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0卷　第5期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40　No.5　　
　　　2019年9月 JournalofJishouUniversity(SocialSciences) Sept.2019　　　

“儿童文学理论建构新视野”专题

主持人语

蒋　风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321004)

儿童文学之所以重要,是与其基于“儿童”主体的认知、想象与书写所呈现出的“文学现代化”内质分不开

的。从内在机制来看,儿童文学内蕴着“儿童性”与“文学性”两个相互关联的范畴。近年来,围绕着思想本体与

艺术审美等话题,儿童文学研究界致力于突破儿童文学本质化的狭小视域,将儿童文学拓展至动态发展的历史

语境中予以考量。同时,撤去区隔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对话的藩篱,在儿童文学的中外交流、儿童文学的发展

演进、儿童文学的跨学科互涉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为此,本专题收录4篇中青年学者撰写的论文,

围绕“儿童文学的理论建构新视野”主题展开专题研究,敬请方家教正。
“儿童文学”是什么? 这是一个涉及儿童文学本体最为核心的命题。弄清了该问题其他很多问题都能迎刃

而解。儿童文学是成人作家专为儿童而创作的文学,其中包含了儿童与成人“代际”交流与理解。基于此,吴其

南教授撰文《儿童文学是一种保守的文学?》来系统讨论儿童文学的内核问题。他认为,“保守”只是儿童文学表

层的特征,注目于儿童“自然性”“童年”等向度并非意味着儿童文学背离现代发展的潮流,保守之于儿童文学并

非完全负面,相反却是其坚守本体、本位的基质。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演进与现代中国的发展具有同构性。中国儿童文学演进史研究强调整体性、系统性

地重绘文学图景和知识谱系,这既有助于探究中国儿童文学的行进轨迹和内在规律,又可为总结历史经验、重

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系统提供资源。吴翔宇教授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演进史的理论构想与研究路径》对

此作了理论探索。该文试图突破以往将中国儿童文学本位化的偏狭,开掘了中国儿童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一体化”研究的内在基石,提出了关于演进史研究的旨趣与路径,这对于今后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是有理论引领

之功的。

与成人文学无异,儿童文学要围绕着“人”来命意,人物形象塑造是儿童文学彰显“儿童的”与“文学的”双重

属性的必要手段。李利芳教授的《作为评价尺度的儿童文学人物形象塑造》将人物形象塑造视为一种“评价尺

度”,认为是召唤并引领儿童读者展开审美体验的关键精神力量。对于人物形象塑造既体现在儿童主体的价值

认知上,还依赖文学艺术形式的表达和形构上。这种双重形态的运作返归于“儿童文学”的本义,也夯实于儿童

文学生产的语境之中。

近年来,中国原创图画书发展很快,在国际舞台上也备受关注,但也存在着诸如文学性差、图文关系不清、

反映现实生活少等问题。如何理解中国图画书的本体特征、梳理中国原创图画书的源流及理论建构等是摆在

学界面前不容忽视的问题。杜传坤教授的《可能与边界:百年中国图画书的理论建构》分别从图画书对儿童的

价值、图画书的名称与身份归属、图画书的图文关系等三个维度来探究中国图画书的理论建构。在对“中国图

画书”作了详细的知识考古学后,作者辩证地论析了图画书理论建构的适用性及限度,在动态、多维的视野中将

此研究推向深入。

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亟须改变理论触角和思想深度的“小儿科”状态(李利芳),做出新的理论建构。本

期的4篇文章正是做出这种改变的尝试。期待更多的学者参与到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建构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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