发，《概论》萃取了

王泉根三十多年对中国儿童文学的思考。

作为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学科的建设者，王泉

根在《概论》中以宏大的框架建构了儿童文学开阔

的版图，使“小学科”具有大气魄；以亲历者的观察

和追踪贴近当下儿童文学的心跳，使过去式的写作

充满了现场感。如８０年代重新评价陈伯吹的“童
心定律”、考察“儿童本位论”的历史真相、区分儿童

文学接受对象的层次性，让现在的共识勾连起历史；

对于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与外国由输入走向对

话走向互动的描述，学科建设的紧迫感扑面而来。

文笔的灵动也能感受到王泉根对学科的热爱，如评

价冰心的抒情笔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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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赞颂星之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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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人生的意义”［３］５７；如描述８０年代老中
青三代创作队伍———“给生活在《紫罗兰幼儿园》

（郑春华）和《呱呱幼儿园》（谭小乔）的小朋友送去

《３６５夜故事》（鲁兵主编）的玫瑰梦”［３］１２７，饶有
生趣。

这种温情还表现在对原创儿童文学的倾情关注

上，考察２１世纪儿童文学的创作症候，王泉根认为
原创儿童文学的生产呈现“东风压倒西风”之势；又

另辟一章阐明近年来中国儿童文学原创与出版的演

变趋势，涉及农民子弟的儿童文学、动物小说、原创

图画书、原创幻想文学、儿童网游创作等，既切近当

下的现实又展开与外国的交流对话，时新又情深。

阅读《概论》，是回溯中国儿童文学的百年发展

历程、对话儿童文学学者，也是守护儿童文学温情、

展望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美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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