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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本期栏目涉及韵文性儿童文学共性特征研究、绘本翻译研究及儿童文学教学的应用性研究三

种类型。其中，对中外传统儿歌的共性研究一文，作者利用大量中外儿歌实例，透彻地梳理和分析了二者

在韵律性、游戏性、教育性、幽默性等方面具有的共性特征，让读者了解到，尽管中西方由于地域、文化

的不同，但儿歌的本质特征却是相同的。关于绘本翻译研究一文，作者认为，尽管绘本翻译较之文学文本

翻译，不论是翻译的容量还是受众群体都较小，但译者面对的挑战却不小。绘本翻译既要兼顾儿童视角审

美的原则，又要保持绘本整体明白晓畅的叙事风格，这的确是一项不容小觑的系统工程。关于课程模式构

建与学生儿童文学理论的技能转化研究一文，作者通过丰富的课堂教学实践经验，提出以衡量学生综合能

力的四大基础检测项目和参与社会实践为加分项目的 “４＋１”课程评价模式，这种评价模式，可在实践
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对儿童文学美学的鉴赏和创作能力。

论中外传统儿歌的共性

杨　宁
（赣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西 赣州 ３４１０００）

摘要：儿歌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学样式在世界各地流传久远。作为人之初文学，儿歌虽然存在于不同的文化

传统和社会背景之中，但是，中外儿歌在许多方面体现出了共性的特征。这些共性特征具体表现在中外儿

歌都具有韵律感、游戏性、教育性和幽默感等特点。中外儿歌所表现出的共性特征一方面表明了中外文化

的某些共性；另一方面，也表明儿歌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中外文化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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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儿歌最早存在于民间文学，是指有韵律
的、篇幅结构相对短小的一类作品。从字面上看，

儿歌中的 “儿”指出了其主要接受对象是儿童；

“歌”则表明儿歌琅琅上口的特点。在欧美等国

家，儿歌被称为 “ＮｕｒｓｅｒｙＲｈｙｍｅｓ”，“Ｎｕｒｓｅｒｙ”即
“幼儿园”“婴儿室”，说明这一类作品的主要接受

者是儿童，尤其是幼小的儿童。“Ｒｈｙｍｅｓ”即 “韵

文”“押韵词”等，指出其音韵的特征。

在中国，最早的儿歌集子是明代文人吕坤搜集

整理的 《演小儿语》。之后陆续出现了 《天籁集》

《广天籁集》《孺子歌》等文人搜集整理的儿歌集。在

欧美国家，《鹅妈妈童谣集》（ＭｏｔｈｅｒＧｏｏｓｅＲｈｙｍｅｓ）



是家喻户晓的儿歌集，该集收录了大量流传广泛的

儿歌，在欧美很多国家影响大而深远，可以看作是

西方欧美国家经典儿歌的集大成者。正如 Ｋａｔｈｅｒ
ｉｎｅＧｒｉｄｌｙＢｕｄｄｙ所说： “Ａｎｄｗｈｅｔｈｅｒｔｈｅｈａｌｌｏｗｅｄ
ｎａｍｅｏｆＭｏｔｈｅｒＧｏｏｓｅｂｅｏｆＦｒｅｎｃ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ｏｒＡｍｅｒ
ｉｃａｎｏｒｉｇｉｎｍａｔｔｅｒｓｌｉｔｔｌｅ，ｓｏｌｏｎｇａｓｔｈｅｍａｇｉｃｏｆｔｈｅ
ｍｅｌｏｄｉｅｓ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ｔｏｈｏｌｄ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ｏｆ
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ｃｏｍｅ．”［１］ （神圣的鹅妈妈，无论
它源于法国、英国或者美国，它的旋律的魔力吸引

了一代又一代的孩子。）虽然中西方文化存在许多

差异，但是在儿歌领域，中西方儿歌可以说是共同

性大于差异性的。

一

追求韵律感是中外儿歌的共性。首先，讲究押

韵是中外儿歌追求韵律感的最常见的方式。押韵的

具体形式在中外儿歌中都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例

如一韵到底、换韵、隔行押韵等。这些不同的押韵

方式造成了中外儿歌生动活泼的韵律感。具体地

说，例如中国儿歌 《星》：满天星，／亮晶晶，／好
像青石板上钉铜钉。［２］３８再看西方儿歌 ＧｒａｙＧｏｏｓｅ
ＡｎｄＧａｎｄｅｒ：Ｇｒａｙｇｏｏｓｅａｎｄｇａｎｄｅｒ，／Ｗａｆｔｙｏｕｒ
ｗｉｎｇｓ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Ａｎｄｃａｒｒｙｔｈｅｇｏｏｄｋｉｎｇｓｄａｕｇｈ
ｔｅｒ，／Ｏｖｅｒｔｈｅｏｎｅｓｔｒａｎｄｒｉｖｅｒ．［３］８６－８７这两首儿歌的
押韵方式都是典型的一韵到底。在儿歌 《星》中，

三句句末的字 “星” “晶” “钉”的韵母都是

“ｉｎｇ”，构成一韵到底。在儿歌 ＧｒａｙＧｏｏｓｅＡｎｄ
Ｇａｎｄｅｒ中，四句的句末单词 “ｇａｎｄｅｒ”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ｒｉｖｅｒ”的最后一个发音音节都是元音
“ｅｒ”，而 且 发 音 完 全 相 同，属 于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ｒｈｙｍｅｓ”，这使儿歌形成一个统一的韵律结构，念
起来琅琅上口，恰如 ＫｅｎｎｅｔｈＫｏｔｈ所说： “Ｔｈｅｓ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ｒｈｙｍｅｓａｒｅｔｈｅｋｉｎｄｔｈａｔ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ｃｏｍｅａｔ
ｔｈｅｅｎｄｓｏｆｌｉｎｅｓ，ａｎｄａｌｏｎｇｗｉｔｈａｄｄｉｎｇｍｕｓｉｃｔｏｔｈｅ
ｐｏｅｍｈｅｌｐｔｏｇｉｖｅｉｔａ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４］ （全韵律是
一种传统的类型，诗句的每行的最末伴随着韵律，

使其成为完整的组织或结构。）

换韵也是中外儿歌中常见的押韵方式。所谓换

韵，即在一首儿歌中，不止一个韵脚，一般有两至

三个，或者更多。换韵的押韵方式使儿歌的节奏更

加活泼。例如中国儿歌 《小耗子》：小耗子，上缸

沿；／拿小瓢，擀白面；／烙白饼，卷瓜菜；／吃不
吃，吃两筷。［２］１１又如西方儿歌 Ｃａｋｌｅ：Ｃａｋｌｅ，ｃａｋ
ｌｅ，ＭｏｔｈｅｒＧｏｏｓｅ，／Ｈａｖｅｙｏｕａｎｙｆｅａｔｈｅｒｓｌｏｏｓｅ？／
ＴｒｕｌｙｈａｖｅＩ，ｐｒｅｔｔｙｆｅｌｌｏｗ，／Ｑｕｉｔｅｅｎｏｕｇｈｔｏｆｉｌｌａ
ｐｉｌｌｏｗ．［３］２０－２１显然，这两首儿歌都采用了中途换韵
的押韵方式。前两句一个韵脚，后两句换为另一个

韵脚。第一首儿歌 《小耗子》中，“沿”和 “面”

的韵母都是 “ａｎ”，而 “菜”和 “筷”的韵母是

“ａｉ”。第二首儿歌 Ｃａｋｌｅ的前两句的最末的单词
“ｇｏｏｓｅ”和 “ｌｏｏｓｅ”的后两个音节是一样的，而且
发音相同，只是辅音不同；后两句的末尾单词

“ｆｅｌｌｏｗ”和 “ｐｉｌｌｏｗ”的后两个音节也是完全一
样，而且发音也相同。这样两首儿歌就出现了两个

不同的韵脚。前两句构成一个节点，后两句构成另

一个节点，每个节点各自押不同的韵脚，形成统一

的节奏感。两个节点并列在一起，使儿歌的节奏在

统一中发生变化，显得更为自由。

隔行押韵实际上也属于换韵的一种，不过和韵

脚的前后变化相比，隔行押韵的方式显得更加灵活

多变。隔行押韵包括规则的隔行押韵和不规则的隔

行押韵。这两种方式在中外儿歌中都比较常见。例

如中国儿歌 《燕子来》：燕子来，／好种田；／鸿雁
来，／好过年。［２］３１８又如 ＩＳｅｅｔｈｅＭｏｏｎ：Ｉｓｅｅｔｈｅ
ｍｏｏｎ，／Ａｎｄｍｏｏｎｓｅｅｓｍｅ；／Ｇｏｄｂｌｅｓｓｔｈｅｍｏｏｎ，／
ＡｎｄＧｏｄｂｌｅｓｓｍｅ．［３］８２这两首儿歌都是规则的隔行
押韵，即单数句和偶数句分别押相同的韵脚，隔行

更替。例如 《燕子来》中的第一、三句的句末字

都是 “来”，声母和韵母完全相同，两句形成一个

韵脚；第二、四句的句末字分别是 “田”和 “年”，

韵母都是 “ａｎ”，形成另一个韵脚。第二首儿歌 Ｉ
ＳｅｅｔｈｅＭｏｏｎ也是如此。第一、三句的最末一个单词
都是 “ｍｏｏｎ”；第二、四句的最末一个单词都是
“ｍｅ”，这样就分别形成了两个不同的韵脚，隔行交
替变化。这种规则的隔行押韵一方面通过韵脚的一

致强调了儿歌的韵律感，另一方面，有规律的更替

又使儿歌的节奏在变化中呈现出一种节奏感。

其次，重复是中外儿歌突出韵律感的重要途

径。一方面，重复使儿歌呈现出统一的音节，形成

鲜明的节奏感；另一方面，重复使儿歌具有回环反

复的旋律。例如中国儿歌 《月亮亮》：月亮亮，月

亮亮，／家家囡囡出来白相相。／白相相，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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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拾着一串小炮仗／———乒乒乒，乒乒乒，／乒
乒乒乒好像放洋枪；／放完炮仗看月亮。［２］６１又如
《研胡椒》：研胡椒，／研花椒，三个铜钱一大
包。［２］２２４这两首儿歌都运用了重复的手法。第一首

《月亮亮》的第一、三、五句中的前后两个词是完

全重复的，因此相同的字数和相同的发音音节使儿

歌形成一致的节拍和韵律。第二首儿歌 《研胡椒》

的前两句基本重复。两句的字数是相同的，中间的

一个字有变化，第一句中间的字是 “胡”，第二句

中间的字是 “花”。不过这两个字是双声字，音韵

相近，因此两个句子在发音上相近。这样，两个的

句子的重复突出了儿歌的节奏感。

西方儿歌也擅长运用重复的方法表现儿歌的韵

律感。例如 ＳｈｏｏＦｌｙ，ＤｏｎｔＢｏｔｈｅｒＭｅ：Ｓｈｏｏｆｌｙ，
ｄｏｎｔｂｏｔｈｅｒｍｅ，／Ｓｈｏｏｆｌｙ，ｄｏｎｔｂｏｔｈｅｒｍｅ，／Ｓｈｏｏ
ｆｌｙ，ｄｏｎｔｂｏｔｈｅｒｍｅ，／Ｉｂｅｌｏｎｇｔｏｓｏｍｅｂｏｄｙ．［３］１１又如
ＳａｌｌｙＧｏ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Ｓｕｎ：Ｓａｌｌｙｇｏ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ｓｕｎ，／Ｓａｌ
ｌｙｇｏ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ｍｏｏｎ，／Ｓａｌｌｙｇｏ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ｃｈｉｍｎｅｙ
ｐｏｔｓｏｎａＳｕｎｄａｙ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３］８０第一首儿歌ＳｈｏｏＦｌｙ，
ＤｏｎｔＢｏｔｈｅｒＭｅ的前三个句子完全相同，这种重复的
手法在意义上起到了强调的作用。在形式上，不断

地重复所形成的音韵上的复沓突显了儿歌的节奏感。

第二首ＳａｌｌｙＧｏ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Ｓｕｎ的前三个句子是主语
和谓语的重复，宾语不同。主谓语的重复使儿歌呈

现出音韵上的和谐一致，而宾语的变化并没有从整

体上影响儿歌的韵律感，而且丰富了儿歌的内容。

重复的手法在中外儿歌中还有一种特殊的表现

形式，即以连锁调的 “随韵结合”的重复方式表

现出儿歌的韵律感。例如中国儿歌 《月亮毛毛》：

月亮毛毛，要吃毛桃；／毛桃结子，要吃瓜子；／瓜
子剥壳，要吃菱角；／菱角两头尖，屁股翘上天。［２］１４

又如 《泥蛋》：泥蛋，泥蛋，搓搓，／里头住个哥
哥；／哥哥出来打铁，／里头住个姐姐；／姐姐出来梳
头，／里头住个孙猴，／孙猴出来点灯，／烧了鼻子眼
睛。［２］１３这两首儿歌都是典型的连锁调，构成整首儿

歌的线索不是意义上的连贯，而是音韵上的回环和

衔接。这种衔接主要是通过重复来完成的。例如第

一首 《月亮毛毛》，“毛桃” “瓜子” “菱角”的前

后重复，既衔接了前后 “意不相贯”的句子，组成

一首完整的儿歌，而且使儿歌具有回环反复的韵律

感。第二首儿歌 《泥蛋》中的 “哥哥” “姐姐”和

“孙猴”的重复亦是起到相同的作用。

西方儿歌中也有类似的联韵儿歌 （Ｃｈａｉｎ
Ｒｈｙｍｅｓ），即通过字词的重复衔接句子，构成篇
章。例如ＡｎｎａＥｌｉｓｅ，ＳｈｅＪｕｍｐｅｄｗｉｔｈＳｕｒｐｒｉｓｅ：Ａｎ
ｎａＥｌｉｓｅ，ｓｈｅｊｕｍｐｅｄｗｉｔｈｓｕｒｐｒｉｓｅ；／Ｔｈｅｓｕｒｐｒｉｓｅ
ｗａｓｓｏｑｕｉｃｋ，ｉｔｐｌａｙｅｄｈｅｒｔｒｉｃｋ；／Ｔｈｅｔｒｉｃｋｗａｓｓｏ
ｒａｒｅ，ｓｈｅｊｕｍｐｅｄｉｎａｃｈａｉｒ；／Ｔｈｅｃｈａｉｒｗａｓｓｏｆｒａｉｌ，
ｓｈｅｊｕｍｐｅｄｉｎａｐａｉｌ；／Ｔｈｅｐａｉｌｗａｓｓｏｗｅｔ，ｓｈｅ
ｊｕｍｐｅｄｉｎａｎｅｔ；／Ｔｈｅｎｅｔｗａｓｓｏｓｍａｌｌ，ｓｈｅｊｕｍｐｅｄ
ｏｎｔｈｅｂａｌｌ；／Ｔｈｅｂａｌｌｗａｓｓｏｒｏｕｎｄ，ｓｈｅｊｕｍｐｅｄｏｎ
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Ａｎｄｅｖｅｒ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ｎ，ｓｈｅｓｂｅｅｎｔｕｒｎｉｎｇ
ａｒｏｕｎｄ．［５］１７３又如ＴｈｅＫ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Ｋｉｎｇｄｏｍ：Ｔｈｉｓｉｓａ
ｋｅｙｏｆｔｈｅｋｉｎｇｄｏｍ：／Ｉｎｔｈａｔｋｉｎｇｄｏｍ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ｃｉｔ
ｙ，／Ｉｎｔｈａｔｃｉｔｙ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ｔｏｗｎ，／Ｉｎｔｈａｔｔｏｗｎｔｈｅｒｅｉｓ
ａｓｔｒｅｅｔ，／Ｉｎｔｈａｔｓｔｒｅｅｔ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ｌａｎｅ，／Ｉｎｔｈａｔｌａｎｅ
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ｙａｒｄ，／Ｉｎｔｈａｔｙａｒｄ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ｈｏｕｓｅ，／Ｉｎ
ｔｈａｔｈｏｕｓｅ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ｒｏｏｍ，／Ｉｎｔｈａｔｒｏｏｍｔｈｅｒｅｉｓａ
ｂｅｄ，／Ｉｎｔｈａｔｂｅｄ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ｂａｓｋｅｔ，／Ｉｎｔｈａｔｂａｓｋｅｔ
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ｓｏｍｅｆｌｏｗｅｒｓ．／Ｆｌｏｗ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ｂａｓｋｅｔ，／Ｂａｓ
ｋｅｔｉｎｔｈｅｒｏｏｍ，／Ｒｏｏｍｉｎ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Ｈｏｕｓｅｉｎｔｈｅ
ｙａｒｄ，／Ｙａｒｄｉｎｔｈｅｌａｎｅ，／Ｌａｎｅｉｎｔｈｅｓｔｒｅｅｔ，／Ｓｔｒｅｅｔ
ｉｎｔｈｅｔｏｗｎ，／Ｔｏｗｎｉｎｔｈｅｃｉｔｙ，／Ｃ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ｋｉｎｇ
ｄｏｍ：／Ａｎｄｔｈｉｓｉｓｔｈｅｋｅｙｏｆｔｈｅｋｉｎｇｄｏｍ．［６］

这两首儿歌并不是以意义取胜，第一首 Ａｎｎａ
Ｅｌｉｓｅ，ＳｈｅＪｕｍｐｅｄｗｉｔｈＳｕｒｐｒｉｓｅ夸张地写一个女孩因
为惊奇导致不断地跳；第二首ＴｈｅＫ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Ｋｉｎｇ
ｄｏｍ用层层剥笋的手法从大到小写一个王国的线
索，然后又反过来从小到大再复述一遍。两首儿歌

的亮点在于字词的前后重复衔接，例如第一首儿歌

中的“ｔｒｉｃｋ”“ｃｈａｉｒ”“ｐａｉｌ”“ｎｅｔ”“ｂａｌｌ”的重复衔接，
第二首儿歌中的“ｃｉｔｙ”“ｔｏｗｎ”“ｓｔｒｅｅｔ”“ｌａｎｅ”“ｙａｒｄ”
“ｈｏｕｓｅ”“ｒｏｏｍ”“ｂｅｄ”“ｂａｓｋｅｔ”“ｆｌｏｗｅｒ”的重复连贯，
这不仅串联起看上去并无意义的前后句子，而且造

成儿歌回环反复的韵律感。

二

在游戏性方面，中外儿歌表现出了明显的共

性。儿歌和游戏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中外不同类型

的儿歌中，有的儿歌直接配合了儿童的游戏，其明

显的动作性满足了儿童身体扮演的愿望，如游戏儿

歌；有的儿歌巧妙地设置语言的难题，以游戏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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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激发了儿童克服难题的心理，如绕口令；有的儿

歌以竞猜的形式吸引儿童参与其中并体会到竞猜的

乐趣，如谜语歌。

首先，游戏儿歌是为了配合儿童的游戏而产生

的。儿歌的动作性既对儿童的游戏起指导作用，又

增加了游戏的趣味。例如中国儿歌 《炒蚕豆》：炒

蚕豆，／炒豌豆，／谷碌谷碌翻跟斗。①［２］１９９又如
《一个虎》：一个虎，／一个豺，／一个按着一个
跳。②［２］１２２很显然，这两首儿歌的主要作用和目的是

为了配合游戏。儿歌中的动词，如 “炒” “翻”

“按”“跳”，一方面为儿童营造出特定的游戏氛围

和空间，因为 “游戏是在某一时空限制内 ‘演完’

的。它包含着自己的过程和意义”［７］；另一方面，

这些动词指导着儿童在游戏中的具体动作，并使儿

童在游戏中的动作一致，促成游戏的顺利进行，让

儿童在这种集体的动作配合中获得愉悦的体验和对

规则、规范的认识。

西方儿歌中不少游戏儿歌 （ＰｌａｙｔｉｍｅＲｈｙｍｅｓ）
也是为配合儿童游戏而产生的。例如ＨｏｗＭａｎｙＭｉ
ｌｅｓｉｓＩｔｔｏＢａｂｙｌｏｎ？：ＨｏｗｍａｎｙｍｉｌｅｓｉｓｉｔｔｏＢａｂｙ
ｌｏｎ？／Ｔｈｒｅｅｓｃｏｒｅｍｉｌｅｓａｎｄｔｅｎ．／ＣａｎＩｇｅｔｔｈｅｒｅｂｙ
ｃａｎｄｌｅｌｉｇｈｔ？／Ｙｅｓ，ａｎｄｂａｃｋａｇａｉｎ！／Ｉｆｙｏｕｒｈｅｅｌｓａｒｅ
ｎｉｍｂｌｅａｎｄｌｉｇｈｔ，／Ｙｏｕｍａｙｇｅｔｔｈｅｒｅｂｙｃａｎｄｌｅ
ｌｉｇｈｔ．［１］３３游戏按以下要求操作：男孩和女孩站成一
队，每一位抓住他前一位同伴的衣服下摆，走近另

外两位共同举起手搭成一个拱门的同伴。在对话完

成之后，这个队伍通过拱门，如果可能的话，队伍

的最后一个人会被突然降低的拱门抓住。从这首儿

歌的规则介绍中可以看出，这是一首典型的游戏儿

歌。从字面上看，儿歌没有明显的动作性，而是通

过问答的对话来进行游戏。也就是说，游戏的过程

是根据问和答而进行。一问一答既规范了儿童的游

戏动作，也决定了游戏的节奏。同时，饶有趣味的

对话为游戏营造出了相应的情境，并引导儿童进入

游戏，而且狡黠的回答充分体现了游戏的趣味性。

其次，绕口令是一种语言智力游戏。在中外儿

歌中存在着大量的绕口令。绕口令的 “绕口”即

体现了这类儿歌的游戏特点，即通过把发音相同或

相近的字词放在一起，造成念诵上的难度和趣味，

以达到游戏的效果。例如中国儿歌 《门后有个

盆》：门后有个盆，／盆里有个瓶。／乒隆乓啷一声
响，／盆碰瓶，瓶碰盆，／也不知是盆碰瓶，／也不
知是瓶碰盆。［２］６９又如 《酒换油》：一葫芦酒九两

六，／一葫芦油六两九，／六两九的油，／要换九两
六的酒，／九两六的酒，／不换六两九的油。［２］７５在
第一首绕口令 《门后有个盆》中， “盆” “碰”

“瓶”是双声字，声母都是 “Ｐ”，而且韵母发音相
近。因此三个字放在一起就造成了念诵上的拗口。

第二首 《酒换油》中，不仅是 “酒” “油” “九”

“六”四个韵母发音相同的字放在一起，而且 “六

两九”和 “九两六”两个发音相近的词组频繁出

现，这从不同方面突出了绕口令拗口的特点。而这

种 “拗口”，恰恰是儿歌游戏性的体现。儿童在念

诵的过程中可以感受到文字的有趣组合带来的趣

味，而且还可以在互相的念诵中体会竞争的乐趣，

这也是游戏性的一种体现。

西方儿歌中的绕口令 （ｔｏｎｇｕｅｔｗｉｓｔｅｒ）中的
“ｔｗｉｓｔｅｒ”说明了儿歌游戏性的特点，而 “ｔｏｎｇｕｅ”
则表明这是一种和舌头有关的游戏，即语言的游

戏。例如 ＦｒｏｍＷｉｂｂｌｅｔｏｎｔｏＷｏｂｂｌｅｔｏｎｉｓＦｉｆｔｅｅｎＭｉ
ｌｅｓ：ＦｒｏｍＷｉｂｂｌｅｔｏｎｔｏＷｏｂｂｌｅｔｏｎｉｓｆｉｆｔｅｅｎｍｉｌｅｓ，／
ＦｒｏｍＷｏｂｂｌｅｔｏｎｔｏＷｉｂｂｌｅｔｏｎｉｓｆｉｆｔｅｅｎｍｉｌｅｓ，／Ｆｒｏｍ
ＷｉｂｂｌｅｔｏｎｔｏＷｏｂｂｌｅｔｏｎ，／ＦｒｏｍＷｏｂｂｌｅｔｏｎｔｏＷｉｂ
ｂｌｅｔｏｎ，／ＦｒｏｍＷｉｂｂｌｅｔｏｎｔｏＷｏｂｂｌｅｔｏｎｉｓｆｉｆｔｅｅｎｍｉ
ｌｅｓ．［３］３９又如ＰｅｔｅｒＰｉｐｅｒＰｉｃｋｅｄａＰｅｃｋｏｆＰｉｃｋｌｅｄＰｅｐ
ｐｅｒｓ：ＰｅｔｅｒＰｉｐｅｒｐｉｃｋｅｄａｐｅｃｋｏｆｐｉｃｋｌｅｄｐｅｐｐｅｒｓ，／
ＡｐｅｃｋｏｆｐｉｃｋｌｅｄｐｅｐｐｅｒｓＰｅｔｅｒＰｉｐｅｒｐｉｃｋｅｄ，／ＩｆＰｅ
ｔｅｒＰｉｐｅｒｐｉｃｋｅｄａｐｅｃｋｏｆｐｉｃｋｌｅｄｐｅｐｐｅｒｓ，／Ｗｈｅｒｅｓ
ｔｈｅｐｅｃｋｏｆｐｉｃｋｌｅｄｐｅｐｐｅｒｓＰｅｔｅｒＰｉｐｅｒｐｉｃｋｅｄ？［８］８０在
这两首绕口令中，造成缠绕的游戏效果的关键词首

先都是双声词 （ａｌｌｉｔｅｒａｔｉｏｎ）例如第一首中的
“ｗｉｂｂｌｅｔｏｎ”和 “ｗｏｂｂｌｅｔｏｎ”以及第二首中的“Ｐｅ
ｔｅｒＰｉｐｅｒ”“ｐｉｃｋｅｄ”“ｐｅｃｋ”“ｐｅｐｐｅｒｓ”，若干的双声词
并列在一起，相近的发音就会形成念诵上的有趣味

的难题。此外，在第一首绕口令中的 “ｗｉｂｂｌｅｔｏｎ”
和 “ｗｏｂｂｌｅｔｏｎ”只有一个音节不同：“ｉ”和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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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是一首游戏儿歌。唱时，两个儿童对立，拉手摇晃，再同时将一边手臂扬起，头从臂下翻过去。

这是一首游戏儿歌。玩时，一个儿童弯下腰，手撑膝盖，另一个儿童从他身上跳过去。



这就使两个单词的发音更加近似。在第二首绕口令

中， “Ｐｉｐｅｒ”和 “ｐｅｐｐｅｒｓ”也只是第一个元音字
母不同，发音不同；“ｐｉｃｋｅｄ”和“ｐｉｃｋｌｅｄ”相比较，
“ｐｉｃｋｌｅｄ”比“ｐｉｃｋｅｄ”多了一个辅音字母 “Ｌ”的发
音，因此两个单词的发音也相近，这些特点都增加

儿歌在语言上的缠绕效果，突出了儿歌的游戏性。

第三，谜语儿歌是儿歌中深受儿童喜爱的一种

类型。谜语的魅力在于其竞猜的特点，这也是谜语

的游戏性的主要表现。在中外儿歌中都存在大量的

谜语儿歌。例如 《千条线，万条线》：千条线，／
万条线，／掉到水里看不见。［８］１８又如 《兄弟七八

个》：兄弟七八个，／围着柱子坐，／大家一分
家，／衣服就扯破。［８］３５在这两首谜语儿歌中，对事
物的特征的简洁形象的描绘一方面增加了儿歌本身

的文学性，另一方面也使竞猜变得更加有趣味，激

发儿童猜谜的兴趣。吸引儿童猜谜是谜语儿歌主要

的目的，也是谜语儿歌游戏性的重要体现。

西方儿歌也不乏谜语儿歌 （ＲｉｄｄｌｅＲｈｙｍｅｓ）。
例如 ＡｓＩＷｅｎｔＯｖｅｒＬｉｎｃｏｌｎＢｒｉｄｇｅ：ＡｓＩｗｅｎｔｏｖｅｒ
ＬｉｎｃｏｌｎＢｒｉｄｇｅ，／ＩｍｅｔＭｉｓｔｅｒＲｕｓｔｉｃａｐ；／Ｐｉｎｓａｎｄ
ｎｅｅｄｌｅｓｏｎｈｉｓｂａｃｋ，／ＡｇｏｉｎｇｔｏＴｈｏｒｎｅｙＦａｉｒ．［８］３９又
如 Ｐｕｒｐｌ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ｅｄａｎｄＧｒｅｅｎ：Ｐｕｒｐｌｅ，ｙｅｌｌｏｗ，
ｒｅｄａｎｄｇｒｅｅｎ，／Ｔｈｅｋｉｎｇｃａｎｎｏｔｒｅａｃｈｉｔ，ｎｏｒｔｈｅ
ｑｕｅｅｎ；／ＮｏｒｃａｎｏｌｄＮｏｌｌ，ｗｈｏｓｅｐｏｗｅｒｓｓｏｇｒｅａｔ：／
ＴｅｌｌｍｅｔｈｉｓｒｉｄｄｌｅｗｈｉｌｅＩｃｏｕｎｔｅｉｇｈｔ．［８］５７这两首谜语
儿歌都有一个关键的句子给猜谜者相应的提示。第

一首ＡｓＩＷｅｎｔＯｖｅｒＬｉｎｃｏｌｎＢｒｉｄｇｅ的第三句点明了事
物的外部特点；第二首 Ｐｕｒｐｌｅ，Ｙｅｌｌｏｗ，Ｒｅｄ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从颜色的角度突出了事物的显要特征。不过，
这两个关键句子与其他的和谜底关联不多的句子并

列在一起，又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猜谜的难度和乐趣。

尤其第二首的最后一个句子，和谜底并无关联，却

营造出了竞猜的氛围，强调了儿歌的游戏性。

三

教育性是中外儿歌的共同特点。儿歌的教诲作

用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在中国，吕坤搜集

《演小儿语》主要是为了 “蒙以养正”，这既说明

了吕坤搜集的意图，也表明儿歌本身就蕴含着教育

性。西方儿歌自１９世纪以来，也大多表现出了明
显的教育性。例如 ＫａｒｅｎＬ．Ｋｉｌｃｕｐ和 ＡｎｇｅｌａＳｏｒｂｙ

说： “ｔｈｅｇｅｎｒｅ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ｐｏｅｔｒｙｏｆｔｅｎｓｏｕｇｈｔｔｏ
ｔｅａｃｈｌｅｓｓｏｎｓ．”［９］３而且， “Ｍａｎｙｎｉｎｅｔｅｅ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
ｖｅｒｓｅｓｄｅｐｉｃｔ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ｔｐｌａｙｗｈｉｌｅ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ｗｈａｔｉｔ
ｍｅａｎｓｔｏｐｌａｙａｎｄｈｏｗｐｌａｙ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ｖａｌｕｅｄ．”［１０］５

（儿歌通常试图给人以教训。许多１９世纪的诗描
述孩子的游戏，同时告诉孩子游戏意味着什么以及

怎么玩才是有价值的。）

儿歌的教育性体现在不同的方面，例如知识、能

力、品格等多面的教育。首先，在知识教育方面，中

外儿歌都有一类以教儿童数数为主要目的的数数歌。

例如中国儿歌 《五指歌》：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
虎。／老虎打不到，／打到小松鼠。／松鼠有几只，／让
我数一数。／数来又数去，／一二三四五。［２］３３６儿歌把
数字的排列和一定的故事结合起来，再加上琅琅上口

的节奏，使枯燥的数数变得生动有趣。

西方儿歌中也有不少的数数歌。例如 Ｏｎｅ，
Ｔｗｏ，Ｔｈｒｅｅ，Ｆｏｕｒ：Ｏｎｅ，ｔｗｏ，ｔｈｒｅｅ，ｆｏｕｒ，／Ｍａｒｙ
ａｔｔｈｅｃｏｔｔａｇｅｄｏｏｒ；／Ｆｉｖｅ，ｓｉｘ，ｓｅｖｅｎ，ｅｉｇｈｔ，／Ｅａｔ
ｉｎｇｃｈｅｒｒｉｅｓｏｆｆａｐｌａｔｅ；／Ｏｕｔ，ｓｐｅｌｌｓｏｕｔ！［８］４７又如
ＯｎｅＦｏｒＳｏｒｒｏｗ：Ｏｎｅｆｏｒｓｏｒｒｏｗ／Ｔｗｏｆｏｒｊｏｙ／Ｔｈｒｅｅ
ｆｏｒａｇｉｒｌ／Ｆｏｕｒｆｏｒａｂｏｙ／Ｆｉｖｅｆｏｒｓｉｌｖｅｒ／Ｓｉｘｆｏｒｇｏｌｄ／
Ｓｅｖｅｎｆｏｒａｓｅｃｒｅｔ／Ｎｅｅｒｔｏｂｅｔｏｌｄ．［３］６９第一首儿歌
Ｏｎｅ，Ｔｗｏ，Ｔｈｒｅｅ，Ｆｏｕｒ把数数和Ｍａｒｙ吃草莓的场
景结合起来。Ｍａｒｙ一边吃一边数。生动的场景增
添了数数的趣味性。第二首 ＯｎｅＦｏｒＳｏｒｒｏｗ是把数
字和扑克牌上的图案联系起来，组成一个数字序列

并赋予数字不同的意义。如果再结合插图念儿歌，

那么数数就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

除了单纯的数数，数数歌还往往涉及数字的计

算。和数数一样，这个计算的过程不是抽象的，而

是和具体的事物联系起来。例如中国儿歌 《数蛤

蟆》：一个蛤蟆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扑通
一声跳下水。／／两个蛤蟆两张嘴，／四只眼睛八条
腿，／扑通扑通跳下水。［２］３５４

这首儿歌是关于乘法计算的，计算蛤蟆身上的

器官数量。由于蛤蟆的嘴、眼睛和腿正好是成倍地

增加，所以儿歌巧妙地利用这个特点，把抽象单调

的乘法计算和蛤蟆联系起来，从而使计算过程生动

有趣，让儿童更有兴趣学习计算。

西方儿歌中关于计算的儿歌也颇有趣味。例如

Ｃｈｏｏｋ， Ｃｈｏｏｋ， Ｃｈｏｏｋ， Ｃｈｏｏｋ： Ｃｈｏｏｋ， ｃｈｏｏ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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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ｏｏｋ，ｃｈｏｏｋ，／Ｇｏｏｄｍｏｒｎｉｎｇ，Ｍｒｓ．Ｈｅｎ． ／Ｈｏｗ
ｍａｎｙｃｈｉｃｋｅｎｓｈａｖｅｙｏｕｇｏｔ？／Ｍａｄａｍ，Ｉｖｅｇｏｔｔｅｎ／
Ｆｏｕｒｏｆｔｈｅｍ ａｒｅｙｅｌｌｏｗ，／Ａｎｄｆｏｕｒｏｆｔｈｅｍ ａｒｅ
ｂｒｏｗｎ，／ＡｎｄｔｗｏｏｆｔｈｅｍａｒｅＳｐｅｃｋｌｅｄｒｅｄ，／Ｔｈｅｎｉ
ｃｅｓｔｉｎｔｈｅｔｏｗｎ．［３］７１这是和减法计算有关的儿歌，
计算的是小鸡的数量。针对 “Ｈｏｗｍａｎｙｃｈｉｃｋｅｎｓ”
的提问，母鸡先回答了小鸡的总数是１０只，然后
再进一步回答，１０只小鸡中有４只是黄色的，４只
是棕色的，剩下两只是红色带斑点的漂亮小鸡。小

鸡的出现以及不同颜色的区分，使计算过程更有吸

引力。正如 ＩｏｎａＯｐｉｅ所说： “Ｗｈａｔｐｌｅａｓａｎｔｅｒｗａｙ
ｔｏｌｅａｒｎｙｏｕｒｎｕｍｂｅｒｓｔｈａ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ｓｈｅｅｐｓ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ｓｂａｇｓｏｆｗｏｏｌ，ｏｒｔｈｅｅｎｕ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Ｍｒｓ．Ｈｅｎｓｄｉｖｅｒｓｅｌｙｃｏｌｏｒｅｄｃｈｉｃｋｅｎｓ．”［３］ （通过这
只黑羊分配它的装羊毛的袋子或者汉斯女士的不同

颜色的小鸡学习数字是更有趣的途径。）

其次，传播一定的日常生活知识也是中外儿歌

教育性的具体体现。中外儿歌涉及的知识范围较

广，包括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天文气象等方面。通

过儿歌的形式进行相关知识的传播，可以让儿童在

快乐中学习和把握。例如中国儿歌 《三月里》：三

月里，／桃花红，／桃子开花李子红，／李子树上挂
灯笼。［２］１５又如 《小白兔》：小白兔，真灵巧，／红
眼睛，白皮袄；／前腿短又小，／后腿长又高，／走
起路来蹦又跳。［２］９１这两首儿歌是关于动植物的。

第一首涉及果树的生长季节。在轻快的节奏中，儿

童可以了解到桃树开花和李树结果的时节。第二首

儿歌抓住了小白兔的突出特点和习性，通过简洁而

琅琅上口的文字传递给儿童。以儿歌的形式传播知

识，其趣味性远远超过了常规的知识传授。

知识的传播在西方儿歌中也是常见的。例如

ＩｍＡＬｉｔｔｌｅＴｅａｐｏｔ：Ｉｍ ａｌｉｔｔｌｅｔｅａｐｏｔ，ｓｈｏｒｔａｎｄ
ｓｔｏｕｔ；／Ｈｅｒｅｉｓｍｙｈａｎｄｌｅ，ｈｅｒｅｉｓｍｙｓｐｏｕｔ．／Ｗｈｅｎ
Ｉｓｅｅｔｈｅｔｅａｃｕｐｓ，ｈｅａｒｍｙｓｈｏｕｔ：／Ｔｉｐｍｅｕｐａｎｄ
ｐｏｕｒｍｅｏｕｔ！［１０］８６又如 ＦｉｖｅＬｉｔｔｌｅＰｅａｓｉｎＡＰｏｄ
Ｐｒｅｓｓｅｄ：Ｆｉｖｅｌｉｔｔｌｅｐｅａｓｉｎａｐｅａｐｏｄｐｒｅｓｓｅｄ，／Ｏｎｅ
ｇｒｅｗ，ｔｗｏｇｒｅｗ，ａｎｄｓｏｄｉｄａｌｌｔｈｅｒｅｓｔ．／Ｔｈｅｙｇｒｅｗ
ａｎｄｇｒｅｗａｎｄｔｈｅｙｄｉｄｎｏｔｓｔｏｐ，／Ｕｎｔｉｌａｌｌｏｆａｓｕｄｄｅｎ
ｔｈｅｐｏｄｗｅｎｔ……／Ｐｏｐ！［１０］８７第一首儿歌是介绍茶壶
的特点。如果结合插图，这首儿歌会更加有趣：一

只小熊右手叉腰，左手向上伸举，扮成一只茶壶的

模样。这有利于儿童去模仿，并在身体扮演的过程

中，更形象地了解茶壶的结构和用途。第二首儿歌

用生动活泼的语言以及拟人化的方式表现了豆子的

生长过程。最后一个拟声词的运用形象地写出了豆

子成熟的情形。

此外，知识的传播在儿歌中还包括天文气象方

面的知识。高深的天文气象知识在儿歌中往往表现

得形象而生动，便于儿童理解。例如中国儿歌

《月儿圆》：初一一根线，／初二看得见；／初三初
四像娥眉，／十五十六圆又圆。［２］２５３又如 《九九

歌》：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凌上走，／五九
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八十
一，／家里做饭地里吃。［２］１９７第一首儿歌通过形象而
贴切的比喻，告诉儿童月亮盈缺的变化以及变化的

时间。第二首儿歌是根据传统农历的时间突出不同

节气的气候特征、自然的变化以及人们的生产活

动，语言简练而富有节奏感。

西方儿歌通常也是借助具体形象的表达方式向儿

童传递有关气象的知识。例如ＲｅｄＳｋｙａｔＮｉｇｈｔ：Ｒｅｄ
ｓｋｙａｔｎｉｇｈｔ，／Ｓｈｅｐｈｅｒｄｓｄｅｌｉｇｈｔ；／Ｒｅｄｓｋｙｉｎ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Ｓｈｅｐｈｅｒｄｓｗａｒｎｉｎｇ．［１１］１９又如ＩｆＢｅｅｓＳｔａｙａｔ
Ｈｏｍｅ：Ｉｆｂｅｅｓｔａｙａｔｈｏｍｅ，／Ｒａｉｎｗｉｌｌｓｏｏｎｃｏｍｅ：／Ｉｆ
ｔｈｅｙｆｌｙａｗａｙ，／Ｆｉｎｅｗｉｌｌｂｅｔｈｅｄａｙ．［１１］２０这两首儿歌都
是通过具体的例子来解释相关的气象知识。第一首儿

歌以牧羊人的不同心情来解释朝霞和晚霞所预示的不

同天气。第二首儿歌以蜜蜂不同的行径来写天气的变

化，非常具体直观、浅显易懂。此外，对比手法的运

用也使知识的传播更加生动有趣。

第三，除了各种知识的传播，品格的培养也是

中外儿歌的教育性的共同体现。儿童的成长处于逐

渐社会规范化的过程中。中外儿歌通过生动活泼的

形式向儿童传输一定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观念，以促

成他们更好地走向社会化。儿歌中的品格培养主要

体现在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养成良好的习惯。例

如中国儿歌 《排排坐》：排排坐，／吃果果，／小小
肚皮吃勿多。［２］２５又如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

虫，／飞到西来飞到东，／想必肚中有蜡烛，／夜夜
点灯笼。／请你飞到我书房里。／照着我翻书好用
功。［２］３２这两首儿歌都是关于品质培养的。第一首

《排排坐》强调的是勿贪。贪是一种恶念，小贪则

会导致大贪。儿歌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写起，告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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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不要贪吃。第二首儿歌 《萤火虫》突出的是

勤奋，勤奋是一种优秀的品质。儿歌从常见的萤火

虫入手，由萤火虫写到照明，再写到用功读书，层

层递进，点明主旨。

西方儿歌同样注重对品格的培养，例如 Ｌｉｔｔｌｅ
Ｇｉｒｌ，ＬｉｔｔｌｅＧｉｒｌ：Ｌｉｔｔｌｅｇｉｒｌ，ｌｉｔｔｌｅｇｉｒｌ，／Ｗｈｅｒｅｈａｖｅ
ｙｏｕｂｅｅｎ？／Ｉｖｅｂｅｅｎｔｏｓｅｅｇｒａｎｄｍｏｔｈｅｒ／Ｏｖｅｒ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Ｗｈａｔｄｉｄｓｈｅｇｉｖｅｙｏｕ？／Ｍｉｌｋｉｎａｃａｎ／Ｗｈａｔ
ｄｉｄｙｏｕｓａｙｆｏｒｉｔ？／Ｔｈａｎｋｙｏｕ，Ｇｒａｎｄａｍ．［１１］３５这首
儿歌通过活泼有趣的一问一答的方式教育儿童要养

成有礼貌的好品质，即当接受别人的给予时，要及

时表达真诚的谢意。儿歌的三个问题环环相扣，最

末一句点出题旨。

有些西方儿歌会在儿歌的末尾明确地指出蕴含

在其中的教育意义，类似于 《伊索寓言》中对寓

意的点明。例如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ｎＯｌｄＷｏｍａｎＬｉｖｅｄＵｎ
ｄｅｒａＨｉｌｌ：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ｎｏｌｄｗｏｍａｎｌｉｖｅｄｕｎｄｅｒａ
ｈｉｌｌ，／Ａｎｄｉｆｓｈｅｓｎｏｔｇｏｎｅ，ｓｈｅｌｉｖｅｓｔｈｅｒｅｓｔｉｌｌ．／
Ｂａｋｅｄａｐｐｌｅｓｓｈｅｓｏｌｄ，ａｎｄｃｒａｎｂｅｒｒｙｐｉｅｓ，／Ａｎｄ
ｓｈｅｓｔｈｅｏｌｄｗｏｍａｎｔｈａｔｎｅｖｅｒｔｏｌｄｌｉｅｓ．［８］２８……Ｍｏｒ
ａｌ：Ｔｈｉｓｉｓｓｅｌｆｅｖｉｄｅｎｔ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ｉｓｔｈｅｖｅｒｙ
ｅｓｓｅｎｃｅｏｆｔｒｕｔｈ．Ｎｏｎｅｗｉｌｌｐｒｅｓｕｍｅｔｏ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ｔｈｉｓ．
（这一句是写在儿歌后面的寓意，体现儿歌的教育

性。意思是———寓意：这显然是一个关于诚实的例

子，没有人会去反驳它。）这首儿歌都在末尾点出

了寓意，充分显示了１９世纪以前西方儿歌的教育
性的特点。儿歌先是写了老妇人的住处以及日常生

活，增加儿歌的趣味性。最后一句是关键的句子，

写出了老妇人从不说谎的品性，从而告诫儿童要诚

实。正如 ＭａｘＶａｎＭａｎｅｎ和 ＢａｓＬｅｖｅｒｉｎｇ所说：
“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ｓｂｏｄｙ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ｎｏｒｍｓ，ｒｏｌｅｓ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１２］ （孩子身体的自
然成长不能和其社会心理的成长以及规范、角色和

习俗的社会化割裂。）促进儿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体现了是中外儿歌中品格培养的基本要求。好的

品质的培养是成人社会对儿童的一种基本的约束和

规范，是儿童被成人社会接纳的必然条件。

四

幽默性是中外儿歌的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中

外儿歌都源于传统的民间社会，幽默性一方面体现

了民众的智慧，另一方面又恰好契合和满足了儿童

的心理。因此幽默儿歌深受儿童喜欢。

首先，中外儿歌都不乏具有幽默色彩的儿歌。

例如中国儿歌 《一个星》：一个星，两个星，／天顶
上，挂油瓶；／油瓶破，两半个；／猪打水，狗烧
锅，／兔子洗手捏窝窝，／老鼠开门笑死我。［２］２３３又如
《金钱花》：金钱花，／十八朵，／大姨妈，／来接
我，／猪拿柴，／狗烧火，猫儿煮饭笑死我。［２］３１１这两
首儿歌在内容上有明显的相似，描写的场景滑稽可

笑。其实，两首儿歌写的都是日常的劳作。不过，

当这些劳作由动物来承担时，就显得荒诞而滑稽了。

西方儿歌中，幽默性的儿歌也是常见的。例如

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ＣｒｏｏｋｅｄＭａｎ：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ｃｒｏｏｋｅｄ
ｍａｎ，／Ａｎｄｈｅｗａｌｋｅｄａｃｒｏｏｋｅｄｍｉｌｅ，／Ｈｅｆｏｕｎｄｓ
ｃｒｏｏｋｅｄｓｉｘｐｅｎｃ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ａｃｒｏｏｋｅｄｓｔｉｌｅ／Ｈｅｂｏｕｇｈｔａ
ｃｒｏｏｋｅｄｃａｔ，／Ｗｈｉｃｈｃａｕｇｈｔａｃｒｏｏｋｅｄｍｏｕｓｅ．／Ａｎｄ
ｔｈｅｙａｌｌｌｉｖｅｄ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Ｉｎａｌｉｔｔｌｅｃｒｏｏｋｅｄｈｏｕｓｅ．［３］４２在
这首儿歌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弯曲的，包括人、动

物、钱币、房子等。这些弯曲、歪歪扭扭的东西放

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滑稽可笑的世界。不过，也

有人对这首儿歌做出了更加现实的解释。

又如ＦａｔｈｅｒａｎｄＭｏｔｈｅｒ：ＦａｔｈｅｒａｎｄＭｏｔｈｅｒ，／Ａｎｄ
ＵｎｃｌｅＪｏｈｎ，／Ｗｅｎｔｔｏｍａｒｋｅｔｏｎｅｂｙｏｎｅ；／Ｆａｔｈｅｒｆｅｌｌ
ｏｆｆ———！／Ａｎｄ Ｍｏｔｈｅｒ ｆｅｌｌ ｏｆｆ———！／Ｂｕｔ Ｕｎｃｌｅ
Ｊｏｈｎ———／Ｗｅｎｔｏｎ，ａｎｄｏｎ，／Ａｎｄｏｎ，Ａｎｄｏｎ……／
Ａｎｄｏｎ，ａｎｄｏｎ……［３］３１－３２这首儿歌以夸张的动作描写

营造出了滑稽幽默的效果。尤其是 ＵｎｃｌｅＪｏｈｎ一直
走、一直走、一直走的动作，显得尤为荒诞可笑。

其次，中外儿歌中都有一类特殊的儿歌形式充

分体现了儿歌的幽默性特点。在中国儿歌中，这类

儿歌被称为颠倒歌，在西方儿歌中则被称为 Ｎｏｎ
ｓｅｎｓｅＲｈｙｍｅｓ。颠倒歌主要通过逻辑、事理的颠
倒、错位来产生荒诞幽默的效果。例如 《稀奇稀

奇真稀奇》：稀奇稀奇真稀奇，／麻雀踩死老母
鸡，／蚂蚁身长三尺六，／八十岁的老头儿坐在摇车
里。［２］１３０又如 《东西街》：东西街，南北走，／出门
看见人咬狗，／拿起狗来打砖头，／又怕砖头咬了
手。［２］１３１再如 《扯谎歌》：自从未唱扯谎歌，／风吹
岩石滚上坡。／去时看见牛生蛋，／转来看见马长
角。／四两棉花沉了水，／一副磨子泅过河。［２］３０７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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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首儿歌是典型的颠倒歌，其突出特点是推翻常规

的逻辑，建立起一个颠倒的世界。例如 “麻雀踩

死老母鸡”“人咬狗”“牛生蛋”等等都违背和颠

覆了事物的常理和人们正常的逻辑思维，因而显得

荒诞不经、滑稽可笑。

Ｎｏｎｓｅｎｓｅ在西方历来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在
１７世纪， “Ｔｈｅｗｏｒｄ‘ｎｏｎｓｅｎｓｅｗａｓ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ｌｙ
ｕ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ｌｓｅｎｓｅｏｆｆｉｒｓｔＯＥＤ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Ｔｈａｔ
ｗｈｉｃｈｉｓｎｏｔｓｅｎｓｅ；Ｓｐｏｋｅｎｏｒｗｒｉｔｔｅｎｗｏｒｄｓｗｈｉｃｈ
ｍａｋｅｎｏｓｅｎｓｅｏｒｃｏｎｖｅｙａｂｓｕｒｄ ｉｄｅａｓ．’”［５］１６６。
（“ｎｏｎｓｅｎｓｅ”这个词最初在牛津字典中的字面意思
是：“没有意义”，说的或者写的词没有意义或者

表达荒诞的想法。）也就是说，在 １７世纪牛津英
语字典中，从字面上理解，ｎｏｎｓｅｎｓｅ即没有意义、
没有意思，或者传达一种荒诞的想法。那么，ｎｏｎ
ｓｅｎｓｅｒｈｙｍｅｓ可以理解为不表达任何意义的或者表
达荒诞想法的儿歌。其中，以具有荒诞幽默色彩的

儿歌居多。例如 ＡＤｉｌｌｅｒ，ＡＤｏｌｌａｒ：Ａｄｉｌｌｅｒ，ａ
ｄｏｌｌａｒ，／Ａ ｔｅｎｏｃｌｏｃｋｓｃｈｏｌａｒ，／Ｗｈａｔｍａｋｅｓｙｏｕ
ｃｏｍｅｓｏｓｏｏｎ？／Ｙｏｕｕｓｅｄｔｏｃｏｍｅａｔｔｅｎｏｃｌｏｃｋ，／
Ｂｕｔｎｏｗｙｏｕｃｏｍｅａｔｎｏｏｎ．［１１］１０又如ＪｅｒｒｙＨａｌｌ：Ｊｅｒｒｙ
Ｈａｌｌ，／Ｈｅｉｓｓｏｓｍａｌｌ，／Ａｒａｔｃｏｕｌｄｅａｔｈｉｍ，／Ｈａｔ
ａｎｄａｌｌ．［１１］３５这两首ＮｏｎｓｅｎｓｅＲｈｙｍｅｓ都表达了荒诞
的思想。第一首儿歌属于正话反说，因为１０点是
早于中午 （ｎｏｏｎ）的，那个十点先生 ｔｅｎｏｃｌｏｃｋ
ｓｃｈｏｌａｒ通常是十点到达，可是现在是中午到达，
儿歌里却问他为什么来得这么快。这个违背时间逻

辑的问话造成了儿歌的幽默效果。第二首儿歌运用

极其夸张的手法表述了一件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

的事情而显得荒诞不经。再看 ＩｌｌＴｅｌｌＹｏｕａＳｔｏｒｙ：
Ｉｌｌｔｅｌｌｙｏｕａｓｔｏｒｙ／ＡｂｏｕｔＪａｃｋａＮｏｒｙ，／Ａｎｄｎｏｗｍｙ
ｓｔｏｒｙｓｂｅｇｕｎ；／Ｉｌｌｔｅｌｌｙｏｕａｎｏｔｈｅｒ／ＯｆＪａｃｋａｎｄｈｉｓ
ｂｒｏｔｈｅｒ，／Ａｎｄｎｏｗｍｙｓｔｏｒｙｉｓｄｏｎｅ．［５］１７９这首 ｎｏｎ
ｓｅｎｓｅｒｈｙｍｅ和前两首有所不同，它的幽默并不是
来自于其荒诞的主意，而是在于它的表达毫无意

义。正如ＡｌａｎＷａｔｔｓ所说：“Ｉｔｓｈｕｍｏｒｄｏｅｓｎｔｃｏｎ
ｓｉｓｔｉｎａｎｙｔｈｉｎｇｔｈａｔｉｔｍｅａｎｓ，ｂｕｔｒａｔｈｅｒｉｎｗｈａｔｉｔ
ｄｏｅｓｎｔ．”［１３］ （它的幽默不在于它表达了什么，而
恰恰在于它没有表达什么。）也就是说，正是儿歌

的无意义表达造成其幽默的特点。

综上所述，中外儿歌，尤其是传统的中外儿

歌，尽管受到不同文化、审美、地域、民族等各种

因素的影响而在具体内容上存在着千差万别，但是

两者仍然呈现出明显的共性。这既说明了文化、文

学之间的共性，同时也表明了儿歌的本质特征。

（本论文是作者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在美国马凯特大
学访学期间的一个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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