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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在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中，对儿童散文的研究是相对薄弱的。本期栏目所载关于幼儿散文的文体

美学研究之文，以幼儿散文为研究视点，关注到幼儿散文与儿童文学其他文体之间的差异，其中关于幼儿散

文“纪实与幻想”美学特质所呈现的三种形态的概括，及其从不同维度呈现幼儿散文整体美学风貌的论述不

失为具有亮点的见解。本期栏目的其他两篇文章，均属于对作家作品的比较研究。其中就常新港与苏童小

说中少年成长之异质比较研究一文，通过分析两位作家笔下少年成长不同的精神境遇和作品所具有的情绪

基调，透视作家对同一题材作品书写的异质；而对中、外作家成长小说的比较研究之文，则着眼于不同国家作

者自身的生命经验以及创作的时代背景，分析两部作品中主人公个体生命成长形态的诸多差异，从而深入思

考作家的经验与作品内容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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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闽台童书创意产业对两岸未来一代文化认同的影响及合作路径研究”

（ＦＪ２０１６Ｂ１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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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散文的文体美学

郑　伟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海峡儿童文学研究中心，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７）

摘要：以低龄儿童为主要读者对象的幼儿散文是儿童文学中较少受到关注的文体类型，其独特的文体美

学特征体现在 “诗意与稚趣”“情节与画面”“纪实与幻想”三个关系维度中。诗意与稚趣是幼儿散文最

为核心的审美内涵，对其他审美要素发挥着统摄作用；情节展开与画面构划在时空关系上展示了幼儿散

文文本叙述的基本路径；纪实和幻想这两种迥异艺术思维在幼儿散文中的共存，更大程度地显示了这一

文体别样的美学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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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迎来了全新发展
阶段，不论是创作出版、阅读推广、教育传播还是

理论研究都呈现出繁荣兴盛格局，儿童文学被认为

进入了一个新的黄金时代。然而，并不是所有儿童

文学文类都均衡分享到黄金时代所带来的荣光，儿

童散文所受到的关注就远不如小说、故事、童话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