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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的是，当下文学各门类中最具有吸引力，拥有最多读者的是儿童文学，这绝对不是对儿童文学的

偏爱。人所共知，新诗已经完全成为小圈子的自娱自乐，诗歌刊物是发行量最小的；散文也没有太多的读

者，散文已逐渐变成了老年人文体，与老年人养花养草几乎形同一类；成人的小说创作看似丰富热闹，但

却也无法拯救日益萎缩的文学期刊。而少儿文学期刊的“代表”《儿童文学》杂志每期发行量达40多万

册。也就是说，一本《儿童文学》的读者比国内某些省市文联、作协主办的文学期刊的读者要多得多。更

何况还有《少年文艺》这样也拥有着众多读者的刊物呢！ 

儿童文学在商业文化、通俗读物和电子媒介的多重挤压中仍然拥有着3亿多少儿读者，甚至抢走了许多成

人读者，而且发表与出版日益走俏，曹文轩、秦文君、沈石溪、常新港、张之路、梅子涵、杨红樱等作家

的小说的印数和郑渊洁、郑春华、周锐、冰波、杨鹏、葛竞、汤素兰等作家的童话的码洋是一般成人文学

作家难以望其项背的。至于金波、高洪波、王宜振等人的儿童诗，也是一版再版。可以说，在儿童文学界

随便挑出一位新生代作家，其作品的出版与发行的数目也令那些不为儿童写作的作家诗人们咂舌。 

但儿童文学圈内人士都知道，儿童文学创作的繁荣和丰富与儿童文学批评的贫弱与缺席形成了强烈反差。

儿童文学批评为何如此贫弱呢？曾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颇具活力的“中生代”批评家们和新生代

批评家们为何没有走向前台，以理性的目光注视着当下儿童文学的种种现象呢？显然，我们的批评并不缺

乏对象，缺乏的是基本的批评素质——这就给我们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去做儿童文学批评？ 

1.如何寻找批评的资源？ 

有生命力的批评应该是动态的批评，是不断更新话语和拓展视野的批评；有冲击力的批评家应该是不断寻

找批评资源的人，他有很强的新鲜信息的捕捉能力，他也有很独到的新鲜信息的判断方式。近十年，随着

经济的转型，文化与文学发生了巨大的裂变，市场机制和商业化交往打破了“文学中心论”的神话，文学

内部与外部的冲突表现得愈发激烈。对创作而言，作家的心态在调整，创作的价值取向在变化，于是创作

的形式、内容等都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作家对外部世界的言说方式、对内心世界的叙述方式都发生了变

化。因此，文学创作的新现象新问题就接踵而来。以儿童文学为例，近年来，“商业化写作”、“哈利·

波特现象”、“儿童文学类型化写作”、“低龄写作”、“新新人类写作”、“青春文学写作”等现象的

出现不是偶然的，其内在的文化真相和背后的意识形态影响是非常值得探讨的，可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有效

的准确的分析与解读，恐怕需要批评家有新的理论话语，有新的思维视角，有新的文化资源。 

2.如何坚持批评的品格？ 

文学批评在当下已成“三分天下”之势，学院批评、媒介批评和职业批评形成了各自的优势，都在不同程

度上承担着对文学诠释、解读、推荐等功能，而且它们共同构成了文学批评的新景观。尽管如今的大学已

经成为商业化场所，严肃的学理批评已在批评界日渐衰弱，但大学教育机构培养的准批评人才（如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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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博士生等）还是给文学批评带来了新鲜空气。就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而言，严格意义上的“学院派”还

没有形成，或者说力量薄弱，因为能够开设儿童文学课程的大学少之又少，而且真正专心致志于理论批评

且颇有建树的批评家更是凤毛麟角。几年前有人称道的新生代批评“青春的出场”，其实绝大部分没有发

出过真正的批评声音。从目前儿童文学批评界的人员构成来看，基本是几个在高校承担儿童文学课程的教

师，再加上几个作家，还没有出现职业性的批评家。在这有限的几个批评家中，他们撰写的相当一部分批

评文字实际上是配合出版商图书宣传的广告性文字，有的还打着促进“阅读推广”的牌子。可以说，严肃

的学术性批评已经罕见。寄生于报刊的商业性书评的写作程式很简单，出版社出了书，为了扩大发行，就

要宣传和炒作。好的书评对好书的推荐是有意义的，但商业性书评的泛滥使儿童文学批评已经失去了针砭

时弊的勇气，成了帮闲式的吆喝。孙绍振曾撰文批评很大一部分的文学评论早已脱离了广大读者，变成了

“台里的喝彩”。这应该引起儿童文学批评界的深思，而且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一点：如果不能坚持批评的

品格，不反映真正的创作态势，不有的放矢地分析问题，那么批评就会失范，而且批评就谈不上坚持“话

语伦理”。 

3.如何避免“伪命题”？ 

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避免“伪命题”。所谓“伪命题”应该包含三类：一是非

原创性的命题，即在今天看来已经是“老问题”的问题。前辈学人已经提出的观点，包括已经被普遍接受

的看法，如果我们还认为是自己提出的“新观点”的话，这就是重复别人。二是缺乏理论依据的问题。如

果这个问题只是自己想像出来的，根本没有立论的依据，也就没有立论的意义，更没有研讨和考察的必

要。现在有些批评没有真正的对象，只是批评家设定了一个假想的“敌人”，然后自说自话。三是本身就

是错误的观点，这就涉及到了如何准确地找到理论批评的原点的问题。理论批评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出发

点，一个理论批评的缘起。这个出发点和缘起必须是经得起反复讨论和阐述的，经得起从现象到本质的思

考。遗憾的是，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界还存在许多悖论，许多在别人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到了儿童文学理

论批评界却成了缠绕不清的“大问题”。 

总之，和谐的儿童文学批评生态的建构需要批评家的理论勇气和批评姿态，需要批评家与作家的对话。在

全球化浪潮来临，文化多元化和文学多元化的语境里，文学批评确实面临着诸多问题，尤其是商业文化、

娱乐文化和电子媒介的挑战。但是批评家只要坚持了正确的美学标准，坚守了自己作为社会良心的立场，

作为文化守夜人的身份，文学批评就会发出有力的声音，就会在文学发展与和谐的文化生态建设中发挥不

可忽视的作用。 

原载：《文学报》2006年6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