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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 在人类社会ꎬ 秉持自觉意识的儿童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无疑是近现代世界文学

大系统的一件大事ꎬ 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之一ꎮ 从本质看ꎬ 成人社会对儿童和青少年

精神世界的有意识的关注、 呵护和培育构成了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最高目标和最重要价值取

向ꎮ 不同于历史久远ꎬ 但内涵和外延较为模糊的广义儿童文学ꎬ 有自觉意识的儿童文学是成人

作家和艺术家依据儿童及青少年身心发展特征和心理接受特征专为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ꎬ 是

“具有契合其审美意识与发展心理的艺术特征ꎬ 有益于儿童精神生命健康成长的文学ꎮ”
本专题 “探索与使命: 儿童文学演进的历史进程及学科研究考察” 的三篇文章聚焦于有

自觉意识的儿童文学发生、 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儿童文学学科研究的形成及其格局、 特征ꎻ 与

此同时ꎬ 为国内学界提供当代欧美儿童文学研究的新动态ꎬ 以及观察与思考ꎻ 探讨内容涉及儿

童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及创作现象等重要维度ꎮ
舒伟 «１９ 世纪英国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与 ２０ 世纪以来的世界儿童文学研究» 溯源英国儿

童文学黄金时代的形成ꎬ 厘清其三个历史阶段ꎬ 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世界儿童文学学科研究的

历史进程ꎮ 在英国ꎬ 早期具有群体自觉意识的儿童文学肇始于清教主义ꎮ 清教主义者关注儿童

精神状况的出发点建立在基督教原罪观念之上: 儿童那摇摆不定的灵魂应当得到救赎ꎮ 在清教

主义者的推动下ꎬ 儿童图书成为独立的出版类型ꎬ 主要包括实用性、 知识性图书以及挽歌式诗

歌作品和宗教训诫类图书ꎮ 在清教主义观念盛行的年代ꎬ 约翰洛克等哲学家发出了不同的声

音ꎬ 对于冲破根深蒂固的清教主义观念ꎬ 拓宽人们认识儿童和教育儿童的思路起到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ꎮ 在洛克的儿童教育观念的影响下ꎬ 英国儿童图书出版业的开拓者约翰纽伯瑞自

１７４４ 年起致力于开拓儿童读物市场ꎬ 大规模出版题材、 内容丰富多样的儿童读物ꎮ 儿童图书

自此成为图书出版行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ꎮ 进入 １９ 世纪ꎬ 儿童图书写作领域形成了两种相

互对立的创作倾向ꎬ 代表着两种价值取向ꎬ 即人们应当致力于 “教诲” 儿童还是 “娱乐” 儿

童ꎮ 在工业革命引领的维多利亚时代ꎬ 社会巨变激发了精神迷茫下的重返童年的时代思潮ꎬ
“重返童年” 的时代意义前所未有地凸现出来ꎬ 有自觉意识的英国儿童文学创作从发端于清教

主义的宗教训导式文学表达走向真正意义的儿童本位的童年精神的文学表达ꎮ 这个时代产生了

大批具有卓越艺术品质的儿童文学作品ꎬ 文类多样、 题材丰富ꎬ 包括儿童本位的童话小说、 女

性童话叙事、 少年校园叙事和少年历险叙事等等ꎬ 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读者对象、 共同价值取

向和相似艺术追求的儿童文学共同体ꎮ 如果说ꎬ 清教主义者开启了有意识地为儿童写作的宗教

训导文学ꎬ 按照预先设定的宗教理念或条件展开事件ꎬ 那么约翰纽伯瑞就从以 “布道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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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心的儿童图书阶段向前迈出了一大步ꎮ 一个重大变化就体现在对于儿童人物在特定生活环

境中的选择性活动的描写ꎬ 使其在特定意义上成为针对性地满足儿童独特精神需求的文学读

物ꎮ 当然ꎬ 纽伯瑞及其继承者还恪守道德与宗教训导等教育主题ꎮ 维多利亚时代异军突起的儿

童文学共同体成为真正儿童本位的、 契合儿童审美意识与发展心理的童年文学表达ꎮ 这些具有

经典艺术品质的作品构建了现代儿童文学创作的丰硕实体ꎬ 许多作品具有独特的双重性ꎬ 既能

满足少年读者审美和认知的阅读需求ꎬ 又能吸引成年读者的目光ꎬ 使他们从中发现 “重返童

年” 这一人类精神家园的哲理和情感诉求ꎮ 这些作品对于现当代英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具有至

关重要的推动意义ꎬ 也因此成为儿童文学批评史关注和研究的重要对象ꎮ
２０ 世纪以来ꎬ 相关学界的史学家、 批评家和学者对维多利亚时代儿童文学 “黄金时代”

及其作品进行了深入的学术研究ꎬ 从文学艺术的学理层面揭示了儿童文学名篇佳作的经典性及

其社会文化意义ꎬ 由此开创了当代儿童文学学科研究的道路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ꎬ 一大批文

学研究学者投入由英国儿童文学黄金时代发展历程引导的现当代英语儿童文学研究ꎬ 考察其发

生的源流和发展的历程ꎬ 以及风格多样的文学艺术特征ꎬ 研究对象从时代语境中的创作延伸到

当代文化阐释和批评现象ꎮ 他们的研究采用了多种人文学科视角ꎬ 运用了不同的理论范式和文

本解读方式ꎬ 超越了以往师法成人文学的文化研究和审美研究的翻版ꎬ 涉及文化学、 传播学、
儿童文学史学、 意识形态理论、 修辞学、 女性主义、 精神分析学、 主体性理论以及语言学和叙

事理论等ꎬ 体现了儿童文学研究者对人文学科前沿理论话语的创造性借鉴与融合ꎮ 尤其重要的

是ꎬ 这些学者开展研究的共同特点是将儿童文学视为整个文学活动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在相

同条件下接受相同的评判标准ꎮ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研究基础上ꎬ 学者们又将研究视阈拓展至世

界儿童文学的学科研究ꎬ 其重要成果体现为大型理论工具书 «世界儿童文学百科全书» 的出

版ꎮ 在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ꎬ 儿童文学的学科研究获得了原创性途径和方法ꎬ 拓展了研究的深

度和广度ꎬ 成果丰硕ꎬ 引发关注ꎬ 使儿童文学研究突破了依附主流文学批评的束缚ꎬ 也不再作

为教育学科的附庸而存在ꎬ 最终形成了独立、 自洽的文学学科ꎮ
张生珍和霍盛亚合著的 «当代美国儿童文学: 批评与探索» 从社会文化视角、 历史语境

和儿童文学史视阈梳理、 考察了当代美国儿童文学的演进历史及其文学批评的流变和发展趋

势ꎮ 文章探寻了美国儿童文学发展进程中两个重要因素ꎬ 一是来自欧洲大陆的清教徒的价值观

和信仰体系如何影响了美国儿童文学的兴起ꎻ 二是移民文化在儿童文学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

用ꎮ １７ 世纪前后在波士顿出版的宗教书籍 «新英格兰初级读本» 就是早期美国儿童读物的代

表作ꎬ 主要目的是帮助儿童学习字母表ꎬ 进而去阅读 «圣经»ꎬ 以救赎他们的灵魂ꎮ 与此同

时ꎬ 随着世界各地移民的到来ꎬ 美国儿童文学开始呈现不同移民群体丰富的历史和多元的文

化ꎮ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以来ꎬ 从纳撒尼尔霍桑以希腊神话为蓝本创作的儿童故事集到路易莎
梅奥尔科特、 马克吐温、 弗朗西丝伯内特等人的作品ꎬ 有自觉儿童本位意识的美国儿童

文学开始形成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文学研究学者进入儿童文学领域ꎬ 推动了欧美儿童文学的创

作与发展ꎮ 美国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发展主要受益于三个阵营: 美国儿童图书馆员建立的儿

童图书馆服务协会及其创立的相关杂志和刊物ꎻ 教育系统的教师们的努力ꎻ 文学专家组成的儿

童文学研究队伍ꎬ 包括其创办的儿童文学协会及多种文学评论杂志ꎮ 总体上ꎬ 当代美国儿童文

学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ꎬ 进入了与心理学、 教育学、 文化学和社会学等学科深层融合的阶

段ꎮ 文章作者在梳理、 考察历史源流、 重要格局、 动态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思考ꎬ 指出这一考

察对于国内儿童文学研究者建构自己的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体系所具有的参照和借鉴价值ꎮ
欧翔英的 «当代女性童话叙事中的魔法变形» 通过对当代女性童话重写潮流中具有代表

性的文本进行细读ꎬ 考察了女性作家在叙事中偏爱的魔法变形范式及其叙事伦理ꎬ 分析了

“魔法变形” 在心理外化、 多重叙述及角色功能转变中起到的重要作用ꎬ 尤其通过分析安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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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的 “不可靠叙述”ꎬ 探讨了多重叙述中的魔法变形所体现的竞争性伦理相互转化的可能

性ꎬ 以及在促发广泛的社会互动和文化变革中发挥着有益的作用ꎮ 事实上ꎬ 童话叙事是儿童文

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而且具有独特的双重性ꎮ 从悠久的传统童话经典到当今作家创作的童

话小说ꎬ 童话名篇名作总能满足不同年龄层次读者的认知需求和审美需求ꎬ 同时能够满足不同

时代的精神需求和文化需求ꎮ 从古到今ꎬ 历代文人作家无不感悟到童话的普遍意义和独特魅

力ꎮ 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童话文学创作的阵营中ꎬ 女性作家群体构成了卓有建树的重要方

阵ꎮ 她们的作品具有多彩的艺术魅力ꎬ 为英国童话小说创作突破道德说教的藩篱、 迎来儿童文

学黄金时代做出了不容忽视的卓越贡献ꎮ 随着时间的前行ꎬ 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童话创作得到

了当代女性童话创作的历史性呼应ꎮ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ꎬ 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强大影响下ꎬ
大批英美女作家开始了如火如荼的以童话小说文体为主的文学创作运动 ( “童话重写” 运动)ꎬ
成果斐然ꎬ 影响深远ꎮ 作为研究外国文学的中国学人ꎬ 对于如此重要的文化现象无疑应给予足

够的关注ꎻ 而从文学童话发展的文学史意义看ꎬ 对这一持续近半个世纪历史时期的 “童话重

写” 运动进行考察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ꎮ 考虑到 “魔法变形” 是童话文学最

重要的文类标志之一ꎬ 从叙事功能的角度解读和分析当代女性主义童话重写运动ꎬ 包括思潮和

创作实践ꎬ 文章作者提出了一个富于创建性的研究思路ꎮ 当然ꎬ 女性童话叙事是一个值得大力

关注ꎬ 却往往被忽视的研究课题ꎬ 例如创作 «地海传奇» 的女作家厄休拉勒古恩 (Ｕｒｓｕｌａ
Ｋ. Ｌｅ Ｇｕｉｎ) 所进行的成人本位和儿童本位的童话叙事的 “跨界写作” 应当是一个重要的研究

课题ꎮ
在不同时代ꎬ 人们的思维方式往往受到特定时代语境下自身认识能力的制约或影响ꎬ 这又

直接制约或影响特定年代的论述者的思辨方式和表达方式ꎮ 这需要后来的研究者从发展的眼

光ꎬ 通过新的理论和学术资源去审视考察ꎮ 有自觉意识的儿童文学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及

其学科研究进程也反映了这一状况ꎮ 当代西方儿童文学批评理论呈现出独特的双重性ꎬ 一方面

是理论研究大发展、 大繁荣的格局ꎬ 另一方面是学派林立ꎬ 理论繁多ꎬ 而且理论触角显得过于

精细ꎬ 过于繁复ꎬ 需要贯通整合ꎬ 而且所有这些理论视阈对于儿童文学本体的适应性也需要加

以考究ꎮ 对于国内儿童文学研究者ꎬ 尤其是中外比较儿童文学研究者ꎬ 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ꎬ
构建中国视野的儿童文学学科研究及评价体系是义不容辞的使命ꎮ 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特征

就是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ꎬ 坚持 “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该事物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
这一哲学原则ꎮ 通过发生论和认识论的视野ꎬ 深入考察贯穿世界儿童文学批评史各个时期的理

论建树ꎬ 相互交流与对话ꎬ 接受与影响ꎻ 这一考察要体现唯物辩证法指导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

创新与发现ꎮ 儿童文学批评史研究涉及主观意识和思想评价ꎬ 要将考察视域聚焦于人类如何认

识儿童世界、 认识童年人生、 认识童年与青少年成长与相关命题的文学表达ꎬ 等等ꎮ 在当今世

界ꎬ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ꎬ 人类各个学科领域的专业知识精细程度之高ꎬ 远非单个人

的日常体验所能涵盖ꎮ 与此同时ꎬ 人文学科的研究不仅能够相互借鉴认知话语和研究范式ꎬ 而

且能够借鉴自然科学的话语和范式ꎮ 儿童文学学科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更是时代的呼唤和需求ꎮ
儿童文学的跨学科研究还要注意相关性和适应性ꎬ 一定不能偏离儿童文学的本体属性ꎮ 我们要

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一指导思想进行研究ꎬ 要抓住事物的主要方面、 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ꎮ 儿童

文学面对的主体对象是儿童和青少年ꎮ 从童年到青少年的人生阶段意味着从迷茫、 混沌走向道

德和智力成长与成熟ꎬ 进入认知和审美的更高层次的成长进程ꎮ 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要体现对

儿童及青少年成长的意义和价值ꎬ 满足不同年龄层次的少年儿童读者的认知需求和审美需求ꎮ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巨大变化ꎬ 同时面临着各种各样乃至突如其来的全球性严峻挑战: 从全

球气候变暖、 经济不景气、 能源和食物短缺ꎬ 到某些地区发生诸如 “埃博拉” 及 “中东呼吸

综合征” 等传染疾病ꎬ 到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在某些地区蔓延ꎻ 从 “９１１” 恐袭之后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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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ꎬ 到 “英国脱欧” “特朗普效应”ꎻ 从后末世时代的瓦解ꎬ 到 ２０２０ 年新冠病毒肆虐全球ꎮ 疫

情冲击之下ꎬ 没有任何国家和地区能够独善其身ꎬ 同时这前所未有的严峻疫情也成为检验各国

政府和民众应对突发灾难的态度、 决心和能力的重大考验ꎮ 在当下儿童文学领域ꎬ 无论是人类

大脑被植入芯片后发生的故事ꎬ 还是各种 “反面乌托邦” 式的幻想作品问世ꎬ 作家创作了格

调更加阴暗的幻想作品ꎬ 如 «饥饿游戏» «赐予者» «分歧者» «迷宫行者» 等等ꎮ 尽管如此ꎬ
有自觉意识的儿童文学的根本属性没有改变ꎮ 儿童和青少年是世界的希望和未来的建设者ꎬ 儿

童文学要思考的是ꎬ 如何让今天的孩子们面对当今世界的客观现实ꎬ 在认知能力、 情感审美接

受和道德教育等方面获得健康充实的发展ꎬ 进而有能力去发现解决困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

现实问题的钥匙ꎮ 世界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成果的交流互鉴及互通互融促进了各民族儿童文学

的创作、 翻译、 研究和交流互动ꎮ 国内儿童文学的学科研究需要进一步提升研究的水平ꎬ 这是

一种历史的担当ꎬ 也是文化和文明互鉴的必经之路ꎮ 我们应当秉承中国文化自信ꎬ 以唯物辩证

法为指导ꎬ 通过新的学术视野和学术资源考察、 揭示世界儿童文学批评史的基本历程和全貌ꎮ
这对于我们构建中外儿童文学的多层性和互动性的文化和文学共同体ꎬ 具有积极的文化认知价

值和文学研究实践意义ꎮ

１９ 世纪英国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
与 ２０ 世纪以来的世界儿童文学研究

舒　 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研究” (１６ＢＷＷ０７４)

〔作者简介〕 舒伟ꎬ 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ꎬ 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

授ꎬ 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１１９ꎮ

　 　 〔摘要〕 　 在人类社会ꎬ 秉持自觉意识的儿童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是近现代世界文学大系统

的一件大事ꎬ 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之一ꎮ 英国 １９ 世纪出现的儿童文学的 “黄金时

代” 标志着真正儿童本位意义的儿童文学的确立ꎮ 这个 “黄金时代” 的出现是不同儿童观所

引导的儿童图书创作实践在历史语境中碰撞、 演进的结果ꎮ 在英国ꎬ 具有群体自觉意识的儿童

文学肇始于清教主义ꎮ 约翰班扬的诗歌及寓言体小说和威廉布莱克的相关诗作是比较接近

现代儿童文学的读物ꎬ 受到儿童的青睐ꎮ 詹姆斯简威的作品成为以 “圣经和十字架” 为象

征的清教主义儿童文学的代表作ꎮ １８ 世纪 ４０ 年代约翰纽伯瑞大规模出版发行儿童图书的事

业超越了以 “布道说教” 为中心的清教主义儿童图书阶段ꎬ 成为文化意义上的英国儿童文学

的开端ꎮ 在 １９ 世纪工业革命的浪潮中ꎬ 维多利亚时代异军突起的儿童文学共同体成为真正儿

童本位的、 契合儿童审美接受意识与发展心理的童年文学表达ꎮ 这些具有经典艺术品质的作品

构建起现代儿童文学的丰硕实体ꎬ 影响深远ꎬ 同时成为儿童文学史和批评史关注、 研究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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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ꎮ ２０ 世纪以来ꎬ 相关领域的学者对维多利亚时代儿童文学 “黄金时代” 及其作品进行了

持续而深入的学术研究ꎬ 从文学艺术的学理层面揭示了英国儿童文学名篇佳作的经典性及其社

会文化意义ꎬ 由此开创了当代世界儿童文学独立自洽的学科研究道路ꎮ
　 　 〔关键词〕 　 儿童文学ꎻ 自觉意识ꎻ 黄金时代ꎻ 学科研究ꎻ 跨学科研究

　 　 〔中图分类号〕 Ｉ０５８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 － ４７６９ (２０２０) ０５ － ００４１ － １１

　 　 在维多利亚时代ꎬ 有自觉意识的儿童文学取

得了卓越不凡的艺术成就ꎬ 成为契合儿童审美接

受的、 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本位的文学类型ꎬ 名篇

佳作数量之多、 艺术水平之高ꎬ 均创历史新高ꎬ
影响尤为深远ꎮ 此后ꎬ 学界公认维多利亚时期为

具有世界影响的英国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ꎬ 只是

在时间划分上略有不同而已ꎮ 劳拉. Ｆ. 克瑞蒂

(Ｌａｕｒａ Ｆ. Ｋｒｅａｄｙ) 的 «童话研究»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ａｉｒｙ Ｔａｌｅｓꎬ １９１６)① 是较早论述维多利亚英国儿

童文学创作的论著之一ꎬ 其关注重点是这一时期

形成的儿童幻想小说经典ꎮ 作者梳理了作为一种

艺术形式的文学童话所经历的演进过程ꎬ 并从童

话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论述了 １９ 世纪出现的诸如

«金河王» «玫瑰与戒指» «柳林风声» 等童话小

说作品对于这一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创作的

重要性ꎮ 随着英语学界有关英国文学史的研究呈

现不断发展更新的视野ꎬ 学者大多将维多利亚时

代的儿童文学经典纳入英国文学正史ꎬ 作为其有

机组成部分ꎮ 安德鲁桑德斯 (Ａｎｄｒｅｗ Ｓａｎｄｅｒｓ)
在其 «牛津简明英国文学史» (修订本)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１９９４)②第

七章 “维多利亚鼎盛期的文学: １８３０ 至 １８８０”
中ꎬ 对刘易斯卡罗尔的两部 “爱丽丝” 小说以

及爱德华利尔的 “荒诞歌谣集” 等作品的艺术

特征进行了论述ꎬ 特别指出 “爱丽丝” 小说始终

充满反转、 推测、 激变和梦想等因素ꎬ 是对这两

部童话小说的 “荒诞派” 文学特征进行的学理性

阐释ꎮ 菲利普戴维斯 (Ｐｈｉｌｉｐ Ｄａｖｉｓ) 的 «维多

利亚人» (Ｔｈｅ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ｓꎬ ２００２)③以社会思潮和文

化背景为主线ꎬ 考察了 １８３０ 年至 １８８０ 年这一特

定历史时期英国文学的总体特点和客观成因ꎮ 论

著专门论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童话文学和幻想文

学ꎬ 探讨了它们的时代意义和文学话语价值ꎮ 英

国儿童文学史家约翰洛威汤森 ( Ｊｏｈｎ Ｒｏｗｅ
Ｔｏｗｎｓｅｎｄ) 的 «英语儿童文学史纲» (１９９０)④以

编年史方式描述了英语儿童文学历经两个多世纪

的发展历程ꎮ 作者将英语儿童文学发展史分为四

大板块: １８４０ 年以前的历史ꎻ １８４０ 年至 １９１５ 年

的 “黄金时代”ꎻ 两次世界大战 (１９１５ 至 １９４５)
之间的历史ꎻ １９４５ 至 １９９４ 的历史ꎮ 论及的文类

涉及 “诫喻诗文” “探险故事” “家庭故事” “校
园故事” “儿童韵文” “图画书” “动物故事”
“幻想故事” 等ꎮ Ｄ. Ｃ. 萨克 (Ｄ. Ｃ. Ｔｈａｃｋｅｒ)
和吉恩韦布 ( Ｊｅａｎ Ｗｅｂｂ) 合著的 «儿童文学

导论: 从浪漫主义到后现代主义»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Ｒｏｍａｎｔｉｃｉｓｍ ｔｏ Ｐｏｓｔｍｏ￣
ｄｅｒｎｉｓｍꎬ ２００２)⑤分别在浪漫主义、 现代主义和后

现代主义的文学语境下ꎬ 将英美儿童文学创作置

于主流文学史的脉络中进行梳理和探讨ꎮ 在该书

第一卷 “浪漫主义” 部分ꎬ 作者重点讨论了约翰

罗斯金的 «金河王» 等作品与浪漫主义历史语

境的关联ꎻ 在第二卷 “１９ 世纪的文学” 中ꎬ 作者

重点探讨了金斯利的 «水孩儿» 和刘易斯卡罗

尔的两部 “爱丽丝” 小说等作品ꎮ Ｃ. Ｎ. 曼洛夫

(Ｃｏｌｉｎ Ｍａｎｌｏｖｅ) 的 «从爱丽丝到哈利波特: 英

国儿童幻想文学» (Ｆｒｏｍ Ａｌｉｃｅ ｔｏ Ｈａｒｒｙ Ｐｏｔｔｅ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Ｆａｎｔａｓｙ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ꎬ ２００３)⑥ 考察了从

１８５０ 至 ２００１ 的英国儿童幻想文学创作ꎬ 将其分

为六个历史时期: (１) 维多利亚时期ꎻ (２) 半个

世纪的田园牧歌 (１９００ – １９５０)ꎻ (３) 进入新世

界 (１９５０ – １９７０)ꎻ (４) 反叛与反作用 (２０ 世

纪 ７０ 年代)ꎻ (５) 直面现实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ꎻ
(６) 对黑暗的恐惧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ꎮ 作者对

维多利亚时期儿童幻想文学的兴起和发展进行了

社会历史和文学表现等方面的阐述ꎬ 从表现形式、
题材内容等方面揭示了喜剧性、 荒诞性、 社会批

判性、 基督教教义的、 回溯过去的ꎬ 以及政治寓

言式的儿童幻想文学类型ꎮ
从总体上ꎬ 研究者对于维多利亚时期儿童文

学创作中的幻想小说 (童话小说) 给予了高度评

价和重点关注ꎬ 而相比之下对于写实性叙事作品

的考察广度和研究深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ꎮ 此

外ꎬ 人们对于 １９ 世纪维多利亚时期儿童文学黄金

时代形成的历史源流和文学语境ꎬ 以及这一时代

与 ２０ 世纪儿童文学的学科研究之间的内在关联没

有给予足够的关注ꎮ 事实上ꎬ 有自觉意识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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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发生、 发展的历史进程在英国经历了三个重

要阶段ꎬ 而且人们需要在多层面考察儿童文学

“黄金时代” 的基础上探讨儿童文学学科研究的

历史进程ꎬ 以及当代儿童文学学科研究的格局、
特征和走向ꎬ 包括跨学科研究的路径、 范式等对

于儿童文学研究的相关性和适应性等重要命题ꎮ

一、 从 “布道说教ꎬ 救赎灵魂” 的宗教叙事

走向 “重返童年ꎬ 珍视想象” 的黄金时代

　 　 在人类社会ꎬ 秉持自觉意识的儿童文学的发

生和发展是近现代世界文学大系统的一件大事ꎬ
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之一ꎮ 从本质看ꎬ
成人社会对儿童和青少年精神世界的有意识的关

注、 呵护和培育构成了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最

高目标和最重要价值取向ꎮ 强调有自觉意识的儿

童文学旨在区别于历史久远ꎬ 但内涵和外延较为

模糊的广义儿童文学ꎮ 事实上ꎬ 在人类社会ꎬ 只

要有儿童ꎬ 就会出现为儿童讲述、 传授的各种形

式的 “儿童文学”ꎮ 历史记载表明ꎬ 尽管古希腊

«伊索寓言»、 古希腊神话等早期文化遗产绝非为

儿童创作ꎬ 却因为其能言会道的动物角色和天界

人间的奇幻故事这样的文学性 (故事性) 成为娱

乐和教育儿童的重要材料ꎮ 直至 １７ 世纪ꎬ 对英国

儿童图书出版事业产生重要影响的哲学家约翰
洛克在相关论述中还特意将 «伊索寓言» 推荐为

成人为儿童讲述的内容ꎮ⑦以此为参照ꎬ 有自觉意

识的儿童文学是成人作家和艺术家依据儿童及青

少年身心发展特征和心理接受特征专为他们创作

的文学作品ꎬ 用当代学术领域的话语来描述ꎬ
“儿童文学是以 １８ 岁以下未成年人为本位ꎬ 具有

契合其审美意识与发展心理的艺术特征ꎬ 有益于

儿童精神生命健康成长的文学ꎮ”⑧当然ꎬ 这一认

识不是凭空产生的ꎬ 而是伴随着社会文明发展ꎬ
伴随着人们对儿童心智发展和审美接受认知的逐

渐深化而形成的ꎮ
在英国ꎬ 早期具有群体自觉意识的儿童文学

肇始于清教主义ꎮ 众所周知ꎬ 在进入近现代社会

之前的漫长岁月里ꎬ 成人眼中的儿童不过是 “还
未长大的人”ꎬ 被简单视为 “缩小的成人” 或

“预备劳动力”ꎮ 作为成人心目中的 “他者”ꎬ 儿

童的精神世界和精神需求长期以来自然受到成人

社会的忽视ꎬ 更遑论得到关注和研究了ꎮ 进入基

督教时代以后ꎬ 尤其 １６ 世纪以来随着新教主义以

及英国社会中产阶级的兴起ꎬ 人们对童年特殊精

神状态的漠视状况有所改观ꎮ 不少人出于基督教

理念开始关注儿童心理ꎬ 出发点主要建立在基督

教原罪观念之上: 儿童不仅是还没有长大的成人ꎬ
更是内心潜藏邪恶冲动的ꎬ 需要被救赎的群体

———儿童那摇摆不定的灵魂应当得到救赎ꎮ 从历

史语义看ꎬ “清教徒” (Ｐｕｒｉｔａｎ) 一语源自拉丁文

“Ｐｕｒｕｓ”ꎬ 出现在 １６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在英国一般是

指那些对教会现状不满ꎬ 要求清除英国天主教内

旧有仪式的改革派人群ꎮ 清教徒大多信奉加尔文

主义ꎬ 将 «圣经» (尤其是 １５６０ 年的英译本 «圣
经») 奉为唯一最高权威ꎮ 与其他社会群体相比ꎬ
清教主义者更在意家庭生活ꎬ 更关注子女后代的

精神状况ꎬ 尤其关注孩子们特定的宗教精神和道

德教育ꎮ 正是在清教主义者注重儿童教育理念的

推动下ꎬ 儿童图书成为独立的出版类型ꎬ 主要包

括实用性、 知识性图书以及宗教训诫类图书ꎮ 出

于让儿童接受基督教教义的需要ꎬ 人们开始关注

儿童的读书识字教育ꎮ 他们认为儿童读物能够影

响儿童的人生ꎬ 尤其是通往天国的人生ꎮ
应当看到ꎬ 从早期挽歌式宗教读物到约翰

班扬 «天路历程» 这类作品的出现ꎬ 基督教的天

国叙述和天国想象对于日后逐渐萌生自觉意识的

英国儿童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ꎮ 清教主义者认为

通过阅读可以使儿童幼小无助、 摇摆不定的灵魂

得到拯救ꎬ 从而进入天国ꎬ 而不会堕入地狱ꎮ 于

是乎 “圣经和十字架” 成为那些奉行宗教恫吓主

义观念的儿童读物的形象标志ꎮ 难怪在相当长的

时期ꎬ 挽歌式诗歌作品和宗教训诫故事成为儿童

读物的主流ꎮ 此外ꎬ 用于儿童读书识字的读物往

往要采用 «圣经» 的内容ꎮ 如伊利沙柯勒斯

(Ｅｌｉｓｈａ Ｃｏｌｅｓ) 编写的拉丁语法书 «无论你情愿

不情愿ꎬ 拉丁文都能学好的» (Ｎｏｌｅｎｓ Ｖｏｌｅｎｓ: ｏｒ
Ｙｏｕ Ｓｈａｌｌ Ｍａｋｅ Ｌａｔｉｎ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Ｙｏｕ ｗｉｌｌ ｏｒ Ｎｏꎬ
１６７５)⑨就按照字母顺序逐一呈现 «圣经» 的重要

用语ꎮ 在这一时期ꎬ 詹姆斯简威 ( Ｊａｍｅｓ Ｊａｎｅ￣
ｗａｙꎬ １６３６ － １６７４) 创作的 «儿童的楷模: 几位

孩童皈依天主的神圣典范人生以及欣然赴死的事

迹录» (Ａ Ｔｏｋｅｎ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ꎬ Ｂｅｉｎｇ ａｎ Ｅｘａｃｔ Ａｃ￣
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ꎬ Ｈｏｌｙ ａｎｄ 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ｙ Ｌｉｖｅｓꎬ
ａｎｄ Ｊｏｙｆｕｌ Ｄｅａｔｈｓ ｏｆ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Ｙｏｕ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ꎬ
１６７１)⑩成为清教主义儿童文学的代表作ꎮ 作品的

主人公是几个矢志追求 “灵魂圣洁” 的儿童ꎬ 作

者讲述这些主人公如何通过诚心诚意的祷告来净

化灵魂ꎬ 继而在随之产生的狂喜中奔赴天国 (即
满足心愿后的夭逝)ꎬ 以此呈现作者心目中的儿

童楷模获得最崇高命运的过程ꎮ 很明显ꎬ 作者的

写作目的是以文学描写的方式警诫、 恫吓小读者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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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他们心甘情愿地效仿这些同龄的人生楷模ꎬ 去

接受这样的理念: 如此才能体现对父母的爱心ꎬ
才能保持圣洁的灵魂ꎬ 才能免受地狱之火的煎熬ꎬ
才能升上天堂ꎮ 另一方面ꎬ １７ 世纪后半叶英国王

政复辟之后ꎬ 一些激进的清教徒把自己看作英国

社会中遭受压制、 无处申述的弱势孩子ꎬ 同时将

这种遭受迫害的感觉和愤懑之情转化为吐露心迹

的文学叙述ꎮ 其中约翰班扬的诗歌及寓言体小

说 «天路历程» 和威廉布莱克的 «天真之歌»
«经验之歌» 等诗作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产

生的ꎬ 是在守望稚真之一念童心和受到压迫的满

腔义愤的共同作用下迸发出的心声ꎮ 由于这些诗

篇和文学寓言包含童心般的情感及义愤ꎬ 以及鲜

明生动、 夸张别致的意象ꎬ 这样的文学表达也因

为比较接近现代儿童文学的读物而受到儿童的

亲近ꎮ
１７ 世纪后期以来ꎬ 包括英国清教主义思潮在

内ꎬ 英国中产阶级社会对于所有张扬幻想、 顺应

儿童天性的文学叙事 (如传统童话、 民间故事与

传说等) 采取的都是坚决禁忌与彻底压制的态

度ꎬ 目的是防止幼童陷入狂野的胡思乱想ꎮ 此后

从 １８ 世纪 ５０ 年代到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坚持布道

说教、 道德训诫及奉行理性至上的儿童图书在英

国始终是占压倒优势的存在ꎮ 而正是在清教主义

观念盛行的年代ꎬ 约翰  洛克 ( Ｊｏｈｎ Ｌｏｃｋｅꎬ
１６３２ － １７０４) 等哲学家发出了不同的声音ꎬ 对于

冲破根深蒂固的清教主义观念ꎬ 拓宽人们认识儿

童和教育儿童的思路起到了振聋发聩、 令人警醒

的作用ꎮ 洛克发表的 «论人类的理解问题» (Ｅｓ￣
ｓａ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ꎬ １６８９)、 «关
于教育的思考» (Ｓｏｍ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ꎬ １６９３)、 «基督教之理»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ꎬ １６９５) 等重要著作ꎬ 成为阐述激

进启蒙思想的政治哲学和教育学著述ꎮ 这些著述

论题丰富ꎬ 涉及社会政治、 宗教、 哲学、 心理学、
教育学、 神学、 伦理学、 文学、 语言学等诸多领

域ꎬ 呈现了作者与众不同的思想表达ꎮ 重要的是ꎬ
洛克对长期流行的所谓 “天赋观念” ( ｉｎｎａｔｅ
ｉｄｅａｓ) 提出了质疑ꎬ 认为人类知识起源于感性世

界的经验ꎬ 而非其他ꎮ 在 １７ 世纪欧洲和英国的历

史背景下ꎬ 洛克提出人类的观念意识来自实践而

非 “天赋” 是难能可贵的ꎬ 也是需要相当大勇气

的ꎮ 洛克强调了儿童早期岁月的重要性ꎬ 并且提

出ꎬ 人的心智的形成需要通过将观念与经验联系

起来加以实现ꎮ 洛克的观点无疑撼动了人们传统

的儿童观和对于儿童教养与教育的固有方式ꎬ 有

助于推动人们摆脱清教主义原罪论的桎梏ꎬ 解放

儿童的心灵ꎮ 与此同时ꎬ 洛克对儿童的道德及人

格教育的论述对于英国 １８ 世纪的教育理论的发展

产生很大影响ꎮ 洛克论述了如何通过三种独特的

方法来培育儿童的心智: 发展健康的体魄、 形成

良好的性格及选择适宜的教育课程ꎮ 事实上ꎬ 洛

克的儿童教育观念对英国儿童图书出版业的开拓

者和标志性人物ꎬ 出版家约翰纽伯瑞 ( Ｊｏｈｎ
Ｎｅｗｂｅｒｙꎬ １７１３ － １７６７) 产生了重要影响ꎬ 后者在

１７４４ 年首次出版的儿童图书 «精美袖珍小书» 的

序言中极力赞扬了洛克ꎮ 正是在 １７４４ 年ꎬ 原本经

营成人图书和杂志出版的纽伯瑞决定开拓儿童读

物市场ꎬ 开始出版题材和内容丰富多样的儿童读

物ꎬ 成为儿童图书出版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事

件ꎮ 由于纽伯瑞使儿童图书从此成为图书出版行

业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ꎬ 人们把纽伯瑞大

规模出版发行儿童图书的 １７４４ 年视为真正意义上

的英国儿童文学的开端ꎮ １９２２ 年ꎬ 美国国家图书

馆协会专门设立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年度最佳英

语儿童文学作品奖: “纽伯瑞” 奖ꎮ 出版家哈维

达顿 (Ｈａｒｖｅｙ Ｄａｒｔｏｎꎬ １８７８ － １９３６) 在 «英国

儿童图书: 五个世纪的社会生活史»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Ｂｏｏｋ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Ｆｉｖｅ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ｉｆｅꎬ
１９３２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５８)中对纽伯瑞的行为给予高度评价ꎬ 将 １７４４
年比作英国历史上 “征服者威廉” 入主英伦的

１０６６ 年ꎬ 并把纽伯瑞称作 “征服者纽伯瑞”ꎮ 这

是对约翰纽伯瑞童书出版历史性贡献的充分肯

定ꎮ 就中世纪和清教主义语境下的儿童图书写作

倾向而言ꎬ 书中发生的事情基本是按照预先设定ꎬ
不能背离的宗教理念或条件进行的ꎬ 事件进程的

走向也是确定的ꎬ 不能变化的ꎬ 而洛克所倡导的

叙述是描写儿童在特定生活环境中对面临的问题

采取行动ꎬ 做出自己的选择ꎮ 这是一个至关重要

的区别ꎬ 甚至就是一个分水岭ꎮ 纽伯瑞出版于

１７６５ 年的 «一双秀鞋» (Ｌｉｔｔｌｅ Ｇｏｏｄｙ Ｔｗｏ￣Ｓｈｏｅｓ)
讲述一个小女孩如何克服各种困难ꎬ 通过读书识

字ꎬ 成为一个教师ꎬ 最终改变了自己的命运ꎮ
进入 １９ 世纪ꎬ 儿童图书写作领域内出现的争

议是 “为什么目的而写” “怎么写” 和 “写什

么”ꎬ 随之在儿童文学领域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

的创作倾向ꎮ 问题在于ꎬ 应当遵循 “理性” 和

“事实” 原则为儿童提供相应的读物ꎬ 还是应当

尊重童心ꎬ 顺应儿童天性ꎬ 为他们提供具有 “幻
想” 精神的读物ꎮ 对于 １９ 世纪英国儿童图书出

版商ꎬ 这代表着两种价值取向ꎬ 即人们应当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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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教诲” 儿童还是 “娱乐” 儿童ꎮ 从今人的眼

光看ꎬ 这两种倾向是可以整合起来的ꎬ 但作为时

代的产物ꎬ 这两种对立和冲突的倾向反映了特定

时代的不同认识和观念ꎮ 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下ꎬ
这一分歧的关键在于ꎬ 儿童文学提供给儿童的ꎬ
应当是那些能够真正吸引他们的东西 (尤其让他

们喜闻乐见的 “奇思异想” 的产物)ꎬ 还是那些

成人社会所认为的、 儿童应当接受的东西ꎬ 即按

照成人的想法和要求为儿童提供纯粹的事实和训

导 (理性教育和道德训示)ꎮ 这一特定时代的命

题从本质上折射了人们有关儿童认知发展及审美

接受特征ꎬ 以及儿童文学本体特征和艺术追求的

认识问题ꎮ
１８３７ 年ꎬ 亚历山德娜维多利亚成为英国女

王ꎬ 英国由此进入工业革命引领的维多利亚时代ꎮ
有自觉意识的英国儿童文学创作在工业革命和社

会变革的浪潮推动下ꎬ 从发端于清教主义的宗教

训导式文学表达走向真正意义的儿童本位的童年

精神的文学表达ꎬ 并由此迎来了英国儿童文学的

第一个黄金时代ꎮ 工业革命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ꎻ 另一方面引发了巨大的社会

变化和激烈的社会动荡ꎬ 以及由于传统思想信仰

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而导致维多利亚人产生了深

深的迷茫、 失落乃至各种精神信仰危机ꎮ 以达尔

文进化论为代表的新思想产生了强烈的震荡和冲

击ꎬ 不仅动摇了传统宗教信仰的基座ꎬ 而且撼动

了英国清教主义思潮和中产阶级社会自 １７ 世纪

后期以来对张扬幻想和游戏精神的文学表达的禁

忌与压制ꎮ 与此同时ꎬ 社会巨变激发了精神迷茫

下的重返童年的时代思潮ꎬ 推动了有自觉意识的

儿童文学的长足发展ꎮ 当维多利亚人面临由急剧

的社会变化和深刻的信仰危机带来的新问题时ꎬ
当长期习以为常的生活经验和文化感知经验受到

猛烈冲击ꎬ 乃至被阻断ꎬ 人们需要获得新的解释

时ꎬ 敏感的文人作家及知识分子不得不竭力建构

新的情感反应和思想认识体系ꎬ 以寻求应对危机

与迷茫的途径ꎮ “重返童年” 的时代意义由此引

发ꎬ 并且前所未有地凸现出来ꎬ 在文坛上出现了

两种童年叙事走向: 以查尔斯狄更斯作品为代

表的现实主义的重返童年和以刘易斯卡罗尔作

品为代表的幻想性童年历险ꎮ 无论是狄更斯浪漫

现实主义的 “磨难 － 成长” 式童年书写ꎬ 还是

卡罗尔超越现实的 “奇境历险” 式童年书写ꎬ
它们都是殊途同归的ꎬ 是对于在剧变、 动荡年代

里逝去的以 “教堂钟声” 为象征的、 温馨的

“古老英格兰” 精神家园的追寻ꎬ 以及对于动荡

不安的物化世界的抵御和反抗ꎮ １７４４ 年ꎬ 出版

家约翰纽伯瑞在伦敦大规模出版发行儿童图

书ꎬ 冲破了长期以来由清教主义思潮主导的儿童

图书写作的清规戒律ꎬ 迈出了走向儿童本位的图

书写作与出版的重要一步ꎮ 而在工业革命和儿童

文学革命的双重时代语境中ꎬ 有自觉意识的ꎬ 卓

越的儿童文学作品的出现迎来了一个具有重要时

代意义的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ꎮ 这些作品文类多

样ꎬ 题材丰富ꎬ 主要包括儿童本位的童话小说、
女性童话叙事、 少年校园叙事和少年历险叙事等

等ꎬ 形成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儿童与青少年文学共

同体ꎮ

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代表性作品有: Ｆ. Ｅ.
佩吉特 (Ｆ. Ｅ. Ｐａｇｅｔ) 的 «卡兹科普弗斯一家的

希望» (Ｔｈｅ Ｈ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Ｋａｔｚｅｋｏｐｆｓꎬ １８４４)ꎻ 约翰

罗斯金 (Ｊｏｈｎ Ｒｕｓｋｉｎ) 的 «金河王» (Ｔｈｅ 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ｌｄｅｎ Ｒｉｖｅｒꎬ １８５１ )ꎻ 萨 克 雷 ( Ｗ. Ｍ.
Ｔｈａｃｋｅｒａｙ) 的 «玫瑰与戒指» (Ｔｈｅ Ｒｏ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ｎｇꎬ １８５５)ꎻ 查尔斯金斯利 (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Ｋｉｎｇｓ￣
ｌｅｙ) 的 «水孩儿» (Ｗａｔｅｒ Ｂａｂｉｅｓꎬ １８６３)ꎻ 刘易

斯卡罗尔 (Ｌｅｗｉｓ Ｃａｒｒｏｌｌ) 的 «爱丽丝奇境漫游

记» (Ａｌｉｃｅ ｉｎ Ｗｏｎｄｅｒｌａｎｄꎬ １８６５) 和 «爱丽丝镜

中世界奇遇记» (Ａｌｉｃｅｓ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ａｓｓꎬ
１８７１)ꎻ 乔治麦克唐纳 (Ｇｏｒｇｅ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 的

«乘着北风遨游» ( Ａｔ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Ｗｉｎｄꎬ
１８７１)、 «公主与妖怪»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Ｇｏｂｌｉｎꎬ
１８７２)、 «公主与科迪»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ｕｒｄｉｅꎬ
１８８３)ꎻ 奥斯卡王尔德 (Ｏｓｃａｒ Ｗｉｌｄｅ) 的童话

集 «快乐王子及其他故事» (Ｔｈｅ Ｈａｐｐｙ Ｐｒ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Ｔａｌｅｓꎬ １８８８ꎬ 包括 «快乐王子» «夜莺和玫

瑰» «自私的巨人» «忠诚的朋友» 和 «神奇的

火箭») 和 «石榴之家» (Ａ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Ｐｏｍｅｇｒａｎ￣
ａｔｅｓꎬ １８９１ꎬ 包括 «少年国王» «小公主的生日»
«渔夫和他的灵魂» 和 «星孩儿»)ꎻ 约瑟夫鲁

吉卜林 ( Ｊ. Ｒｕｄｙａｒｄ Ｋｉｐｌｉｎｇ) 的 «林莽传奇»
(Ｊｕｎｇｌｅ Ｂｏｏｋｓꎬ １８９４ － １８９５)、 «原来如此的故事»
(Ｊｕｓｔ￣ｓｏ Ｓｔｏｒｉｅｓꎬ １９０２ )ꎻ 贝 特 丽 克 丝  波 特

(Ｂｅａｔｒｉｘ Ｐｏｔｔｅｒ) 的 «兔子彼得的故事» (Ｐｅｔｅｒ
Ｒａｂｂｉｔꎬ １９０２)ꎻ 伊迪丝内斯比特 ( Ｅｄｉｔｈ Ｎｅｓ￣
ｂｉｔ) 的 «五个孩子与沙精» (Ｆｉｖｅ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Ｉｔꎬ
１９０２)、 «凤凰与魔毯» (Ｐｈｏｅｎｉｘ ａｎｄ Ｃａｒｐｅｔꎬ
１９０４)、 «护符的故事» (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ｕｌｅｔꎬ
１９０６)、 «魔法城堡» (Ｅｎｃｈａｎｔｅｄ Ｃａｓｔｌｅꎬ １９０７)ꎻ
巴里 (Ｊｏｈｎ Ｂａｒｒｉｅ) 的 «小飞侠彼得潘» (Ｐｅｔｅｒ
Ｐａｎꎬ １９０４)ꎻ 肯尼斯格雷厄姆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Ｇｒａ￣
ｈａｍｅ) 的 «黄金时代» (Ｔｈｅ Ｇｏｌｄｅｎ Ａｇｅꎬ １８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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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里春秋» (Ｄｒｅａｍ Ｄａｙｓꎬ １８９８)、 «柳林风声»
(Ｗｉ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ｉｌｌｏｗｓꎬ １９０８) 等等ꎻ 以及狄更斯的

«雾都孤儿» (Ｏｌｉｖｅｒ Ｔｗｉｓｔꎬ １８３８)、 «老古玩店»
(Ｔｈｅ Ｏｌｄ Ｃｕｒｉｏｓｉｔｙ Ｓｈｏｐꎬ １８４１)、 «董贝父子»
(Ｄｏｍｂｅｙ ａｎｄ Ｓｏｎꎬ １８４６ － １８４８)、 «大卫科波菲

尔» (Ｄａｖｉｄ Ｃｏｐｐｅｒｆｉｅｌｄꎬ １８４９ － １８５０)、 «小杜丽»
(Ｌｉｔｔｌｅ Ｄｏｒｒｉｔꎬ １８５５ － １８５７)、 «远大前程» (Ｇｒｅａｔ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ꎬ １８６０ － １８６１)ꎬ 托马斯休斯 ( Ｔｏ￣
ｍａｓ Ｈｕｇｈｅｓ) 的 «汤姆布朗的公学岁月» (Ｔｏｍ
Ｂｒｏｗｎ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Ｄａｙｓꎬ １８５７) 等等ꎮ

从总体看ꎬ 这一时期形成的儿童和青少年文

学共同体成就斐然ꎬ 令人叹为观止ꎮ 儿童幻想文

学异军突起ꎬ 女性童话创作构成半壁江山ꎬ 校园

小说和历险小说也取得长足发展ꎬ 受到欢迎ꎮ 值

得注意的是ꎬ 众多杰出的成人文学作家进行 “跨
界” 写作ꎬ 童年叙事蔚然成风ꎬ 名家名作影响深

远ꎮ 这无疑构建起现代世界儿童文学史上第一座

美丽的大花园ꎮ 如果说ꎬ 清教主义者开启了有意

识地为儿童写作的宗教训导文学ꎬ 按照预先设定

的宗教理念或条件展开事件ꎬ 那么约翰纽伯瑞

就从以 “布道说教” 为中心的儿童图书阶段向前

迈出了一大步ꎮ 通过为儿童读者大规模地出版各

种读物ꎬ 纽伯瑞践行了洛克所倡导的进步的儿童

教育观念ꎬ 一个重大变化就体现在对于儿童人物

在特定生活环境中的选择性活动的描写ꎬ 使其在

特定意义上成为针对性地满足儿童独特精神需求

的文学读物ꎮ 当然ꎬ 纽伯瑞及其继承者的出版理

念和大部分图书内容还停留在理性常识的范畴ꎬ
还恪守道德与宗教训导等教育主题ꎮ 在工业革命

及社会巨变的浪潮中ꎬ 维多利亚时代异军突起的

儿童文学共同体成为真正儿童本位的ꎬ 契合儿童

审美意识与发展心理的童年文学表达ꎮ 这些具有

经典艺术品质的作品构建了现代儿童文学创作的

丰硕实体ꎬ 许多作品具有独特的双重性ꎬ 既能满

足少年读者审美和认知的阅读需求ꎬ 又能吸引成

年读者的目光ꎬ 使他们流连忘返ꎬ 从中发现重返

童年这一人类精神家园的哲理和情感诉求ꎮ 这些

作品对于现当代英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具有至关重

要的推动意义ꎬ 也从此成为儿童文学批评史关注

和研究的重要对象ꎮ

二、 走向独立自洽的儿童文学学科研究

２０ 世纪以来ꎬ 相关领域的批评家和学者对维

多利亚时代儿童文学 “黄金时代” 及其作品进行

了持续而深入的学术研究ꎬ 从文学艺术的学理层

面揭示了儿童文学名篇佳作的经典性及其社会文

化意义ꎬ 由此开创了当代儿童文学学科研究的道

路ꎮ 哈维达顿的 «英国儿童图书: 五个世纪的

社会生活史» (１９３２) 是重要的英国儿童文学图

书出版和史学研究及书目学著作ꎬ 该书提供了描

述性的书目ꎬ 阐述内容涉及图书馆学、 社会学、
图文关系以及作为艺术品的图书整体效果等相关

构成因素ꎬ 首次清晰地描绘了独立于成人文学大

系统的儿童文学版图ꎮ 这部书呈现了儿童文学的

学科研究要素ꎬ 奠定了后世儿童文学之史学研究

的基础ꎮ 作者还通过翔实的史料和精炼的阐释ꎬ
对英国儿童图书创作、 出版的整个社会历史语境

及发展进程ꎬ 尤其是维多利亚时期儿童幻想文学

经典的出现与英国儿童文学第一个黄金时代的内

在逻辑关联等命题进行了透彻的论述ꎮ 汉弗莱
卡彭特的 «秘密花园: 儿童文学的黄金时代研

究» (Ｓｅｃｒｅｔ Ｇａｒｄｅｎ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ｌｄｅｎ Ａｇｅ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１９８５)借用女作家弗朗西丝

伯内特的儿童小说名著 «秘密花园» 为主标

题ꎬ 对 １９ 世纪中期至 ２０ 世纪初年的杰出儿童文

学作家及其创作进行了全面深入考察ꎬ 认为这些

作家的文学创作活动形成了相似的涉及思想观念

和主题的艺术模式ꎮ 彼得亨特主编的 «插图版

英语儿童文学史»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 Ｉｌｌｕｓ￣
ｔｒａｔｅ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１９９５)是一部按年代和创作类型撰

写的通史类论文集ꎮ 它重点探讨了英国儿童幻想

小说兴起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条件等因素ꎮ
值得关注的是ꎬ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ꎬ 以彼

得亨特、 汉弗莱卡彭特、 佩里诺德曼、 杰

克齐普斯、 玛丽亚尼古拉耶娃、 约翰斯蒂

芬斯、 罗宾麦考伦、 罗伯塔塞林格特瑞兹、
凯伦科茨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学研究学者ꎬ 以

深厚的文学理论修养和长期积累的学术资源投入

由英国儿童文学黄金时代发展历程引导的现当代

英语儿童文学研究ꎬ 考察其发生的源流和发展的

历程ꎬ 以及风格多样的文学艺术特征ꎬ 研究对象

从时代语境中的创作延伸到当代文化阐释和批评

现象ꎮ 他们的研究采用了多种人文学科视角ꎬ 运

用了不同的理论范式和文本解读方式ꎬ 使儿童文

学研究超越了以往师法成人文学的文化研究和审

美研究的翻版ꎬ 涉及文化学、 传播学、 儿童文学

史学、 意识形态理论、 修辞学、 女性主义、 精神

分析学、 主体性理论以及语言学和叙事理论等ꎬ
体现了研究者对人文学科前沿理论话语的创造性

借鉴与融合ꎮ 尤其重要的是ꎬ 这些学者开展研究

的共同特点是将儿童文学视为整个文学活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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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在相同条件下接受相同的评判

标准ꎮ 正如新马克思主义学派批评家齐普斯所强

调的: “儿童文学也应当遵循我们为当代最优秀

的成人作家所设定的相同的高水平的审美标准和

道德标准ꎮ”正是在这样的学术研究基础上ꎬ 学

者们又将研究视阈拓展至世界儿童文学的学科研

究ꎬ 其重要成果体现为大型理论工具书 «世界儿

童文学百科全书»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Ｅｎｃｙ￣
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１９９６ꎬ ２０１４)的出

版ꎮ 这部厚重的百科全书由英国儿童文学研究学

者彼得亨特 (Ｐｅｔｅｒ Ｈｕｎｔ) 主编ꎬ 撰稿者全都是

学养深厚的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化研究者ꎬ 通过对

现当代世界儿童文学的发展和学术研究进行全方

位的深入考察ꎬ 呈现了 ２０ 世纪以来儿童文学学术

研究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ꎮ
彼得亨特早期任教于英国卡迪夫大学ꎬ 是

英语和儿童文学资深教授ꎬ 长期致力于儿童文学

研究ꎬ 是儿童文学学术性研究的先驱之一ꎮ 作为

学养深厚而且一直关注儿童文学的学者ꎬ 亨特较

早在英国大学开设儿童文学课程ꎬ 还在 ２３ 个国家

的 １５０ 多所大学讲授儿童文学ꎮ 在学术研究领域ꎬ
他以独著和合作方式出版了 ２６ 本专著ꎬ 发表了

５００ 多篇相关学术论文ꎮ 其著述被翻译为中文、
阿拉伯文、 丹麦文、 希腊文、 日语、 葡萄牙语等

多种语言ꎮ 亨特的贡献在于将主流文学批评理论、
考察范式和批评实践与儿童文学的独特性结合起

来ꎬ 创造性地提出了 “儿童主义批评” 视角ꎬ 并

通过 «批评、 理论与儿童文学»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ꎬ Ｔｈｅｏ￣
ｒｙꎬ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１９９１)、 «儿童文学:
当代批评» (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ꎬ １９９２) 等编著对此进行了系统研究ꎮ
作为享誉世界儿童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ꎬ 亨特的

研究推动了儿童文学的学科研究发展ꎮ 在一大批

学者的共同努力下ꎬ 儿童文学的学科研究获得了

原创性途径和方法ꎬ 拓展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ꎬ
成果丰硕ꎬ 引发关注ꎬ 使儿童文学研究突破了依

附主流文学批评的束缚ꎬ 也不再作为教育学科的

附庸而存在ꎬ 最终形成了独立、 自洽的文学学科ꎮ
作为一部集大成的学术性著述ꎬ «世界儿童

文学百科全书» 主体由三大部分组成: (一) 理

论、 批评与应用卷ꎬ 主要内容包括儿童文学的相

关理论、 批评以及应用ꎮ (二) 文类卷ꎬ 主要内

容包括小说部分和诗歌、 戏剧及其他部分ꎮ (三)
世界儿童文学史论卷ꎬ 即儿童文学国别史论ꎬ 阐

述世界各国儿童文学的主要特点和发展历程ꎮ 其

中的 “理论、 批评与应用卷” 梳理、 汇总了儿童

文学研究领域的批评实践ꎬ 包括基本理论、 核心

概念以及各种批评路径ꎮ 从儿童、 童年、 儿童文

学的基本概念、 历史和文化对儿童文学的形塑、
意识形态问题、 语言学和文体学对儿童文学创作

的影响ꎬ 到各种批评理论ꎬ 如读者反映论批评、
心理分析批评、 女性主义批评等ꎬ 直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的性别批评、 少数族裔和歧视问题ꎬ 文学

研究中的意识形态之争、 结构主义、 意识形态的

价值基础、 隐性读者和真实读者的关系等ꎬ 应有

尽有ꎮ 而且ꎬ 编撰者对于儿童文学中涉及的语言

学和文体学策略展开了剖析ꎬ 对儿童文学批评方

法如读者反应批评、 精神分析批评、 女性主义批

评等进行了细致阐释ꎬ 对图画书的发展给予了细

致的理论阐释ꎮ 由此可见当代儿童文学研究所达

到的广度和深度ꎬ 这些研究成果超越了最初的单

向度关注作品题材、 表现手法以及如何把握适宜

的教育方式、 如何传递某种道德价值等传统的考

察层面ꎬ 进入哲学、 文学、 美学、 心理学、 社会

学、 教育学、 人类学、 神话学、 法学等跨学科研

究和交叉学科研究的纵深阶段ꎮ 从总体看ꎬ 这部

儿童文学百科全书全方位、 多视阈地呈现了世界

儿童文学主体发生、 发展的全貌和发展的全过程ꎬ
具有权威性、 资料性、 知识性、 学术性和思想性ꎬ
成为公认的影响深远的世界儿童文学研究的重要

资源ꎮ 可以这么说ꎬ 当代儿童文学学科研究的重

要成果既揭示了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经典品性ꎬ
呈现了理论批评的力度和深度ꎬ 也捍卫和拓展了

儿童文学的文学史边界和文化视野ꎬ 确立了儿童

文学的学科属性和社会价值ꎬ 具有不可替代的评

判价值和引领作用ꎮ 当然ꎬ 这部 «世界儿童文学

百科全书» 呈现的主要是具有自觉意识的儿童文

学发生期和发展期的西方儿童文学创作主体和批

评主体的研究成果ꎬ 包括在不同历史时空中留下

的作品ꎬ 形成的格局和传承的脉络ꎮ 同时我们应

当清楚地看到ꎬ 在不同的时代ꎬ 人们的思维方式

往往受到特定时代语境下自身认识能力的制约或

影响ꎬ 这样的思维方式又直接制约或影响论述者

的思辨方式和表达方式ꎮ 例如从清教主义的 “灵
魂净化” 式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ꎬ 到洛克的朴素

唯物主义的儿童教育观ꎬ 到皮亚杰的儿童认知发

展观ꎬ 再到当代儿童文学的审美艺术观和教育功

能观ꎬ 人们对于儿童的生命状态、 成长过程及儿

童文学的认知始终处于不断变化与深化的进程中ꎮ
从恐吓震惊式宗教训诫、 感化教育到健全的道德

和人格教育ꎬ 从一元到多元文化教育ꎬ 从知识教

育到公民教育和审美教育等ꎬ 有关儿童教育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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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教育理念也经历了不断演进的历史进程ꎮ 有

自觉意识的儿童文学的发生和发展的演进过程ꎬ
无疑体现了儿童文学对于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

重要意义ꎮ

三、 使命与担当: 发展中国视野的

儿童文学学科研究

　 　 对于国内儿童文学研究者ꎬ 尤其是中外比较

儿童文学研究者ꎬ 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ꎬ 构建中

国视野的儿童文学学科研究及评价体系是义不容

辞的使命ꎮ 从迄今为止的世界儿童文学的批评理

论现状可见ꎬ 当代西方儿童文学批评理论呈现出

独特的双重性: 一方面是理论研究大发展、 大繁

荣的格局ꎻ 另一方面是学派林立、 理论繁多ꎬ 而

且理论触角显得过于精细、 过于繁复ꎬ 需要贯通

整合ꎬ 而且所有这些理论视阈对于儿童文学本体

的适应性也需要加以考究ꎮ 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

要特征就是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ꎬ 坚持 “事物的

性质主要是由该事物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

的” 这一哲学原则ꎮ 在把握儿童文学发展进程中

具有重要意义的细节的同时ꎬ 应将重点放在事情

的主要性质方面ꎮ 抓住事情的主要方面ꎬ 不盲目

采信评价ꎬ 而是根据主要事实做出客观中肯的论

述ꎮ 在审视、 考察儿童文学历史及其相关文献文

章时ꎬ 要避免被大量细节和外观形式所淹没、 遮

蔽ꎬ 要透视和细究ꎬ 直逼其内涵实质ꎮ 例如ꎬ 要

以自觉意识的儿童文学出现以来的源流作为主线ꎬ
梳理、 提炼世界儿童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的主潮

走向ꎮ １７ 世纪清教主义群体是自觉地关注儿童教

育与阅读的ꎬ 这应当是一个有意义的起点或切入

点ꎮ 从清教主义儿童观主导的清教主义儿童文学

创作与观念拓展到约翰纽伯瑞的儿童图书事业ꎬ
再由此延伸到工业革命时期ꎬ 儿童文学黄金时代

的出现ꎬ 这是历时性的考察ꎮ 批评史对应的目标

和对象自然是儿童文学创作实体ꎬ 要紧扣各时期

儿童文学创作潮流ꎮ 其中一个脉络就是围绕创作

主潮兴起的评价和批评思潮ꎬ 如儿童幻想文学的

创作与理论研究ꎬ 要梳理贯通各种理论著述和阐

释ꎬ 形成专题成果ꎮ 通过将历时性的考察梳理与

共时性的分析比较相结合ꎬ 以中国立场和中国视

野去全面考察世界儿童文学批评史ꎬ 去拓展新的

研究空间ꎬ 发掘那些可能被忽略的、 与考察对象

之间存在重要关联的文献资料和文学文化现象ꎬ
如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与宗教之争、 科学与人文

之争、 科学与想象力之争ꎬ 等等ꎮ 总之ꎬ 在充分

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ꎬ 秉承中国立场ꎬ
坚持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ꎬ 运用唯物辩证法思想

武器ꎬ 从思维方式ꎬ 方法论和价值观等纬度去进

行整合性梳理和鉴别ꎬ 建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

话语体系和批评范式ꎮ 另一脉络是横向考察以共

同语系文化形成的地域共同体的儿童文学批评源

流ꎮ 例如ꎬ 围绕安徒生童话的评价来解析相关思

潮与争辩ꎬ 同时切入北欧儿童文学思想的源流走

向ꎬ 以及对欧洲乃至世界儿童文学创作与评价

(批评) 的影响ꎬ 交流与互鉴互动ꎮ 由此推而广

之ꎬ 研究者可以通过发生论和认识论的视野ꎬ 深

入考察贯穿世界儿童文学批评史各个时期的理论

建树ꎬ 相互交流与对话ꎬ 接受与影响ꎻ 这一考察

要体现唯物辩证法指导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创新

与发现ꎮ 儿童文学批评史研究涉及主观意识和思

想评价ꎬ 要将考察视域聚焦于人类如何认识儿童

世界ꎬ 认识童年人生ꎬ 认识童年与青少年成长与

相关命题的文学表达ꎬ 等等ꎮ

四、 关于儿童文学的跨学科研究

在当今世界ꎬ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ꎬ
人类各个学科领域的专业知识精细程度之高ꎬ 远

非日常体验所能涵盖ꎮ 与此同时ꎬ 人文学科的研

究不仅能够相互借鉴认知话语和研究范式ꎬ 而且

能够向自然科学借鉴话语和范式ꎮ 儿童文学学科

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更是时代的呼唤和需求ꎮ 无论

是儿童文学的本体研究还是儿童文学的跨学科研

究ꎬ 对于创作领域各文类的研究ꎬ 以及各种研究

方法之间及其内部特点的深入对比ꎬ 无论涉及文

学、 艺术、 哲学、 美学、 语言学、 心理学、 神话

学、 宗教学、 政治学、 社会学、 人类学ꎬ 还是自

然科学ꎬ 都需要关注相关学科的知识结构与相应

话语体系ꎮ 儿童文学的学科研究 (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特性还指向童年文学

表达的独特本质ꎬ 指向从低幼到青少年阶段的未

成年人这样一组变体ꎮ 从儿歌歌谣、 普及读物到

长篇叙事系列ꎬ 儿童文学本体的文体问题也需要

进一步澄清ꎮ 相较于成人文学常见的 “诗歌、 小

说、 散文、 戏剧” 文体分类法ꎬ 儿童文学的文体

分类显得愈加驳杂ꎬ 不仅分类宽泛ꎬ 概念颇多重

合ꎬ 而且题材及主题意识往往大于文体意识ꎮ 从

故事、 寓言、 童话三类文体ꎬ 到科学文艺、 儿童

戏剧与影视、 儿童歌曲与韵文等单列文体ꎬ 再到

科幻文学、 成长小说、 青春文学及动物文学等交

叉样态的文学样式ꎬ 从简易单纯到复杂多样ꎬ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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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和接受的复杂性与难易程度上形成一个特殊

的连续体ꎬ 这些都需要研究者抓住事物的本质ꎬ
进行学科层面的归纳ꎬ 给予实质性的解答ꎮ

从维多利亚时代的两部 “爱丽丝” 小说到当

代的 «哈利波特» 系列小说ꎬ 儿童文学的跨学

科研究揭示了儿童文学经典具有的丰富的、 多层

面的认知性和文学审美性ꎬ 这为研究者提供了深

邃的文学、 文化及相关学科和自然科学视阈的阐

释空间ꎮ 自 “爱丽丝” 小说问世以来ꎬ 人们先后

从文学、 心理学、 社会政治学、 哲学、 数学、 语

言学、 符号学甚至医学等视阈去审视和研究ꎬ 不

断揭示其文本所蕴含的丰富的人文哲思和文化因

素ꎬ 各种理论阐释与发现层出不穷ꎮ 数学家马丁

加德纳 (Ｍａｒｔｉｎ Ｇａｒｄｎｅｒꎬ １９０５ － ２０１０) 曾这样

来论述 “爱丽丝” 小说的阐释性: “与荷马史诗、
圣经以及所有其他伟大的幻想作品一样ꎬ 两部

‘爱丽丝’ 小说能够让人们进行任何类型的象征

性阐释 ——— 政治的ꎬ 形而上的ꎬ 或者弗洛伊德

式的ꎮ”

至于 «哈利波特»系列所引发的跨学科研

究热潮ꎬ 更是延伸到诸多自然科学领域ꎬ 包括高

度专业化的学科如化学、 物理学、 心理学等ꎮ 不

同的学科领域都发表了有分量的学术专著ꎬ 如

«哈利波特与心理学» (Ｔｈ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Ｈａｒｒｙ
Ｐｏｔｔｅｒ: Ａｎ Ｕｎ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ｅｄ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ｙ Ｗｈｏ
Ｌｉｖｅｄꎬ ２００６)ꎬ 作者尼尔墨霍兰德 (Ｎｅｉｌ Ｍｕｌ￣
ｈｏｌｌａｎｄ)ꎬ 一个精神病学高级心理咨询师ꎬ 从心理

学视角探寻女作家罗琳的 “密室” 深处ꎬ 揭示在

小说情节和人物后面显露的人性与动机ꎬ 以及这

些因素如何使这一幻想小说系列成为不朽的畅销

之作ꎮ 罗杰  赫菲尔德 ( Ｒｏｇｅｒ Ｈｉｇｈｆｉｅｌｄ ) 的

«哈利波特的魔法与科学»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ａｒｒｙ
Ｐｏｔｔｅｒꎬ ２００３)探讨 “哈利波特” 小说系列的

魔法世界所包含的科学原则、 科学理论和假设ꎬ
是一本颇具启发性和趣味性的著述ꎮ 它向身为父

母的成人读者表明ꎬ 如何通过 “哈利波特” 小

说系列ꎬ 引导孩子们进入自然科学的奇境世界ꎬ
了解和认识科学观念ꎮ 大卫巴格特 ( Ｄａｖｉｄ
Ｂａｇｇｅｔｔ) 和肖恩克莱因 ( Ｓｈａｗｎ Ｅ. Ｋｌｅｉｎ) 主

编的 «哈利波特的哲学世界: 如果亚里士多德

掌管霍格沃茨» (Ｈａｒｒｙ Ｐｏ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ｆ
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 Ｒａｎ Ｈｏｇｗａｒｔｓꎬ ２００４) 从多个层面阐释了

“哈利波特” 小说中隐含的哲学问题ꎮ与此同

时ꎬ 教育领域围绕 “哈利波特” 系列开设了相

关课程ꎮ 如美国弗罗斯特堡州立大学 (Ｆｒｏｓｔｂｕｒｇ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专门开设 “哈利波特与科学”

课程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ａｒｒｙ Ｐｏｔｔｅｒ)ꎮ 据该校网站的

课程 介 绍ꎬ 物 理 学 教 授 乔 治  普 利 特 尼 克

(Ｇｅｏｒｇｅ Ｐｌｉｔｎｉｋ) 将带领学生们检验在 Ｊ. Ｋ. 罗琳

书中出现的各种魔法事件ꎬ 同时通过物理学原理

对那些看似非常奇异的现象进行科学解释ꎮ “哈
利波特” 与当代科学界的关系也成为令人关注

的现象ꎮ 当今的许多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学者

将 “哈利波特” 小说系列纳入了他们的研究视

野ꎬ 使之成为严肃的学术研究课题ꎮ 笔者在国际

学术论文检索平台 Ｐｕｂｍｅｄ (以发表生物学和医学

研究成果为主的论文数据库) 上进行搜索ꎬ 截至

２０１１ 年ꎬ 在包括 «自然» 这样的世界一流刊物在

内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有关 “哈利  波特”
(Ｈａｒｒｙ Ｐｏｔｔｅｒ) 与科学这一命题的近 ４０ 篇学术论

文ꎮ 这表明作为幻想文学作品的 “哈利波特”
得到了科学共同体的关注ꎬ 成为自然科学和人文

社会科学领域的专题研究的组成部分ꎮ 据不完全

统计ꎬ 人们在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Ｌｉｎｋ 数据库中检索到一千

三百多篇相关文章ꎮ 在谷歌学术搜索中检索到五

万五千三百多篇文章ꎮ 通过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 搜

索有关 “哈利波特” 的关键词ꎬ 可以检索到七

百多篇相关中文学术论文ꎮ
当然ꎬ 儿童文学的跨学科研究还要注意相关

性和适应性ꎮ 恰如比较文学研究ꎬ 无论跨越了什

么学科ꎬ 运用了什么学科的话语和认知逻辑ꎬ 其

研究的最终指向还是要通往文学本体ꎬ 否则就失

去了根基ꎬ 不复具备存在价值ꎮ 儿童文学的跨学

科研究也一定不能偏离儿童文学的本体属性ꎮ 如

前所述ꎬ 我们要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一指导思想进

行研究ꎬ 要抓住事物的主要方面、 抓住事物的本

质ꎬ 坚持 “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该事物的主要矛

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 这一哲学原则ꎮ 儿童文学

面对的主体对象是儿童和青少年ꎬ 从童年到青少

年的人生阶段意味着从迷茫、 混沌走向道德和智

力成长与成熟ꎬ 进入认知和审美的更高层次的成

长进程ꎮ 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要体现对儿童及青

少年成长的意义和价值ꎬ 满足不同年龄层次的少

年儿童读者的认知需求和审美需求ꎮ 儿童文学是

童年的文学表达ꎬ 关键词是成长ꎮ 儿童文学的基

本诗学命题无疑指向 “儿童与儿童的精神世界”
以及 “童年与成长” 的文学表达ꎮ 作为人类个体

生命中一段特殊的初始阶段ꎬ 童年本身具有与成

年迥然不同的特殊性ꎬ 尤其体现在生理发育程度

及心智与精神活动的差异等方面ꎮ 根据当代童话

心理学的研究ꎬ 在人生的幼年期ꎬ 儿童的内心感

受和体验缺乏逻辑秩序和理性秩序ꎬ 因此不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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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让儿童进入现实ꎬ 像成人一样理解现实ꎮ 本着

这样的认识ꎬ 人们会发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出

现的童话心理学研究具有特殊而相关的借鉴意义ꎮ
在特定意义上ꎬ ２０ 世纪被称为心理学的世

纪ꎬ 因为人们获得了一种全新的、 认识自己内心

世界的方式ꎮ 弗洛伊德对潜意识的研究不仅开拓

了心理学研究的新疆界ꎬ 拓展了人们认识精神世

界的视野ꎮ 弗洛伊德提出的无意识观念不仅重新

塑造了当代艺术、 文学和医学ꎬ 而且为儿童文学

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ꎬ 成为当代童话心

理学研究的理论支撑ꎮ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

认为ꎬ 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学 “话语性的创始

人” ( ｆｏｎｄａｔｅｕｒｓ ｄｅ ｄｉｓｃｕｒｓｉｖｉｔé)ꎬ 是 １９ 世纪思想

与话语模式的奠定者和标志性人物ꎮ 弗洛伊德的

话语构成了其他文本的可能性与规则ꎬ 确立了相

关话语的无限可能性ꎮ 福柯指出ꎬ 弗洛伊德的精

神分析话语奠定了关于 “梦” 和 “无意识” 的学

说ꎬ 有助于我们去阐释那无法抵达却早已存在ꎬ
并成为我们阐释动力机制与源泉的区域ꎮ 弗洛伊

德之后ꎬ 众多职业精神分析学家及从事临床精神

医学实践的专家诸如荣格、 拉康、 埃里克森、 弗

洛姆、 贝特尔海姆、 阿恩海姆、 阿瑞提、 弗朗兹

等不约而同地在自己的相关研究中将目光转向神

话和童话文学及文学艺术形象ꎮ 他们的跨学科研

究前所未有地贯通了心理学与文学的学科界限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出现的童话心理学就是精神分析

学和童话文学研究的跨学科交叉的结果ꎬ 是推动

和深化儿童文学学科研究的重要开拓ꎮ 重新审视

和探讨 ２０ 世纪童话心理学ꎬ 意味着返回精神分析

话语的创始之处ꎬ 这一 “返回” 是为了更好地理

解童话心理学的话语性创新ꎬ 真正实现与话语性

创始者的对话ꎬ 通过 “返回” 原点实现儿童文学

及童话文学研究的创新ꎬ 生发出异质性的活力和

有益思想ꎮ 与此同时ꎬ 通过童话心理学视阈重新

审视现当代童话叙事文学的认知和审美特征、 功

能ꎬ 无疑是推进儿童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

途径ꎮ
事实表明ꎬ 世界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成果的

交流互鉴和互融促进了各民族儿童文学的创作、
翻译、 研究和交流互动ꎮ 国内儿童文学的学科研

究需要进一步提升研究的水平ꎬ 这是一种历史的

担当ꎬ 也是文化和文明互鉴的必经之路ꎮ 我们应

当秉承中国文化自信ꎬ 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ꎬ 通

过新的学术视野和学术资源、 理论资源考察和揭

示世界儿童文学批评史的基本历程和全貌ꎮ 要从

学术思想形态层面考察世界儿童文学批评史演进

的主体脉络、 考察那些影响与规约世界儿童文学

批评走向的重要思想和理论问题ꎻ 追寻相关学术

思潮的变迁和发展ꎬ 以此观照世界儿童文学批评

及其学术思想在现当代社会历史演进中的功能、
意义乃至局限、 困境及如何寻求突破ꎬ 并为我国

当代儿童文学批评提供重要学术和理论资源ꎮ 通

过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整合研究ꎬ 阐明自觉的儿童

文学的实质发生、 内在关联、 时代特征和当代意

义ꎻ 这对于我们构建中外儿童文学的多层性和互

动性的文化和文学共同体ꎬ 无疑具有积极的文化

认知价值和文学批评实践意义ꎬ 诚如杰克齐普

斯所论述的: “尽管并非 «哈利波特» 小说系

列使儿童文学回归其在文化版图中应当拥有的地

位ꎬ 但它们确实巩固了儿童文学在文化版图中的

地位ꎬ 而且将继续使普通读者认识到ꎬ 儿童文学

才是最受欢迎的流行文学ꎮ 儿童文学是真正的大

众文学ꎬ 是为所有民众创作的文学ꎬ 是无论老少

都在阅读的文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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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１６９３ 年ꎬ 约翰洛克 (Ｊｏｈｎ Ｌｏｃｋｅ) 在 «教育漫话» (Ｓｏｍ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６３) 中论述了如何通过三种独特的方法来培育儿童的心智: 发展健康的体魄ꎬ 形成良好的性格ꎬ 选择适宜

的教育课程ꎮ 在培养读书识字的方式上ꎬ 洛克认为儿童的阅读应当具有愉悦性ꎬ 他推荐的儿童读物包括宗教性的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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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Ｆ. Ｊ. Ｈａｒｖｅｙ Ｄａｒｔｏｎꎬ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Ｂｏｏｋ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Ｆｉｖｅ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ｉｆｅ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５８.
 舒伟: «社会转型期的童年叙事经典: 论维多利亚时期英国儿童和青少年文学叙事共同体»ꎬ «社会科学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ꎻ 舒伟: «从 “爱丽丝” 到 “哈利波特”: 现当代英国童话小说创作主潮述略»ꎬ «山东外语教学» ２０１４ 年

第 ３ 期ꎮ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ꎬ Ｓｅｃｒｅｔ Ｇａｒｄｅｎ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ｌｄｅｎ Ａｇｅ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ꎬ Ｂｏｓｔｏｎ: Ｈｏｕｇｈｔｏｎ Ｍｉｆｆｌｉｎ

Ｃｏｍｐａｎｙꎬ １９８５.
 Ｐｅｔｅｒ Ｈｕｎｔ ｅｔ ａｌ. ｅｄｓ. ꎬ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５.
  〔美〕 杰克齐普斯: «冲破魔法符咒: 探索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的激进理论»ꎬ 舒伟主译ꎬ 合肥: 安徽少年儿童

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年ꎬ 第 ２３０、 ２３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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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ｏｋｓꎬ ２００６. 中译本: 〔美〕 尼尔墨霍兰德: «哈利波特与心理学: 大难不死的男孩和他的小伙伴们»ꎬ 穆岩译ꎬ
北京: 电子工业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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