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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儿童观不仅是意识形态中对儿童的看法，更能转化为现实的物质行为。它预设了幼儿的阅读能力和幼儿文学的美学原

则，并通过创作把这些预设变为现实。文章基于儿童观的历史演进对幼儿文学展开探讨，并深入阐述了过去中国幼儿文学的

发展与儿童观变革的同构性，以期明晰幼儿文学的价值取向和未来走向，更好适应现代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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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ttle Children’s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ldren’s View

JIA Mei-juan，LI Ai-qiu
（School of Preschool and Primary Education，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Shenyang 110034，China）

Abstract: Children’s view is not only the view of children in ideology，but also can turn into realistic material behavior. It presuppos⁃
es little children’s reading ability and aesthetic principles of little children’s literature，and makes these presuppositions into reality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work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children’s view，this paper discusses children’s literature，and ex⁃
pounds deeply the isomorphism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ttle children’s literature in the past and the change of children’s
view，in order to clarify the value orientation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little children 's literature，and can be better adapt to little
children in modern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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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62年，陈伯吹曾发问：幼儿之于儿童

的独立，是否也意味着在儿童文学中还存有“幼

童”、“儿童”、“少儿”三种分野？［1］幼儿文学之所以

存在，原因之一就在于人们不仅相信儿童和成人

不一样，而且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也不一样［2］92。

幼儿文学正是以读者的低幼化成就了最具生命

活力的特质，成为了迥异于儿童文学、成人文学

存在的文学类型。要谈论幼儿文学演进，必然不

可绕过的是“幼儿是什么”的问题，即儿童观问

题［3］。顾明远在其主编的《教育大辞典》中对“儿

童观”是这样定义的：儿童观是指成人对儿童的

认识、看法、态度以及与儿童有关的一系列观念

的总和［4］。值得注意的是，儿童观并不是一成不

变的。正如布迪厄所言，人的心智结构和所处的

时代背景、社会结构有着某种意义上的契合。在

中国几千年的岁月长河中，我们的经济结构、社

会形态、文化追求和生活方式历经变迁，儿童观

也经过了几次大浪淘沙般的洗礼。从儿童观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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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的角度审视中国幼儿文学的发展演变可以看

出，中国幼儿文学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具有同构

性，中国幼儿文学经历的一系列重要事件和思想

激辩无不是儿童观变革的产物。

一、儿童观变迁下中国幼儿文学的阶段

演进

（一）“点点星光”——“父为子纲”观下幼儿

文学的起源

从《尔雅·释训》的“善父母为孝”到《论语·学

而》的“弟子入则孝，出则悌”再到《礼记·祭仪》的

“父母爱之，喜而弗忘”……无论是圣贤典籍、律

法章程、还是童蒙读物字里行间都流露着儿童之

于父母的从属地位。从儿童观的视角看，中国传

统儿童观的本质特征就是无视儿童，忽视儿童是

有别于成人的独立个体，甚至普遍把儿童视为自

己的私有物和附庸，等同于个人财产。

正因如此，关于中国幼儿文学史的发端问

题，学界一直存在着是否“古而有之”的争论。有

学者认为，基于“无视儿童”这一论点审视传统童

蒙读物，中国古代并没有专门“为儿童而作”的文

学读物。周作人在1914年发表的《古童话释义》

中慨叹：直到1909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无猫国》

才被看成“中国第一本童话，……实乃不然，中国

虽古无童话之名，然实固有成文之童话，见晋唐

小说，特多归诸志怪之中，莫为辨别耳”［5］。纵使

中国古代流传下来大量的传统幼儿文学作品，

如，神话传说、寓言、民间故事等，但其创作目的

大都非“取悦幼儿”，只是恰巧因为新奇有趣或短

小精悍被幼儿接受并喜爱，但很难因此说它们是

真正意义上独立的幼儿文学作品。古代的私塾

实施的是养正教育，压抑儿童天性，催生的是启

蒙教材而非幼儿文学。也有另一部分学者认为，

不能因为儿童被父为子纲的伦理框架束缚就忽

视中国传统儿童观中天然的“慈幼”观念。幼儿

有着“没有独立阅读能力”的特质，他们对文学的

接受方式主要是“听”，因此，考察民间童谣更能

看到幼儿文学在古代的发展。最早的幼儿歌谣

散见于《春秋》、《汉书》等一系列传统典籍中。明

代吕坤编写的《演小儿语》（1593年）是我国目前

已知的第一部儿歌专集，收录了山西、陕西等中

原腹地的46首儿童诗歌，虽为固守“蒙以养正”

修改了部分词句，但已属难得。此后，也零散出

现了一些其他的儿歌集。1900年，泰勒·何德兰

在编写《孺子歌图》时指出，世界上没有哪种语言

能像中国的儿歌语言那样饱含着对儿童诚挚而

温柔的情感［6］。此外，我国古代蒙养书中也有一

些颇具文学色彩兼娱乐功能的作品。明代成书

的《日记故事》（1542）采取半图半文的排版格式：

每页上面是图画，下面是文字说明，其中记述了

不少启发儿童智慧的故事，例如：“司马光砸

缸”。这些故事根植于幼儿日常生活，是儿童熟

悉的情景事物，也没有训诫教化的意味。“故相当

的还近于儿童的兴趣”［5］。但纵览浩瀚的中国历

史，这样图文并茂的幼儿文学作品却只是刹那光

亮，犹如惊鸿一现。

（二）“雨后春笋”——“儿童本位”观下幼儿

文学的发展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我国传统儿童观

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时期［7］。以“反对旧文学、提倡

新文学”为口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通过对旧

观念的彻底背离与对新文化的狂热追求营造出

了一种强调个体本位的文化氛围，儿童作为独立

的人的主体地位也随之被发现了。此后，伴随着

自然主义教育思潮中“儿童中心论”的传入，“儿

童本位”最终确立并迅速成为儿童观的主流思

想。

鲁迅于1919年创作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

亲》被誉为是中国古代儿童观向近代儿童观转向

的宣言书［8］19。他在文中呼吁要“理解”、“尊重”儿

童，使“儿童的天性自由发展”，学界将之定义为

真正意义上的“儿童的发现”。伴随着儿童在社

会层面的“被发现”，文学界的“儿童热”也随之而

来——儿童成为“五四”文学舞台上最受宠爱的

主人公之一。从这一时期开始，一批有识之士基

于崭新儿童观对幼儿文学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

刻反思，一改往昔封建礼教下幼儿文学的蒙昧状

态。幼儿文学是儿童文学内部分化的结果，其根

本动因在于对不同年龄儿童读者异质性的认同，

进而引发对儿童文学分层的关注［2］93。周作人从

时间上将未成年人划分为包括幼儿期在内的四

个时期，随后又把幼儿期（3-10岁）细分为两个时

期，其中3-6岁为前期。以年龄分期为基础，周作

人详细论述了不同时期幼儿文学的体裁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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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园阶段对应的文学体裁为诗歌、寓言和天然

故事［9］。

以此为契机，幼儿文学创作随之普遍展开。

如，晚清盛行一时的“学堂乐歌”，实质上就是儿

童诗，谱以节奏在幼童中传唱。黄遵宪就曾兴之

所至，多次提笔创作学堂乐歌，其《幼稚园上学

歌》朗朗上口，流传甚广。除儿童诗外，如今在学

前教育界炙手可热的幼儿戏剧在当时也已初显

端倪。黎锦晖在《小朋友》杂志发表了数个兼具

文学、音乐和趣味的幼儿歌舞剧。对幼儿所用图

画书的译编和创作，也伴随着“五四”时期“儿童

本位”意识的苏醒而兴起，并渐成一种新颖的幼

儿文学样式。1875年，美国教会学校清心书院创

办发行了《小孩月报》，以文字加雕刻图片的形式

呈现了诸多幼儿文学作品，可视为“五四”时期幼

儿图画故事的先声。葛承训在1934年发文称“幼

年儿童不能阅读书籍，可以看图画书”。图画书

这一名称，也始于此［10］138。 1909年商务印书馆

《儿童教育画》创刊例言称：“其年太幼，不能识文

字者，则可由年长者为之讲解。凡四五岁之儿

童，各解图画者，即可阅之。”［11］这是我国较早将

读者定位为低幼儿童的刊物。陈鹤琴曾说，幼稚

园没有专门的教科书，可以用《儿童教育画》等书

刊作为教材。1923年，陈鹤琴先生创办南京鼓楼

幼稚园，将故事与儿歌列为课程内容，教材中的

“幼儿文学化”程度越来越高，推动了一批文学作

品的涌现。

（三）“姹紫嫣红”——“儿童权利”观下幼儿

文学的繁荣

20世纪末，我国的儿童观和幼儿文学再次

发生了质的飞跃。1978年，国家出版局“全国少

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召开，繁荣发展幼

儿文学成为本次会议的一项重要议题［12］。198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表决通

过。同年，联合国颁发了《儿童权利公约》，中国

政府于1991年宣布加入。公约和未成年人保护

法的颁布被学界称为直接影响八、九十年代中

国人儿童观的两件大事。儿童的社会地位与权

利以政府庄严的承诺和法律保障的形式被确定

下来，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与实质性的作用无

疑是巨大的、深刻的［13］80。《儿童权利公约》规定：

儿童是人，是终将独立的人。儿童生下来就是

权利的主体……社会需要为儿童创造条件帮助

他们保障自己的这些权利能够实现［14］。《公约》

中先进的、科学的儿童观成为新时期幼儿文学

发展的根基和沃土。在这片丰腴的土壤中，中

国幼儿文学逐渐走向了成熟。在幼儿文学的理

论层面，先后出版了《中国幼儿文学集成》和《中

国新时期幼儿文学大系》，巩固了幼儿文学在文

学上的独立地位。1992年，周宪彻著《图画书创

作的ABC》出版，黄云生等对幼儿文学的演变历

程做了初步梳理［15］。幼儿文学理论探索受到了

人们的广泛重视。

其次，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化选择，幼

儿文学刊物和书籍开始大规模发行和流通，《幼

儿文学宝库》、《幼儿一日一课》、《我的第一本

书》、《365夜故事》、《幼年画库》等系列幼儿图书

相继出现。此时的幼儿文学刊物书籍已经将幼

儿视为第一服务对象和读者，更多采用全彩图画

辅以少量文字的形式。幼儿文学的形式也更为

丰富，儿歌、故事、童话、幼儿诗、绘本、幼儿戏剧

等各种体裁都有长足发展，形成了一支相对稳定

的创作队伍，出现了一批文学性和幼儿性兼具的

上乘之作。如，圣野的四季组诗将幼儿熟悉的季

节拟人化，站在幼儿的视角带领他们感受四季变

迁；鲁兵的《小猪奴尼》寓教于乐、颇具特色；柯言

的幼儿诗《“小兵”的故事》以一个幼儿园孩子的

眼光来看待幼儿的游戏，诗歌由幼儿的生活片断

组成；刘厚明的幼儿戏剧《小雁齐飞》充满浓厚的

生活气息和幼儿情趣。此外，还有洪汛涛的《神

笔马良》；金近的《小猫钓鱼》等。中国的幼儿文

学创作迎来了井喷期并维持至今。

二、儿童观映射下中国幼儿文学的价值

属性

幼儿文学凝结着一个国家的梦想与希望，

奠基着整个民族未来的独特品格。当今幼儿文

学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幼儿文学走向独

立，幼儿文学凭借其服务对象和文学样式的特

殊性，已基本厘清了自己和儿童文学、成人文学

的界线而独立存在；其次，幼儿在幼儿文学中的

独立话语权提高，幼儿文学创作者正逐渐从自

我臆断幼儿思想的“造梦人”向尊重幼儿自身兴

趣的“绘梦人”转变，这也推动着幼儿文学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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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走向独立；此外，互联网科技的发展消解了幼

儿文学传播的权威性，多样化的传播媒介很大

程度上拓宽了幼儿文学的体裁形式；最后，幼儿

文学更加注重自身美学韵味和音、象、意的文本

层次，力图使自身具有超脱幼儿之外的文学意

蕴和文化意蕴。

长时段结构式研究以世纪为单位的幼儿文

学的变迁，将幼儿文学摆到儿童观历史进程中加

以考察，不仅要明晰事物之间的历史、思想、文化

关联，更要探讨事物为何存在的立身之本——

“价值”。幼儿文学在儿童观浸润下发展到今天，

有着三重不可忽视的价值。

首先是文学价值。幼儿文学从性质上拓宽

了文学种类，构成众多文学门类的独特一支。

它还丰富了文学的总体数量并占据了大量的市

场份额。《出版商务周报》发布的北京开卷数据

显示：2020年图书整体零售市场 20年来首次负

增长 5.08%，但少儿图书零售市场同比增长

1.96%。其中，少儿文学和少儿绘本的码洋比重

分别为23.71%和18.56%［16］。此外，幼儿文学文

本载体的当代演化也对文学形式构成了一定的

影响，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绘本。它极大丰富了

文学的传媒样貌，拓展了多媒互动构筑的美学

空间。

其次是文化价值。幼儿文学是幼儿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幼儿创意文化产品与产业的内

核。由此可见，它的良性发展是文化良性发展之

必需。近几年，随着IP改编的风行，一大批幼儿

文学作品转换成了幼儿戏剧、动画、短视频等创

意文化作品，兼具视听的双重功效，实现了文化

的二度创作及增值。幼儿文学也借此实现了跨

媒介和跨领域的传播，在我国文化事业发展和文

化强国建设中，幼儿文学与其他文学一道扮演着

重要角色。

最后是教育价值。“一部好的幼儿文学作品，

不同的孩子读了，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得

益。”。幼儿文学中蕴含的丰富内容不仅有培养

良好的行为习惯与道德品质的德育功能，还有培

养思维能力、发展想象力的智育功能，同时，兼具

愉悦身心、培养审美情趣的美育功能。幼儿文学

还可以是亲子阅读的重要内容，在家庭教育和家

庭阅读文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儿童观重塑下中国幼儿文学的时代

突破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我国逐步确立了“儿童

中心主义”的儿童观，并以此开创了现代幼儿文

学的新篇章。以幼儿为服务对象专门创作的幼

儿文学，它跟幼儿玩具、幼儿游戏、幼儿课程一

样，隐含着成人对于幼儿能力和未来的期待和预

设——即儿童观内在地决定着幼儿文学的内核，

预设了幼儿的阅读能力和幼儿文学的美学原则，

并通过创作把这些预设变为现实。班马的“儿童

反儿童化”观点认为，一直以来我们将儿童化视

为幼儿阶段的最终追求和为其进行文学创作的

最高标准，这其中有着一个潜在的误区：“当我们

的创作抱着尊重儿童的愿望竭力‘向下’俯就儿

童时，却并未考虑儿童的心理视角恰恰是一种

‘向上’的倾向?当成人致力于‘模仿’儿童时，儿

童本身却正追求‘模仿’成人?”［17］200在夏山学校

接受了自由教育的约翰·伯宁罕于1991年创作

了《我的秘密朋友阿德》，在绘本中对幼儿内心的

孤独与想象进行了真实的描绘，打破了成人对幼

儿“不识愁滋味”的刻板印象。美国著名图画书

作家及插画家莫里斯·桑达克亦称，他可以详尽

的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时光，也记得那些幼儿时期

经历的可怕的事情，但他从小就知道不能告诉大

人们他记得，那会让大人们觉得他早熟且很奇

怪。他在《野兽国》、《在那遥远的地方》等绘本

里，致力于刻画一个又一个充满愤怒恐惧、压抑

无奈等情绪的有自己思想和独特视角的幼儿，挑

战了之前幼儿文学中普遍单纯快乐的童年刻

画［18］。崔昕平等学者还认为，不能一味地遵从心

理学意义上的年龄阶段划分为幼儿提供对应的

文学读物。幼儿心理学只是我们面对幼儿时的

一个工具，一种方法。一味刻板的依照它创作幼

儿文学，文学性的被迫割舍始终是个不容忽视的

问题。

从洛克用“白板说”为“儿童原罪论”开释至

今，儿童已然成为某些作家概念中具有纯真天性

且需要理性教导的人。个别作家甚至将儿童本

位论推向“神坛”并以不自知的态度将成人和幼

儿的二元对立融入文学创作。正是因为需要幼

儿文学去“同化”幼儿，才有了所谓的“为了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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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写作［19］。事实表明，儿童本位论如果被推向极

端，就有可能背离其初衷，成为幼儿文学发展的

禁锢力量，影响幼儿文学理论更新与创作多元

化［20］。它过分强调幼儿文学要保护脆弱童真世

界，变相将成人斥之门外。然而现实世界不是

“永无岛”，幼儿文学刻意构筑的没有贫穷、战争、

污染的美丽净土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乌托邦幻

境”。 改编自格林童话的《小红帽》把原故事中的

情节做了颠覆性的改编，规避了吃掉外婆、剪开

大灰狼的肚皮、沉入河中淹死这些在成人看来血

腥暴力的内容，代之以装入麻袋、沉入河底。幼

儿文学版的《三只小猪》将猪大哥、猪二哥由于盖

房子时偷懒而被大灰狼被吃掉的情节改为逃跑

去了猪小弟的房子，最后都活了下来的故事。甚

至《睡美人》中恶有恶报的惩罚情节也由于被评

论“过于血腥”而被“美化”为后妈忏悔，最后得到

辛德瑞拉原谅的大团圆结局。早于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我国文学界就有着一场“儿童文学是否

描写社会阴暗面”的思辨。讨论最终认为，“瞒和

骗”的文学是对幼儿的不忠实，“少讲黑暗的事

实，用光明太平粉饰现代社会，这倒是向儿童不

负责任的毒素。”［21］157更为严重的是，极端的儿童

本位论会造成成人文学和幼儿文学间构筑起壁

垒，使得现今幼儿文学成为极具特殊性的文学类

型，与其他文学相隔绝。特别是伴随着绘本教

育①大行其道和新媒体时代文本载体多样性，幼

儿的文学性阅读被日益窄化为“图画阅读”、“视

频赏析”……甚至于一些在过去曾属于幼儿的读

物也逐渐不再被允许阅读，教育者和市场也不再

为幼儿提供除绘本外的其他文学体裁。图画书

成为幼儿最为亲近的阅读样式，这也使幼儿文学

文本自身的文学性受到冲击。当文学创作者将

本属于语言的表达渲染让渡于图画，整体上看，

所谓的可读性和艺术性增加了，但文本自身的独

立性与言语艺术就被相应的弱化了［22］。正如媒

介理论所认为的，幼儿文学通过它的独特编码，

将幼儿与成人隔离在彼此的场景之外，意味着这

是幼儿能够阅读的唯一一种类型的文学，而且通

常也只有幼儿才阅读。这种极端的隔绝是否会

导致幼儿文学走向苍白空洞并最终消亡？当我

们以“绘梦者”的身份建构幼儿在文学世界的主

体性时，我们构建的是我们想要的主体性，还是

幼儿原有的天性潜能主导下的主体性？换言之，

我们的幼儿文学创作和应用是在将幼儿教育成

我们预设的样子还是使幼儿成为他们本真的样

子？过分强调幼儿年龄分期，字里行间渗透着对

幼儿的过度保护与控制、弱化文学性强调教育教

化的“幼儿文学”作品，是否也造成幼儿的弱势地

位和成人对幼儿文学的曲解？当幼儿文学被理

所当然视为教学手段，那它编织的梦想究竟有多

大程度属于幼儿自己呢？

基于上述疑问，我们是否可以思考另一种可

能:“不再以儿童的身份捍卫儿童自主和儿童特

殊世界的不可侵犯性，而是以人类的身份来捍卫

儿童自主。儿童和成年人都扎根在唯一的和相

同的世界里”［23］494。若我们以平等的立场看待幼

儿，以平等的笔触创作幼儿文学，幼儿文学将会

拥有更丰富多彩、更具有挑战性的内容、体裁和

形式，而不至于走向弱稚化和贫乏化。首先，应

当加强幼儿文学与文学整体性视野的观照与交

互，尊重幼儿文学的“听赏”性和言语艺术，保留

幼儿文学的独特美学价值和文学意蕴，为幼儿织

就张扬想象力和提高审美素养与语言创造力的

画卷；其次，应当把握好成人和幼儿的二元对立

尺度，割舍潜在的暴力符号。幼儿文学可以适当

体现创作者的教育情怀，但不应预设“唯教育论”

的创作立场，特别应当摒弃为潜在的教育目的而

“粗制滥造”的作品。此外，应当避免“乌托邦式”

的创作情怀。在思想深度和表现领域方面，幼儿

文学的确存在创作的“禁忌”，比如，色情、暴力

等，但一刀切的规避贫穷、苦难、死亡等沉痛议

题，不仅违背了文学创作的真实性原则，也封闭

了幼儿向上“得以窥探成年世界”的通道，这一通

道的缺失也在一定意义上导致了短视频等流媒

体对幼儿的精神荼毒；最后，幼儿文学创作者应

当以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灌注幼儿文学作品，立足

于广阔宏大的中国独特文化气质和现实社会，将

幼儿文学自身发展置于时代语境，给予幼儿文学

作品时代的烙印。从这些意义上说，幼儿文学亟

需一场“变革”，不仅是艺术层面的，更是思想层

面的。

［注释］

① 更多的适应图画书承载的幼儿故事、幼儿童话，在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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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上与传统幼儿故事、童话等已然显现出差异——

文字不再独立承担传情达意的功能，而是将场景、将细

节、将神态、将言外之意等让位于图画去表现，文字仅

仅保留了叙事的功能。（崔昕平：对幼儿文学走弱的反

思）

［参考文献］

［1］ 陈伯吹.幼童文学必须繁荣起来［J］.儿童文学研究，

1962（12）.

［2］ 杜传坤.边界与困境:定义幼儿文学［J］.山东师范大学

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64（6）:92-99.

［3］ 吴翔宇.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演进史的理论构想与研究

路径［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0（5）:

116-123.

［4］ 周红安.中西儿童观的历史演进及其在教育维度中的

比较［D］.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3.

［5］ 王泉根.儿童观的转变与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三次

转型［J］.娄底师专学报，2003（1）:68-73.

［6］ 杜传坤.中国现代幼儿文学的发生［J］.扬州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23（1）:109-119.

［7］ 王海英.20世纪中国儿童观研究的反思［J］.华东师范

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2）:16-24.

［8］ 朱自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M］.杭州：浙江

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

［9］ 周作人.儿童的文学［J］.新青年，1920.8（卷4）.

［10］杜传坤.可能与边界:百年中国图画书的理论建构［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0（5）:131-138.

［11］高梦旦.《儿童教育画》例言［J］，儿童教育画，1909（01）.

［12］国家出版局召开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

［J］.出版工作，1978（18）:1-2.

［13］ 王泉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三次转型与五代作家

［J］.长江文艺评 论，2016（03）:72-85.

［14］ Michelle Bachelet Jeria，Helia Molina Milman. Celebrat-

ing the 30th anniversary of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J］. The Lancet Child & Adolescent

Health，2020，4（1）.

［15］黄云生.柳暗花明的历史进程─幼儿文学的历史形态

及其演变之扫描［J］. 浙江师大学报，1994（6）:1-6.

［16］谭旭东，伍美珍.新时代我国儿童文学的实绩、价值与

发展方向［J］.少年儿童研究，2021（8）:5-9.

［17］班马.前艺术思想［M］.福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6.

［18］莫里斯·桑达克，王晶.野兽国［J］.家庭教育，2006（11）:

40-41.

［19］杜传坤.现代性中的“儿童话语”——从中国现代儿童

文学的起源谈起［J］.学前教育研究，2010（1）:16-21.

［20］杜传坤.转变立场还是思维方式?——再论儿童文学中

的“儿童本位论”［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

学版），2018，63（1）:36-43.

［21］王泉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演进史中的茅盾［J］.江淮

论坛，2020（6）:145-150，162.

［22］崔昕平. 对幼儿文学走弱的反思［N］.太原日报，2020-

01-01（006）.

［23］艾格勒·贝奇，多米尼克·朱利亚.西方儿童史（下卷）

［M］.卞晓平，申华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责任编辑 张雁影］

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