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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一榕：儿童文学研究百年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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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起步较晚，其诞生得益于“儿童的发现”与现代“儿童观”的确立。搭乘五四新文学的发展浪潮，在鲁迅、周作人、

叶圣陶、赵景深、张天翼等先辈的关怀和努力下，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在一代代创作者、理论家和批评家的精心呵护下逐步长大。作为一种文

类，儿童文学的边界是暧昧模糊的，它的创作特性决定了自己独有的演进逻辑，却又不可避免地在发展历程中与主流文学相互缠绕；作为一

门学科，其定位也颇为尴尬，虽然有着自己的学科特性，却从始至终与教育学、心理学等交叉重叠。中国儿童文学亟须在确立发展框架的同

时，开辟出与其他文学现象交互发展的共生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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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盲人摸象”的固有研究模式

从1987年蒋风编纂第一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开始，张香还、陈子君、王泉根、吴翔宇等学者也纷纷投身于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史料

梳理与史书编纂。不过，在“论从史出，史由证来”的背后，还需确定一种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介入其理论建构和发展研究。《百年中

国儿童文学的整体观研究》（吴翔宇、卫栋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11月版）将儿童文学的一体化进程和整体观研究作为切入方法，旨

在超越文学的本质主义与非文学的工具主义，以综合性视野开辟出一条探索与重构的新路径。

正如蒋风在序言中所说：“我是不主张把儿童文学孤立起来的，更不会把儿童文学当成‘真空文学’。”若一味强调儿童文学的特殊

性，只会将这门学科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框架中抽离，画地为牢主动架起学术壁垒，将其置于“悬浮之境”。对于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演进

史，当下学界采取了从时间、空间和理论三维坐标完成探索与追溯的路径，也从侧面昭示了未来中国儿童文学的相关研究必须要摆脱“盲人

摸象”的固有模式，以一种更全面的立场和更综合的方法，去观照百年中国儿童文学起落消长的规律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文学的整体观研

究必然囊括史实、理论、思潮和作品等环节，该书并非仅仅对儿童文学编年史作线性展现，也绝非将作家作品进行简单罗列，它将儿童观的

演进与现代中国动态文化结构相贯通，将儿童文学的个体现象与中国文学的理论阐发相整合，将学科的内外发展与中外资源及社会功用相联

动，进而达到一叶知秋的效果。

“儿童文学需要走出铁栅栏”

作者重点着墨于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流变演进，以及其背后儿童观和文化资源的互动。此外，还以较大篇幅探讨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

化进程与跨学科拓展。

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就是学科化的开始。长期以来，相较于成人（文学）在主流文学中的主导性地位，儿童文学一直以尴尬的“寄居”

身份游离于文学的边缘之境。正如彼得·亨特所说：“儿童文学隶属文化边陲族群，但这种边缘化的好处在于其不至于成为任何一个族群或

者学科的‘私产’。”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发展过程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即作为中国文学大类的附属学科，它

该如何辨析与成人（文学）的关系、如何看待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如何选择未来的发展方向等，这些问题也是该书重点关注的对象。对于第

一个问题，无疑相互贯通整合才是答案。曹文轩说：“儿童文学需要走出铁栅栏。”一味走入儿童文学的狭小天地，只会陷入故步自封的窘

境。只有直面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同与不同，从特殊走向普遍，才能使其在中国新文学中占据一席之地。

关于学科交叉的问题，该书也提倡保持兼容并包的态度。在一个学科领域内的沉潜深掘固然重要，但如果还能具备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意

识，始终保持开放与沟通的姿态，接纳其他学科思想和方法中的有益要素，无疑会更加推动理论研究的创新与发展。基于以上两点，作者提

出“跨域并非目的，而是手段与方法，整合才是最终的价值指向”的学科发展方向，这也是顺应学科内部发展规律和外部时代诉求的必由之

路。进入“后学科”时代，儿童文学学科建设必须以拓展为手段，以完善为目标，同时把握好合适的度，既要避免“窄化”也要避免“泛

化”。

儿童文学不应隔绝在时代命题之外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儿童文学史书写多是史料排列，对史的归纳和梳理有所欠缺，80年代以后，儿童文学的理论批评热潮开始凸

显，但面对纷繁的中西方理论著述和儿童文学史观，哪些能够真正体现彼时的创作实绩和思潮观点，哪些能够为当下和未来的中国儿童文学

发展提供指引，学界各有见解。该书采用系统论的观点，力图在中国现当代坐标轴上搭建一个纵览古今、博通中外的理论框架，以囊括儿童

文学的内部与外部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在详述历史经验的同时，完成对发展规律的归纳与反思，并顺理成章与当下引发社会热点的儿童文学

研究主题形成对应，契合时代呼召，引领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走向新的方向。此外，这种方法也对以往史论作品“就史论史，脱离实

际”的现象进行了纠正。儿童文学并非政治立场和文化政策的传声筒，其发展本就与中国现代革命政治语境休戚相关。与其走向极端，将儿

童文学隔绝在时代命题之外，不如直面论争，从两者的互斥和融通中找到交互的锚点。

作为一种现代性的景观，儿童文学从诞生到发展都离不开和中国“现代性”思想的缠绕，故而，一定要在立体综合的动态语境下描摹它

的面貌。中国现代历史本身就杂糅了古今文化碰撞和中外资源交流，如果忽视了影响中国儿童文学发生发展的复杂历史背景和多元影响因

素，断章取义地走向孤立、静态的研究场域，无疑是将这门学科逼向山穷水尽之处。该书尝试总结寻绎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过程、阶

段，探究其发展规律及开创的传统，剥茧抽丝从表层的个别问题与更深层次的儿童观相结合，达到史论互证、夹叙夹议的效果。另外，全书

致力于融通传统与域外资源机制，梳理共生关系、完成多元对话的尝试，也能够帮助中国儿童文学在全球文化碰撞的大背景下寻找到属于自

己的中国话语，从而更好地从民族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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