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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本期栏目涉及书评和文体研究，在两篇书评中，作者对系列套书《中国儿歌大系》的评述，从作

品思想内涵的丰富性和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的典范性方面全面分析了各卷所收作品的范围和特点；对具体

的作家作品研究的评述，较深入地探讨了曹文轩作品《青铜葵花》对苦难和困境的表现以及这种文学表现之

于儿童成长的意义。在文体研究部分，关于创作戏剧的探讨，作者从价值意义和范式两个方面论及创作性戏

剧之于儿童素质教育的作用，并对几种创作性戏剧范式进行了较好的介绍；关于童话的研究，作者比较通俗

明白地剖析了童话“真———假———真”的相互关系。关于儿童图画书的研究，或将视点置于书面语言对图画

书的表意功能，讨论图画书的文字表达，或从图画书的角色、情境、语言三方面讨论儿童图画书的翻译问题；

各文研究重心有别，其学术见解对我们认识儿童文学相关文体和作家作品不无帮助。

成功普查和抢救当代优秀儿歌的典范

———评系列套书《中国儿歌大系》

彭斯远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４０００３０）

摘要：从我国儿歌童谣堪忧的现实出发，儿童文学作家金波与出版工作者联合组织作家对中国儿歌进行大

规模搜集整理，从而推出了系列套书《中国儿歌大系》。该书的出版是对那些散落在我国广大土地各个角落

的众多儿歌的一次极为可贵的普查和抢救，具有推动和发展我国儿歌创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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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前，诗人苗得雨在网上发表过一篇名曰
《童谣景况堪忧》的博文，道出了当今孩子们缺乏儿

歌童谣吟唱的实际状况。苗文一下笔就说，“我们

的孩子们没有童谣唱。新的没有，旧的也没有。没

有人给他们写；有写的，也不得法，不合歌谣特点，传

不开。”［１］从某种角度说，这是击中了我国儿童文学

创作现状的务实批评。

正因为如此，所以一些灰色童谣，比如有首被篡



改过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李白喝豆浆；喝

了一大碗，尿了一裤裆”，在孩子们中颇为流行，就

受到了广大家长的强烈批评。

但是，我觉得苗得雨对我国儿歌童谣的创作和

传播所抱态度似乎也欠准确。因为他对于儿歌创作

实际的估计过于悲观。就儿歌童谣创作而言，老说

“新的没有，旧的也没有”，也不完全合乎实际。新

童谣优秀之作不多，但并不是没有。再说，旧作虽有

好些已经过时，但至今能用的佳作仍然不少。历史

证明，真正优秀的儿歌是不会由于时过境迁而被历

史尘埃所淹没的。

原来全世界所有民族的每一成人，大凡在其童

年期，都爱吟咏儿童诗歌。特别是作为中国诗歌即

汉诗一部分的儿歌，因为字句浅显、声调和谐、音韵

铿锵、读来朗朗上口，所以，更能让孩子读得懂、记得

住、背得下。它是每一孩子最早接触的文学作品之

一，因而也成为了孩子们的最爱。

面对儿歌童谣景况不胜乐观的估计，也引起了

儿童文学作家金波的思考。他觉得，我们应该记住，

当代优秀的儿歌是引导孩子们“学习语言的母乳，

是进入阅读世界的最初导向，是时代传递的文化瑰

宝。”［２］既然儿歌在孩子们的“世代相传中，发挥着

游戏、审美、认知以及教化”［２］的巨大功能与作用，

我们的文坛为什么不主动去帮孩子们收集整理那些

创作成功深受孩子欢迎，但却因篇幅短小易被人们

忘却而行将消失于文坛的儿歌作品呢？

为此，金波和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的许科甲先

生共同策划和组织了一个阵容强大的意在普查和整

理抢救当代优秀儿歌遗产的工作班子，从而于２０１５
年１月编辑并在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规
模宏大的《中国儿歌大系》。这是我国出版界为推

动我国儿童文学创作所做的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

众所周知，搞现代化建设必须进行人口普查。

因为只有通过人口普查所得到的各种参数，才能为

现代化建设的具体步骤和实施方案提供可靠的依

据。同样，通过儿歌的普查也能为我国儿童文学的

发展繁荣提供切实的路径。所以，金波和他的助手

们所进行的关于普查和整理抢救当代优秀儿歌遗产

的工作意义非同寻常。

在积极进行儿歌普查的同时，金波还深感从事

此项工作的紧迫性。因为所谓当代优秀儿歌主要是

指作家们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创作的精品，而从新中

国成立到今天已历经快７０年漫长岁月，时代沧桑导
致最早为孩子们创作儿歌的许多作者，已不在人世，

因此要完整收集和整理当代优秀儿歌童谣供孩提阅

读，就显得既非常必要而又困难重重。

虽然如此，但工作还得靠同仁们一步一个脚印

地去努力实施和践行。诚如该《中国儿歌大系·西

南卷》主编蒲华清在其《后记》中所说，所收作品乃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云、贵、川、藏、渝五省市优秀

儿歌作者的“首次集体亮相”！扩而大之，整个《中

国儿歌大系》所收四千余首儿歌，乃是全国各地近

千名儿歌作者历经成千上万个日日夜夜的艰苦笔耕

和艺术竞争的结果。所以，要完成这极为难得的

“亮相”，实在是我国儿童文苑的一件值得载入史册

的大事。

要说《中国儿歌大系》的成就，首先表现在所收

作品思想内涵的丰富性和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的典

范性上。《中国儿歌大系》所收儿歌的内容固然丰

富多样，但其基本主题则可概括为一句话，即表现童

心对于大自然和社会人生的关注与思考。而《中国

儿歌大系》对此表现得最多的，则是孩提对于自然

现象的感知与观察。举凡风霜雨雪、江河湖海、动物

植物和微生物，还有色彩缤纷的各种花卉，《中国儿

歌大系》所收儿歌里都有浓墨重彩的表现。娃娃们

因为好动，所以特别喜欢各种各样的动物。活跃在

祖国东西南北中的不同动物，《中国儿歌大系》中都

有趣味横生的描摹。就像狡猾的狐狸、欢快的松鼠、

坚韧的骆驼、横着爬的螃蟹、育儿袋里装着小宝宝的

袋鼠、爱把脑袋藏进沙堆里的鸵鸟，儿歌里到处都曾

留下过它们的身影和足迹。

除了写大自然，儿歌也描摹足以引发他们兴味

的社会人生。对年少一代而言，家庭、邻里和校园是

孩子们感受社会人生最直接的切入点。在这个环境

里，孩子们无不感到团结和睦的重要。可是，优秀儿

歌在表现此一主题时，绝对是拒绝说教的。譬如

《中国儿歌大系·西南卷一》中，就有一首由八十老

翁张继楼创作的体现该主题的儿歌，叫《东家西家

蒸馍馍》。在该儿歌中，作者先叙东家成员的勤劳

互助：

猫上灶，狗烧火，

鸭子担水下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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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鹅帮它抬回来，

欢欢喜喜蒸馍馍。

接着，儿歌再叙西家成员各行其是，凌乱得如一

盘散沙：

鸡又飞，狗又跳，

翻了蒸笼打了瓢。

鸭子走来踩两脚，

猫儿跑来抓一爪。

吓得馍馍满地滚，

肚子饿得咕咕叫。

如此以拟人描摹进行对比，就把和睦相处带给

全家的快乐表现得活灵活现的了。儿歌用浓缩了情

节的童话化描写，把作品的主题思想传达得格外有

趣。一点没有说教，完全叙写被拟人化的孩提生活

实际状况，但儿歌题旨却得到了诙谐机趣的表达。

诚如《中国儿歌大系·东北卷》主编滕毓旭在

其《后记》中所说，因为孩子们在诵读中能够“收获

着文明、良知和博爱”，所以，“儿歌作家是影响幼儿

一生的启蒙者，是幼儿美好心灵的缔造者！”翻阅

《中国儿歌大系》中的许多作品，确实让我们产生了

对于儿歌作者的无限敬意。

我国儿歌创作的思想内涵虽然丰富，但由于孩

提的生活面远比成人的生活面狭窄得多，所以儿歌

创作的取材时有重复。而要在取材重复的情况下写

出新意，这比成人诗歌的创作似乎更难。但是被选

进《中国儿歌大系》的各卷作品中，即使题材相同或

相近，立意和表现手法却并不雷同。

比如青海作者左可国有首以水为描写题材的

《水珠儿》，却并不重蹈他人覆辙，而是独辟蹊径地

竭力进行着个性化的书写。描写水的儿歌即使在

《中国儿歌大系》所收作品中也不下百首之多，但

《水珠儿》却绝不与其他任何一首写水的儿歌在构

思或语言上重复，可见它的艺术个性是何等的鲜明。

且看：

天上雪啊雨，

河边烟啊雾，

空中霞啊云，

园里霜啊露，

都是水珠珠，

玩的小魔术。

儿歌前四句为排比，但每句都将感叹词“啊”夹

在句中，在句型选择上很能给人以别开生面之感。

而更奇特的乃是诗的最末二句，完全归结到只不过

是水珠千变万化尽玩魔术罢了。于此显示出作者对

于大自然的独特发现和诗艺的崭新创造，在《中国

儿歌大系》所收描摹水的全部作品中，《水珠儿》的

表现手法，实在难于找出与它相似的例子。

针对儿歌作者对于小读者和繁荣我国儿童文学

的贡献，《中国儿歌大系·华北卷》主编金本在其

《后记》中也曾告诉我们，“应当感谢作者”，为什么

呢？因为“作者是价值的体现”。正由于有了他们，

孩提生活里的趣味和童心的闪光才会被他们所摄

取、提纯并加以诗意化。这样，物质的客观世界才会

被升华为无比美妙的精神世界。《中国儿歌大系》

中的每一优秀之作，都是历经了从儿童的平凡物质

生活到诗意的精神生活的质变和飞跃，而后才成为

传世佳作的。

除了像北京、上海这类大城市向来是盛产优秀

儿歌的福地之外，我国远离城市的广大农村山乡处

于文化较为落后的偏僻之地，为孩子们写儿歌的人

很少。但是即便在这贫瘠的文化土壤里，只要有一

颗拥抱孩提的爱心存在，荒僻之地上照样能够长出

巨大的儿歌之树，开出美丽的儿歌之花。

《中国儿歌大系·中南卷》主编刘育贤在其《后

记》中，曾讲述过一个叫林蓝的由于脑残疾而丧失

语言表达能力的湖北村姑，因阅读一本儿歌集焕发

了她通过儿歌创作重新获得话语权的强烈愿望。于

是从２００９年春天开始直至今日，共创作和发表了各
类儿歌二千余首。其作品分别入选《年度中国儿童

文学》《年度中国幼儿文学精选》，以及幼儿园课本

和小学课外读物之中。林蓝通过儿歌创作不但弥补

了自身说话能力的不足，而且她把儿歌创作也看作

自己与外界通话和互动的一种最佳社交方式，如此

对待疾病的人生态度使她成为了一个现实社会中的

真正强者。在当今我国儿歌作者队伍中有了如此强

者的参与，何愁我国孩提没有好的儿歌阅读和传唱

呢？

在儿歌作者队伍中，最令人敬佩的是那些永远

视儿歌为“心中圣地”的老、中、青三代作家。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儿歌大系·台港澳卷》还收录

了十位台湾作家的经典作品。其中有几位虽八十余

岁高龄，而今仍然坚持为孩子们编创新儿歌。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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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霞菱女士虽已９６岁，但当《中国儿歌大系·台港
澳卷》主编桂文亚女士前往其住地索取稿件时，依

旧健朗的华女士立即拿出家人为她抄写的新作

《辣》来宴飨客人：

小小子，

一岁半，

爱吃辣椒和大蒜：

左一口，

右一口，

呲牙咧嘴还说“赞”！

读着这首为其曾孙编写的儿歌，其主人公的顽皮

天真的烂漫个性便尽显其中了。除台港澳儿歌作家

多有坚持笔耕不辍的老人之外，大陆作家中也不乏这

样的高寿者，比如金波、张继楼、圣野等人也同样是宝

刀不老的著名童诗方家。在大陆，还有更多充满童心

的作家则带动家人也为孩子们编写儿歌。这之中，除

成都的蓝星、徐华夫妇外，重庆的黄继先把他的两个

“８０后”女儿、云南的罗新元把他那在读大学生女儿
也都带进了儿歌创作的队伍，从而显示了我国儿童文

学创作后继有人的可喜局面。正因为如此，令我国儿

歌作者队伍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阶梯结构”。

最近，笔者从《中国儿歌大系·西南卷》主编蒲

华清先生那儿得到一个名为《“中国儿歌大系”丛书

第一次编写会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的非常

珍贵的文件。该文件虽然尚未公开发表，但其所记

载的内容，却完全证明了“中国儿歌大系丛书”的出

版，在普查和抢救我国儿童诗歌方面所具有的重大

现实和历史意义。原来，“中国儿歌大系丛书”第一

次编写会议于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９日在辽宁少年儿童出
版社召开。在该《纪要》中，就明确记载了《中国儿

歌大系》主编金波在该丛书第一次编写会议讲话所

阐述的三个内容要点，即：

首先，一些优秀的儿歌作品在口耳相传中

渐渐散佚，而真正系统整理这些作品的全集还

没有出现，亟待我们去整理、记录这个全民族优

秀的文化。可以说，本套丛书的出版，不仅是出

版界的一件大事，而且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

化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以及深远的历史意

义。

其二，儿歌朗朗上口，韵律感强，通俗易懂，

具有广泛的普及性，是非常适合少年儿童，尤其

是学龄前儿童阅读和使用的。每个孩子从咿呀

学语时，就都学说儿歌，朗诵儿歌，从这点来说，

是其他儿童文学作品所不能替代的，可以说，孩

子的启蒙教育就是从学说儿歌开始的。可见，

儿歌对于人一生的成长有着多么大的作用和意

义。

其三，由于儿歌自身的创作特点，它代表着

一种独特的儿童文学形式和成就，在儿童文学

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套丛书的出版将弥

补儿童文学学术研究方面的一大空白。

从金波的论述出发，我们完全可以说，现在已经

隆重推出的《中国儿歌大系》，就是对于那些散落在

我国广大土地各个角落的众多儿歌的一次极为可贵

的普查和抢救。而我认为，每一参与普查和抢救的

人，都付出了极大的艰辛和劳累。每每想到这里，我

就压抑不住内心对那些将毕生精力奉献给孩提并为

之编写小儿歌的众多作者，表示无限的景仰和爱意，

于是不禁从心中喊出：

致敬，经典的系列套书《中国儿歌大系》！

致敬，中国儿歌创作队伍的美丽未来！

感谢我们的儿童文学作家们将为一代代中国孩

子，也即为未来的万千有理想、有血性的中国男人和

女人，启开了一片浩瀚而永远充满智慧的童年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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