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得许多年前，我在参与主编一套课外语文读物时，曾对

一起承担其中儿童文学作品选编任务的伙伴们说，作为一套汉

语课外语文读物，我们要格外重视对中国儿童文学作品的遴选

工作。从中文世界的儿童文学阅读实际看，虽然翻译儿童文学

和原创儿童文学均以现代汉语的言语形态呈现，但是很显然，

两类文本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言语风格等等都存在着不同程度

的差异。翻译儿童文学的文化认知和言语体味价值自然无可否

认，但是原创儿童文学作品在展示母语的特色、丰富性和独特

魅力方面，在儿童的母语体验、习得和语感培养过程中的特殊

作用及其重要性上，却是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所不能替代的。

整整一年的搜寻、阅读、比较、筛选之后，结果并不令人

满意—我们的初衷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和呈现。在那套颇

受各方关注和重视的语文读本中，本土儿童文学作品所占的篇

幅并未达到我心目中预期的合适的比例。因此，尽管读本出版



后受到了广泛的好评，但对我来说，内心也同时留下了一份难

以释怀的遗憾。

这些年来，我一直想通过自己的工作，来弥补多年前内心

留下的这份遗憾。在我看来，大约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现当代

儿童文学的艺术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值得珍视的历史遗产、

一个有待不断发掘和重新解读的文学矿藏。

事实上，有关中国儿童文学的各种选本已称得上汗牛充栋，

其中一些选本的史料价值、欣赏价值也显而易见，但是，我依

然认为，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和必要，秉持自身的人文情怀和审

美理念，从散落在中国儿童文学历史长河和阅读记忆里的文本

存在中，去重新勾勒、编织现代汉语儿童文学的历史脉络和艺

术模样。我们也许会发现，在既有选本所提供的 “历史叙事”

和艺术眼光之外，中国儿童文学还可以被描画、呈现为另外一

些可能的艺术风貌。这套“中国儿童文学分级读本”，就是期

望以一种符合当代人文价值观和教育理念、反映我个人儿童文

学审美理想的选编立场，来为当代的儿童读者以及那些儿童成



长过程的陪伴者们，提供一套比较纯净、独特的原创儿童文学

读本。

坦率地说，在漫长、大量的搜寻和品读过程中，尽管我

已有了比较充分的现当代儿童文学史方面的阅读积累和知识准

备，但是，那些传统的、深入我们作家艺术骨髓的儿童文学创

作理念和文化习性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历史影响甚至伤害，

仍然让我深感震惊。例如，许多作品，包括名家笔下的儿童文

学作品中不时出现的暴力、杀戮、侵害等情节和元素，成为了

这些作品一种本能的叙事构成，而作家和一些选家对此可能浑

然不觉。又如，不少作品怀着教育儿童的动机和“自信”，总

是把儿童设定为一个被质疑、被否定的对象，作品中所潜藏、

体现的童年观，也总是表现出一种否定性的而非建设性的价值

判断和情感取向—“与童年为敌”，成为了历史上许多原创

儿童文学作品所呈现给我们的一种基本的文化姿态。因此，如

何以今天的观念—其中涉及哲学上的、教育学上的、心理学

上的、文学上的，等等—去重新梳理、选择和呈现原创儿童



文学中所裹藏着的那些具有纯粹而永恒潜质的作品，正是这套

读本最主要的选评动机和方向之一。

为了实现这样的选评设想，在具体做法上，我主要拟定和

遵循了这样一些选评策略。

其一，摒弃传统文学史观念和定论所给定的有关中国儿童

文学的历史框架及其内容的束缚，以我个人的人文和审美理念、

阅读和研究积累为依托，重新描绘一幅个人心目中的有关中国

儿童文学的艺术图景。

其二，更进一步，对一些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家及其作品的

择选并不囿于惯常的判断结果，而是从个人的眼光和阅读体验

出发，来进行某些重新选择和布局。

其三，对于某些以往并不被专业人士及公众看重或重视不

够的作家，而我个人认为其作品的艺术品位和价值在不同程度

上处于被忽视甚至被遮蔽的状态的情形，这套选本则凸显了某

些打破常规的重视和安排。

其四，在“分享阅读”板块，我希望这些赏析文字不仅是

个人阅读体验的交流，同时也希望能够开辟一些有关中国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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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新的解读视角和思考方向。

总之，设定和践行上述目标，不仅是为了呈现个人的专业

追求和审美趣味，同时也是想为读者、为学术研究提供一定的

提示和参考。当然，我也期待在这样的选评工作之中，重新发

现和解读中国儿童文学的心愿，也能够得到切实的实现。

“中国儿童文学分级读本”的选评工作历时一年有余，其

间得到了许多作家朋友或他们的亲人的支持和帮助。版权授权

联系工作在多方努力下，尤其是在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历时一

年多的全力工作下，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

许多已经入选并进行了精心评析的作家作品，最后还是未能收

入读本。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套选本还只是部分地实现了我的

上述工作目标。

对于我来说，这套读本或许只是一个起点。我相信，重新

发现和解读中国儿童文学，将是一个永远富有价值和挑战性的

话题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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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首儿歌是一个孩子用手抓另一个

孩子的膝盖，逗其发笑时唱的。标题

为编者所加。

一抓金儿
①

一抓金儿，

二抓银儿，

三抓不笑，

是好人儿。

         （北京）

鹞儿放得高

鹞儿放得高，

回去吃糖糕； 

鹞儿放得低，

回去叫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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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是一首游戏歌，由一个小孩拉着另一个小孩的鼻子唱。

做成风筝飞上天

小小年纪到田间，

日忙夜忙真能干；

种起稻来碧碧青，

割起稻来橙橙黄；

舂起米来雪雪白，

包起粽来四角尖，

做起甜团滚滚圆，

做成风筝飞上天。

                 （台湾）

骆驼骆驼拉拉
①

骆驼骆驼拉拉，

拉到家里叫声妈妈，

妈妈说声好宝宝，

你不要闹，你不要吵，

买了喇叭再买糖，

又吃又玩好不好？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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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郎康郎马来哉

康郎康郎马来哉，

骑马到松江，

松江外婆做衣裳。

做拨啥人着 ?

做拨囡囡着。

           （江苏）

拿着柳条当马骑

一伙小孩在游戏，

拿着柳条当马骑。

流浪的孩子啼啼哭，

想起自己的家乡哩。

              （新疆）

小红孩

小红孩，戴红帽，

四个老鼠抬红轿；

狸猫打灯笼，

黄狗喝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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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喝喝到城隍庙，

把个城隍老爷吓一跳。

  

小五儿、小六儿

小五儿，

小六儿，

一块冰糖，

一包豆儿。

小五爱上高，

一爬爬到柳树梢；

柳树梢枝软，

摔得小五翻了眼。

小六儿，

真淘气，

戴上胡子演出戏；

演完了戏，

喝热汤；

汤不凉，

烫得小六儿叫亲娘。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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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歌谣的产生地各不相同，它们常常也会带

有特定地区的地域、物产和方言特色，比如《康朗

康郎马来哉》就有着十分明显的方言的影子。这一

组儿歌大部分都是有关童年游戏的。透过这些歌谣，

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不同地区常常有着各自不同的

童年游戏形式，但也有许多游戏跨越了地域和文化

的界限，比如放风筝、骑竹马等。或许童年的精神

本来就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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