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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统 是一 种血 液

—论 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的关系

陈华文

提 要 民问文 学与儿童文 学的关系是一个经典性 的问题
,

但许多研究和认识大都限于 两

者之间的表象
,

并没有发掘它们之问内在的本质的深层 的关系 本 文 通过对 民问丈 学与儿 童文 学

在形成之初就县有的血缘性联 来的探讨
,

论述 了两者之间存在的 不仅是传统上 的
,

而 且是生命上

的 关联
。

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有着多大程度的联系
,

是一

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

但至少在儿童文学的成长过程

中
,

民间文学对 儿童文学 的存在起 了不可替代的作

用
,

其中韵文体的儿歌或歌谣以及散文体的童话或故

事
,

曾经是传统儿童文学直接的体现
。

下面的论述将

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的这种关系
。

一
、

在儿童文学被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门类之

前
,

民间文学涵盖了儿童文学

文学的发展最初只有单一的一种样式
,

即我们现

在意义上的民间文学 这种单一文学样式经历了相当

长的时间
,

大约有二三百万年到数十万年的历史
。

当

然那时的所谓
“

文学
” ,

可能非常的简单
。

到旧石器时

代晚期
,

语言已经 比较发达
,

丧葬等有着信仰支配的

习俗已经产生
,

人们之间的交往 已较为颇繁
。

进入新

石器时代之后
,

农耕文化兴起
,

定居的村落形成
,

有的

规模已经不小
。

为了适应生产和生活的需要
,

当时的

语言已很发达
,

与我们现在的情况没有太大的差异
。

谢选骏认为
,

神话就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 事实上
,

作

为讲述
,

它的历史一定比此时的神话要更为悠久 原

始人接触到不同的事物
、

不同的人或 氏族
,

了解了不

同的文化习惯
,

总是希望能够向别人讲述
,

这种讲述

就形成了最早的
“

文学
” 。

讲述不仅传播了文化和文化

相异性
,

更重要的是开拓 了思维
,

使讲述者和听众的
· ·

想象得到锤炼 到神话时代
,

这种讲述 已经非常成熟
,

叙述的 内容
、

结构和技巧都有 了现代叙事文学的特

点
。

因此
,

在文字产生之前 讲述一直是文学的唯一

方式
。

其中需要提到的是定居这一形式
,

对于讲述带

来的革命性意义 定居
,

尤其是在从事农业生产后的

定居
,

形成了
“
日出而作

,

日入而息
”

的生活规律 面对

雨季
,

特别是面对炎热的夏季和漫长的冬季
,

原始人

怎样去消磨这些时光呢 笔者认为他们之间各自讲述

一些轶闻和故事
,

便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

这

种讲述面对的是老人
、

儿童
,

男人或妇女
,

人们在讲述

故事时便不可避免地要有所顾忌和选择
。

尤其是对于

儿童
,

这种顾忌和选择将具有积极的意义 这一点
,

从

原始人需要通过用
“

成年礼
”

将成人与儿童分别开来
,

就可以得知
。

儿童是与成人具有完全不同文化意义的

群体
,

他们得到更多的照顾和保护
,

同时也有更多的

禁忌
。

这就决定了儿童所能接受的讲述
,

必定是相对

的
。

因此
,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

只要 人们有意识地
、

有

区别地对儿童讲述不同的故事
,

那么
, “

儿童文学
”

也

就产生了
,

当然
,

这是传统意义上的儿童文学 至今
,

传统社会对儿童的讲述
,

依然保持着这样的模式
。

值得注意的是
,

这一切都仅仅用一种方式
,

即 口

头语言来表达
。

只有文字产生之后
,

文学才开始有了

分野 一种是用 口 头语言表达的文学
,

也就是我们所



说的民间文学 一种是用文字表达 的文学
,

也就是我

们所说的作家文学或书面文学
。

然而用文字表达的文

学
,

一是受文字发展本身的约束
,

二是受文字掌握者

的影响
,

他们更多地是记录拥有文 字者本 阶级的生

活
。

因此
,

书面文学所存在的局限性
,

是不言而喻的

这一点
,

从 甲骨文这种最早 的成熟文字所记录 的 内

容
,

都限于当时统治者的祭祀
、

占 卜等就可以知道
。

所

以
,

我们可以这样说
,

文字并不是为了文学而创造的
,

就像口 语不是为了讲述而创造的一样
。

只是通过漫长

的历史发展之后
,

文字才成为文学的最主要的媒介
。

口 头的讲述
,

传承 了人类发展的数十万年的知识

和经验
,

如神话
、

传说
、

故事或歌谣等等便是如此 所

以
,

在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上
,

文学的作用
,

有时是其他

文化样式所无法取代的
。

对于 儿童来说
,

更是如此 因

为
,

原始人不仅在很早的时候就 已经有区别地对 儿童

讲述不同的神话
、

传说或故事
,

而且一直保持了这种

规则或传统
。

直到语言文字非常发达
,

有智者突然感

悟到有必要采用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有针对性地作

用于 儿童
,

这种讲述与文字表达 的分野 才显露出来

因此
,

在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出现之前
,

儿童的文

学感悟
、

知识传授或道德教化及娱 乐快感等内容
,

便

都由民间文学来承担
。

传统的民间文学在历史上曾一

直涵盖了儿童文学
,

直到有一天 儿童文学 由于智者的

感悟而从 民间文学 中分离出并成为一种独立 的文学

样式
。

但是这种独立并不是完全的独创
,

就像文学是

从 口 语文学逐渐走向成熟的一样
,

它只不过是用文字

替代 口语讲述而 已
。

从上述意义上来说
,

在儿童文学成为独立的文学

门类之前被涵 盖于 民间文学之 中
,

是完全 可以理 解

的
。

二
、

儿童文学是在民间文学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

在儿童文学成为一种正式的文学 门类之前
,

民间

文学的一些特别内容
,

一直是 儿童接受教育或娱乐的

独有形式
。

其中神话
、

传说
、

故事
、

歌谣
,

在儿童成长中

的影响是任何人都不 会否认的
,

尤其是故事中的童话

和歌谣中的儿歌
,

它的传承对象和接受者基本上都是

儿童
,

是一种专门针对 儿童而创作的文学样式
。

如
“

摇

摇摇 摇到外婆桥
。

外婆娘娘真要好
,

买条鲤鱼烧烧
,

头弗熟
,

尾 巴焦 刮起尾 巴再烧烧
,

外孙吃了快快摇
。 ”

这 种歌谣 在全 国各地都有流传
,

听到或 唱起这类歌

谣
,

每个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 自己的童年生活和对

外婆的那种特殊的怀念
。

又如
“

一二三四五
,

上 山打

老虎
。

老虎打不到
,

打到小松鼠
。

松鼠有几个
,

让我数

一数
,

数去又数来
,

一二三四五
。 ”

既有趣
,

又让 儿童在

轻松愉快中学 习了数数
。

这一类针对 儿童的歌谣形式

很多
,

内容也非常丰富
,

像你拍一我拍一
,

或你一我一

以及绕口 令之类等等
,

许多还结合娱乐活动
,

一边玩

一边唱
,

有趣又易记
,

娱乐
、

学习
、

教育几不误
。

故 事的情形也 同样如此 有一 则故事 叫《十 兄

弟 》
,

这则故事主要是通过奇特的人物特征
,

即老大是

顺风耳
,

老二 是千里 眼
,

老三是有力气
,

老四是钢脑

袋
,

老五是铁骨尸
,

老六是长腿
,

老七是大脑袋
,

老八

是大脚
,

老九是大嘴
,

老么是大眼
,

来达到吸引听众的

目的 而这种奇特的人物特征
,

最能让谁相信呢 那就

是 儿童 故事的结局是大水把秦始皇冲到海里喂鳌

鱼
,

大人可能不相信
,

但儿童却会深信不疑
。

在民间文学中
,

这种夸张或变形了的故事非常发

达
,

大部分都是针对 儿童讲述的
。

什么仙女下凡变做

勤劳善良者的妻子呀
,

什么天鹅变成美女呀
,

也有青

蛙变王子
、

田螺变美女
、

蛇变人 有男人是蛇郎
,

女 人

是白娘子之类
、

老虎 狼 变外婆等等
。

这是一些与儿

童思维方式完全相一致的故 事形态
,

能满足 儿童好

奇
、

求新
、

求知的欲望
。

为此
,

在长期的传承过程中
,

民

间文学 形成了许多 固定的模式或类 型
,

勤劳者能得

妻
、

善良者有好报
、

异类能变形为人
、

宝物总是帮助弱

小者
、

只要不懈努力总能达到 目的等等
。

人们能通过

这些故事表达善 良的愿望
、

美好的情感
、

社会的道德

伦理和善恶
、

美丑
、

爱僧
、

是非等观念
,

并对 儿童起直

接的熏陶
、

教育
、

分辨是非的作用
。

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民间文学模式或类型
,

在 儿

童文学形成的过 程 中
,

起 了最直接的滋养和 催化作

用
。

蒋风曾说
“

在没有儿童文学的那些古老年代
,

民

间文学不仅从 自己适于 儿童 口 味的神话
、

传说
、

故事
、

童话
、

儿歌
、

童谣
、

谜语
、

谚语等填补了空缺
,

而且还对

儿童文学的萌芽有着直接的影响
,

起了催生
、

孕育的

作用
。 ’, ’

确实如此
,

儿童文学是在民间文学的滋养下

逐渐成长
、

成熟起来的
。

这种滋养
,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

民间文学 中形成的有针对性的适 于 儿童的讲
· ·



述原则
,

是形成 儿童文学的原初基点
。

这是一种原则

的滋养 从本质上说
,

是民间文学催生了儿童文学 因

此
,

当
“

讲述
”

有了有意识地 区分 儿童与成 人之后
,

口

传的儿童文学便 已孕育于其中了
,

儿童文学 只不过是

将这一原则用书面文学的形式加以发展并使之更为

成熟而 已
。

、

早期的儿童文学家基本上也都是 民间文学家
。

原因是 儿童文学是从 民间文学 中脱胎而来的
,

他们

首先重视 民间文学
,

其次才从事儿童文学
,

并渐使儿

童文学成为一 门独立 的门类和学 问
。

因此
,

早期的儿

童文学基本上是一种对 民间文学文本的改编和再创

作
,

如夏尔
·

贝洛
、

格林兄弟
、

安徒生便是如此
。

安徒

生曾说
, “

我所作的童话都是取材于幼时听过的老故

事
,

和缪束丝 一样
,

不过是用我 自己的态度

写的罢 了
。 ’, 」事实上

,

即使到 了儿童文学成 熟期之

后
,

许多 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
,

依然深受 民间文学的

影响
,

这种事例不胜枚举
。

、

民间文学对 儿童文学 的创作方法
、

形式等方

面
,

曾有过很大影响
。

表现在

第一
、

叙述形式的影响
。

强调时间
、

人物
、

过程
、

结

果是 民间故事中最完整的叙述形式
,

这一形式不仅对

成人文学即文人文学产生了直接影响
,

同时对儿童文

学也产生了直接影响
。

如三段式或重叠式在儿童文学

中运用得就非常广泛
,

即使在科学童话中也不例外
。

叶永烈曾说
, “

为了使科学童话情节有趣
,

起伏跌宕
,

可以运用
‘

三段法
’ 。

三段法是童话中常用的手法 这

些 三段法
,

大都是 采用
‘

这 样不 行 —那样也不 行

—吸取前两次失败教训
,

最后成功了
’

的三段
,

逐步

从低潮到高潮
,

形成起伏波澜
。 ’, ’ 这种叙述形式之所

以受到重视一个非常重要 的原因
,

那就是三段式包

含着深刻的哲理 失败再失败直至成功
。

对于故事或

童话来说
,

其实是要告诉 人 们
,

要坚持不懈
,

持之 以

恒 同时要不怕困难
,

勇往直前
。

这些至深的哲理被包

容于叙述模式之 中
,

成了一种深层 的文化 内容
,

人们

自然不会舍弃
。

第二
、

故事结构的影响
。

在民间文学当中
,

强调完

整性
、

强调过 程和强调故 事的圆满结局 是普遍 的现

象
,

主要原因是 民间文学是一种乐观 向上
、

决不悲观

绝望的文学
。

这种热情洋溢的情感和积极向上的精神

以及完整的叙事结构
,

也在 儿童文学 中得到体现
。

早
· ·

期 由于受民间文学的影响更 为直接一些
,

因此
,

大团

圆 的结局也就更 为常见
,

如《灰姑娘 》
、

《白雪公主 》
、

《小红帽 》等都是如此

第三
、

表现方法的影响
。

在民间文学当中
,

变形
、

借助宝物
、

人与物可以直接对话
、

人与物可以和平相

处等等是常见的事
,

也是常用的手法
。

这些表现方法
,

在儿童文学当中也得到保存
,

成为儿童文学的常用表

现手法
,

并因此使童话之类形成常人体
、

超人体
、

拟人

体等不同的形式
。

第四
、

文学体裁的影响
。

民间文学有散文式的神

话
、

传说
、

故事
,

韵文式的歌谣
、

谚语等形式
,

这些文学

体裁对于 儿童文学的形成
、

发展都起到了很重要的借

鉴作用
,

有些还成为直接的过渡形式
,

如故事中童话

类的魔法故事
、

精灵故事
、

怪孩子故事
、

动物故事以及

寓言故事等形式
,

歌谣 中的格言
、

谚语
、

谜语
,

尤其是

儿歌
、

童谣等体裁 内容
,

儿童文学都进行了直接的借

鉴或模仿创作
。

直到现在
,

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的一

些具体 的类型
,

还是 以是 否 为个人创作为分野的依

据
,

像民间童话或 自然童话
、

文学童话或作家童话
、

传

统儿歌或作家儿歌等等
,

仅仅是在前面加上一个修饰

语加以 区别
,

表明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似性
。

、

民间文学为儿童文学的创作提供了蓝本
,

可以

说
,

前者是后者取之不尽
、

用之不竭的源泉
。

早期的儿

童文学创作主要源于对 民间文学作品的改编或加工
,

这一点已为儿童文学界所认同
。

事实上
,

民间文学一

直为儿童文学的创作提供 了最直接
、

有效的蓝本
,

包

括神话
、

传说
、

故事等内容都为儿童文学的创作提供

各种素材
。

马克思说
, “

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

库
,

而且是它的土壤
。 ” ‘ 〕虽然表明的是希腊神话对各

种艺术的影响意义
,

但从根本上说
,

也表明了民间文

学这一独特样式对于 儿童文学的影响
。

直到今天
,

民

间文学的各种题材内容
,

还在为儿童文学的创作提供

着素材
。

如洪汛涛的《神笔马 良 》
、

葛翠琳的《野葡萄 》
、

张士杰的《渔童 》
、

阮章竞的童话叙事诗《金色的海螺 》

等
,

都是从 民间文学中获得原型
、

素材或灵感
,

并通过

作家的加工再创作而成功的
。

有许多作品甚至是民间

文学文本的直接改编
,

如张天翼的《大灰狼 》
、

乔羽 的

《果园姐妹 》取材于狼外婆故事 老舍 的《宝船 》和《青

蛙 骑手 分
,

取材于 汉族和藏族的同名故事 任德耀的

《马兰花 》
,

取材于蛇郎型故事 《金色的海螺 》取材于



螺女型故事 《神笔马 良 》则是惩恶扬善的宝物故事的

翻版
。

陈伯吹说
, “

民间童话是童话的宝库
,

有着无数

的未加雕琢的璞玉
。

它从来是培养人民积极乐观的精

神
,

鼓励人民追求未来美好的生活
,

坚定人 民战胜天

灾人祸的信心
。

如果通过作家的手笔
,

把民间童话的

精 神实质
,

经过 加 工 整理
,

这是 儿童 上 好的精 神粮

食
。

” 」葛翠琳在 回忆 自己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时也说
“

五十年代我经常去农村
,

那时
,

儿童书籍在农村里很

少见到
。

但许多孩子
,

刚会讲话的时候就听故事
。

那些

没有写成文字的民间故事
,

把人民的智慧和美好的愿

望
,

撒种在幼小的心灵里
,

使孩子们发出快活的笑声
,

也引得他们张着大眼睛思考
‘

这是为什么 ⋯ ⋯
’

在

秋收的场院里
,

严冬夜晚的热炕上 在热闹的小客店

里
,

长途运输的火车上 在老农民小憩的茶桌旁 ⋯ ⋯

我听到 了许许多多的民间传说
,

这些故事像安徒生的

童话一样吸引我
,

感动我
。

⋯⋯我从 民间文学中吸收

营养
,

为孩子们写童话
。

也让那些没有写成文字的故

事
,

给更多的孩子们听到看到
。 ’, 「‘ 这说明作家的创作

与民间文学有着直接的关系
。

从以上几方面说明
,

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之间存

在非常密切的关联
,

正是 民间文学
,

在 儿童文学形成

和成熟期给予 了最直接的滋养
,

使它茁壮成长
,

成为

对
“ 人

”

这一社会个体最初进行角色教育
、

娱 乐和导向

性习惯培养的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手段
。

三
、

传统的血液是一种不息的生命
,

你可以感受

它
,

却不可以失去它

可以这样说
,

儿童文学是在民间文学的基础上脱

胎而发展
、

成熟起来的
,

虽然今天的儿童文学 已经
“

长

大
” ,

已经具有了 自己 的个性生命
,

但它身上流淌着的

血
,

却依然有民间文学 的基 因
,

并成 为它不息生命的

一个组成部分
。

民间文学之所以成为儿童文学的一种血液
,

存在

于过去
、

现在
,

甚至将来的儿童文学之 中
,

除了我们上

面所叙述的各种关系和 儿童文学发生发展 史中与民

间文学的密切关联外
,

民间文学本身所具有的个性特

征
,

也是它作为一种血液不息地流淌于 儿童文学之中

的内在原因
。

这种个性特征
,

大致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

面
、

民间文学是 口 头文学
,

而 口 头文学所具有的通

俗易懂 的特点
,

是 儿童尤其是 低幼 儿童接受成 人思

想
、

观念
、

道德
、

伦理 和知识的最主要途径
。

这就要求

儿童文学也必须用通俗易懂
、

近似于 口 头语言的形式

来表达
。

否则 儿童就难以接受或不予接受
。

、

民间神话
、

传说和故事中的许多作品
,

幻想性

极强 完全适宜于 儿童用形象而不是逻辑来思维的特

点
。

民间神话中那些具有神奇能力的大神
,

他们创造

了世界和 人类
,

同时给世界带来光 明和生机
。

神话用

诡异的情节告诉人们这样那样的世界的奇异性
,

正是

这种奇异性
,

深深地吸引了原始 人
,

也深深地吸引了

儿童们
。

至于童话中的幻想
,

那就更是人所尽知的了

人可以因被巫师施了巫术而变形为动物 动物则可因

巫术或修炼而变形为人
,

那些勤劳者在一夜之间会获

得财富或美妻
,

而那些弱小者则因借助宝物而战胜或

惩罚那些貌似强大的人
,

人们可以乘着飞行毯随意飞

行
,

也可以借助宝物
,

得到你想得到的任何东西 在这

个世界
,

只要你想到的
,

就可以立即变成现实
。

高尔基

曾比较理性地解释故事中的这种现象
,

他说
, “

我从歌

曲和故事里得到了什么呢 二 在故事里
,

人 们坐着
‘

飞

行毯
’

在空中飞行
,

穿着
‘

千里靴
’

走路
,

用死水和活水

向死 人洒一下
,

就会使他复活
,

一夜之间会把宫殿筑

好
,

总之
,

故事在我面前展开 了对 另一种生活的希望

之光
,

在那种生活里
,

有一种 自由的
、

无畏的力量在活

动着
,

幻 想着更美好的生活
。 ”川事实上

,

儿童从这些

故事中所要得到的也许仅仅是一种他 们需要满足的

好奇心和对世界五光十色的梦想
。

因为儿童与成人并

不一样
,

他们更为纯洁
,

没有受现代各种文化的浸染
。

周作人说
, “

儿童的精神生活本与原 始 人相似
,

他的

文学是儿歌
、

童话
,

内容与形式不但多与原人的文学

相 同
,

而且有许多还是原始社 会的遗物
,

常含有野蛮

或荒唐的思想
。 ”仁‘」我们许多人可能都曾见过 自己的

孩子在小时候
,

一个人非常认真地与一棵树木或一本

小书对话 的情景
,

那不是一种 自言 自语
,

而是 儿童对

事物认识的一种表达 他们相信那棵树或那本书是与

人一样具有情感和生命的
,

这也就可以理解原始人为

什么 会相信万物有灵
,

而童话中为什 么含有
“

原始社

会的遗物
”

了
。

正是这种以幻想为基础的形象的思维

特点
,

给 民间文学带来了一些不太友好的评价
,

诸如

缺乏科学性 是一种谎话
、

胡说八道等
。

然而
,

也正是

这种幻想性
,

带给 儿童文学与其他文学不同的分野

· ·



要是在 儿童文学 中没有 了动物可以拟人和对话
,

表达

人类所有的道德责任
、

文化积 累
,

而人 也不能与动物

对话
,

理解它们的情感需要的话
,

那么
,

童话也就失去

了生命力而成为一种干 巴 巴的说教了 因此
,

民间文

学中形成的五光十色的幻想性
,

不仅是文学的生命动

力所在
,

更是 儿童文学 的生命力所在
,

是一种不可缺

少的情感血液
。

、

民间文学是一种从来都不掩饰 自己具有说教

价值的文学样式
。

但民间文学中的说教
,

主要在于它

敢于直面 人生
,

敢于表现世界的真实一面
,

敢于将 自

己的文化哲理
、

生存之道
,

通过故事或歌谣加以表达
。

因此
,

它本身包含的是传授知识
、

传授人们所积 累起

来的各种道德
、

伦理价值观念和 区别善恶
、

美丑的审

美观念
,

是一种生存文化的形象教育
。

这种说教
,

不管

你承认与否
,

同样在儿童文学 中获得广泛的认同和运

用
。

《皇帝的新装 》中的讽刺或说教意义是不言 自明

的
,

《稻草人 》也同样具有说教意义
。

至于现在的低幼

文学
,

说教意义就更为直接了当
。

在这 儿
,

说教的目的

在很大程度上是 为了培 养儿童成为
“

人 ”
这一独特动

物的文化适应度和宽容度
。

只要 儿童文学没有脱离社

会或家庭而存在
,

那 么
,

说教的特征也就不 会彻底消

亡
,

由民间文学所形成的这一传统
,

也就会得到传承
。

、

民间文学也不否认 自己具有娱乐性特征
,

说教

或知识的传授往往就在娱乐过程中完成 人们讲述故

事
,

除了内在地传达故事所具有的价值之外
,

更注重

故事讲述过程 中讲述者和听众的身心的娱悦
。

因此
,

要说娱乐是民间文学的生命
,

并没有错 这种娱乐性

的特征或个性
,

也被 儿童文学所继承
。

近些年来人们

相信儿童文学是一种快 乐的文学
,

娱乐是最主要的目

的
,

原因就在于 儿童文学 中所具有的娱乐价值取 向
。

其中结 合游戏的儿歌或童谣
,

其娱乐性特征就更是一

览无余了
。

从 以上 简单和不成熟的论述 中
,

我们可以感知
,

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
,

这种

联系在长期的过程中
,

由于 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各自

的发展和文学规律的制约作用而逐渐 由表象向内在

本质联系过渡
。

因此
,

当我们看到民间文学和 儿童文

学独立的文学分野之后
,

就淡忘了两者的内在的本质

的联系或漠视了这种联系
。

但事实上
,

民间文学传统

就像一种血液已深深地流淌于 儿童文学的身体之中
,

不能失去它
,

否则
,

儿童文学的生命就会失去光彩直

至枯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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