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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与前瞻: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
逻辑基点与发展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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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湖州313000)

摘 要: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在价值体系建构、理论资源吸纳、方法路径拓展、评奖机制

完善、批评论著生成等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存在着本体建构乏力、批评失当等实质性问题。为此,

重审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元概念,将“中国性”“儿童性”“文学批评”作为批评话语建构的逻辑支点,有助于

廓清批评立场、明确学科基石、拓展研究思路,增强其内涵建设。未来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应从学科基础出

发,不断完善对中国特色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话语体系的本体建构。在纵向上,统合“主体性”与“整体性”,

深度推进中国儿童文学批评融入中国新文学批评的历史版图。在横向上,秉持“以中为本”“化西为中”理

念,在促进世界儿童文学共同繁荣中展现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国际视野与国家本位。在具体批评实践中,

要敢于“讲真话”“谈不足”,以文学批评助推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出版、传播大发展大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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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先于创作参与到百年中国社会的思想变革和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中,对
“儿童文学是什么”的持续性批评实践,生成了儿童文学独特的主体意识、文本特征、价值判断和

审美风格,也融进了对“现代性”“民族性”“世界性”等问题的探索和描述。从学科建设层面看,梳
理并推阐儿童文学批评观对建构科学性、系统性、本土性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品格具有重要价

值,是重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史叙事的关键支撑。从文学批评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看,批评观的嬗

变实质上也是社会思想史的更迭,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发展史本身也是中国儿童文化与社会人文

精神交互的演进史,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故此,儿童文学“从来就不仅仅是‘文学’,它体现着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深刻、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关切”[1],而儿童文学的批评观则是“儿童

文学如是呈现”的内在尺度和理论方位。

一、成绩与局限: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研究评述

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在创作和出版领域进入市场发展快车道,形成了繁荣兴盛的热闹

景象,儿童文学与儿童教育深度融合,使得儿童文学作品不仅成为“教育”儿童的“工具”,也成为

“解放”儿童的“园地”,为广大少年儿童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同步进入快

速发展期,回顾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发展,首先要肯定已经取得的成绩。

第一,形成了更为清晰的中国特色批评价值体系的评价标准。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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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于发出独立的声音,在儿童性与民族性、国家性之间建立起必要的内在关联,倾力打造能够体

现中国立场、中国精神、中国审美的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李利芳的系列文章,不仅重申了“儿

童的需要是儿童文学价值的动力源泉”[2],更廓清了中国特色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是坚持“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以坚持“儿童本位与国家本位的高度统一”为

根本价值尺度,坚持以“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评价标准为批评实践的核心标尺[3]。这

种评价标准的确立,有利于中国儿童文学开拓出一条与中国传统、中国国情、中国童年、中国美学

等“中国性”紧密相连的儿童文学新样式,思辨更契合中国现实和中国儿童的儿童文学发展方向,

形成一种有别于西方儿童文学的话语体系。

第二,形成了多学科交叉的理论批评基础。传播学、教育学、伦理学、文化学、哲学、生态学等

学科的发展,为中国儿童文学批评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给养。“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化是从多学科

体系中‘发现’、在析离中开启学科自主性的过程”[4],儿童文学不仅与教育学建立了紧密的亲缘

关系,而且受到了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的滋养,“有关儿童文学的意识形态、民族身份、文化研究、

认知研究等均为热点学术问题”[5],这促使新世纪以来的儿童文学研究越来越注重“跨学科研究

范式”[6]。吴其南从文化学、身体哲学等视角深入辨析儿童文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特

质,将中国儿童文学置于广阔历史文化语境之中,阐释对“儿童”及“儿童身体”的社会思辨和文学

想象。崔昕平“从儿童文学心灵的柔软到市场经济的残酷竞争的坚硬现实,有理有据、生动形象

地分析了少儿读物出版和儿童文学之间博弈与合作的复杂关系”[7]。方卫平从伦理学视域考察

儿童文学的伦理维度与艺术维度之间的均衡与角力,强调“儿童文学与伦理学的关系,突出表现

在它与儿童道德教化及道德养成之间的关系”[8]。这些研究不仅拓展了儿童文学批评的深广度,

也呈现出新世纪儿童文学批评的新视角和新观点,使得儿童文学批评“从‘判断’走向了‘阐

释’”[9],从作品鉴赏走向了知识生产。文学批评的对象不再局限于文本内部,而是从思想资源和

文化阐释中挖掘文本中隐含的“无意识”,将其建构为有关文学与文化的话语知识来进行二次传

播,这种有关文本的“阐释”为儿童文学批评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三,提出了中国儿童文学批评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一体化”的方法路径。中国儿童文

学批评不甘于处在游离于主流文学批评之外的“弱批评”地位,开始主动从发生学、系统论等视角

探寻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共融共进的生长点,形成了更为宏阔的历史批评视野和文学批评格

局。朱自强指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儿童文学,不是现代文学的‘量’的增加,

而是‘质’的生成。‘儿童’和儿童文学的被发现,不仅给中国现代文学这一‘人的文学’以具体的

内容,而且强化了它的现代性质地,提高了它的现代性价值。”[10]吴翔宇从儿童文学批评的问题、

结构、方法等维度提出将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纳入百年中国文学视域中重新定位,试图“超越纯文

学的本质主义与非文学的工具主义”[11]藩篱,“在与现当代文学批评‘一体化’的基石上确证其

‘主体性’话语,并在此基础上重构集‘史’‘论’‘用’于一体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图景”[12],

建立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现代性、民族性、文学性的基本标准。这些研究,都为推进中国儿童文

学批评融入新文学批评的整体结构做出了重要努力,致力于重构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身份和

性质。

第四,构建了相对丰富完整的儿童文学评奖机制。文学评奖是文学评价机制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文学价值生产的重要手段,“文学评奖审美导向的变化体现新时期文学思潮的审美嬗

变”[13]。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曹

文轩儿童文学奖、张天翼儿童文学奖、大白鲸世界杯原创幻想儿童文学奖等奖项的设立,肯定了

儿童文学作家的成绩,有利于儿童文学作品的推广,形成了文学批评话语场,生产出最具时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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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性的儿童文学批评资源,成为影响文学生产、流通、消费以及再生产的一种规范性力量。姚

苏平以儿童文学的评奖机制为切入点,对比研究纽伯瑞儿童文学奖和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以微

观的知识考古视角把握中美儿童文学的当代发展、态势和效能,“思考中美儿童文学发展的审美

异同和价值流变”[14]。江雪以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国际获奖作品为研究对象,剖析中国式童年的

审美内涵及其所蕴含的“中国儿童文学的核心审美艺术标准,以及艺术身份独特性的追求”[15]。

崔昕平团队对历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奖作品的系列研究,推阐出中国儿童文学在改革开放

以来不断回望、反思、寻找、坚守、借鉴、开拓、分化的发展脉络,对助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化,打破

中国儿童文学后发性的身份焦虑,确认中国儿童文学自身的合法性地位,引领实现儿童文学文学

性与市场性相统一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这些研究成果进一步明晰了文学评奖作为

文学批评的特殊手段,不断推进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第五,出版了一批有广泛影响力的儿童文学批评论著。新世纪以后,儿童文学理论丛书、个
人学术集以及批评专著的出版,推进了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学术化进程。“新世纪儿童文学新论

丛书”8卷、“新观念儿童文学理论丛书”5卷、“新视野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丛书”13卷、“中国

当代儿童文学理论文库”5卷、“朱自强学术文集”10卷、“方卫平学术文存”10卷等著作,都在学

界引起了较大影响。此外,还有一些作为“亚理论”的作家创作谈,也呈现了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理

念的变迁,如汤素兰、张之路、沈石溪三位作家分别撰写的“儿童文学作家论儿童文学”3卷,以及

高洪波《儿童文学作家论稿》、曹文轩《小说门》、梅子涵《儿童小说叙事式论》、王欣婷《寻找童书的

真生命:世界童书创作者访谈录》等,或者从理论角度观照创作,或者从创作角度诠释理论,开拓

了儿童文学批评的新领域。这些论著集中呈现了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现实风貌、价值判断及审

美风格,展现了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批评的活跃现场。

儿童文学批评在对文本创作不吝赞誉的同时,也一直保有一份热闹中的“清醒”,有学者尖锐

指出儿童文学创作“对童年生态危机缺乏敏感,疏于应对”,儿童文学正在“从‘忧患’走向‘放松’,

从‘思考’走向‘感受’,从‘深度’走向‘平面’,从‘凝重’走向‘调侃’”[16]。如果要深入剖析儿童文

学创作乏力的原因,除了探究作家的“失语”和“纳言”之外,也无法绕过儿童文学批评相对于创作

的瞠乎其后。

从宏观讲,儿童文学批评本体建构乏力,无法切实地为儿童文学创作提供理论滋养、提升思

想境界、扩充审美格局。“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还处于观念的故步自封与方法的裹足不前的状

态,理论批评家面对新的文化场域,面对电子媒介和大众文化对童年生态的冲击,显示了在理论

批评本体建构方面非常乏力的窘相。”[17]这使得儿童文学批评常常停留于感性体悟层面,缺乏深

入的理性思辨,批评方法同一性强,视野相对狭窄。儿童文学批评的自身结构残缺,史学化、体系

化进程缓慢,以往的史料整理及文学批评研究无法构成契合中国儿童文学的本土美学系统,缺少

整体性把握儿童文学批评的理论话语体系。

从微观讲,儿童文学批评与市场的互动性、依赖性太强,缺乏专业、严肃、审慎的批评精神,
“批评不足”与“批评失当”并存。各种被不同立场、目的、利益驱动的非专业儿童文学批评众声喧

哗,严重影响了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现场秩序。

本文试图考究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原点问题,尝试从对基础概念的多元剖析中开启重构儿

童文学批评体系的建设之路,在新时代文化语境中阐释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现代特质与精神品

格,以期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建设和推动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深化发展添砖加瓦。

二、重返原点: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三大逻辑支点及其内涵建设

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逻辑支点隐藏在概念本身之中,对“中国儿童文学批评”这个元概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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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话语分析,将得到“中国”“儿童”“文学批评”三个关键词,其间的语义互涉构成了建设中国儿童

文学批评的学科空间。

(一)中国性:中国儿童文学批评话语建构的前置立场

中国儿童文学批评是伴随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同向发展的。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诞生首先

不是文学研究的内部问题,而是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对撞过程中生成的文

化问题和社会问题。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观念建构本质上是中国文化主体性塑造的文学表征,

是根植于新文学所开辟的人学批评系统的具体呈现。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发生得益于新文学批

评的牵引,改变了中国古典文学诗文评的传统范式,形成了具有现代特质和民族特质的话语规

范,在“救救孩子”和“文艺新民”的双重历史责任中,创构出一种具有典型“中国性”的文学批评路

向。基于这样一个历史前提,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内涵建设要首先回到文学立场的原点,把“中

国”作为问题的起点,作为文学批评的“根性”和“场域”。

中国儿童文学批评自诞生之日起就根植于中国语境。郑振铎为中国首部原创童话集《稻草

人》作序,提出要“把成人的悲哀显示给儿童”,“他们需要知道人间社会的现状”[18]。陈伯吹《儿

童读物的编著与供应》指出,儿童文学是“编著给现代的中国儿童阅读”[19]174。这种自觉的主体意

识,表明中国儿童文学批评一直以来都对自身的文化身份有清晰的体认。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

重要文学使命是建构中国特色的批评话语体系,这不仅是为了确立中国儿童文学自身身份的“主

体性”,也是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全球传播提供一个范畴系统,为提升中国儿童文学品质和文化软

实力提供一个“具有可供性的语义域”[20]。因此,对“中国问题”的关切和对“中国”身份的认同是

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前置立场,“将‘中国’视为一个‘文明(体)’,在‘文明’的视野中重述‘中国’

的文化主体性”[21],是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责任担当。

需要澄明的是,这种批评立场的选择并不是将儿童文学批评置于政治化的视域从而置于“文

艺为政治服务”的逻辑体系之下,而是在更为宽广的“文化中国”时空语境中确立中国儿童文学批

评的逻辑支点。

从空间场域看,“中国”本是一个地理概念,这既是指向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山川湖泊,更是指

向人文地理意义上中华大地所孕育的文化精魂。民族的形成主要来自文化心理的认同与文化身

份的建构,文学作为一种为民族“赋形”的工具,在民族国家共同体建构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文学研究的地理维度、家族维度、宗教维度、阶级维度等,对探索“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民族

众多、文化多元的民族国家共同体有着重要的文化启示,就是“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用大文学观

考察我们这个民族共同体形成的经验过程在文学上是如何体现出来的”[22]。具体到儿童文学批

评中,就是不断探索本土文化中“儿童”的表征方式和认知程度,在世界文化场域中确立“中国性”

的思想维度和审美向度,展现“中国儿童”的精神主体性和“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独特性。有学

者通过开展中国神话的译述研究,认为“以儿童文学的形式来讲述中国神话恰是以‘更活泼的姿

态’、更‘民众化’的文化讲述方式促进中国文化的世界传播”[23]。这其中既有“中国儿童文学”与
“外国儿童文学”在思想立场、叙事方式、审美表达上的对照,也有“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儿童

文学”过程中对中国精神、中国文化、中国审美的坚守和呈现。

从时间场域看,“中国”又是一个历史概念,在经历了“诸夏”“华夏”“中华”等历史概念的文化

变迁后,“中国”演变成为一个兼具文化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的现代民族国家。在20世纪中国文

学中,“作家和诗人们都是从不同角度去想象中国”[24],这在儿童文学中亦然。中国儿童文学批

评的立足点是现代中国的时间场域,这意味着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在时间场域中应该演绎出“童年

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双重变奏。从新童年社会学理论角度看,童年并非仅仅是“一种生物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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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而是“一种积极建构的社会现象”[25]。它不会以一个有限的形式固定存在,而是受制于社

会、政治、历史和道德环境所构成的意识倾向。童年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动的,这使“不同民族、不

同时代、不同文化都在建构属于自己的童年,不存在普遍性、永恒性童年”[26]。“童年中国”的文

学书写与“现代中国”的历史演进本身就有内在一致性,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只有立足于“现代中

国”的语义场,深入挖掘“童年中国”的丰富性和延展性,才能形成与时代相通的“文学自觉”和“主

体自觉”,也才有可能引导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把故事讲述置于民族国家和现代世界的文化场域

中,为儿童文学“讲好中国故事”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策略。

可以看到,对于中国儿童文学批评而言,“中国”既是一个文化原点,也是一个文化场域,同时

也可以作为一种方法或路径,成为文学批评阐释的维度和钥匙。

(二)儿童性:中国儿童文学批评话语建构的学科基石

儿童文学以及儿童文学批评的学科建构,都是以“发现儿童”为逻辑起点的,就是“发现儿童

有独立的不同于成人的生活,发现儿童具有丰富的天性,发现儿童的成长是儿童自身的‘内在自

然’朝向‘自然的目标’的‘内在的发展’”[27]。“发现儿童”不只是一种“致敬童年”的社会倡导,更

是将“童年”和“儿童”作为人类精神和文化世界的思想根系,从全新视角去审视社会发展、人类历

史、教育理想等核心问题,去建构一种新的话语体系和基本原则,以重塑人类思想史和文化史。

“儿童性”是中国儿童文学批评话语建构的学科基石,对于童年和儿童的文化想象具有重要的人

文价值和社会意义,是思辨自然、宇宙、社会、人生等本源问题的重要视点。

在中国文化中,老子主张“复归于婴儿”[28],将“婴儿”的生命状态视为人性最本真的状态。

在老子的思想体系中,“婴儿”代表着一种素朴、纯真、自然、本初、淳正的生命形态,是“抟气如神,

万物备存”[29]的内在凝聚,是饱满充实、平和自然的外在呈现。孟子强调“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

心者也”[30],强调儿童真诚、真性、真情的自然显露。李贽《童心说》进一步阐释“赤子之心”对人

生的重要意义:“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

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

矣。”[31]在这里,“童心”是人性的起点和核心,是人之为人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力量。可以看到,

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体系中对“童心”的瞩望和着意,正是因为将儿童作为一种理想的人性资源,

将其看作人的生命循环往复的轴心,才有周而复始的“始”与终始如一的“终”。

在西方文化中,这种站在成人立场上的“童心主义”理念同样大放异彩。尼采将儿童作为未

来哲学的先行者,认为儿童代表了强大的生命冲动和源自本能的诗性智慧。与老子的“复归于婴

儿”相类似,尼采认为人的精神有三段变化:精神变为骆驼,骆驼变为狮子,狮子变成孩子。“孩

子”作为精神变化的最终形态,代表了“纯洁”和“遗忘”,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自转的车轮”“一

个神圣的肯定”[32]。华兹华斯强调儿童是“卓越的哲人”“超凡的智者”“有福的先知”,他们“位于

生命的高峰”[33],“儿童乃是成人的父亲”[34]。巴什拉将童年比作是“存在的深井”,“它像一个真

正的原型,单纯幸福的原型”[35]。可以看到,在西方文化中,儿童精神也被视为一种人文精神的

表达,既是人类精神的起点,也是人类精神的归属,是“心理胚胎”[36]和“原始遗产”[37]。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种对儿童的成人想象呈现出鲜明的哲思性和审美性特点,但如果中国

儿童文学批评的学科基石仅仅只是建立在这种集体化、符号化、诗化的认知层面上,那么中国儿

童文学的文本样貌必将呈现出单一性、平面性的局限。因此,对“儿童”的发现,不只是对儿童精

神的“仰视”,还要从各种立场和维度上“俯视”“平视”“环视”“凝视”等,才能生发出百花齐放的文

本形态,真正满足不同儿童的切实需要。这使得对“儿童性”概念的阐释必须要有双重维度,一种

是集体的属于人类的“儿童”,一种是个体的属于社会的“儿童”。儿童文学对儿童的“发现”,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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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在对广义“儿童”的认知基础上,不断挖掘个体儿童的多样性、复杂性、真实性和成长性。

同时还应注意到,现代社会为儿童缔造了一个包罗万象、地负海涵的生活场域,使得传统文

化中关于“纯真的儿童”的想象呈现出时代局限性。不得不承认,科技飞速发展和社会整体进步

在为儿童提供丰富充足的物质保障的同时,也不断消解着传统的儿童观念。尤其是随着计算机

产业的更新迭代和现代传媒技术的广泛应用,成人世界的秘密逐步向儿童世界全面敞开,波兹曼

提出的“童年的消逝”[38]和帕金翰预言的“童年之死”[39],不仅只是一种隐忧,更是早已成为现实。

在梅罗维茨看来,“童年‘纯真’的观念并未反映出儿童存在的一种本质或自然的状态:相反地,这

种观念是被故意制造出来以证明成人与儿童之间社会分离的合理性”[39]27。不管是在家庭、学校

还是在更广大的社会公众文化领域内,儿童与成人之间一直有一道隐形的界线,这既是对儿童的

保护,也是对儿童的约束。但随着电视、电脑、手机等现代媒介的泛生活化,成人妄想“保守秘密”

的企图被彻底击碎,现代媒介“不仅揭露‘秘密’,也揭露了‘要保守秘密的秘密’”[39]28,这使儿童

被过早成人化。这种“早熟”使得当代儿童与传统儿童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同一种意义上的“儿

童”。因此,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理论给养不仅要来源于对“理想儿童”的形而上的文化想象,还

要扎根在对“当代儿童”形而下的生命现场的事实观照。驻足当代儿童的童年生活场景,瞭望和

审视童年的当代图像,挖掘和展现当代儿童的生命体验和生命感觉,形成具有时代性、思辨性、递

嬗性的知识体系与逻辑系统,生成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思想维度和审美向度。

(三)文学批评:中国儿童文学批评话语建构的方法路径

伍晓明在《理论何为》一文中强调:“理论决定了我们对‘何为文学’这一问题的回答,因为文

学批评的背后总是隐藏着某种普遍陈述/理论,是理论让我们看见特定事物,而我们的语言本身

就是一种最基本的理论。”[40]毋庸置疑,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紧密相关。20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

几乎皆出现于人文研究的其他领域,但作为一种方法论又都对文学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文

学伦理学批评、女性文学批评、生态文学批评、文化批评、文学地理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解构

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等,批评方法的繁荣已成为文学繁荣不可或缺的前提。

从发生学角度看,中国儿童文学批评与现代中国文化转型具有极强的一体性和联动性。按

照社会历史批评理论的观点,“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从历史上看,与其说与本身的结构和审美特

征相关,不如说是文学与其他社会因素的关系使然。……文学观念是社会的产物,是人们对某种

价值体系的认可,最终导致审美特征得到重视以及‘经典作品’的确立”[41]。社会历史批评作为

中国儿童文学批评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曾长期对“经典作品”的确立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与陈独

秀建立“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42]的文学革命主张类似,郭沫若也强调儿童文学的文

学创作要从“净化异物”方面着手,摒弃“干燥辛刻的教训文字”“平板浅薄的通俗文字”“鬼画桃符

的妖怪文学”[43],从而确立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基本标尺。

文学经典的确立与社会现实的关系日益紧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1923年的《儿童共产

主义组织运动决议案》中针对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编辑指明政治方向,提出“儿童读物必须过细编

辑,务使其为富有普遍性的共产主义劳动儿童的读物”,目的是在儿童稚嫩的脑子里播下共产主

义的种子,以“培植未来的同志”[44]。1930年,在《大众文艺》第二次座谈会上,钱杏邨提出要“给

少年们以阶级的认识,并且要鼓励他们,使他们了解,并参加斗争之必要,组织之必要”;华汉强调

少年是大众中的一部分,“题材方面应该容纳讽刺,暴露,鼓动,教育等几种”;邱韵铎主张“尽可能

地利用富于宣传性和鼓动性的文字,插图,等等式样来形成他们的先入为主的观念,……竭力和

一切革命的斗争配合起来”[45]。新中国成立后,杜高《新的儿童文学的诞生》指出“儿童文学的发

展与革命的发展是分割不开的,儿童文学的内容也是离不开革命的内容的,离开了革命要求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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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那我们的儿童文学就永远无法培养和教育我们的孩子们成为新社会的积极建设者”[19]215。与

儿童文学创作不同,儿童文学批评的读者不是儿童,而是成人。换言之,儿童文学批评是围绕着

“我们需要怎样的儿童文学”而展开,这在某种意义上使儿童文学批评与社会时代对儿童的需求

紧密相关,套用南帆“没有哪一种脱离了‘人生’的‘社会’,犹如不存在脱离了‘社会’的‘人

生’”[46]的论断,也没有哪一种脱离了“社会表征”的“儿童想象”,犹如不存在脱离了“儿童想象”

的“社会表征”。可见,社会历史批评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文学批评方法,“关节点在于强调文学

与社会历史之间的联系,其核心旨趣即是致力于文学与社会生活之间关系的阐释与建构”[47],能

够扎实有效地将儿童及儿童文学纳入社会思潮大格局中,顺应时代和文学发展的客观要求,易于

生成符合时代语境的“文学经典”。

社会历史批评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尤其是在简单化的实际运用中,批评视角固定,视野狭窄,

对文学的审美性和思辨性观照不足。因此,繁荣中国儿童文学批评,还要在方法论上推陈出新。

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吸纳了哲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在研究方法

上不断拓新,形成了百花齐放的批评态势。如强调伦理秩序与伦理意识,深挖儿童文学“以善为

美”[48]的美学特征,注重儿童文学在“个体性与社会性、儿童性与人民性、民族性与人类性等伦理

关怀”[49]上的思想呈现与审美表达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探查“儿童文学的精神分析与阅读治疗”,

思辨“潜意识与儿童文学文本中‘隐藏’的秘密”[50]的儿童文学精神分析批评;重新挖掘女性作家

和女童形象,从女性视角重述童话、小说、诗歌等具体文本的思想意蕴和美学风格的女性主义文

学批评;从修辞、语言、叙事、结构等方面深入分析儿童文学的文本特色,注重文学本体论、强调儿

童文学自主性的形式主义文学批评;展现文化视角与童年立场,从社会心理、情感结构、公共理

性、民族传承等维度剖析儿童文学的价值功能与内涵阐释的童年文化批评;等等。这些批评方法

的运用都有助于突破社会历史批评的局限性和文本自身的封闭性,可以从不同维度探讨语言、技

术、主题、方法与时代、历史、社会生活、文化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实现儿童文学文本与现实历

史生活相生相成的诗意沉思。

实质上,文学批评方法的多元化标识着“文学意识的自觉程度”[51]。一种新方法的运用,不

在于套用了什么新奇的理论,而在于这种方法在文本批评中生成了对中国儿童文学的新认识和

新见解,开辟了其他研究方法未能显示出的深度和广度,拓展了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知识边界。

南帆曾言:“目前的文学批评无法和文学对话,特别是与成长中的文学对话。”[52]这虽然并非主要

指向儿童文学批评,但儿童文学批评也面临同样的窘迫和困境。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数字人

文、知识图谱、远读理论等新概念新方法层出不穷,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必然要拓宽研究边界,吸纳

更多理论成果进入具体批评实践,才能生成与时代同步、与作品同频的具有驱动力和影响力的文

学批评,完成与作者创作和读者接受的良性互动。

三、重构体系: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批评路向及范式的建构思路

重返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原点问题,深挖“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等元概念的内涵意蕴,实

质上是指向新时代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如何在“振奋民族精神、维系国家认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和人的全面发展”[53]等方面发挥自身优势和价值,在思想与形式上创建新的儿童文学批评范式,

建构符合当下儿童文学发展需要的知识框架与理论体系。这既要有宏观的学科顶层设计,在中

国儿童文学批评与中国文学批评、世界儿童文学批评之间建立起纵横的文化观照和方法互通,又

要有微观的批评实践作为有力的本体支撑。具体而言,可从四个方面着手探寻中国儿童文学批

评路向及范式的建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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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坚守“学科为基”“学术为要”,建构中国特色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话语体系

话语是“思想的结晶”[54]。没有自成一体的话语体系,一个学科就不能说已经成熟。当前必

须要正视的是儿童文学批评的大量理论话语都来自西方,秉承“拿来主义”立场,学术界将其内化

为一种思想资源用于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研究。这一方面使得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生发出一定的

“世界性”,但另一方面也潜在地隐含着“本土”理论体系的匮乏和失语。正如有学者所言,“至少

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构建并发展出一套成系统、较为完备、较为成熟的解读近代以来中国发展

变化、解读当代中国发展奇迹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55]。将这一判断投射到中国儿

童文学批评领域中亦然。

基于上文对核心概念的阐释,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理论话语建构首先应该是具有“中国性”

的,“植根于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性实践之中,植根于中国独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之

中,并且也植根于中华民族向着未来筹划的复兴事业之中”[56]。事实上,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并非

只是抽象、封闭的“学术研究”,它还应担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转变、提升、深化中国社会对儿童

的认知,将自身的学术建构纳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建构的宏大体系中,体现对中国

儿童的精神需要和审美需要的关切,从儿童问题出发思辨“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提出“中

国方案”。

中国儿童文学批评还应该是“儿童性”的。王泉根在分析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136篇博

士学位论文的产出方式和学科归属后,得出儿童文学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综合性学科”的结

论[57]。与其他类别的批评不同,儿童文学批评的独特性在于批评者要一直保有对“儿童”的深度

观照,这就需要将儿童文学批评与儿童文化、儿童哲学、儿童心理学、童年史学、童年伦理学、社会

学、教育学等学科建立起广泛的联结,体现出对“中国儿童”日常生活经验的审谛。

中国特色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话语体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文学

是人学”的理论基点,强调儿童文学必须从儿童出发,必须以儿童为注意的中心,反对将儿童的描

写作为“工具”和“手段”[58]。持续强化“以儿童为本位”的文学批评观,将儿童看作是一个不同于

成人的有独特生命价值体验的具有完整人格的人,承认儿童是有精神亦有身体、有理智亦有情

感、有学习亦有游戏的“完整的人”。

建构中国特色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话语体系的落脚点和施用场还在于文学批评。所有的学科

理论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儿童,理解儿童的梦想、喜悦、痛苦和悲伤。陈培浩曾言“渴望一

种会呼吸的批评”,真正的文学批评不是“知识体制化的产物”,而是面向“生命的困惑、难题和歧

异”[59]的迁思回虑。因此,有真知的儿童文学批评是从文本出发的“客观公正、真挚坦诚、心口相

一的批评”,是“有思辨意味和明确价值判断的批评”,是“恰切有效、符合公共理性、具有建设性的

批评”[60]。它不是套用西方理论对儿童文学文本的强制阐释,也不是非文学化的脱离文本的恣

意妄论,更不是人云亦云、随声是非或自言自语、自说自话的文字堆砌。中国特色儿童文学理论

批评的话语体系是建立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立场上,指向中国儿童历史与现实的生命经

验,表达其内在真实需要的深层话语结构。“中国式”的儿童文学批评,不仅要呈现这种理论话语

的切实性,还应展现其思想价值的人类性,并努力将其开拓为世界儿童文学批评理论话语的一个

重要主体。

(二)统合“主体性”与“整体性”,将中国儿童文学批评融入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版图

重审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一体化的议题,日益成为儿童文学研究的新的学术增长点,

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具有同源、同质与同向性”[61],更在于中国儿童文学

如何走出自我封闭的观念,在更广阔的文学历史空间中确认自身的文学属性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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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来,中国儿童文学一直致力于建构自身学术逻辑的自洽性,阐释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

的区别,强调儿童文学的“主体性”和“本体性”。众多儿童文学研究者从儿童文学本质论、文体

论、创作论、读者论等多维视角,强调“儿童文学有一个清晰地从一般文学中分化出来的过程”,它

是“一个自足的学科,有着自己完整的体系”,“拥有自身的研究范畴和自己特有的研究范式”[62]。

经过近百年学术建构,中国儿童文学逐渐形成了一种自觉意识,它“既不是现当代文学的副本,也

不是现当代文学的缩小版,而是具有本体性价值的文学门类”[61]。这种“主体性”的文学确认,使

得中国儿童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形成了一种文学发展的同构关系,共同组成了20世纪以来中

国文学的新面貌。

当下中国儿童文学大致完成了对自身主体性的确认,形成了学术共识,接下来就需要打破画

地为牢的自我封闭,在保有自我独特性的同时走向一种文学研究的融通。因此,中国儿童文学批

评理应建立一种“文学整体观”,将自身的批评实践纳入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版图。这就需要中

国儿童文学批评超越孤立、片面的批评理论、批评视角、批评方法,拓宽边界、拓展认知,生成符合

时代、符合儿童、符合文学的批评勋绩。事实上,这种“文学整体观”早在新时期初就被黄子平、陈

平原、钱理群等学者所观照,当时所强调的“要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

体来把握”[63],就是为了打通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之间的研究壁垒,实现现当代文学研

究的一体化。时至今日,众多研究成果已经证明了这种观点的正确性和对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

价值。现在从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发声,再次强调“文学整体观”,则是为了打通现当代文学与儿童

文学之间的研究壁垒,形成中国文学研究的合力,进一步推动中国新文学在21世纪时代文化语

境中继续深化发展、推陈出新。显然,这种“整体性”的系统建构,也有助于中国文学批评形成更

为完整的文学地图。

(三)秉承“以中为本”“化西为中”,展现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国际视野与国家本位

不得不承认,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思想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依恃于对西方社会学、教育学、心

理学、文学等理论资源的学习和借鉴。从发生学角度看,近代以来的西方名著如夸美纽斯《世界

图解》、洛克《关于教育的考察》、卢梭《爱弥尔》、福禄贝尔《人的教育》、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等,

都对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萌芽和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这使得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建构过程具

有极强的外源性。

改革开放后,兴起了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译介高潮。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李利安·

H·史密斯《欢欣岁月》、保罗·阿扎尔《书,儿童与成人》、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童话的魅力:童

话的心理意义与价值》、佩里·诺德曼《隐藏的成人:给儿童文学下定义》等理论著作,从儿童生存

环境的时代变迁到儿童文学文本解读空间的多维开拓,为中国儿童文学批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

模板。出版界还以丛书形式集中引进了西方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如少年儿童出版社

“风信子儿童文学理论译丛”4册、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当代西方儿童文学新论译丛”6册、中国

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世界儿童文学理论译丛”4册、明天出版社“当代外国儿童文学理论译

丛”4册等,为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深化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从心理分析、文化研究、叙

事学研究、阅读理论、女性主义批评等维度成为“他山之石”,为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视域拓展提

供了理论支撑。

需要注意的是,理论创新也是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

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

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64]西方理论关注的并非中

国问题,也缺乏对中国儿童生活需求和精神需求的真实观照。中国儿童文学批评有必要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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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65],既要有国际视野又要坚持国家本位,真正采用“拿来主义”的方

法筛选出西方理论中合理有用的成分,并与中国儿童的现实生活、中国儿童文学的文本实际相结

合,促进“本土资源的现代转译与域外资源的‘中国化’”[66],以文学批评促文学发展,推动21世

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持续繁荣。吴翔宇在论述中国儿童文学语言现代化的生成问题时指出:“无论

是‘以中审西’还是‘以西审中’,都包含了‘义/文’与‘述/作’转换的意涵,依循着主体性原

则。”[67]刘靖等在研究儿童绘本翻译时也提出,“可结合社会学、传播学与符号学等相关理论,从
共时或历时的角度讨论文化、意识形态、儿童观、国别、权力、时代特征、出版政策、市场需求与销

售等客观因素”[68]进行多维度研究。事实上,内外两种资源的不断转换,一直以“互为他者”的方

式,介入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成为中国儿童文学批评的武器库和话语场。
(四)敢于“讲真话”“谈不足”,助推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出版、传播大发展大繁荣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取得了长足进步,创造了众多经典的儿童文学文本和儿童形象,成绩不言

而喻。但儿童文学批评不能只唱赞歌、抬轿子,更应坦陈问题、言说不足。李建军说,“我们的文

学批评依然不够成熟,我们的批评意识依然不够自觉,我们的批评里依然有太多的庸人气、商人

气和市侩习气”,“在我们这里缺乏健康的批评风气,缺乏成熟的批评意识,缺乏科学的、可靠的批

评方法,缺乏负责任的、敢于不看脸色说真话的批评家”[69]。文学批评不是文学创作、文学出版

的附庸物,文学批评是“一种诗性和智性兼具的活动,是对文学欣赏和审美感知活动的逻辑化、学
理化和价值化的提炼和升华”[70]。文学的繁荣和发展离不开文学批评的助力,贺仲明强调要“重
建我们的文学信仰”[71],这不仅适用于成人文学,也同样适用于儿童文学。

中国儿童文学批评要有自己的“气度”和“力度”。所谓气度,就是要突破狭隘的儿童文学小

圈子的作品评论,将儿童文学作品与中国社会的时代精神、中国儿童的现实关怀相统一,把文章

写在中国大地上,写到中国儿童的精神品格中。所谓力度,就是批评者要有独立的专业判断,它
不是商业批评,也不是人情批评,而是从文本出发,从文学的思想性、伦理性、审美性、创造性等角

度评判作品的优劣,批评者要具备深度阐释作品的能力和敢于否定作品的勇气。

虽然我们处在消费社会中,作品发行量、经济收益指标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儿童文学市场的

繁荣程度。但也正因为如此,儿童文学批评更应精研覃思、慎始慎终,从专业角度进行科学、独立

的判断,给作家建议,赋作品意蕴,向读者推荐,真正做到助推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出版、传播大发

展大繁荣。

四、结 语

总而言之,中国儿童文学批评作为中国新文学批评的重要分支,呈现了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

程共贯同条的历史沿革。方卫平说:“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界所萌动、酝酿着的重建自身

学术形象的创造冲动,既来自于历史的深刻启悟,更透露出对未来的悠远梦想。”[72]在新时代文

化语境下,重返中国儿童文学批评原点,思辨其未来发展方向,有助于深化儿童文学批评与儿童

精神、时代思潮、民族文化、国家意志的多向互动,重塑儿童文学观念,重构儿童文学批评学科化

的知识体系;也有助于打通儿童文学史、理论、批评之间的研究壁垒,形成中国特色理论批评话

语,指导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实践,进一步建构具有基础性、理论性、宏观性和综合性的文学

批评格局。文学批评虽言在当下,却指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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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ionandProspect:
TheLogicalBasisandDevelopmentDirectionofChineseChildrensLiteratureCriticism

HANXiongfei
(HuzhouUniversity,CollegeofHumanities,Zhejiang,Huzhou313000,China)

Abstract:Sincethestartofthenewcentury,Chinesechildrensliteraturecriticismhasmadesignificantprogressincon-
structingatheoreticalsystem,absorbingtheoreticalresources,expandingmethodologicalapproaches,perfectingaward
mechanisms,andgeneratingcriticalworks.However,therearestilltheproblemsofweakentityconstructionandinap-
propriatecriticism.Inresponse,are-examinationofthemeta-conceptsofChinesechildrensliteraturecriticism,using
“Chineseness”,“childness”,and“literarycriticism”aslogicalsupportsforconstructingcriticaldiscourse,helpstoclari-
fycriticalstances,definedisciplinaryfoundations,andbroadenresearchperspectives,therebyenhancingitscontentcon-
struction.Inthefuture,literarycriticismofChinesechildrensliteratureshouldbebasedonasoliddisciplinaryfounda-
tionandstrivetoimprovetheontologicalconstructionofthetheoreticalcriticismdiscoursesystemthatcharacterises
Chinesechildrensliterature.Toachievethis,itshouldintegrate“subjectivity”and“totality”inaverticalmanner,deep-
eningtheintegrationofChinesechildrensliterarycriticismintothehistoricalcontextofnewChineseliterarycriticism.
Inadheringtothephilosophyof“focusingonChina”and“sinicizingWesternideas”,Chinesechildrensliteraturecriti-
cismshoulddemonstrateaninternationalperspectiveandnationalorientationtopromotethecommonprosperityof
childrensliteratureworldwide.Inspecificcriticalpractices,criticsshoulddareto“tellthetruth”and“discussthe
shortcomings”,usingliterarycriticismtopromotethedevelopmentandprosperityofthecreation,publicationanddis-
seminationofChinesechildrensliterature.
Keywords:Chinesechildrensliteraturecriticism;disciplinarysystem;Chineseness;childness;childrens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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