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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在成立三十周年之际，为全面、集中地展示我国

当代寓言创作所取得的成就，编选了此套文选。这是值得庆贺的极有意义

的事情。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寓言三大发祥地之一。中国古代寓言，曾以其独

特的东方智慧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进入现代以来，

又在继承本国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融入了西方寓言的长处，内容和形式都

有了新的发展。新中国诞生后的当代寓言则是直接衔接现代寓言而来的，

在已经过去的六十五年里，随着国家的命运、社会的变迁，时起时伏，蜿蜒

前行，终于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逐渐迎来了新的繁荣，呈现出万紫千红的

盛况。

作为当代寓言开篇的，是儿童文学作家金江 1953年 11月创作、1954
年 1月 30日发表于《大公报》上的《小鹰试飞》等四则寓言。刘征在 1954年
第 2期《文艺报》上发表的《木偶探海记》，则是中国当代第一首寓言诗。
1956年至 1958年金江接连出版了五本寓言集。在此前后，吴丈蜀、湛卢、余
毅忠、黄益庸、吕德华、刘饶民、申均之等十余人都出版了寓言集，舸夫（仇

春霖）在 60年代初出版了三本寓言集。在短短十年的时间里能有这么多的
寓言集问世，这在过去是没有的，说明当代寓言从初始期就受到人们的重

视，特别是少年儿童的欢迎。但 1964年后由于“极左”思潮越来越盛行，寓
言便难见踪影了。

“文革”十年，是当代寓言的蛰伏期。寓言因其借此喻彼的特性，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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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饱受迫害的年代，尤易被别有用心者妄加揣测，给安上种种莫须有的罪

名，因而作者只得噤声，“焚笔裂砚”，寓坛万马齐喑。然而依然有冒着生命

危险写寓言的人，这就是“要留真火在人间”的黄瑞云。他写了许多现实性

政治性很强、犀利明晰而又沉郁隽永的寓言，抨击丑类的倒行逆施，藏在无

人知晓的地方，直到“文革”后才见天日。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人们被禁锢的思想大大得到解放，
当代寓言进入了复兴期，已经销声匿迹的寓言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

仅 1979年一年就有金江、吴广孝、李延祜等人出版了十多本寓言集。此后
更是一发不可收，寓言作品常常见诸报端杂志，每年都有数量可观的寓言

集问世。不仅老作家重新拿起笔写寓言，还出现了一大批新作者。在 20世
纪 80年代经常创作寓言并取得成就的，除了前面提到的作家外，还有韶
华、陈模、凝溪、林植峰、马达、杨啸、刘猛、罗丹、樊发稼、孙建江、叶澍、凡

夫、孙传泽、柯玉生、陈乃祥、叶永烈、许润泉、吴秋林、李继槐、邝金鼻、方崇

智、薛贤荣、卢培英、海代泉、徐强华、陈必铮、邱国鹰、少军、石飞、范江、周

冰冰……达数十人之多。

1984年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是当代寓言从复苏走向振兴的标
志。为了检阅新中国成立四十年来的成果，进一步振兴寓言，由研究会全体

常务理事任编委，公木、韶华任顾问，仇春霖任主编，马达、顾建华、盖壤任

副主编，于 1989年编选出版了《当代中国寓言大系》，收入 163 名作者共
1178篇新中国成立后发表的优秀作品，计 109万字。
从 90年代起，寓言创新的呼声渐高，特别是到了新世纪，许多有作为

的作者不再满足于寓言创作的数量，而在努力提高作品的质量。他们深知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寓言，力求做到寓意新、题材新、手法新、形式新、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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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用寓言反映新生活，揭示新思想，创造新境界，当代寓言可谓进入了创

新期。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现在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如张鹤鸣、马长山、

钱欣葆、余途、桂剑雄、侯建忠、杨福久、吕金华、张孝成、海星、邱来根、筱

枫、贺维芳、肖邦祥、余师夷、孙三周、唐中理、韩雪等等老中青作家都是以

自己新意迭出的作品赢得寓言界同道的喝彩。

回顾中国当代寓言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它延续和强化了中国现代寓

言开启的变化。以读者对象而言，中国古代寓言主要是写给成人看的，及至

明末，《伊索寓言》（其译名曾是《意拾蒙引》）传入，有些寓言才被看作儿童

启蒙读物。到了现代，专为少年儿童创作的寓言开始多了起来，接踵而来的

当代更是涌现出很多写作寓言的儿童文学作者，乃至现在大多数寓言都是

儿童寓言（当代和现代一样，成人寓言并没有消失，仍有相当大的数量，占

有一定的比重）。与此同时，大多数寓言作品的主题思想主要是向儿童宣传

道德教训，富有教育意义；儿童寓言在写法上则是吸取了童话的手法、技

巧，动植物、非生物成为寓言的主角，篇幅变长，故事性增强。有些寓言其实

也可看作童话。此外白话文至当代已臻成熟，寓言的语言晓畅，朗朗上口，

适合诵读。

另一方面，中国当代寓言与现代寓言相比又有了许多新的发展。寓言

作者队伍不再限于大城市有限的几位知名作家，而是大大扩充，遍及各地。

全国仅已经加入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的会员就有五百多人，其中形成自己

独特风格、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的有一二十人。作家、学者、教师、学生、

职工、公务员、企业家、经济学家、科技工作者、自由职业者……各行各业都

有寓言创作的佼佼者。与此同时，当代寓言的题材，当代寓言所反映的社会

生活、思想情感，也远比现代寓言更加宽阔、丰富，具有强烈的当代的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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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忧患意识、生命意识、生态意识，触及当今社会关注的各种热点问题，

如绿色寓言、生态寓言、管理寓言、职场寓言、时事寓言、政治寓言、谋略寓

言、廉政寓言、爱情寓言、旅游寓言、养生寓言、科普寓言等等，都与新时代

的现实生活密切相连。当代寓言在角色、故事、风格、样式、手法、语言等等

各个方面，也多有创新之处。如智者系列寓言、愚者系列寓言、常人系列寓

言、汉字寓言、幽默寓言、讽刺寓言、贝壳寓言、短信寓言、独白寓言、对话寓

言、格言式寓言、一句话寓言、戏剧寓言、相声寓言、漫画寓言、摄影寓言、二

人转寓言、说唱寓言……都在突破传统寓言的模式，让人耳目一新。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寓言亦然。继承了中外寓言优秀传统的中

国当代寓言，有着自己崭新的时代风貌；它在前进着，发展着。文学史家、寓

言家郑振铎说：“寓言是不很容易作的。自古代到了现在，成功的寓言作家，

屈指数来，不到十余人。”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日趋繁荣的中国当代寓言中，

必将有人跨入历史上、世界上最成功的寓言作家的行列。

本书是继《当代中国寓言大系》之后的又一部具有权威性的大型当代

寓言选集，收集了当代两百多位寓言名家作者近九百篇新中国成立后的优

秀作品，特别是 1989年以来近二十五年间的佳作。主编凡夫和副主编孙建
江、余途，在编选时注意了作品的代表性、作者的广泛性、体裁的多样性、文

本的纪念性，因此本书不仅是开卷有益、老少咸宜的精良读物，而且具有文

献价值和珍藏价值，为寓言作家、研究家和文学爱好者提供了学习和研究

的宝贵资料。我们期待着它的出版。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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