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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情怀的表达与呈现

———孙晴峰童话的间性意识

张　瑞
（浙江师范大学 儿童文化研究院，浙江 金华 ３２１００４）

摘要：童话不仅要以奇异的幻想吸引孩子的目光，还要用深邃的含义浇灌孩子的心灵。孙晴峰就是这样一

位拥有这种表现深度和创建意蕴的功力的童话作家。她的童话不乏引人的悬念与想象力，而又在平实自然

的叙述中展现情节，自然而不失文字之美，深刻却不晦涩难懂。在她的童话中蕴含着对生命哲学的思考、对

人的价值与存在的追寻、自我认同与他者目光的探寻，以及对待童真生命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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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晴峰是台湾当代童话作家，其童话集主要有
《甜雨》《魔蛋》等，她的童话简洁机灵，富有巧思，在

深入浅出中铺陈故事。现实与非现实的交叉、小说与

童话的互融技巧……使她的童话形成独树一帜的风

格：自然而不失文字之美，深刻却不晦涩难懂。［１］１４８儿

童文学界前辈林良先生称赞孙晴峰：有一支出色的童

话笔，她不需要笨拙的解释，一下笔就把读者带领进

一个属于童话的世界。作者也曾在童话集《甜雨》自

序中提到自我对创作童话的期许：希望能使作品在固

有的想象之外，更增深刻，又能自然。［２］她的童话读起

来的确自自然然，又能给人以回味和思考，其中可以

感受到她对生命价值和生存意义的解答，尤其是对童

真生命个体的深情凝注；可以感受到她自称为“反童

话”的童话中对生命平等自主的呼唤。

“间性”理论主要的哲学基础是主体间性。主体间

性是西方现代哲学家对人类的生存境遇和生存意义的

重新阐释。其直接生成背景是西方主体性思想所遭遇

的难题之一———对“他我”的确认问题。［３］３２继胡塞尔最

早提出“交互主体性”问题之后，海德格尔从“交谈”的

范畴，拉康以“镜像理论”提出自我概念的形成，哈贝马

斯从多维的生活世界的阐释、交往理性等方面提出了

自己的间性认识，丰富并发展了主体间性的哲学思想。



治理。随着中国发展对外依存度的不断提高，今后

应注重外向型治理，以一种开放性的视角来看待边

疆及边疆治理，使得陆地边疆成为“引进来、走出

去”的重要通道。

（三）增强治理能力

中国陆地边疆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是一个有

机整体。其中，治理体系是陆疆治理的组织、制度架

构，治理能力是治理体系发挥作用的表现。另外，具

有稳定性、创造性的治理能力可以从“软件”方面有

效推动治理体系的完善。

第一，明确治理职能。陆疆治理的主体是政府，而

政府职能则框定了治理能力的基本内容和发展方向。

陆疆治理能力不是随意设定的，它是由政府承担的职

能来决定和规定的，它与政府职能具有对应关系。因

此，只有明确了政府在陆疆治理中的职能，才能够确定

着力点，并以最有效的方式运用治理资源。明确了政

府的基本职能，就明确了增强治理能力的方向和范围。

这也是为了更准确地把握政府和社会、市场的关系，在

治理能力建设方面跳出“大政府”与“小政府”的讨论框

架，从而构建一套“有效政府”的治理体系。

第二，强化治理权威。治理能力的基础在于治

理权力，而所谓治理权威则是治理权力的合法化。

韦伯曾将权威划分为传统型、魅力型和法理型三种

类型。然而在现实政治中，政府治理的有效性也同

权威密切关联，这种权威类型可称为绩效型权威。

我们在此讨论强化陆疆治理权威，主要指法理型和

绩效型的权威建设。治理权威越高，其对社会公众

的号召力以及政治动员能力就越强，汲取治理资源

的能力也就相应增强。

第三，拓展治理资源。陆疆治理需要以治理资

源作为支撑，因为只有占有丰厚的治理资源才能够

支付治理成本，保障治理体系的正常运转，积聚力量

巩固边疆、发展边疆。离开治理资源的支撑，不但缺

乏治理边疆的能力，还会使得边疆治理丧失可持续

性。具体来说，这些资源包括权力资源、财政资源、

人力资源、文化资源、制度资源、信息资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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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家学说虽言说不同，但共同的理论旨趣都在于从思

想上突破了单一主体的局限，将目光转向主体间的关

系范畴，在间性中追寻存在本身。［３］３２

儿童文学有着与成人文学迥异的主体间性之内在

属性。主体间性意识创作者把文本中的主体看作与其

他对象主体共同存在着，从而建立一个相互主体之间

的生活世界，把对人的理解以及对人的生存境况的凝

视作为文本中始终贯穿的意识。儿童和世界主体间性

的建构可以概括为下面几个层次：儿童和自然、万物的

间性关系、儿童世界内各主体之间的间性关系、儿童和

成人世界（社会）的间性关系。［３］３３“童话文体因其超现

实的审美属性而将审美对象更多投射于人之外的万

物，所以它关于生命主体间性的开掘形态便更为丰富，

更富想象力与创造性的表现力。”［４］１６７孙晴峰的童话创

作在极富童真的想象逻辑与童年视景下，在生命之间

的各种关系和形态中做着自我的探试。

一、童真世界中生命形式的呈现

“童话幻想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它是超现实的，

幻想世界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但透过表象看本

质，我们又会发现，在这些奇异的世界中又处处闪耀

着现实社会的折光，渗透着现实生活的哲理和思想

情感。”［５］孙晴峰把现实中的人生体验与生命认识

寄寓在其童话作品之中，让读者品味、思考自我与他

人、世界与人生。作为一种阅读体验，融入孩子以后

的生命中，随生命成长释放，在成长的过程中必定会

在其自我的阅读世界中体悟生命个体存在的价值或

者找到通达生命困惑的道路。在这些童话中漫步，

你会发现童年的生活世界是多么地丰富而深刻、完

整而自足，充满着勃勃生机，同时孩子们所创造的生

命意蕴与自我存在价值是多么地值得欣喜和深思。

在童真视野下探问生命与他者生命之间、自我与世

界之间的关系，精心用故事结构去再现真实的生活，

这可以说是孙晴峰童话故事的基本思路。

惠特曼有一首这样表现孩子的诗歌：有个天天

向前走的孩子／他只要观看某一个东西，他就变成了
那个东西／在当天或当天某个时候那个对象就成为
他的一部分／或者继续许多年或一个个世纪连绵不
已。［６］我们所熟悉的世间万物都可以参与孩子的生

命体验，成为孩子生命中的一部分，从惠特曼的诗里

面我们可以感受到天然自在的童年间性和自足自由

的童年生命状态。生命意识包括对生命的理解与肯

定、尊重与呵护，也是个体生命对自我存在的价值意

义、自我与他者、世界的关系的体认和领悟。孙晴峰

童话中对生命意识的审美表述渗透了主体间性的意

识。在童真的视野下，生命是如此丰盈、有趣而且满

怀着单纯而又哲理性的思索。

《肚脐眼梨》［１］１表现了生命被无限地包容和对

生命的关怀。“我”所在的小镇最近常有地震发生，

而且登革热流行。在大扫除的过程里，“我”发现了

个大秘密，原来，一个大水坑正好在地母的肚脐眼

上，里面灌上了雨水，又生了虫子，在里面乱动。地

母觉得好痒，当然就忍不住全身颤抖了。“我”帮地

母解决了这个大问题，而且还无心插柳地种出了

“肚脐眼梨”，味道出奇地好。这种在日常生活中的

奇妙想象是童话创作的必要，孙晴峰的可贵之处在于

她的童话中的表现深度和创建意蕴的功力。《肚脐眼

梨》中地母的生存出现困境是人类的一系列活动造成

的，小男孩是作为人类、作为“拯救者”来帮助地母脱

离困境，也使地母包容万物、孕育生灵的本质功能得

以恢复，展现了生命的重生带来的惊喜。“地母”被

视为“万物之母，大地母亲”，孕育万物生灵，作者巧妙

地把登革热和地震的频发想象成地母因肚脐眼被人

类破坏而发痒颤抖造成的，同时也巧妙地展现了孕育

万物的自然与人类相生相成的关系。

孙晴峰童话不仅关注与关怀着生命的存在，还

思考着生命的存在形式与价值意义。《鸽子的故

事》［１］７５就传达出了生命破蛹而出的壮丽。在未来

的某一年，由于交通日益堵塞，人们发现飞鸽传信是

更便捷、更快速实惠的资讯传递方式。阿里是一只

从小接受严格传信训练的信鸽，它在确定目的地之

后能立刻辨明方向，找出捷径，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任

务，最为主人引以为傲。得到这么多的赞美和羡慕，

阿里自己并不快乐，在简单重复的工作中，阿里追求

的是高超的飞行技巧，但它有渴望翱翔在无垠的天

空、渴望自由、尝试别样生活的梦想。在一个阴雨

天，阿里迷失方向，来到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

这里的鸽子失去了飞翔的能力，但却学会了种田，自

食其力、自由自主地生活。阿里很快便喜欢上了这

个风景安宁优美的农庄和它的友善和平的新朋友

们，也第一次尝到了自由自主的甘美。但是阿里高

超的飞行技巧对种田的鸽子们却是没有帮助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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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它最擅长的技能无法发挥，最心爱的翅膀反成

了累赘。在他心灰意冷决定不告而别的时候，发现

这里的鸽子们都有飞翔的梦想，阿里就留下来以它

的特长为大家做一些零散的事情，同时勤练飞翔，试

验各种飞行技巧，生活安详而快乐。有时它也有不

满足的地方：以前的生活虽有千种不自由，不快乐，

但是它最擅长的，正好也是最被看重的本领。在农

庄里自己真正的价值没有被体现出来，也没有被大

家认可，他的进步也不会被外面的伙伴知道。最后，

阿里明白了对自我的认知才是最重要的，他的努力

和坚守、进步和快乐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从作者对生命存在的思索与探寻中，我们也可以

看到其创作中的自觉的现代性诉求，现代社会人们的

生活空间越来越窄小，时间越来越紧缩，被生活中各种

事情牵绊，渴望追求一种新的生活状态，就像阿里一样

想着要改变一下，以使自己的生命重新注满新鲜活力。

现代人的这种希冀其实也是源于对生命该怎样更加以

理想状态存在的内心诉求，生命不仅仅是一个过程，更

是一种探索，虽然作品中对阿里的未来没有给出传统

童话的圆满结局，但拥有这样一份对自我的澄明的认

知，生命也就不会太单调无味。正如黑格尔所言：不同

他人发生关系的个人不是一个现实的人。通过在不同

的环境中，与不同的群体相处，阿里从而也对自己的生

活有了新的认识、新的定位与方向，终于体悟了包裹在

“形式”里的间性生命存在的真谛。

《鸟种》［１］３３中的小男孩中中得到了小阿姨给妈妈

寄来的生日礼物———Ｂｉｒｄｓｅｅｄ，他觉得里面一定装着
会长出鸟的种子。中中把种子种下去，认真地照料、耐

心地等待……中中的鸟种开始发芽、生长，中中想象着

鸟儿是怎么长出来，但鸟种却长成了一株植物，结了小

穗子。原以为希望破灭，但鸟种给了中中一份满意的

答案，一天早晨，一大群麻雀聚集在鸟种上，有的在啄

小穗子，有的在花坛上跳。中中明白了：原来鸟种要先

长出植物，再吸引鸟来呀！小阿姨的信中说：那些种子

不是种鸟的，而是给鸟吃的种子。中中则认为：也许美

国人比较笨，不知道像我一样去种鸟呢。中中的天真

和坚持赋予了鸟种以一种美好的新生，盈盈的生命情

怀充溢其中。在孩子的世界中，生命与生命之间，都倾

注了他们相同的情感，没有贵贱，不分高低。

书上的字本来是不会移动的，具有永恒存在着

的属性。在《冬冬的秘密》［２］５７中，字却是有情绪、有

自我意识的，最后它们还成了冬冬亲爱的字朋友。

生命竟可以如此形式多样、稀奇古怪。生命间的融

通与共存是必然的，主体间性获得的必需途径在于

交互主体性的尊重。［７］书本上的字大逃亡是因为冬

冬讨厌写字，不愿意看到字，冬冬还会把字写得歪鼻

斜眼，甚至还有残废的。字的集体逃亡也使冬冬懂

得了对他人、为他人要葆有一颗彼此尊重的心。冬

冬最终写出了漂亮的字，也和字家族成了好朋友。

在孙晴峰的其他童话中也随处可见生命形式的

展现与探索。《奇奇与魔蛋》中生命的蜕变；《小红》

表现了“你就是你自己”的人生哲理，显现了一种生

命力度；《莫小弟和兔子》中生命的消逝与新生是互

相依存着的；《蛀牙风波》暴露了人性的阴暗面，暗

示生命的原色有所改变……这些童话在理解个体存

在的意义、关注生命的厚度和深度、飞翔心灵世界的

自由等方面，都是以间性关系去看待生命与生命、自

我与他者，以童真的视角诉诸充满美好、希望和良善

的理想世界，在对理想间性存在的肯定中，内里又蕴

含着深刻的哲理性和社会批判。

二、自我认同与他者目光

“童话故事最初的吸引力可能在于它能取悦孩

子，但它的魅力持久不衰，则是因为它能帮孩子处理

成长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内心冲突。”［８］１１童话故事把

人的基本困境直接呈示在儿童眼前，而它同时也提

供给儿童一个自己的舞台去演练内心矛盾与冲突。

孙晴峰的童话在对人生的细致观照和对生存境

遇的深刻体悟等方面，主要呈现为两方面的探求：一

是呈现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揭示人与自我、人与人、

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与不平衡；二是寻求解决生

命困境的理想方式。从这些童话中我们可以发现这

么一条轨迹：从描述童话主人公的外在认知或内心

困境开始，然后通过外界的成长引路人结合自我认

识的深化找到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深刻的主题却

以轻逸之笔表述，不失轻盈、幽默，对生命形式的哲

学思考和对美好生活状态的憧憬共同构成了孙晴峰

童话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世界。

生命外在形态均以“个体”形式存在，于是作为主

体意识的“自我”首先便成为“个体”价值追寻的全

部。［４］１６８任何年龄阶层的阅听者参与童话故事的旅途，

都是解决自身冲突的过程，也是分裂自我与重要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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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大和解”的重要里程碑，［９］童年时期童话的阅读

之于孩子更是如此。在孙晴峰童话中，我们可以读到

童话角色对于自我身份、自我存在的追问、辨别与确认

的心理与行为，这里就涉及“自我认同”问题。

《玻璃鱼的心》［１］２１里讲的是玻璃鱼在认识到自

己和别人不一样之后寻求自我的故事。玻璃鱼生下

来的时候就全身透明，身体里的构造，可以看得清清

楚楚。他的心事都会通过自己心的颜色暴露出来，

没有一点儿秘密，还会遭到其他小鱼的嘲笑。当妈

妈给他讲了他出生时的故事，他便对自己有了一个

新的认识：“说不定，我是那滴眼泪变的呢！小丑鱼

永远也不会猜不透我的心。”结尾给人以震撼，再下

回，碰上别的鱼嘲笑他的时候，玻璃鱼便说：“你有

一颗坏心吗？不然为什么要藏起来，那么难猜？”

这篇童话中困境的设置方式是对自我认知的寻

求。在自己和他者不一样的时候，玻璃鱼便产生了自

我认同的困惑。在法国著名哲学家拉康的理论中，镜

像阶段是一个主体心理发展的关键时刻，人是通过

“他者”建构自我的。在拉康看来，“人在看自己时也

是以他者的眼睛来看自己，因为如果没有作为他者的

形象，他不能看到自己”［１０］。故事一开始，玻璃鱼的

透明就成为人们辨识的重要标记，周围的小鱼一直是

作为一个潜在的理想形象存在，和这个理想的形象相

比，玻璃鱼开始认识到自身和他者的不同，对自己的

身份和存在产生了怀疑。在玻璃鱼急于寻求自我认

同的过程中，鱼妈妈是作为成长引导者出现的，她的

故事消解了玻璃鱼对自己身份的困惑，对自己进行重

新定位，抛弃了过去的自我认同危机。

《两个泥团》［１］５３中，一团白泥，因畏惧一千两百多

度火的烧塑，而跳入一团自告奋勇愿意保护自己的黄

泥体内，接受黄泥的保护。二泥合为一体捏塑成一个

人，只是太厚的厚度会因受热不均而裂开，最后主人李

凡仍将白泥挖出，做成姑婆芋的叶子，这样白泥反成了

黄泥人挡雨水的保护者。这里白泥黄泥均是一个人的

形象，拥有主体性，不是强弱有别，弱者得接受强者的

保护，而失去作为“人”的形状，仅仅强者具有人形外

相，弱者却隐身在后，看不见自己的身形。白泥依赖在

黄泥的庇护下，不但不是它的支柱，反而是妨碍。各自

拥有成长的自主性，并不会让情况变糟，反而各自保有

原形，更相得益彰。当白泥能够客观地看待自己并协

调自己对外部的感知与内心的感受时，其自我认知也

便完成了，白泥和黄泥各自找到了自我价值，理想的间

性状态务求解决的是“他人”问题，这里让我们知晓了

关于他人、对他人、为他人的人生哲学。

《小红》［２］１６５揭示了只有认识自我，把握自我的

生命本质，才能认清自己所在的类属性和自我个性，

增强生命力度，进而超越自我和认知困境。小红是

红色的皱纹纸，从出生时自己一直是工厂里大家称

赞的中心，而被送到书店，其他纸总是嘲笑她的皱

纹，为她的不幸感到悲哀，使她很不开心。在这里小

红对自己本身产生了怀疑，家人、朋友不在身边，好

像掉进了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在同伴的簇拥强迫

下，她决定要把自己压平。在努力把自己压平的过

程中，她想起妈妈的话：“我们皱纹纸的特色，就在

这身漂亮的皱纹，你可要小心保持着，别变得平平坦

坦，像那些平凡的纸一样了。”而且小红注意到，那

些褶皱再怎么压也还是会有痕迹，并认识到自己和

其他纸本来就不一样，即使压得再平，也还是不一

样。于是她又将自己一点点折起来，让大辞典把她

压成原来的样子。最终它成了小男孩送给妈妈的康

乃馨，半红半白，代表小男孩对两个妈妈深深的爱，

皱纹纸也实现了其自我价值。在这里，皱纹是小红

这一类的类本质，小红认识了自我，并坚持了自己的

生命本质，表现了“你就是你自己”的人生哲理，显

现了一种生命力度。“自我”性是世上任何一个个

体都不会轻易放弃的追求，小红在孤独的周遭环境

中品味了“单独者”的人生体验，然而苦闷最终诉诸

的还是“他人”范畴，它达成了小男孩送给两个心爱

的妈妈礼物的愿望，作者以巧思构筑童话情节，交代

出小男孩特殊的境遇与心意，因着小男孩表达内心

情感，皱纹纸的自我性被凸显，同时它作为弥合小男

孩内心爱的载体，也体现了间性生命存在的真谛。

成人形象及其与儿童的关系是创建儿童文学世

界需要关注的基本问题，也是最能体现一个儿童文学

作家儿童观和儿童文学观的主要价值视维。［７］孙晴峰

的儿童观始终是以为儿童本位的，在面对自然本真的

童真世界时，也更为自觉地认识到影响儿童与成人

“之间”关系的节点，是成人对孩子有意无意、约定俗

成的威权。作为儿童成长过程中存在的“他者”，需

要协助“主体”获得自我，人与自我的关系和对自我

的认识无法自然地建立起来，“他者”在理想、和谐的

主体间性形成过程中也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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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晴峰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与大人在

交往中逐渐步入了和谐的主体间性关系。《中中的

外星人》《甜雨》中都涉及成人在孩子世界中强权的

呈现。美术课上，中中笔下的外星人是一团漆黑，但

仔细看时纸上有许多形状不规则的刮痕，露出黑色

下面埋藏的不同颜色，像小小的彩块浮在黑色的大

海里，非常与众不同，可是他的画却没有得到老师的

喜欢。中中对自己的画有自己的解释：外星人为什

么一定是科幻电影或漫画里的样子呢？我想，在黑

洞里有一些东西，像泡泡一样，看不见他们，但是它

们在的地方便去掉一点黑暗，露出其他的颜色来。

我们为中中天真而又美妙、特异的想象惊喜，中中期

盼着得到老师的欣赏却还是被老师以成人的自我认

知和权威来判定他的画，最终失落的中中在妈妈耐

心的发现和开导下，心情又欣喜起来。《甜雨》中乔

诚在雨是不是甜的问题中倍感纠结和委屈，后来爸

爸妈妈和他一起做了吃雨实验，雨虽然不是甜的，但

爸爸妈妈相信乔诚没有撒谎，他们不以成人式的经

验和判断观点来审视孩子所说的话，愿意以实证的

角度来了解整件事情。而训导主任和老师却以自己

所掌握的“科学知识”理所当然去否定孩子所相信

的，非但没有解开乔诚内心的疑惑，反而让他更加不

知所措。这两篇童话展现了理想的成人形象（家

长）和强加权势的不和谐的成人形象（学校老师、领

导），成人对儿童的自我想象和满足被打破，看到了

孩子世界中的斑斓和难能可贵的真纯，而儿童在和

不同的“他者”交往中，走出自我内心的困惑，发现

生命的欢欣和生活的美好。

三、生命情感的颠覆性书写

“这些年来，重读、改写童话或神仙故事的行

为，并非只是为了怀旧的乡愁或心灵的考古，更重要

的是经由重述故事为桥梁，从多元文化回向人类处

境，进而反思打造自我与他人的新关系。”［９］孙晴峰

对传统童话的颠覆，加入现代社会价值与反映社会

现象等，丰富了童话的题材，拓展了童话的视野，更

重要的是其中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新解和反思。

家喻户晓、悠远传承的灰姑娘和睡美人故事原

型为孙晴峰创作提供了情节结构。她创作了《阿谢

与小春》《鞋盒的秘密》《陆小与乔大》《蛀牙风波》

《新潮皇后与魔镜》等富有颠覆性的文本，这些作品

被作者自己称为“反童话”的作品。从白雪公主、睡

美人到灰姑娘，故事都遵循着父权文化下建构的性

别秩序，即公主只有依靠王子的拯救才能重获新生，

实现其价值；女性总是处于弱势的、被动的地位，

“灰姑娘情结”使她们面对困境时所做的就是等待，

缺乏个体自觉与自主性，她的形象是用来参照或映

衬男性的强势与主动。

孙晴峰从改写经典童话入手，以“旧瓶装新酒”的

解构方式，使得传统童话中的公主突破惯性思维的古

老框架，飞越时空来到现代而重生，有着令人瞩目的解

构功力。在这些颠覆了的形象中体现了一种反传统的

意识，主人公拥有了自我的爱情观，呈现出女性的聪慧

勇敢，彰显了童话里浓厚的生命情怀和自主意识。

《阿谢与小春》［２］７９的故事是这样的：阿谢是一位

传统的童话国王的三儿子，国王按照传统让他去解救

一位公主，可是阿谢只会唱歌、跳舞、笑和游戏，他不

会射箭、不会骑马也不爱读书，而且还有点幼稚无知。

父王就为他画了一张去城堡的地图，还把破解魔法的

方法和逃跑的路线也给他写清楚了。半路上地图被

弄丢了，他走错了地方，来到另外一个古堡，看到一个

女孩，她叫小春，因为无聊就想和王子一起去救公主。

可是，女巫告诉他们，公主已经被另外一个王子救走

了，女巫对公主被救走感到很开心，因为那个公主就

会吃东西，什么也不会做。找不到公主的阿谢忧愁起

来，小春告诉他，其实自己也是一位公主，是一个小小

国的公主，要自己烧饭洗衣。巫婆认为这符合童话的

传统，于是阿谢和小春就幸福地在一起了。

《阿谢与小春》彻底颠覆了传统童话中王子救公

主的情节模式。首先，王子阿谢没有童话中王子一贯

的威武和勇敢形象：他长了一张甜甜的圆脸，眼睛是

新月的模样，永远是笑眯眯的。不会用剑，边走边唱

歌边吹口哨，把干粮分给一路上的小动物吃，更严重

的是他会迷路，不知道怎么解救公主。反过来，小春，

一位又小又穷国家的公主，不但不是金枝玉叶模样，

还事必躬亲，自己烧饭洗衣。具备生活自理的能力，

在阿谢王子迷路，干粮吃尽的危难时刻，小春采集野

果子、野菇和嫩叶，找来打火石，烧干草煮饭；用干草

铺床取暖和睡觉，拔野芋枝叶来遮雨，俨然一位聪明

能干的公主。这样的改写松动了男强女弱的性别二

元论，刚柔并济的性别流动，多了异质的可能与包容。

阿谢可以呈现较为脆弱、感性、温柔的一面，小春则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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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温柔体贴和解决问题、坚强独立的个性，是一位具

有独立自主意识的现代公主。而其中王子和公主的

形象和性格的颠覆体现了作家自我革新的文化意识，

也给作品中主人公的生命情感注入了现代性意识，让

人感受到现代生活世界的平等与自主，丰富与美妙。

《陆小与乔大》［２］１０５和《鞋盒的秘密》是对《灰姑

娘》童话的解构。《陆小与乔大》中，王子和侍卫乔

大终于找到了舞会上留下玻璃鞋的陆小，要娶灰姑

娘陆小为妻，灰姑娘陆小却坚决反对此种盲目、被动

的婚姻，反而质问王子为什么要跟她结婚？王子回

答因为她漂亮，陆小认为王子不了解她的个性和才

能，并不想这样嫁给他。陆小对人及人生有了更高

层面的追求，财富、英俊并不能满足她的生命选择，

她更看重的是智慧、见识和对待生活的态度和能力。

故事也不是灰姑娘原版的“幸福地在一起”的结局，

而是体现了陆小作为一个女子独立自主意识的觉

醒，对爱情和婚姻关系有自己的想法，在这里，只会

跳舞的王子无疑是被嘲笑的对象，赞扬的是像陆小

和乔大那样智慧的底层民众。［１１］

《鞋盒的秘密》［２］９１中，王子捡到灰姑娘的玻璃

鞋，但是，当仙女的魔法消失时，王子手中的灰姑娘

的玻璃鞋也慢慢地消失。王子决定一定要找到那个

和他跳舞的女孩，如果谁能拿出来另一只脚的鞋子

和女孩留下的鞋子一模一样，谁就是他的新娘。于

是，全国上下都开始一场做鞋子的运动，谁都想碰碰

运气，其中小晴对鞋子的研究发展最热心，她的鞋子

总是设计得又多又好。小晴的鞋子深受非洲公主桂

桂的喜爱，这也激发王子的经商意识，他将全国的鞋

匠组织起来，用企业方式经营管理，为自己的国家赢

得了“鞋子王国”的美称。此外王子还发现了小晴

的才能，在与小晴的接触中，他爱上了小晴。在他们

准备结婚的那一天，一只空空的鞋盒子被送到王子

身边，王子在经历了惊喜、矛盾、无奈与痛苦的各种

情绪后，最终还是选择了在现实生活中一直陪伴他

的小晴。婚后的生活并不如童话的传统结局，他们

共同经历生活中的欢笑、讨论、冷战、和好，从中学习

成长。这里王子形象走出单调的英雄路线，展现出

其接近真实生活的一面，王子没有依照传统和公主

在一起，而是自主决定自己的幸福，他要的不仅是美

貌而是智慧和心灵的相通；小晴也是依靠自己的努

力、勤奋和聪慧得到了幸福。

孙晴峰的改写使身处宫廷的公主具有勇气与生

活智慧来自我拯救，甚至可以反过来解救王子于困

境之中，在这种解构思想背后隐含着个体对人生的

选择，由被命运主宰转而把握命运，彰显了女性内心

深层对自我的探寻以及生命自主意识。在生命情感

方面可以说是改写了自我与他人的新关系，爱情是

“间性”范畴中重要的一种，爱情的观念要求个体克

服单子式的孤独状态，意味着在真正的两人世界的

相互联合中实现超越性的精神价值。［３］３７经改写的

童话里两性在婚恋中的观念已和原版传统童话故事

大大不同了，不再像传统童话中的公主那样被动接

受和等待幸福来临，这里女性往往有着平等理性的

爱情观，在与爱人相处中追求精神层面的契合，灵魂

的互融互恰，生命的自主与自由，她们是通过自我的

能力和努力构建着生命中“爱”的童话。在追求生

命本真存在的同时，生命之间也进入理想的对话状

态，体现了爱的主体间性存在哲学。

四、结　语

童话带领读者遨游、飞翔，去领略内心世界和外

在世界的风景，让读者感受其中味，品味其中意。孙

晴峰童话中充溢着的生命情怀带领我们走进她的童

话世界，走近她的生活，感受童话幻想中的现实体验

以及间性意识：个体对自我生命的确认、接纳和喜

爱；对生命情感、生命意义的肯定、沉浸和欣赏；对他

者生命乃至整个生命世界的包容、关怀与珍惜……

创作中的间性意识使孙晴峰的童话更加有人文关怀

精神，从当代整个童话创作的状况看，这种意识是利

于童话范式的转变和发展的。主体间性哲学对儿童

文学的意义在于可以让写作者和研究者摒弃原有的

线形继承、替代或更替的一元论范式观，而采用多元

共生、多话语共展并存的“众声喧哗”的新范式观和

话语观来反思中国当代的童话创作。［１２］人的终极价

值支撑不在自我的生命内部，而存在于生命之间，间

性意识更注重生命之间的交流、对话与成长，童话创

作中的这种意识的贯穿使童话本身抵达生命的根

性，内里闪现出清澈、透明的生命质地，从而通过童

话穿透对生命与生活本质的理解，也是对童话文本

意义与文体价值的发掘与体认。

（下转第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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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随着中国发展对外依存度的不断提高，今后

应注重外向型治理，以一种开放性的视角来看待边

疆及边疆治理，使得陆地边疆成为“引进来、走出

去”的重要通道。

（三）增强治理能力

中国陆地边疆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是一个有

机整体。其中，治理体系是陆疆治理的组织、制度架

构，治理能力是治理体系发挥作用的表现。另外，具

有稳定性、创造性的治理能力可以从“软件”方面有

效推动治理体系的完善。

第一，明确治理职能。陆疆治理的主体是政府，而

政府职能则框定了治理能力的基本内容和发展方向。

陆疆治理能力不是随意设定的，它是由政府承担的职

能来决定和规定的，它与政府职能具有对应关系。因

此，只有明确了政府在陆疆治理中的职能，才能够确定

着力点，并以最有效的方式运用治理资源。明确了政

府的基本职能，就明确了增强治理能力的方向和范围。

这也是为了更准确地把握政府和社会、市场的关系，在

治理能力建设方面跳出“大政府”与“小政府”的讨论框

架，从而构建一套“有效政府”的治理体系。

第二，强化治理权威。治理能力的基础在于治

理权力，而所谓治理权威则是治理权力的合法化。

韦伯曾将权威划分为传统型、魅力型和法理型三种

类型。然而在现实政治中，政府治理的有效性也同

权威密切关联，这种权威类型可称为绩效型权威。

我们在此讨论强化陆疆治理权威，主要指法理型和

绩效型的权威建设。治理权威越高，其对社会公众

的号召力以及政治动员能力就越强，汲取治理资源

的能力也就相应增强。

第三，拓展治理资源。陆疆治理需要以治理资

源作为支撑，因为只有占有丰厚的治理资源才能够

支付治理成本，保障治理体系的正常运转，积聚力量

巩固边疆、发展边疆。离开治理资源的支撑，不但缺

乏治理边疆的能力，还会使得边疆治理丧失可持续

性。具体来说，这些资源包括权力资源、财政资源、

人力资源、文化资源、制度资源、信息资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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