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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卡波特节日小说中的认知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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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当代著名作家杜鲁门·卡波特笔下有一类小说是以圣诞节、感恩节作为背景，书写了青少年主人

公的成长认知。这些小说以节日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因为节日特殊的欢乐气氛和宗教氛围有助于小说主

人公得到不同程度的认知成长，包括智慧认知、道德认知、社会认知，三个方面的认知成长有利于他们对知

识的吸取和对自我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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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当代著名作家杜鲁门·卡波特曾写过三
篇以节日为背景的短篇小说，分别是《一个圣诞节》

《一个圣诞节的回忆》和《感恩节来客》（三篇小说收

录于《圣诞忆旧集》），三篇小说的背景时间均在节

日前或节日中，从三篇小说的题目中便可得知小说

发生的背景时间。《一个圣诞节的回忆》和《一个圣

诞节》是以圣诞节为背景，《感恩节来客》是以感恩

节作为故事的发生时间。小说之所以选取节日作为

背景时间，因为这两个节日在美国是一年当中最为

重大的两个节日，人们为了过节会做大量的准备工

作，亲朋好友会在这时相聚。而节日更意味着欢乐

的氛围、情感的交流、感恩、分享和宗教教谕等。对

孩子们而言，节日往往是他们一年当中最为开心的

时刻，这个时间也会成为青少年成长的重要时间，在

成长的过程中，认知方面的成长是成长环节中极为

重要的一方面。

认知是一个心理学常用术语。“指人类获取并

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求知活动和心理过程。认知过

程有助于人们理解和适应周围环境，它主要包括注

意、知觉、学习、思维和记忆。简而言之，是描述人类

意识中难以察觉的活动。”［１］２３３少年儿童的成长，是

一个认知发展的过程，只有其知识、情感、道德、人格

发展到一定程度，能够在社会里适应并发展，少年儿

童最终才能成长为一个完善的个体。芮渝萍教授把

“认知发展细分为社会认知、自我认知、道德认知、

情感认知、智慧认知和环境认知六方面”［２］，这是将



认知具体化，从六个方面反映出不同的认知内容。

在三篇小说中，七岁的主人公巴迪的认知同样

涉及到认知的各个方面，其中，以智慧认知、道德认

知和社会认知最为突出，三个方面的认知展示出巴

迪认知成长的不同方面。

一、节日里的智慧认知

关于智慧认知，“智力发展和智慧增长是青少

年发展的第二个维度。智慧认知包括青少年的理解

能力、观察能力、思辨能力、表达能力、获取知识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等。”［３］２５２智慧有来自书本的智慧，也

有从实践中获取的智慧。在美国，强调动手能力和

实践能力，认为智慧认知主要来源于实践当中。

在《一个圣诞节的回忆》中，巴迪获取的是实践

动手过程中的智慧。小说以巴迪和他的朋友（小说

中没有告知名字）、苏柯（一只狗）一起为圣诞节做

准备为主要故事内容，讲述了巴迪如何学习制作蛋

糕，如何拉回并装饰他们砍伐的树木，并在此过程中

获取智慧的过程。本来看似一件简单的事情，可对

于他们俩却并不容易。他们在几乎没有资金、缺乏

工具、年纪一个尚小、一个又超过六十岁的情况下，

全凭自己动手做所有的事，整个过程充满了挑战，却

同时趣味横生。以他们去砍圣诞树为例，他们俩一

大早便出发，穿过冰冷湍急的小溪、危险的荆棘路，

好不容易来到一片冬青树林，他们挑选了一棵有巴

迪两倍高的冬青，用了三十斧把树砍断，接着，“我

们使劲拖着它踏上漫长的归途，像拖着一头死去的

猎物。每走几码我们就放弃挣扎，坐下来大口喘

气。”［４］２４让人倍感欣慰的是，汗水与辛劳换来了很

多赞美声，甚至还有人愿意出钱买这棵树。对于他

们而言，通过劳动换来的树是无价之宝，没有其他的

树能够替代这棵。正因为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整个

过程艰难，使得整个砍树过程难忘又值得回忆，他们

从中获得了一定的观察能力、获取知识和解决问题

等能力，汲取了一定的智慧。这种智慧认知的获取

是一个辛苦并快乐的过程，为巴迪留下了深刻的映

象，会对其一生产生深刻的影响。接着，这种快乐的

智慧认知体验在两人装饰圣诞树，并为其他人准备

圣诞礼物中达到了高潮。

《一个圣诞节的回忆》并没有只停留在快乐的

认知中。关于智慧认知，最为深刻的是对死亡的认

知。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如果说快乐带给人的是

愉悦的感受体验，死亡则让七岁的巴迪开始思考生

命的意义和价值，这是智慧认知里一项更为重要的

内容。快乐之后难免伴随着痛苦。原来，短暂的快

乐之后便会有痛苦到来。那个圣诞节竟是他们一起

度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圣诞节过后，巴迪去了军

事学校学习，留下他的朋友和苏柯在家里，苏柯被马

踢伤后死去，他的朋友也不久离开人世。死亡让巴

迪对人生有了新的领悟，这是另一种智慧认知，属于

对人生、生命的认知，他对生命有了更进一步的思

考。这种思考伴随着爱、伤痛和领悟。

在《一个圣诞节》中，巴迪的智慧认知是通过到

大城市去开拓眼界而获取的，并在其成长的过程中

在与父亲冲突的事件里显现出来。平安夜，爸爸在

家里举办了一场晚会，到会的人全都是一些年纪比

父亲大很多的男男女女。父亲和一个比自己至少大

十岁的女子跳舞、拥吻，这让巴迪感到惊讶和愤怒。

接着，巴迪躲在黑暗中，他看到了父亲在圣诞树前忙

忙碌碌地准备圣诞礼物，爸爸的这一举动让他觉得

非常惊讶与痛苦，因为他一直以为礼物都是圣诞老

人准备的。这一系列的事件使他的认知发生改变，

让他感到异常痛苦。小说中，巴迪将礼物打开，用玩

具手枪的枪声惊醒了睡梦中的父亲，他假装不知道

父亲准备礼物的事情，说自己喜欢圣诞老人给的礼

物，还问爸爸为他准备了什么礼物？从这里可以看

出，巴迪对圣诞礼物究竟是谁给的这一智慧认知具

有抵触的情绪，他即使知道真相，也不愿意去面对。

巴迪对圣诞礼物这一认知的抵触，实则是他对父亲

之爱抵触的情感表现。由于从小缺失父母的关爱，

再加上他看到了父亲是靠与比自己年纪大很多的女

人结婚从而维持目前的生活状态的真相后，他表现

出情绪上的抗拒和怨恨。小说最后，巴迪坚持要回

到南方小镇，他在离开父亲的那一刻说道：“我感到一

种最为莫名的痛楚。紧迫的痛感传遍全身。我以为

脱掉笨重的城市皮靴，那折磨人的妖怪，那种疼痛就

会减轻。我脱了鞋，但那神秘的痛楚没有消失。从某

种意义上说，它从未消失；永远也不会。”［４］６０长时间

缺失父爱对巴迪的成长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这种痛楚

刻骨铭心，容易情绪化，从而使他的智慧认知受到影

响。从巴迪身上可以看出，智慧认知与少年儿童的情

感培养有密切联系，不能将智慧认知孤立起来，当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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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认知与情感发生碰撞时，父母的关心与爱是孩子获

取智慧认知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一旦缺失了父母的关

爱，便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孩子的智慧认知。

二、节日里的道德认知

除了智慧认知，卡波特笔下还反映了巴迪道德

认知的建构过程。这是继智慧认知之后的更高的认

知阶段，反映了巴迪即将从知识层面的成长进入到

道德层面的成长中去，这是每一个少年儿童成为社

会化自我的必经阶段。道德认知强调的是道德的完

善和优秀品质的学习，优秀品质包括同情心、宽容、

诚实、正义感等。

《感恩节来客》是一篇强调要具有宽容之心的

成长故事。宽容之心是道德中一项重要的优秀品

质。小说主人公依然是巴迪。巴迪在学校受到同学

奥德·汉德森的欺负，因此想对奥德进行报复。他

极力想寻找报复的机会，表姐苏柯提议让他请汉德

森来家中过感恩节，借感恩节来调节他俩的关系。

当巴迪发现汉德森拿走了他和苏柯一直很珍视的胸

针后，便借着大家吃饭的时候将汉德森偷窃的行为

故意讲了出来。巴迪的行为之所以不道德，在于他

是有意让汉德森出丑，他的报复心理使他丧失了理

智。而之后苏柯却告诉他，要学会宽容，“只有一种

罪不能被原谅，那就是故意的残忍。”［４］１２０苏柯通过

这件事，告诉巴迪宽容比报复的力量要大得多！

巴迪的年纪尚轻，因为阅历和年纪的原因，他无

法理解人生的诸多道理，道德认知需要有一个学习

的过程，巴迪便是在不断的磨砺和学习中成长。并

且，巴迪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其道德认知常常伴随

着内心的痛苦与挣扎，他与汉德森之间的矛盾，其实

也就是学生之间经常出现的恃强凌弱现象，巴迪被

汉德森欺负，客观上看，错确实在汉德森，但如何解

决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是以

暴制暴？还是通过其他更好的方式解决问题？年幼

不谙世事的巴迪想要以牙还牙，他认为这是解决问

题的方法。可看似单纯、与外界交往不多的苏柯却

显然比巴迪要成熟、理智得多，她觉得还有其他更好

的方式可以解决问题，她想要趁着感恩节培养他们

之间的友谊，化干戈为玉帛。小说精彩之处，也是具

有教育意义的地方在于巴迪的思想和行为并没有按

照苏柯的愿望进行。按照科尔伯格道德发展理论，６

岁到１０岁的孩子还处于他律阶段，他们虽然服从权
威，但“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也能对成人的权威提出

质疑。”［５］小说中的巴迪处于这个年龄段，他并没有

一味听从苏柯的安排，并且，他还没有形成一套自律

道德观，无法对事情做到完全合理的处理。汉德森

到他家过感恩节的那天，巴迪根本无法冰释前嫌，相

反，他一直在寻找报复的机会，当机会被他找到，他

便让汉德森在众人面前出了丑。仅从小说的表面上

看，汉德森的行为属于罪有应得，可小说的教育意义

并未停留于此。很多时候，孩子犯错只是表象，那些

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和家庭。汉德森就是这样的例

子。他的性格缺陷来自于社会和他的家庭。他们所

在的家乡阿拉巴马遭遇了大萧条，汉德森的家庭处

于贫困之中，一家十口挤在黑人教堂旁的四间房的

屋子里，他之所以偷胸针，最根本的原因也是因为贫

穷，他没见过那么好看的东西，胸针深深地吸引了

他，以至于让他产生偷窃的念头。追根究底，这也是

家庭原因造成的。试想，一个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

看多了好东西，胸针对他们而言自然不会有太多的

吸引力。并且，从小说中交代的汉德森的情况来看，

他“因为成绩太差和行为恶劣，我们校长不许他再

来上课，所以他冬天就在一个牛奶场做帮手。我最

后一次看到他之后不久，他搭车去了牟拜耳参加商

船队，然后就消失了。”［４］１２１由此看来，汉德森并没有

拥有大好前程。当时年幼的巴迪其实看不到这些问

题，他只能看到事情的表象，他无法理解苏柯的一番

苦心，只觉得自己委屈，苏柯的话也只是模糊地理

解。随着年纪渐长，当他回想起这桩事情时，他意识

到自己当时的错误，“时间过去了，我（巴迪）明白她

（苏柯）是对的。可那时我能理解的，是因为我的报

复失败了，我的方法肯定错了。奥德·汉德森———

他怎么做到的？为什么？———表现得比我好，甚至

比我诚实。”［４］１２０汉德森虽然错在前，可他能在众人

面前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表现出诚实、坦诚的一

面。其实，汉德森的行为意识还与他的年纪有关，小

说中交代汉德森是１２岁，按照科尔伯格道德发展理
论，１０岁到１１岁以后的孩子开始处于自律阶段，他
们对自己的行为已经开始具有了伦理方面的判断，

能决定自己的行为，汉德森已经显示出具有自己的

行为判断，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明显优于巴迪。而

巴迪因为比汉德森年幼，他的年纪还停留在他律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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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故意让汉德森出丑的行为使他的报复显得很狭

隘，显示出他报复的错误方式。巴迪通过这件事情，

其道德认知得到了提升，或许经过是痛苦的，巴迪却

明白了宽容和解决问题的方式的重要性，这或许是

成长需要付出的代价！在痛苦中成长，已经成为成

长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巴迪的道德认知经历了受

欺负———报复———醒悟的过程，亲身经历比起道德

宣讲更让人感受深刻，对巴迪而言是其道德认知建

构的一段重要经历。

另外，小说中还涉及到巴迪的道德情感问题。

道德情感是道德认知的三个方面之一，“道德情感

包括由与道德有关的行为产生的内疚、羞愧或者自

豪等感受”［３］２４０。巴迪在感恩节那天让汉德森出丑

后，其道德情感表现出了一个变化的过程，揭露了汉

德森在偷窃行为之后，他认为苏柯小姐为了帮汉德

森圆谎而觉得苏柯背叛了自己，感到愤怒，到意识到

自己的方法错误而感到模糊的自责和愧疚，再到过

后回忆起来真正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不正确而感到由

衷的内疚和羞愧，这种情感的认知伴随着巴迪成长

的步伐，说明他已经在成长过程中获得了道德认知。

不仅如此，从小说主人公的道德认知情况来看，

巴迪和汉德森的道德认知属于习俗道德水平中的人

际和谐与一致阶段遭遇了困难。劳伦斯·科尔伯格

将道德发展划分为四水平六阶段，分别为：前习俗道

德水平、习俗道德水平、过渡水平、后习俗与原则道

德水平。前习俗道德水平包括服从与惩罚阶段、利

己主义定向阶段，习俗道德水平包括人际和谐与一

致阶段和维护权威与社会秩序定向阶段，后习俗与

原则道德水平包括社会契约定向阶段和普遍伦理原

则阶段。巴迪的情况是属于习俗道德水平中的人际

和谐与一致阶段中遇到了问题，这一阶段要求个体

在社会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这就要求在交往中做

到关心别人、珍惜他人，做到信赖且忠实于伙伴，并

且不断鞭策自己遵守规则和自己内心的期望。对于

年幼的巴迪来说，学校便是一个小社会，意味着他需

要和同学有一定的人际交往，而他无法处理自己与

同学的矛盾，他在报复心理的驱使下已经完全不可

能去顾及对方的感受，当时，他和汉德森之间处于一

种敌对的关系，如何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成为了学

习人际交往的重要一课，也是道德认知的重要一环。

除了巴迪，汉德森也同样在人际和谐与一致阶段中遭

遇了困难，并且，从小说中得知，在他身上是长时间存

在这个问题。他是学校里的恶霸，无论年纪比他大抑

或比他小的学生都害怕他，被他盯上是一件极为不幸

的事，巴迪便不幸成为他的目标。经过感恩节的事情

后，汉德森放过了巴迪，但他依然禀性难移，只是将目

标转移到别的学生身上。对汉德森而言，他的伦理认

知中的人际交往出现困难，他的交往方式便是欺负比

他弱小的同学，用打架等暴力手段与别的同学建立一

种畸形的人际交往关系。从儿童心理学的角度进行

分析，打架其实是汉德森不知道如何与别的同学进行

正常交往的表现，是汉德森想通过打架来与他人交往

并证明自己是强者的一种方式。

道德认知是继智慧认知之后更高层面的认知阶

段，它已经从单纯对知识的汲取转向道德层面的自

我规范与要求，如何从他律到自律的转变，是巴迪和

汉德森面临的下一个认知的重要问题。“所谓他

律，是指青少年对社会道德的认同是建立在对绝对

权力的信任或畏惧之上；而所谓自律，是指青少年对

社会道德的自觉遵守，这种自觉性的来源不是对社

会惩罚性权力的惧怕和畏惧，而是对社会道德规范

的理性接受和认同。”［３］２４１由于年纪的关系，巴迪的

道德认知处于他律的阶段，而汉德森年长，已表现出

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情况，他们两人的道德认知还

处于发展之中。

还需要指出的是，感恩节那天之所以对巴迪和

汉德森的道德认知发挥了积极作用，感恩节这个特

殊的日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感恩节，巴迪

家的亲戚朋友不远万里欢聚在一起，苏柯忙了很久

就是为感恩节准备晚宴，人们沉浸在团聚和幸福当

中。汉德森来到之后，也深受巴迪家温馨幸福气氛

的感染，他早已把自己和巴迪的不愉快抛之脑后，他

沉浸在安娜的钢琴演奏之中，之后合着安娜的琴声

演唱了一曲，这些都让汉德森和巴迪有着与平时不

一样的愉快体验，在内心愉悦的时候的教育效果要

比心理状况不好时的效果要好得多，也因此使道德

认知的建构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三、节日里的社会认知

节日小说的另一个重要的成长认知表现于社会

认知。“社会认知是青少年认知发展的第五个维

度，也是最重要的维度。它包括对他人和社会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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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态度，以及相应的社交能力和社会协调能力的

发展。”［３］２４１不能说巴迪因为年幼便不具备社会认

知，社会认知从婴儿时期便开始了，在人的一生中，

少年儿童处于社会认知的快速发展期。

三篇小说都共同反映了节日里特殊的社会认

知，这种社会认知表现在为节日做准备和节日里与

他人的交往而涉及到巴迪对他人和社会的认识。在

《一个圣诞节的回忆》中，巴迪和他的朋友为圣诞节

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他的意识里，人们因为过节

而变得和善、友好，巴迪也愿意将这份美好传递出

去，他们向每一个人赠送自己制作的蛋糕，包括那些

只遇见过一次甚至是素未谋面的人。在巴迪心中，

人人都是和善的，特别是他的朋友“她”（小说中没

有出现这个朋友的名字），“她”虽然比巴迪年纪大

很多，但在巴迪的心目中，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巴迪最

为珍视的，在小说中，她俨然成为巴迪的成长引路

人，他的社会认知多数源于她。而她是一个什么样

的人呢？她生活在简单之中，经常和巴迪一起放风

筝，生活在两人的天地中，正因为这种简单，使巴迪

感受到那种朴实的快乐，以至于使他对社会的认知

也变得简单。在小说结尾，巴迪去了军事学校学习，

他的社会认知从以家乡为代表的南方社会转移了，

与人的交往增多，小说并没有交代具体情况，但从这

些信息可以推测出来。小说最后，当巴迪得到她不

在人世的消息时，“割去了我生命中不可替代的一

部分，让它像断线的风筝一样远去。”［４］３５由此可看

出虽然环境在变，可巴迪与朋友之间的情谊并没有

发生改变，他对友情的重视也是其社会认知的一个

重要方面。这个朋友同样出现在《一个圣诞节的回

忆》和《感恩节来客》中，并且，这种珍视朋友之间友

谊的主题思想贯穿于三部小说之中，朋友已经成为

巴迪社会认知的重要引路人，巴迪的社会认知无法

脱离朋友对他产生的影响。

另外，文化因素也会影响少年儿童的社会认知。

按照心理学的阐释，“（人的）认知能力的发展不只

是一个简单的增加新技能的过程，还是一个不必要

的技能逐渐消退的过程。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哪些被感知的信息能够被识别，以及如何理解这些

信息。”［１］２１５《圣诞忆旧集》涉及到两种不同的文化。

《一个圣诞节的回忆》和《感恩节来客》反映的是美

国南方文化，而《一个圣诞节》则既有美国南方背

景，又有新奥尔良的美国城市文化。三篇小说针对

不同的文化背景而使巴迪遭遇了不同的社会认知。

在《一个圣诞节》中，巴迪因为经历了两种不

同的文化下成长认知的增长。巴迪从南方乡下进

入到新奥尔良，意味着美国南方文化向美国城市

文化的转变。并且，正因为有两种不同文化的对

比，使巴迪明显地感受到不同文化影响下的人们

之间思想、行为的差异。巴迪的父母离异，巴迪的

童年几乎在美国南方阿拉巴马乡下度过，童年的

他感受最多的是美国南方文化。圣诞节快到了，

巴迪受到父亲的邀请，来到新奥尔良过圣诞节，巴

迪看到了大城市的生活与南方的生活相比，是那

么的与众不同，街上满是各种汽车在跑，人也比南

方乡下多了，特别吸引巴迪目光的是在琳琅满目

的商品中有一架大型飞机模型，而父亲所住的房

子大且气派，“它很可能被当成某个富人的家，或

者，一个品味高雅的人的住所。”［４］５１这些使巴迪开

阔了眼界，但是，他并没有受到城市文化的吸引，

这是因为他内心还是怀念家乡的朋友和生活状

态，怀念家乡为代表的美国南方文化，他对城市有

抵触心理，也使他抵触以城市为代表的城市文化。

巴迪之所以抵触城市文化，除了环境因素以外，对

他影响最大的无疑是父亲。初来乍到的巴迪一开

始并不了解父亲的具体情况，虽然偶尔从母亲那

里得知父亲非常态的生活方式，但他内心深处一

直不愿接受这个事实，不愿揭开这个伤疤。当他

亲眼看到平安夜父亲的所作所为之后，他相信了

母亲的话，只能痛苦地接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对人的认知受到了父亲和他

的那些“朋友”的影响。显而易见的是，巴迪不能

接受这一切。在他的主导意识里，美国南方的生

活方式简单，人与人之间没有那么多“奇怪”的情

感和想法，人们活在宗教氛围浓重的环境之中，崇

尚的是自然与真情，不受过多物质的干扰。而父

亲看似生活在大城市，可他的生活方式显然有着

太多的问题，他为了获得自己想要的富足生活不

惜去与比自己年纪大很多的寡妇结婚，滋润的生

活背后是膨胀的欲望与不择手段。这段社会认知

对巴迪的内心而言是痛苦的，但他又不得不去面

对。最终，经过了这段短暂的新奥尔良之行之后，

巴迪选择了回家，尽管父亲极力挽留他，他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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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继续接受这种城市文化带来的社会认知。或

许，正因为有了两种不同文化的对比，才使巴迪对

自己内心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有了明确的认识。从

客观上看，巴迪因为特殊的家庭情况让他获得了

超出了他实际年纪该有的社会认知，这种社会认

知更多的是对他幼小心灵的伤害。

《感恩节来客》中的巴迪经历了故意在众人面

前让汉德森出丑一事后，他对汉德森的看法发生

了改变，他也认识到自己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有不

妥之处，这便是他社会认知不断增长的具体表现。

总之，三篇小说是巴迪成长的生动记录，小说以

圣诞节、感恩节为背景，分别从节日里的智慧认知、

道德认知和社会认知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指出节日

是儿童成长的特殊时刻之一。在这段时间，巴迪经

历了知识的增长，学会了如何与人相处，知道了宽容

的重要性……这些是巴迪成长过程中至关重要的

环节。

从认知书写解读卡波特小说，可以让我们感受

到一个与《冷血》写作不一样的卡波特———具有成

人的智慧，却同时拥有不老童心的卡波特。从某种

程度上看，巴迪其实带有卡波特自己童年的印记，巴

迪和苏柯的感情实则就是卡波特自己和表姐哈帕·

李之间的真挚情谊。时光荏苒，一切美好的记忆都

存留在卡波特的脑海中，他将这段记忆用文字存留

下来，让我们在阅读这些小说时仿佛看到了卡波特

自己的成长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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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何止“儿童”与“儿童文学”是建构起来的，
“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建构。陶东风在《文学理论：

建构主义还是本质主义》一文里写道：“‘文学’不是

前人留下来的所有文献（这是前文学时代的泛文学

观），而是用‘文学’标准圈出来的部分文献，这个

‘标准’，实际上也就是关于‘文学’的定义，从来都

是，也只能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建构。”［６］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福柯才说，尽管人们早已有了荷马、但丁，但

只是到了１９世纪，才出现了“文学”。［７］

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相对于本质主义思维方

式，建构主义本质论无疑是一次质的飞跃。一种

前卫的理论与方法，理应成为从事文学理论研究

者的利器。朱自强先生凭借其扎实的儿童文学理

论素养，及对西方最新最有影响之理论成果的吸

收与运用，在儿童文学理论建构方面走在了时代

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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