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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沈从文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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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沈从文的儿童小说体现出具有现代意义的儿童观和先进的儿童教育观。他倡导“儿童本位”以及“儿童具

有原始性人格”“每个儿童都有他的世界”“尊重儿童的独立人格”的观点，既响应当时儿童观现代化的号召，又具

有沈从文自身鲜明的特色。《虎雏》《三三》《福生》批判了旧时代教育，强调儿童的原始天性，呼吁人们对教育方

式改革的重视，倡导教育要回归自然、顺应天性，这对于中国儿童文学和儿童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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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带着对湘西山水的热爱，在他的作品中
塑造了一些山水间活泼聪灵的小儿女形象。在着力

表现的湘西世界里，他描摹了很多儿童的生活，并借

助儿童朴实无华的天性，完成了“乡下人”与城市人

的对比，突出前者未经浸染的纯朴人性。２０世纪３０
年代的作家们对儿童的关注可从沈从文、废名、凌叔

华等身上管窥一斑。他们的作品都反映出对儿童本

位教育观的重视。沈从文的小说赞美朴拙的儿童自

然天性，反对用所谓的成人的现代“文明”框架来禁

锢儿童的自然发展，倡导复归自然的人生态度。本

文就此入手，探讨其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的现代性。

一、沈从文儿童观的内涵

儿童观指的是“成人对儿童生活和心灵世界进

行观照而生成的对儿童生命形态、性质的看法和评

价，是成人面对儿童所建立的人生哲学观”［１］。近

代以来，在西方儿童观和儿童教育理念的影响下，中

国的一些教育家开始思考如何认识儿童、如何对儿



童进行教育的问题。沈从文作为一名具有现代特色

的作家，他持有的就是一种“儿童本位”的儿童观，

重视儿童的独立人格，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儿童教

育的新的看法和主张。

（一）保护儿童原始性人格

以文化人类学来观照，沈从文的儿童观体现了

原始主义思想倾向，他所肯定的是具有原始人格特

征的儿童。原始主义，“是以推崇原始状态下的本

真、批判文明带来的痼疾为其特征的”，而且“任何

由现代文明弊端所激发的不满情绪和出自人之天性

的怀旧心理都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２］。沈从文

描写儿童和儿童教育的小说大都肯定儿童这种带有

原始主义的活泼、勇猛、真诚质朴的天性，继而通过

描写被成人强加教育后，儿童原始天性的泯灭现象

来批判现代文明的痼疾和弊端。沈从文的《虎雏》

写的是“我”和做军官的“六弟”对一个“乖巧得很，

气派又极大”的叫“虎雏”的小兵的培育。“我”按照

自己的意愿叫“虎雏”脱掉军装，穿上学校制服去上

学，期望他学习文化知识以改变命运。“我”本以为

照这样培养下去，“虎雏”最终会成为“我”理想中的

“完人”，但最终因为在上海滩打人犯事，他“不告而

别”，从此逃离了“我”和书本。至此，“我”对“虎

雏”的改造试验宣告失败。

在沈从文看来，成人按照自己意愿来改造儿童

是不恰当的，因为儿童具有自己的原始天性。在该

篇小说的后记《虎雏再遇记》中，作者描述了湘西再

遇“虎雏”的经历，意识到儿童的发展源于他们的原

始天性，不禁锢住儿童的身体和心灵，适当加以引

导，顺遂他们的天性，“一定要这样发展才像个人”。

由此可以看出沈从文批判用现代文明锢定一个孩童

的原始天性，认为最宜于儿童发展的方式乃是遵守

儿童自身的原始天性。儿童的原始性人格需要被成

人加以引导，却不可以被禁锢和约束。为了保护儿

童原始自由活泼天性，需要摒弃成人所强加的所谓

现代“文明”的教育。

总之，沈从文认为最宜于儿童发展的方式乃是

遵守儿童自身的原始天性。儿童的原始性人格诚然

幼稚，需要被成人加以引导，但却并不意味着禁锢和

约束。因此，为了保护儿童原始自由活泼天性，需要

批判成人所强加的所谓现代“文明”的教育。

（二）尊重儿童独立人格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反复强调要把儿童当作一

个正当而且独立的人看待。鲁迅在《随感录》一文中

也指出大部分中国的父母生下的孩子即使偶尔被送

进学校，按照社会和家庭的习惯，尊长和伴侣的脾气，

但不仅多与教育反背，而且仍然使孩子与新时代不

合。中国的孩子“长大以后，幸而生存，也不过‘仍旧

贯之如何’，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 ’的父

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３］。

近代以前的中国的儿童从出生起，接受的就是

奴才和顺民的训练。沈从文生活的年代大部分中国

儿童接受教育的场所仍是私塾。他们只能接受“三

纲五常”等成人社会的成人文化，读书的内容是封

建统治者为推行教化而设定的“四书五经”。那时

的儿童没有独立的人格，他们被看作“缩小的成

人”，对儿童的教育与顺民教育相等同。

针对当时的现状，沈从文在他的儿童小说中通

过对旧式教育的批判来传达了成人应该顺应儿童自

然天性、尊重儿童独立人格的儿童观。在《福生》

中，福生等人因为背不出书而惹怒私塾老师，老师使

其不得与其他孩子一起按时下课，以此来作为对福

生的惩罚。不仅如此，私塾先生还对犯错的学生进

行责骂与体罚，骂学生“蠢东西”，揪耳朵、恐吓等，

让福生在受处罚之先，“甚至把眼里所有的热泪吓

得一齐跑眼眶外来”。沈从文认为，在旧式的私塾

里，儿童在用文字写作的“小书”里，根本学不到大

自然这本“大书”里描绘的知识，私塾呆板、沉闷的

教育方式，不仅压抑了儿童的自然天性，也是对儿童

独立人格的不尊重。

（三）守护儿童纯真的心灵世界

儿童的心灵世界是独特的，儿童的世界是游戏

的世界。对儿童来说，游戏就是生活本身。李贽在

《童心说》中的主要观点是童心就是真心。童心就

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

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

人。换言之，童心乃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品性。人不

可以失却了自己的真心。沈从文注重对儿童“一念

之本心”的成长与保护。

《三三》刻画了一个无比真实而又兴味盎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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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世界。主人公三三是在单纯环境中生长的一个

清纯质朴的女孩。幼年时父亲离世，母亲做了碾房

的主人，三三就每天“吃米饭同青菜、小鱼、鸡蛋过

日子”，和以前的生活没什么不同，“于是三三在哭

笑里慢慢长大了”。儿童因各自的生活世界自然而

然地形成自己的精神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儿童的

善良初心得以保持，后天的精神品质也得以养成。

三三的儿童世界诗意而天真，热天坐到风凉处吹风，

冬天则伴同猫儿蹲在火桶里，拨火煨栗子吃。生活

在秀美如画的湘西水乡里的三三，在自己的单纯天

真的儿童世界里怡然自得，单纯的生活环境使她拥

有一颗天真质朴的童心。三三的母亲从不打扰三三

纯净的内心世界。由于三三不怎么跟母亲倾诉心里

话，母亲也不去问三三的事情，所以这些事情，连鱼

知道的都比母亲知道的还多一点。“三三在母亲身

旁时，说的全是母亲听得懂的话；凡是那些母亲听不

明白的，差不多都在溪边说去。”［４］儿童的内心世界

既丰富也很敏感，他们有自己的心灵世界。沈从文

一直想表达他对“乡下人”的健康人性的推崇，正如

“乡下人”所具有的健康的人性是“残废的、病的”城

里人所不具备的一样。他认为保持儿童心灵的健

康，是培育儿童高尚人格的重要前提。

二、沈从文的儿童教育观

（一）“儿童本位”教育观

　　在中国文化教育史上，鲁迅第一个明确提出了
“幼者本位”的儿童教育观。“幼者本位”，就是“要

把儿童看做一个独立的人，承认他们的人格，尊重他

们的意志和自由，保障他们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应

有的各种权利”［５］。这个观点的提出，标志着中国

儿童观的现代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这种先进

儿童教育观念的感召下，沈从文用小说传达出了对

旧式教育观念的批判，给后人提供了借鉴。

在“儿童本位”观念指引下，《三三》《虎雏》《福

生》虽各有不同的侧重，但都反映出作家强调的教育

应以儿童为中心这一主旨，确立儿童的主体地位。

《三三》宣扬对儿童一念本心的成长与保护。儿童的

心灵世界只有得到成人很好的保护，才能维持一颗赤

子之心，这也正是三三能保持单纯质朴的本心的原因

所在。《虎雏》是对儿童教育方式的探讨，倡导教育

要从儿童出发，不能违背和忽视儿童原始天性，在适

当加以引导之后，最终应回归儿童本身。

沈从文“儿童本位”的教育观还表现在其反对不

顾儿童天性发展的封建教育，反对用死板沉闷、墨守

成规的教育方式来教育儿童。他认为封建社会的教

育，是对儿童天性的摧残，封建教育者硬把对成人适

用的教育强加于儿童，抹杀了儿童与成人的区别 。

《福生》便提倡把儿童看作一个独立的人，并保障他

们作为一个“完全的人”。旧式教育不承认儿童的

独立人格，所以值得批判。

（二）教育顺应儿童自然天性

卢梭在《爱弥儿》开卷说凡是造物主的好的东

西，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卢梭认为，自然规

律支配一切，教育也应顺应自然，顺应儿童天性，培养

天性自由的儿童，让儿童身心和谐发展。卢梭认为，

在人的善良天性中有两种先天存在的自然感情———

自爱心和怜悯心。自爱心是为了生存而具有的原始

的、内在的自然欲念。它本身并不邪恶，只要顺其自

然发展，就能达到高尚的道德。沈从文笔下的“虎

雏”在乡村里成长，这段经历把他锻造得强壮、勇猛甚

至有点野蛮。这样的“虎雏”向往自由，讨厌束缚，并

不是“关进学校”就可以教育的。一旦被关进学校，

儿童的自由天性就不能实现，教育将不能顺利开展。

沈从文遵循卢梭“教育要适应和促进儿童的个

性发展”的儿童教育观，倡导面对不同的儿童要遵循

其本性进行教育。《虎雏》中通过“我”妄图用自己的

想法去培养一个好斗少年的经历，反思了违背儿童天

性的教育方式的弊端。作者最终借“六弟”之口表达

出对“虎雏”的教育方式的真正观点：“可是你当真把

他关到一个什么学校里去看看，你就可以明白，一个

做了三年勤务兵在我们那个野蛮地方长大的人，是不

是还可以读书了。”［６］对“虎雏”的失败教育引发了作

者对教育是否该遵循自然天性、顺应自然的思考。沈

从文倡导教育应是教育者在遵循儿童自然天性的基

础上，对儿童进行的适当地引导和发掘。

三、结　语

总而言之，沈从文在他的儿童小说建构中体现

出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儿童观和先进的儿童教育观。

（下转第５３页）

３２第４期　　　　杨北岳，罗雪红：论沈从文的儿童观和儿童教育观———以《虎雏》《三三》《福生》为例



武访谈时老人们都会提到一个共同的内容，即石屏

汉族商人客死他乡是一种常态，赶马的马锅头时常

会见到路边的白骨，因为交通不便也没有家人来寻

找。有的是病死，有的是被土匪抢劫所杀。没有人

统计过究竟有多少石屏商人在“走西头”中命丧匪

手。石屏汉族移民“走西头”，给普洱茶带来了新的

活力，但也谱就了一部移民生存发展的辛酸史。

易武镇麻黑村的何明忠先生告诉笔者，第一代

移民来到镇越（易武）后还没有住在现在的麻黑，而

是住在一个叫“落水洞”的地方。他们在购买、开垦

种植茶叶中，常常因为土地和水资源与原住民族傣

族、回族发生争斗，因战火搬家不下十次。当时的少

数民族对外来者的歧视和敌意比较深。很多石屏汉

族移民为了躲避战乱和各种骚扰于１９３２年才搬来
现在的麻黑村，共同抵御其他民族的骚扰。所以，现

在的麻黑村基本都是石屏汉族移民的后裔。新中国

成立，分得土地定居后，其他各民族才开始逐渐接受

外来移民的定居。借助普洱茶热，麻黑人的茶叶生

意越做越大，在经济利益的影响下，和当地各民族的

交流也日益频繁，通婚又加速了这一过程，同时当地

人也积极向外来移民学习先进的种茶、制茶和卖茶

的理念与经验。问卷调查显示，９５％的当地居民认
为石屏移民是易武人。从各民族之间相互通婚和相

互任亲家（当地人称“老根”）可以看出，普洱茶经济

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西双版纳各世居民族对外来者

的地域认同。

四、讨论

石屏汉族移民与当地世居民族间的矛盾凸现出

边疆特性。从清中叶移民迁入西双版纳开始，石屏

汉族带入的文化与当地傣、回、彝、瑶等１３个少数民
族的文化开始共存、共生并发生碰撞。移民文化对

当地原住民文化来说也是一个刺激的过程。在与当

地少数民族互动与交融的过程中，移出地的汉族文

化被带到移入地，并在移入地民族的影响下呈现出

多元文化共存的“边疆风格”。

石屏汉族移民在迁入地的文化适应和民族认

同，是随着时间的深入逐渐变化的。原住民对外来

者的偏见在短期很难消除，但普洱茶经济的快速发

展带动了深层次的变迁。石屏汉族移民和茶马古道

有着密切联系。外来移民的文化适应快慢和程度与

迁入的时间长短有紧密相关，且内在的深层次的文

化适应要比外在文化适应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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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现代意义的儿童观表现在其倡导成人应保护儿

童的原始性人格、尊重儿童的独立人格和守护儿童

纯真的内心世界。同时，沈从文还倡导教育应顺应

儿童天性、遵循自然主义教育原则。另外，沈从文在

他的儿童小说中用优美灵动的文字刻画出许多典型

人物，在现代文学的园地里添加了更多年轻的身影，

对于丰富和发展现代儿童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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