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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童话故事作品中流淌着成人的儿童观。中国原创童话故事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妙笔生花的故事背后印刻着时代的

缩影，纵横交错的时局聚合出凛然不同的儿童观，深刻影响着儿童文学的价值取向、审美追求与艺术章法。通过回顾与反思五

四运动以来中国原创童话故事的发展，探讨不同时代童话故事“文以启蒙—革命至上—功利主义—回归人性—走向儿童—对

话儿童”的儿童观发展脉络，映射出儿童观历经不断重塑与逐步构建、最终形成体系的百年变迁历程，以史为镜为当下原创童

话故事及其蕴含儿童观的未来走向提供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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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nnial Changes of View on Children in Chinese Original Fairy Tales
HAN Yue,XU Xing-chun

（Faculty of Education，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Fairy tales contain adults’views on children. Chinese original fairy tales are the gem of wisdom of the working people. Be⁃
hind the outstanding stories hid the historical changes. In the complicated situation,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and views on children
have been generated, which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value orientation, aesthetic pursuit and artistic structure of children’s litera⁃
ture. By reviewing and reflect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original fairy tales sinc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this paper discuss⁃
es the development of view on children of fairy tales in different periods:“cultural enlightenment-above revolution-utilitarianism-re⁃
turning to humanity-movingtoward children-talking to children”, which reflects the evolution of adults’understanding and views on
children, through constant changes, gradual construction and system formation in the end,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current origi⁃
nal fairy tales and the future trends of view on children in them.
Key words: original fairy tales; fairy tales; view of children; centennial changes

儿童观是成人对儿童的整体认识与看法，其

抽象观念的表达需要借助媒介来展现。儿童文

学是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的产物，童话是其

中最重要的体裁之一。中国原创童话故事是中

国作家创作的适合儿童阅读、符合儿童心理的具

有想象性、幻想性以及夸张性的故事，是成人所

作、直面儿童读者，寄托着成人对儿童的美好希

冀。可以说中国原创童话故事的历史，也就是中

国儿童观的演变史。在不同儿童观的指引下，儿

童文学作家们在童话故事中塑造出一个个鲜活

的儿童形象，并逐渐产生了各具时代特征的童话

创作理念。因此，从童话故事角度考量儿童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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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深入剖析成人对儿童观念层面的变革与发

展，对反思与重构现代儿童观有着重要意义。

一、中国原创童话故事的百年叙说

（一）源：“文以载道”到“文以启蒙”（1919-

1931）

五四运动起，儿童开始被成人发现，深刻影

响儿童教育、儿童精神的儿童读物与儿童文学

立即得到了五四青年精英的极大关注［1］31，人们

满怀热忱投身于儿童文学的创作之中，先后创

办了《儿童世界》《小朋友》等刊物，涌现出以周

作人、鲁迅、茅盾等为代表的一批儿童文学理

论研究者。至此，统治中国儿童数千年的四书

五经、《三字经》《千字文》等“载道”的读物渐渐

退出历史舞台。

这是一个童话故事发展欣欣向荣的时代，也

是现代儿童文学的良好开端。但由于儿童观是

舶来品，大多数中国儿童作家虽然具备承认儿童

独立人格和个性的思想观念，但却未将儿童观体

现在作品中，出现了理论与创作的错位。郑振铎

在《<稻草人>序》中指出，在成人的灰色云雾里，

想重现儿童的天真，写儿童超越一切的心理，几

乎是个不可能的企图。在内忧外患的年代给予

儿童“天真的国土”，并不符合时代发展规律。

1931年，国民党教育部明令严禁“鸟言兽语”童

话，意味着国家层面对“儿童本位”的否定，认为

“鸟言兽语”是教育的倒行逆施，违反了社会价

值。国家仍坚持儿童读“训育式”读物，把儿童当

作知识的传授对象。“鸟言兽语”争论持续不断，

这反而促进了儿童文学工作者更加坚信童话是

儿童真正需要的文学，拟人化的写作手法与妙趣

横生的故事情节才能极大地满足儿童的想象，进

一步充分肯定了童话的价值。

（二）起：“文以启蒙”到“革命至上”（1931-

1949）

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救亡图存的民族思

想成为超越一切之上的时代主题。童话故事作

为深刻影响儿童的读物理应肩负起教育之功

用，积极配合国家教育机关以及学校、家庭所提

出的“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教育要求。1942

年，在毛泽东“文艺服从于政治”的影响下，作家

们提笔写下了一个又一个激励少年儿童保卫国

家、捍卫领土的精彩故事。从抗战中取材，直接

服务于抗战，是战时儿童读物的特色。作家迫

不及待书写“教给儿童的童话”，童话内容得到

了极大丰富，涌现了以张天翼《金鸭帝国》、陈伯

吹《波罗乔少爷》、老舍《小木头人》等大批抗战

题材的童话作品。

抗战胜利后，中国历史与中国儿童文学一同

翻开了崭新的一页。1945年5月，“中国儿童读物

作者联谊会”的成立，团结了一大批满怀热忱的

儿童文学作家，用作品反映儿童主义政治和社会

主张，以儿童的口语来传达儿童所能理解的意

念［2］。在此观念影响下，以茅盾、叶圣陶、张天翼

为主要代表的作家们为童话故事作品注入了“革

命的理想热情”，将童话故事视作承载着时代精

神与人文内涵的重要载体。虽然这一时期的童

话作品丢掉了“传统童话的创作手法”，舍弃了

“儿童本位的观念”，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下的作品

或多或少留下了急于求成、夸大文学效用的时代

印记，但却合乎时宜地反映了战争时期儿童所需

要的文学精神。

（三）承：“革命至上”到“功利主义”（1949-

197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在战火岁

月中艰难挺进的儿童读物有了茁壮成长的沃

土。虽然童话故事作品仍未甩开时代赋予的教

育意义，提倡“每一篇都应当有它的教育任务”，

但总体发展上迈入一个短暂的“黄金时代”。在

经济建设稳步向好时，国家意识到儿童读物的奇

缺，通过发布《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

物》《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指示》等呼吁全社

会拿起笔来为儿童写作，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儿童

读物的创作与发行。

1960年儿童文学界对陈伯吹“童心论”的批

判，是对儿童文学的一次沉重打击［3］185。随之而

来的十年文革使童话创作出现了不进而退的衰

落局面。

有别于三四十年代宣扬的“革命至上”观，这

一时期大多童话作品受苏联的影响，崇尚集体主

义，反对个人主义。“以幼儿为本位，注重幼儿的

个体需要和个人发展”的观念，被视为是西方个

人主义的思想，在我国遭到批判和废止［4］。童话

作品呈现出功利主义的特性，同质化现象较为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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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作家们倾向要把儿童领入规划好的人生道

路，“要让孩子们看得进，能够领会，且看了能够

得到一些益处，使孩子们能够在思想方面和情操

方面受到好的教育和影响”［5］66，功利儿童观牵引

下的写作脉络呈现为如何在集体的帮助教育下，

克服种种缺点，取得进步。童话故事主基调变得

平庸流俗。

（四）转：“功利主义”到“走向儿童”（1978-

2000）

1978年，中国步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奠定了社会主义的思想根基，中国

的现代化建设焕发出勃勃生机。社会发展形势

利好下，童话故事作品也进入快速发展期。《人民

日报》社论宣告废止“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

政治服务”这一沿袭数十年的观念，标志着儿童

读物开始向文学本体回归。“儿童文学是文学”［6］

的提出打破了教育工具论的束缚，洗去了功利主

义教育色彩。儿童读物的创作旨在引领孩子探

索人生的奥秘和真谛，培养孩子的健康审美，净

化孩子的灵魂和情感。可以看出，八十年代寻求

“回归文学”的背后是回归“人”的本质属性。因

此，在一个个鲜活的童话故事作品背后，作家开

始追求文学性、艺术性，力求重塑五四时期的“儿

童本位”观，弥补五四时期出现的理论与创作间

的错位，摒弃教育工具论带来的从既定的思想和

规定的主题出发的创作思路，提倡尊重儿童的本

质特性。

相较于八十年代的“回归人性”，九十年代

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人们开始将目光聚焦

到儿童本体，其背后是作家儿童观的逐步构建

与成熟。童话作品在发展中割除了旧的政治功

利色彩，增添了对儿童主体权利与地位的尊重，

为进入新世纪的多元发展埋下伏笔。童话故事

的类型与内容也日益丰满，主人公形象不再是

五六十年代的“一边倒”，都是热爱集体、无私奉

献的劳动形象，转而呈现出多元发展、个性鲜明

之趋势，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中后期，其美学兴

趣已由描写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关系，明显

转移到儿童世界与儿童文化本身，注重刻画年

幼一代在生命成长过程中所必然经历的心路历

程和关心与感兴趣的的自身话题，进一步走向

儿童的世界［7］89。

（五）合：“走向儿童”到“对话儿童”（2000

至今）

进入新世纪，童话创作呈现出多元共生的良

好态势，在科技迅猛发展、经济稳步增长的环境

下，作家们开启了对儿童精神世界和内心情感表

达的探索，更加关注儿童的主体需求，对儿童开

展审美教育，丰富了童话的艺术价值与文化价

值。新的时代下，朱自强曾结合宽松、开放、包容

的时代特征解读五四时期周作人的儿童观，赋予

“儿童本位”新的含义：“真正儿童本位的儿童文

学，就是不仅要服务于儿童，甚至不仅是理解与

尊重儿童，而是更要认识、发掘儿童生命中珍贵

的人性价值，从儿童自身的原初生命欲求出发去

解放和发展儿童，并在这过程中将成人自身融入

其间”［8］303。这是对“儿童本位”较客观且深刻的

解读，儿童作品从儿童自身的原初生命欲求出发

解放与发展儿童，让儿童拥有了自主话语权。童

话故事的创作也相继出现了“儿童视角”，借助儿

童的目光展现具有审美特征的现实世界，引起广

大儿童读者的共鸣。

2003年，“淘气包马小跳”系列引爆了童话市

场，“马小跳”是儿童观解放的产物，印证了儿童

想要的就是符合市场的，要从儿童真实需要出发

去理解定位儿童需求的意义与价值。“马小跳”的

火爆反映出童话故事创作的儿童化倾向不应被

视为洪水猛兽，它是在特定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新

表征［9］，儿童不应再被当作故事作品的被动接收

对象。现代作家以儿童的需求与意愿为创作的

出发点，让儿童诉求成为作品创作的灵感源泉，

才能书写儿童喜爱的童话故事。直至今天，作家

对儿童的认识更为开放与包容，对儿童的研究也

转向儿童世界与儿童自身。“向儿童学习”才能使

童话故事喜闻乐见，被儿童所接受。

二、从童话故事品儿童观的百年承转

儿童从一开始被发现，就对中国的儿童观产

生了巨大影响，并直接渗入中国儿童文学的构

建。五四时期“发现儿童”以后，产生了现代儿童

观，进而产生了现代儿童文学作品。百年间童话

故事作品从模仿借鉴、单一散落到自主创新、主

题多元，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作品背后印刻着儿童

观的时代性、历史性与发展性。从总体上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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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观的变迁走过了从压迫封建到诉求解放的复

杂历程。

（一）从“小大人”到“小孩子”

五四运动伊始，我国一些学者对传统儿童观

与教育观进行了严厉批判，否认了“小大人”作为

儿童代名词的错误观念，试图纠正灌输式与被迫

式的教育样态。鲁迅指出，一切设施，都应以孩

子为本位；只有纠正中国几千年来以“父为子纲”

为核心的封建儿童观才能建立起完善的现代教

育制度和体系，真正解放儿童。从这一使命出

发，人们企图借用杜威的儿童本位论的思想工

具，摈弃中国数千年来“文以载道”的思想内涵，

儿童重新被看作具有独立人格的特殊群体，开宗

其一便是理解儿童的心理、生理特征与精神世

界，其二让儿童成为一个完全的人，其三让儿童

成为独立的人。儿童一旦真正被发现，深刻影响

儿童精神的读物便备受关注，以周氏兄弟为代表

的新青年在童话创作时超越了旧时将儿童与家

国命脉相连的观念，从儿童特有的心理特征出

发，将其视为具有独立精神的个体，促使“儿童本

位”的观念形成与蓬勃发展［9］。在儿童形象的勾

画上，提倡尊重儿童情趣，只写儿童身边的琐事，

对于感情的渲染胜过智慧的辩解，抓住儿童特质

的文学作品必深受儿童喜爱。但生不逢时，过于

与传统思想相悖、远离当时民族发展之计的“儿

童本位观”终难以适应时局环境，儿童文学作品

的发展走向也深受影响。

（二）从“小英雄”到“小主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摒弃了“让战争远离

儿童［10］”的美好愿景，中国童话故事中的儿童观

有了从儿童本位到社会本位的全面转向。在战

争年代的儿童形象塑造中，一方面通过刻画“流

浪儿”“难童”等备受战争压迫的苦难儿童，将战

场形势和苦难图景融入少年儿童的日常阅读之

中，让儿童了解战争的残酷，唤起儿童战胜战争

的反抗意识。另一方面，通过塑造勇敢机智、舍

身救人的时代“小英雄”形象，规划了如“挂横幅”

“贴标语”等抗战时期儿童可为之事，帮助儿童获

得抗战的知识与能力，力所能及地参与到拯救国

家危亡的行动中；又歌颂抗战必胜的光明前景和

未来，激发儿童对战争胜利的渴望之心。直至抗

战后期，为鼓励更多儿童参与抗战事业，儿童文

学作品的创作中逐渐融入了育人之责任，更加强

调文学与现实教育的紧密融合，认为“孩子们是

伟大的，是新中国的一群小主人翁”［11］，对儿童建

设未来国家予以期待寄托。因此，作家们将童话

故事视为教育儿童思想、提升精神的载体，认为

儿童才是革命的“小主人”，每位儿童应该理解现

实社会政治之主张，走出家庭为了国家和革命而

行动，童话故事中试图塑造一批保家卫国的“小

主人”形象，催发与激励儿童具备革命思想精神、

改写民族未来命运。

（三）从“小国民”到“小榜样”

建国以来，特别是从大跃进运动至文革结

束，广大儿童难免受外界环境之变卷入时代洪流

之中。这一时期的儿童观以“国家需要”为导

向［12］，儿童被意识形态建构为“小国民”，其发展

被视为配合国家之发展大计，附着了强烈的家国

情怀与历史使命。“小孩子就是野蛮的”［13］3，这种

希望借由儿童身上原初的野蛮性复兴国家的意

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广为接受。可以说，国家

观念下的儿童观推动了儿童发现的进程，为了民

族复兴开始了解儿童的心理发展。但是，儿童本

有的率性生活相当程度被革命生活所替代，成人

化与政治化的儿童观念致使儿童的心理成长被

严重忽视，同时，在被革命组织卷入和革命思想

裹挟的过程中，儿童对家庭的归属感逐渐淡漠；

作为国家需要的儿童，不断卷入高涨的时代运动

中。此时，儿童被教育要为集体服务，童话被视

为儿童的镜子，勇于知错就改、乐于助人的故事

主人公时刻提醒着儿童不断改正缺点争做集体

的“小榜样”。社会关注的重点不是儿童需要什

么样的童话，而是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儿童［14］，从

而培养儿童服从集体意识，儿童的生长再次与家

国振兴之命运相连。

（四）从“平凡人”到“接班人”

八十年代的作家用直面人生的笔触书写儿

童成长的现实际遇，力倡“儿童的一切均指向未

来，儿童的存在和意义与民族的生存和意义是融

为一体的”［15］142，儿童兴则民富国强。他们把自己

看做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16］309，希望以

“人”的成长破除社会、学校带来的“非人”的束

缚，这是他们的群体性童年情结，亦是他们的群

体性饱含人文精神的儿童观。这时，时代儿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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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是“革命”的儿童，儿童观念与教育回归常态

化，人们开始关注幼儿的整体发展与面向全体幼

儿［17］。只希望儿童以“平凡人”的姿态享受童年

生活，获得身心的愉悦感与满足感。

九十年代，我国签订了《儿童权利公约》，制

定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九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

规划纲要》等一系列儿童权利保护法案，其核心

精神是尊重儿童，把儿童当作权利的享有者，表

明儿童从“被动的成人保护对象”转变为“独立的

人及权利的享有者”［18］。与此同时，儿童文学迎

来了蓬勃的发展，再也无需服务于社会革命,许多

个性鲜明、真实活泼的儿童形象展现出“实现儿

童健康快乐成长”这一新的社会共识，“有道德、

有理想、有文化、有纪律的,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提出再次赋予

了儿童崭新使命——做好新时代的“接班人”成

为人们对儿童的希翼。

（五）从“自由人”到“电子人”

精彩纷呈的童话故事背后是儿童观重归

“五四”时代的继承与延续，也是成人悄然走近

儿童、对话儿童的全然展现。人们开始接受多

元的儿童观，不再仅从成人角度理解儿童，纷纷

尝试俯下身来体察儿童的生活、与儿童对话。

到如今，进入电子媒介时代，网络的快速发展进

一步模糊了成人与儿童的界限，儿童存在的复

杂性、多样性与多元性进一步被强化，“电子人”

儿童的时代正式到来［19］。儿童能否熟练掌握新

兴信息技术、实然具备媒介素养已成为儿童适

应电子媒介环境的衡量标准。儿童媒介参与正

成为儿童能否适应时代的新标志，不同的参与

行为和能力让更多儿童在媒介时代享有独立的

话语权与表达权，儿童独立性得以被充分挖掘

与尊重。

三、儿童立场下中国原创童话故事的立

身之本

纵观百年间既有受特定时代影响而出现的

畸形“儿童观”，也有因借鉴模仿而出现的洋化

“儿童观”。因为我们对儿童的认识始终摆脱不

了时代的思维局限性，只能顺应时代的发展不断

建构和完善对儿童的定义。如今，多元开放的文

化并生，带来了儿童意识与儿童主体的解放，使

得儿童得以在更广阔的话语体系中被讨论和研

究。因此，站在儿童立场中寻求童话故事的延续

与创新，抵制消费主义和娱乐化对童话作品的侵

蚀，需重塑儿童期待的童话故事作品价值，以儿

童为创作基点，作品中展现丰富多元的儿童视

角，写儿童之所念，才能拓宽童话故事作品的广

度与深度，顺应时代发展的要义与民族文化的递

承。

（一）重塑儿童期待视野

1.明晰儿童研究的逻辑起点

从科学发展的历程看，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

独立的逻辑起点。逻辑起点既是理论思维的基

础，又是理论指导实践的依据。形形色色的儿童

观不仅是人们对“儿童是谁”的多样探索与回答，

更体现着人对自我本质的寻根溯源。童话故事

中儿童形象的创造最初来自于人们对一个个儿

童的认识与看法，归纳形成对儿童的共识，继而

主宰着儿童的外在体貌与内在品质，可以说有什

么样的儿童观就有什么样的创作形式及方法手

段。由此，儿童是童话创作与研究的端点，必然

会将儿童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进行探究

与反思。

对儿童研究逻辑起点的再审视，为从社会

历史存在的视角分析儿童提供了有力支持，为

儿童与成人的界限、儿童群体的存在方式、儿童

存在的意义与教育的联系等各方面提供回应与

解答。儿童不意味着只存在于特定的“儿童期”

中，而是弥存在时间中［19］，童年期的流逝不意味

着儿童身份的终止与消逝。恰恰相反，儿童时

期形成的内在精神涵养能够受益终身，成人对

世界的情感偏好与期望都能从儿童期中窥见。

由此，百年间儿童观转合的梳理，顺应历史发展

必然性而构建不同时代的儿童观，找寻研究儿

童的原点，才能在时代发展中真正找到适合儿

童的教育契机，为儿童提供更具可读性的童话

故事作品。

2.呈现多元的儿童研究视角

基于各自的儿童立场和视角，研究者从不

同学科构建了儿童与经济、政治、文化等错综复

杂的关系。尽管如此，支撑跨学科研究的原点

是对儿童的理解与承认。在童话故事中一个个

儿童形象的背后勾画着成人精神世界中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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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态，儿童观凝练成为一个个文字符号，梳理童

话故事作品能够直观体验不同时代的学者对儿

童理论的反思、继承与创新。另外，研究作品中

学者对儿童的表述与描写，既能剖析学者自身

的儿童观，又能横向比较归纳当时社会形态意

识下的主流儿童观，将作品放入政治环境中考

察，结合时政分析研究，能够避免以封闭化、不

适宜地思想评判历史中的儿童观。以史为鉴，

回溯不同时期儿童观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不但

能够促进我国现代儿童观的科学构建，提供多

元的儿童研究视角，还能推动儿童文学教育的

改革与长远发展。

（二）儿童观的时代性转换

儿童是时代化的人，儿童在不断社会化中完

成对自我的探寻与再度发现。童话故事的创作

背后，作家对儿童的认识与理解，从教训到解放，

从功利主义到游戏精神，从严肃到快乐、幽默，从

“白纸说”到“种子说”［20］，从儿童对立到走向儿

童，历经了数载光阴。这是人们对儿童认识与再

认识的反复，其创作的灵感源泉亦是儿童观的时

代性转换。

1.挖掘研究深度：以孩提之心伴随儿童研究

教育学作为一种人文社会科学，理应肩负

起将客观的社会文化知识转化为人类主观理解

的重担，促使个体充分感受到人类社会中历史

和文化的存在价值［21］。儿童研究亦是如此，作

家在书写给儿童的童话时，究竟应该坚守什么、

摒弃什么才是最值得思考的。在儿童中心主义

理论视角下，作家们理应秉承着孩提之心，伴随

儿童研究与儿童一起探索童年的生命成长，在

平等探讨中对儿童眼中的童年进行总结、回顾

与反思，寻找对儿童生命的情感关怀，才最符合

儿童作为人而存在的意义。继而扩展至找寻人

生命的本质，将儿童作为人的社会价值上升到

生命的存在与意义，既完美拟合了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以人为本、人人成才、人尽其才”

思想的价值旨向，又能更好地尊重儿童在经济、

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权益，将权利的主体交还

给儿童，消弭成人与儿童之间的身份界限，真正

实现儿童本位。

2.拓宽创作广度：儿童成长指向时代未来

进入新时代，文化传播媒介极大丰富，传播

效率迅速提升，过去童话故事承载的寓意已不

足以适切日益发展的信息传播趋势。从传播价

值取向上，童话故事中的教育涵义应主动适应

越来越智能化、信息化、科技化的社会，做到准

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厘清新时代下教

育的发展方向和价值取向。教育归根结底是培

养人的活动，如何培养、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能满

足社会需求与发展是其根本，在从人文关怀视

角出发思考儿童、创作儿童形象时，还需关注儿

童成长教育与时代的交融。从传播途径上，在

“纸媒”到“智媒”的时代下，越来越多现代化产

品卷入儿童的一日生活，“媒体童年”改变了儿

童的成长轨迹，IPAD、早教机等层出不穷的电子

保姆侵占着儿童的闲暇时光，儿童对新技术总

是怀揣着特别的感情与操作欲望，而童话故事

作为儿童喜爱的文学载体，更应在形式上和内

容中展现现代科技的新力量，通过声光动画展

现丰富的传播样式，不局限于纸本书上的文字

与插图。从传播内容上，童话故事的创作仍要

贴近并拓宽儿童的见识经验，指向现代社会培

育儿童的根本要求。一方面帮助儿童适应现代

社会的新兴力量，创作时代性、未来化、科技感

的童话故事是时代的旨归，也是契合儿童成长

的未来走向。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所孕育

的童话故事仍有着跨时代的意义与价值，文化

才是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根源，由此，童话故事

的创作改写上仍要保留符合传统文化之弘扬精

神，激励儿童做一名真正的中国人。

3.坚守创作价值：童话书写民族文化自信

儿童世界是儿童群体创造的，是充满冒险、

新奇与幻想的，儿童在自己的世界中创造着精

神文化。童话是儿童与成人世界的纽带，而成

人文化又影响着儿童世界的建构与发展。当

前，市场化营销出现大量同质化的本土儿童文

学作品，同时大量精美包装的外国童话大力冲

击着中国原创童话故事市场，家长开始倾向于

购买美欧日韩的童话故事书。随着文学产业

时代化的革新，如何提高本土化童话的市场竞

争力成为了儿童文学产业的发展困境。儿童

越发喜爱“讲儿童故事”的童话，儿童身份也从

被动接受的小读者转为主动选择的积极参与

者，成为市场的关键消费者。因此，为满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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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的文学阅读诉求，中国原创童话故事应坚持

与坚守中国文化自信，回顾与解读现代儿童文

学的历史图景，整合理论经验的同时吸纳西方

童话之精髓，从而为本民族的文化书写服务，

让儿童感悟本民族文化的渊源与博大，展现中

华民族独立、务实、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这

才是吸引儿童的立身之本。

从“发现儿童”起，儿童便成为文学创作的热

点。回顾历史，鲁迅生活的时代已渐行渐远，但

鲁迅那个时代的人们创造的“文锦识成便不磨”

的儿童文学作品历久长存［22］。新时代的教育理

论者更应传承中国文化自信精神，创新儿童研究

视角，守正儿童本位立场，才能以更清晰、开放和

多元的视角审视现代儿童观，并为未来儿童观的

构建提供重要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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