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

·第350期·

■童心世界

春
天
来
了

随着图像技术在当代主流媒介领域主导地
位的日益确立，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我们
正身处在一个以视像为基本传播媒介的“读图时
代”。受到这一视像文化的强势影响，近一个世纪
以来，儿童文学也经历了一个显而易见的视像化
进程——儿童文学作品除了呈现为传统的纸质
文学文本外，还拥有了比过去更为丰富的视像呈
现形态。

其一是儿童漫画与儿童文学。
儿童漫画的发展受到成人漫画传统的滋养，

它一方面扩展了成人漫画的讽刺传统，另一方面
又发展出了一种儿童漫画的独特美学，从而同时
受到成人和儿童的欢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比
利时作家埃尔热创作的儿童漫画作品《丁丁历险
记》，德国画家卜劳恩创作的《父与子》等作品，中
国漫画家丰子恺创作的儿童漫画、张乐平创作的

《三毛流浪记》等作品，就是同时面向儿童和成人
读者的经典漫画作品。

儿童漫画与儿童文学的关系十分密切。由于
儿童漫画是以儿童为接受对象的图画故事，除了
主要使用画面语言外，其叙事的题材、方式等实
际上遵循着儿童文学的内在规律。因此，某种程
度上，儿童漫画也可以视为图像化的儿童故事。
比如日本漫画家藤子·F·不二雄的著名漫画作品

《哆啦 A 梦》，其中的每一个相对独立的叙事片
段，其实就是一个特定题材的儿童故事，它与儿
童文学中的系列儿童故事类作品在根本的叙事
形态上是一致的。同时，儿童漫画作品中也常有
文字叙事的参与，有些漫画作品中，文字还占据
了主导叙事的地位，漫画则主要用于制造和渲染
故事的情节与趣味。例如20世纪70年代，法国作
家勒内·戈西尼与画家雅克·桑贝合作的《小淘气
尼古拉》的漫画故事，其中支撑故事主要情节的，
即是由文字构成的儿童小说部分。

其二是儿童影视与儿童文学。
儿童影视是随着电影技术的发展普及而兴

起的一类新兴儿童文化形态。早期儿童影视与儿
童文学之间存在着直接的改编承袭关系，儿童文
学至 20 世纪积累起来的许多经典作品，为儿童
影视作品的制作提供了重要的蓝本。19 世纪末
20世纪初，早期电影业刚刚开始兴起，一些家喻
户晓的经典儿童文学题材就曾被用作电影制作
的故事素材。例如，20 世纪上半叶，作为儿童影
视行为先驱的迪斯尼早期动画就曾借用《爱丽丝
漫游奇境记》的主角和幻想灵感。

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可以随便列出一长串
被改编以及反复改编为儿童影视作品的国外儿
童文学经典：《小妇人》《绿野仙踪》《苦儿流浪记》

《随风而来的玛丽·波平斯阿姨》《彼得·潘》《彼得
兔的故事》《小公主》《铁路边的孩子》《小熊温尼·
菩》《丛林之书》《绿山墙的安妮》《夏洛的网》《精
灵鼠小弟》《查理和巧克力工厂》、“纳尼亚传奇”
系列、“魔戒”系列，当然还有近年风靡全球的“哈
利·波特”系列，等等。在中国，《宝葫芦的秘密》

《小兵张嘎》《城南旧事》《霹雳贝贝》《大头儿子小
头爸爸》等一批影响一代人的儿童影视作品，也
是在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基础上改编拍摄而成。

电影和电视首先是一种信息传播和呈现的
技术，它要成为一种文艺作品，其技术还必须获
得文学性的支撑。通过改编知名儿童文学作品生
产的儿童影视之作，正是通过这一便捷的方式获
得了文学性的保障。这其中，主要表现儿童生活
题材的电影、电视作品多选择儿童小说为蓝本，
儿童动画则多以童话故事为蓝本。

儿童影视在借用儿童文学资源的同时，也给
儿童文学带来了新的艺术表现维度。影视技术除
了能够以视像的方式呈现儿童故事的情节之外，
也以视像的优势拓展着儿童文学的幻想奇观。看
到《彼得·潘》中那座不老的永无岛以梦幻般的方
式忽然出现在我们眼前，它所带来的视觉想象的
瞬间冲击，是描述性的文字阅读无法比拟的。今
天，随着新的影视表现技术的迅速开拓，儿童文
学的幻想奇观效应在视像屏幕上得到了前所未
有的加强。我们会看到，这一视像化的进程，也内
在地改变着儿童文学的一些审美特质。

其三是儿童电子游戏与儿童文学。
相比于儿童漫画和儿童影视，儿童电子游戏

是更具当代性的一类儿童文化产品。基于现代电
子技术的儿童电子游戏是一类视频虚拟游戏，它
的兴起既依赖于电子技术的开发，也与当代童年
环境的变迁有着很大关联。由于当代社会儿童的
观念、教育、生活环境等的复杂变化，儿童的户外
游戏空间在急遽缩小，儿童电子游戏文化正是在
这一背景下得到了迅速兴起，它在一定程度上起
到了替代传统儿童游戏娱乐的功能。电子游戏显
在的视像性、游戏性和操作性，使它成为了现代
儿童十分青睐的一种文化娱乐方式。

乍看之下，电子游戏与文学之间在形态上相
距甚远，但两者有一点是相通的，即电子游戏与
文学一样，都为其受众提供了一个虚拟的叙事体

验空间。儿童电子游戏是以儿童为目标受众的虚
拟叙事游戏，在这一点上，它与儿童文学也有着
内在的联系。我们看到，在当代，一些儿童文学作
品一旦被成功改编成影视作品并引发显著的受
众效应，相应的儿童电子游戏产品也会随即跟
上，许多儿童电子游戏也沿用并发展了经典儿童
文学作品中的角色、母题等。这样看来，儿童文学
为儿童电子游戏的开发提供了特殊的文学资源。

同时，一些作家和出版社也在尝试把电子游
戏的创意与传统的儿童文学文本结合，创造出电
子时代的儿童文学新文本。这一尝试改变了传统
儿童文学的文本形态和接受形态。我们知道，传
统的儿童文学文本是纸质印刷品，儿童阅读这些
文本的过程，也是一个由文本到读者的单向接受
过程。而纳入电子游戏的文本之后，儿童读者和
游戏者就可以在纸质文本的阅读之外，直接参与
到游戏文本的再生产过程中。比如由美国学院出
版社出版的“39 条线索”系列，就是尝试将传统
纸质儿童文学作品与儿童电子游戏相结合。儿童
在阅读文本的同时，可以凭借自己对于个中角色
关系、情节线索的把握，参与到相应的电子闯关
游戏中。这样的结合无疑大大增强了儿童文学文
本的操作性。

以上种种当代儿童文化产品，将传统儿童文
学日益带入到了一个新的视像媒介领域，给儿童
文学带来了新的发展气象。

首先，新的儿童文化产品与儿童文学相结
合，扩大了儿童文学的传播环境。与儿童文学相
比，儿童漫画、影视、电子游戏等文化产品，其大
众化的特征更为明显，受众对象也相应地更为广
泛。近年来，影视领域还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许
多在过去由儿童文学改编而来的儿童影视作品，
像“纳尼亚传奇”系列、“魔戒”系列、“哈利·波特”
系列等，其受众中不但有数量众多的儿童，而且
包含了越来越庞大的成人受众群体。我们可以试
想，看过“哈利·波特”系列电影的观众，其规模一
定比读过这一小说系列的读者更为庞大。事实
上，这些以儿童文学作品为依托的文化产品，在
其最初生产的时候，它的目标读者群就已经超越
了单一的儿童群体，而包含了一大批成人观众。
这样，一批由儿童文学作品衍生而来的儿童文化
产品，也把儿童文学带入到了一个空前广泛的接
受状况中。尽管这一接受的方式与传统的阅读存
在着很大的差异，但我们还是要首先承认它对于
儿童文学的强大传播功能，因为正是这一传播效

应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儿童文学的当代繁荣。
其次，新的儿童文化产品与儿童文学相结

合，丰富着儿童文学的当代形态。在当代，儿童文
学不仅以纸质文本的形态继续发展，而且以特殊
的方式衍化入动漫、电影、电视等形态中。今天，
一部儿童文学作品的可能形态变得十分多样，不
少受到市场欢迎的作品往往既有纸质文本，也有
影视文本，同时还有电子游戏文本。这就造成了
当代儿童文学文本的一种“立体”的存在。同时，
许多儿童动漫、儿童影视、儿童电子游戏产品尽
管并不与既有儿童文学作品发生直接的关联，也
沿袭和继承了儿童文学独特的“文学性”，不论它
们是否直接从已有的儿童文学作品改编而来，它
们实际上都可以看作儿童文学在当代的隐性存
在形态。

再次，新的儿童文化产品与儿童文学相结
合，建构着儿童文学的当代美学。儿童文学不但
为当代儿童文化产品提供了重要的资源依托，它
自身的内在美学也接受着新的儿童文化的影响。
随着儿童动漫、儿童影视和儿童电子游戏等视像
媒介儿童文化产品的流行，它们视像叙事艺术也
对儿童文学的当代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今天
的许多儿童文学作品受到这些视像文化的影响，
其画面感、动作感明显增强，一些作品带有明显
的视像呈现意识，其叙事语言充满了影视场景特
有的视觉效果，并且常常致力于渲染这种视觉冲
击感。

然而，这些视像化的当代儿童文化产品的流
行，同时也给当代儿童文学造成了一些不利的影
响。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视像类儿童文化产品的流行，挤压着
儿童文学的阅读空间。

随着视像类儿童文化的兴起，儿童消耗在这
类文化产品上的闲暇时间也在不断增加。而相比
于阅读，一种视觉性的观赏行为无疑是更为轻松
和惬意的。在纸质儿童文学文本的阅读中，儿童
要领略作品的乐趣，就要自行完成从抽象的文字
编码到对应的形象意义的转换。这就对儿童的语
言能力、理解能力和想象力提出了一定的要求。
而在视觉媒介的儿童文化产品中，得到呈现是直
观的形象而非抽象的符号，这意味着，儿童不需
要花费太多思维的力气，就能很方便地直观到相
应的语言叙述内容。两相对比，儿童文化产品显
然更能带来一种轻松的生活娱乐体验。因此，在
面对同样的视觉儿童文化产品和纸质儿童文学

作品时，孩子们通常的选择倾向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样的情形下，尽管新兴的儿童文化产品在很
大程度上继承了儿童文学的叙事传统，但纸质儿
童文学的阅读空间却在不断受到挤压。

然而，不论儿童动漫、影视、电子游戏等儿童
文化产品与儿童文学之间存在着多么密切的亲
缘关系，它们是不能代替童年生活中的儿童文学
阅读活动的。这一点也得到了当代许多儿童教育
者的强调。纸质文学文本的阅读体验包含了一种
内涵丰富的逻辑思维和情感培育，正如尼尔·波
兹曼在其《娱乐至死》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书籍的
阅读有助于培养“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
的理性和秩序”等，这一切是图像化的文化“娱
乐”所不可替代的。因此，如何使儿童文学的阅读
在当代儿童流行文化的语境中承担起童年不可
或缺的精神培育功能，是当代儿童文学发展面临
的一大挑战。

第二，视像类儿童文化产品的影响，窄化着
儿童文学的艺术生态。

儿童漫画、影视等文化产品在一些方面拓展
了儿童文学的艺术表现力，但也在另一些方面限
制了儿童文学艺术生态的多样化。漫画、影视、电
子游戏等当代儿童文化产品主要是通俗文化的
产物，它们寻求最为大众化的消费群体，又往往
带有鲜明的商业营销目标。受到这一基本文化定
位的影响，它们往往不惜以各种方式迎合儿童读
者中最为流行的那些文化娱乐需求。这就容易导
致其文化表现内容和方式的单一化。现实正是如
此，哪一类题材或类型的作品受到儿童受众欢迎
了，便会出现这类产品扎堆生产的情况，而在批
量化的商业生产机制中，这些产品的质量又难以
得到保证。这一趋向直接影响着与各类儿童文化
产品密切相关的儿童文学的艺术创作，同样的问
题也正出现在当前儿童文学的出版市场中。

同时，由于通俗文化本身较少包含文化伦理
方面的自我反思机制，因此，在这类文化产品
的生产中，商业利益也很容易凌驾于文化利益
之上，造成对文化自身的伤害。这也是为什么
一些带有“恶俗”倾向的文化内容往往容易出
现在儿童漫画、影视、电子游戏等产品中。这也
不可避免地会对当代儿童文学的艺术生态造成
负面的影响。

因此我以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儿童文学和
儿童文化从业者不仅需要有更宽广的艺术视野
和追求，也应当具有更自觉的伦理责任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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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近50万字的书，是王泉根近
年来理论研究成果的结集，也是他第
10本理论集。时代场景和文坛情景一
时变迁、一路变动，不变的是书中的
精粹文笔和精深见识，在当下有限的
儿童文学论集中尤值得关注。首先，
它的目光集聚在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
的新发展，从“中国儿童文学 60年”
绵延到了现时，所探究的问题均为当
下热点，所论及的作品皆系当代佳
作；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既是
宏观的，又是微观的；既可感可触，
与广大读者零距离，又深思深想，将
儿童文学研究引向深入。其次，它不
拘囿于纯儿童文学研究，而是集创
作、理论、出版、阅读于一体，书中
四辑，有机地形成一个“儿童文学系
统工程建设”；而且，因其目光深
切、透彻，剖析生动、缜密，使全书
中的百篇文章集结为一种有观察、有
根据、有批判、有反思的内在的融会
贯通。虽很学术、很理论，却很平
易、很鲜活。

书中的亮点就由此一个个显现
出来。

亮点一，站立在新世纪新时代的
前沿，却以“中国儿童文学 60年”为基
地。既敏锐地发现中国儿童文学在时
代发展中已经显示的或仍被遮蔽的一
些问题，又细心地提炼能够推动中国
儿童文学不断前进的丰富智慧，问题
意识明朗，使理论研究上的每一步，都
踏实而结实，都有独到的见解。

开卷首篇《中国儿童文学 60 年的
发展思潮、艺术成就与诗学内涵》，就
从儿童文学60年经历中，提纲挈领，凸
显儿童文学发展中的根本问题。

……有什么样的儿童观，就有什么
样的儿童地位、权利、生存状况，也就有
什么样的儿童文学的价值取向、文化选
择、审美追求与艺术章法。我们完全可
以这样说，在一切儿童文学现象背后，
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掌控、规范着儿童文
学，这就是成人社会的“儿童观”。

儿童观，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
一个实际问题；而且是一个与时俱
进、有着强烈的时代内涵的复杂问
题；又是一个常常被埋没于当下儿童
的表层生活之中的现实问题。正由于
此，抓住思想观念问题，就抓住了儿
童文学这根链条的中心环节，一切都
将迎刃而解。也正由于此，书中的其

他论文就能有序展开并深层拓展，进
而论及：“从成人中心主义转向儿童
本位”、“从一把尺子到细分读者”、

“从单一模式到多元共生”等等。值
得注意的是，王泉根在做中西方儿童
文学比较研究时，也始终贯穿着“儿
童观”这个中心问题。如他在《新世
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外来影响与对外交
流》中写到：

……《哈利·波特》创作的重要思
想是儿童本位，作家是站在儿童立场，
以儿童的视角进行叙事，为儿童说话，
为儿童争取权利。这对国内儿童文学
也有一定影响。

虽然早在五四时期就已经提出了
儿童观的问题，但是在当下全球化语
境中，在崭新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三个
字，已具有了新的意蕴、新的意义。

亮点二，站立在新世纪新儿童的
立场，却以光大中华传统文化为己
任。在理论——实践——理论的升华
中，记录着对当下儿童文学的感受，抒
发着自己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的感
触和感喟，洋溢着对中华传统文化无
可置疑的认同和毫不犹豫的追寻。这
种执著的精神，是一种无法割断的文
化传承。通过这样的传承，绵延五千
年的中华文化，在新世纪儿童文学领
域中生根，开出新的花、结成新的果。
从书中可以看到王泉根儿童文学理论
的中国特色、中国话语。

读一读他在《动物文学的精神担

当与多维结构》开头部分所写：
中国的《诗经》开篇即是“关关雎

鸠，在河之洲”。一种叫“雎鸠”的
美丽鸟儿，亭亭地栖在波光潋滟的河
中央，关关地鸣叫着，开启了中国文
学的华美篇章。孔子说，诗的作用在
于“兴观群怨”，可使人们“多识于
鸟兽草木之名”。孔子的诗教，岂止
是希望人们熟识鸟兽草木之名而已，
而在于引领众生俯仰天地，万物一
体，扩大心性，到达厚德载物、天人
和谐的仁道之境。

王泉根以精彩的思辨、优美的文
笔，把中国优秀的文化积淀与当代正
在崛起的动物文学相结合，艺术地探
讨动物文学的源头，并不露声色地驳
倒了动物文学是域外传入的不确实的
说法，揭示了中华文化底蕴的深奥和
美丽，充满传奇，显示独特。

再读《张之路：〈千雯之舞〉为少年
儿童与中国文化“给力”》：

书中所有的人与字、字与字、字与
事，都是在特定的汉字世界展开的，真
所谓天马行空，妙造自然，吞吐大荒，
张力弥满。

……
他表现的是汉字的较量，但是背

后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作为他坚强
的平台。这使他的小说有了非常深厚
的文化的意味。我们看完这个小说，
对汉文化和传统文化产生了深深的敬
畏的情感。

文章述及儿童文学创作中因作家
的想象和创造而呈现的与传统文化似
远实近的承扬关系，笔致简，情意深，
对民族优秀传统的深情透彻纸背。新
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对传统与现代、历
史与现实的相承相接，对优雅与平易、
深刻与浅近的相融相合，都寄寓于中
国气派、中国情韵的论述之中。

亮点三，站立在新世纪儿童文学
全面开放的平台上，却以“民族自己
的本土原创”为准则。一边考察新世
纪中国儿童文学的现状，一边对具标
杆性、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精到解
析和点评。尤其注意将每个作家作品
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看他们面对
的儿童阅读状态，看他们在创作上的
独特贡献与艰难突破，更注入了自己
挚爱儿童、热爱生活、珍爱儿童文学
的思想情感，使儿童文学理论、评论
具有暖融融的情性和活泼泼的诗意，

显示出一位资深学者的学术品格和艺
术个性。

如在《丰子恺的儿童世界》中写
道：

丰子恺特别喜欢孩子、热爱孩子，
甚至到了“崇拜孩子”的地步。……为
此他还满怀惆怅地写了一篇《送阿宝
出黄金时代》的散文，既为自己的儿女
长大而欢欣，又为孩子告别童年而伤
心。

……
笔下的儿童漫画，无疑是现代中

国儿童漫画的巅峰之作。画中的儿
童，那神态、那情趣，那天真样、那快活
劲，使人看了真恨不得自己也化身为
画中儿童，重回儿童时代去。

如，在《大自然文学的特征与刘先
平的意义》中写：

刘先平曾五上青藏高原，四探怒
江大峡谷，三次穿越柴达木盆地，两次
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直达帕米尔
高原，朝拜万山之祖。刘先平在用腿丈
量大自然壮美版图、用笔抒写大自然
雄浑气象的同时，他的文学观、价值
观、世界观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

……
他像一个叶圣陶童话《稻草人》里

的目睹现状却无法改变现实、心有余
而力不足的稻草人那样，只能迎风叹
息。但他是坚定的，忧伤与愤怒使他

“更加努力地呼唤生态道德的建立，也
更寄希望于孩子”。

王泉根采用散文式的白描手法、
深情的语言，把一个作家、作品表述得
特征明朗、个性彰显，意蕴高远又饱满
丰富，且时代气息浓郁，蕴藉地传达出
一个深层的文坛话题：一个作家，无论
是为成人创作，还是为儿童创作，创作
思想的正确至关重要。也令读者自然
地领悟到一个恒久的美学问题：文学
作品的价值，就在于它的情感价值。
儿童文学尤其如此。

这是怎样的一种评论境界呢？严
谨、深邃，温暖、活泼。从读者的角度，
这种最简单、最清晰，而又最真切、最
实在的评论，童心的律动、文学的韵
致，尽在平实中显现。

论集中亮点熠熠闪闪，分明见出，
王泉根善于从最受儿童喜爱的作品下
手，横切出儿童文学历史悠长、意蕴悠
远的新面貌，并因此将严肃的理论研
究变成雅俗共赏的文字。

■短 评

视像文化对儿童文学的多维影响视像文化对儿童文学的多维影响
□方卫平

王泉根新论集《儿童文学的精气神》：

充满问题意识 显示中国特色
□张锦贻

科幻文学状况如何？不同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在世界范围内，有关科幻
已死的说法每过若干年就会重新出现一次。但是，纵观当代科幻出版市场，

《三体》在内的作品还在热销，拍摄国产科幻电影的呼声还在增长，而奥斯卡奖
颁发给《地心引力》，这些都给科幻的发展重要的推动。

为了解决有关科幻发展道路的疑问，近日，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
大学、日本椙山女子学园大学、北海道北星学园大学和《科幻世界》杂志社的专
家聚集一堂，举行了一次“中日科幻对话”，讨论的议题是：2024，科幻还存在
吗？

科幻作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吴岩发起并主持了这次活动。他在解释活
动的宗旨时提到，日本跟中国在科幻的文化背景、发展道路上都具有一定程
度的相似性。但日本和中国都感到，科幻领域存在着销量下降、核心读者减
少等共通的危机。各国怎样认知这样的危机？怎样解决这样的危机，是对话
的主题。

多数对谈嘉宾几乎一致赞同“十年后科幻依旧存在”的说法，但也都对其
不容乐观的发展前景表示担忧。

日本椙山女子学园大学的长泽唯史教授指出，当下“纯科幻”市场虽在萎
缩，科幻作为“类型文学”的发展确实前途堪忧，但科幻走出“类型”的圈子，向

“主流文学”抑或“先锋文学”共同发展，则可能被读者接受。北海道北星学园
大学立原透耶教授从创作角度出发，结合日本当今轻小说、历史小说等文学类
型走红的现实，提出类似设想——如果科幻文学能适当融合其他文学样式，借
鉴其长处，则将获得巨大的市场潜力。《科幻世界》主编姚海军认为，科幻要生
存出路有两点：科学作为科幻文学的内核，只要科学不断进步，科幻就能获得
长足发展；中国科幻必须找出自己的前进之路，也即“寻根”之路——要从中国
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和灵感，才能取得发展之道。而对于年逾古
稀的“科幻老兵”、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孟庆枢来说，文学是人类生存状态的一种
特殊表现，其核心是美学的，兼有认识价值、教育等含义。但再把21世纪的科
幻套入几十年前西方科幻的定位和框架已然很不适合，“科幻”只是标签，而最
重要的是人类有“梦想”之需求，所以人类创造了这种文学。

中日科幻对话会是中国科幻研究历史上第一次直接就一个问题进行的相
互对话。青年科幻作家飞氘、夏笳、糖匪、梁清散和科幻迷、北师大科幻与儿童
文学方向研究生参加了对话。 （毕 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