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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儿童科幻小说与童话这两种文学体裁虽然均具有浓郁的虚构性色彩，但二者的创作理念和风格各有

不同，具有独特的个性，主要表现在人物呈现形态、价值取向、文本构建模式以及世界观的不同等。幻想是

儿童科幻小说和童话不可或缺的要素，在科技不断发展的当今社会，儿童科幻小说与童话该怎样利用幻想

更好地适应儿童的心灵世界，更好地契合儿童的喜怒哀乐的审美需求，是儿童文学创作者应该高度重视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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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幻想，是创造想象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种常见
的心理活动。幻想通常是以社会和个人的理想愿望

为依据的，是指向未来的想象。幻想，是人类的一种

珍贵的精神需求，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打破定式思

维，颠覆常人想象，解除思想禁锢。幻想是文学创作

的一种重要表现手法，尤其是深受孩子们青睐的儿

童文学作品。

一、幻想是儿童科幻小说与童话的重要特征

童话、儿童科幻小说等都属于幻想体儿童文学

的范畴，幻想均是其重要的表现手法。分析、探讨幻

想在其中的不同表现，有利于我们对两种文体的准

确认识和把握。



（一）童话与幻想

“童话有一个‘核’，这个‘核’就是幻想。”［１］可

以说，幻想存在于童话的每一个角落。首先，童话中

的人物是虚构的、虚幻的，如《爱丽丝漫游奇境记》

中的那只穿着西服背心、牙齿超级大、戴着眼镜、会

说话的兔子就是将动物幻想化，让它拥有了和人一

样的言行举止。其次，童话中的情节是幻想出来的，

如《同桌的“你”》中爱画画的乐乐在黑板上画了几

只恐龙，可谁知她的同桌森森一触碰到黑板上的恐

龙，恐龙就从黑板里跳出来复活了。其三，“童话是

一种适合儿童欣赏和接受的、具有特殊性幻想的叙

事文学体式”［２］，叙事性决定了童话往往选择特殊

的“道具”作为线索来构建想象世界，如《寻找七色

花的孩子》中，以美美寻找具有神奇力量的七色花

为线索，围绕“道具”七色花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故

事，以“遭遇喷火赤龙”“黑猫的请求”“沼泽绿蟒蛇

赠鳞片”“恶怪章鱼夺七色花”等情节构成一个奇幻

冒险式的寻宝的故事。当然，童话除了人物、情节、

叙事线索具有浓厚的幻想性外，其故事存在环境也

是虚幻的，如《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卡洛尔就为

我们虚构了一个树洞下的神奇世界。其中不仅有穿

着西服背心、戴着大眼镜、会说话的兔子，也有顶着

红色爆炸头的狠毒的“红桃皇后”，还有那些瘦小的

扑克牌士兵，这些都让儿童对树洞世界充满了好奇

与渴望。当然，童话中的幻想并不是完全无拘无束

的，而是有一定现实针对性，这个针对性主要体现在

强调契合儿童的心理想象、注重人性与物性的统一

等方面。如《稻草人》中的稻草人不能走路就体现

了人性与物性的统一；而且，稻草人的一言一行也贴

近儿童生活，儿童能比较顺畅地理解稻草人的所作

所为。

（二）儿童科幻小说与幻想

在儿童科幻小说中，幻想是其除“科”之外的另

一个特性。它要求作品通过幻想，对枯燥乏味的科

学知识进行深入的加工和合理的想象，运用神奇、美

妙的幻想来反映发展中的科学世界和科学技术，预

见由最新科学技术创造的未来世界。可以说，幻想

是儿童科幻小说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首先，在

儿童科幻小说中，其形象往往是具有特殊能力的

“人”和异化了的普通人，如具有超能力的外星人；

能够感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拥有特异功能的变

种人等。其次，儿童科幻小说喜欢创造一些未来的

时间和空间，将儿童带领到一个未来化的虚幻世界，

如郑文光的《太阳历险记》，就写了若干年后人们登

上太阳后的离奇故事。这些丰富的想象、离奇的情

节不仅能够给儿童科幻小说提供虚幻的空间，而且

还能引起儿童浓厚的科学兴趣，激发他们去探索未

来的神秘领域。除此之外，儿童科幻小说对科学知

识的表达是有疆界的，这个疆界就是其包纳的科学

知识必须是有科学理论依据和符合思维逻辑的。换

句话说，儿童科幻小说中的“科学”只不过是作者通

过瑰丽的想象、奇幻的夸张、奇妙的虚构之后，对科

学知识和科学技术做的一个形象化的诠释而已。

二、儿童科幻小说与童话幻想性之区别

儿童科幻小说由于受众与童话重叠，读者在理

解过程中很难接受过于晦涩的科学知识，因此儿童

科幻小说一般被限定在“软科幻”的范围内。但即

使如此，“软科幻”也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了作者的想

象力，至少无法违反日常生活中已被广泛接受的科

学定律。相比童话天马行空般的描绘，儿童科幻小

说更像是在已有的生活常识的基础上，构建属于自

己的“有理有据，使人信服”的故事。

儿童科幻小说与童话这两种文学体裁，由于在

创作理念和风格上有所不同，所以才发展出两种文

学的独特个性，比如人物形象制定方面，故事核心内

容的确定方面，表现形态方面以及世界观方面。

（一）人物形象刻画的区别

一个优秀的作品，人物形象的塑造是一个非常

关键的元素。人物的思想、行为和语言，是推动故事

情节发展的关键，所以设定一个怎样的人物，对童话

和儿童科幻小说非常重要，但无论这些形象是否为

人类，都要以人类为参照，加以人格化的描写，使之

具有人的性格、思想和行为。虽然儿童科幻小说和

童话在人物制定上都要求具有新奇大胆的想象，也

都需要夸张的变形，但是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较大

的区别。

童话中的人物形象可以分为三类：常人体形象、

拟人体形象、超人体形象。常人体形象中的人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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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的人，故事的环境背景都是普通人的生活，虽然

他们都是一些普通人，但是他们的行为、经历、性格

却是极度夸张的，这些夸张使故事更加离奇，更加神

秘，才能使童话充满了幻想色彩。例如在一些童话

故事里，往往以小朋友身边的事情作为故事背景，通

过一些不可思议的经历而达到离奇和神秘的效果，

在《皇帝的新衣》中，皇帝、大臣、骗子们的可笑言

行，让一件根本不存在的新衣具有了很大的魅力。

拟人体形象，是让那些除人类以外的生命体，如动

物、植物和无生命体，如日月星辰、风霜雨雪、山谷河

流，通过拟人化的手法，赋予他们人类的感情、思维

方式和行为语言等，使人性和物性高度地统一，虽然

他们不是人类，却是人类生活的一个缩影。拟人体

形象，是原始思维与儿童思维中“泛灵论”特征相结

合的产物。如《舒克和贝塔历险记》中，舒克和贝塔

开着直升机和坦克漫游世界，作者不仅赋予他们生

命，还通过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一段奇妙的旅程，让舒

克和贝塔从老鼠变成了真正有思想、有梦想的人，简

直就是人类生活的影射。在童话中，拟人体形象的

创作就是为了引起孩子们的注意力和兴趣。超人体

形象，这类人物形象往往拥有神秘的法术或超人的

能力，让他们具有“神”的特性，让儿童读者为之向

往。超人体的形象，虽然是幻想出来的人物，但他们

却经常借助超越常人和自然力的神仙、妖魔或者宝

物来展开奇怪荒诞的情节。如《神笔马良》中的神

笔，马良用神笔画什么就有什么，这在现实社会中无

法实现的，也是无法用自然现象来解释的，但在儿童

的心里，这些确是没有异议的。

童话中的形象与儿童科幻小说中形象体系的侧

重点是不同的。科幻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往往是以

超人体形象为主，这些形象不再像童话那样倚重魔

法和宝物，而是将科学知识作为重点来塑造两类幻

想性较强的人物形象：一类是来自异世界的生物，他

们的外貌、体态以及习性与我们日常人的生活是完

全不同的，而且他们永远都拥有人类无法获得的神

奇力量，例如外星人，或者更为神秘的生命体。第二

类就是来自常态世界的玩具、动物或者其他东西。

例如《机器人俾斯麦》中的俾斯麦，他是一个能控制

人类饮食的机器人，能精确地计算出食物中的卡路

里，同时，他也通过控制人类的饮食来操控人类的生

活，从而达到操控人类的目的。

（二）价值取向上的区别

虽然童话和儿童科幻小说都在讲故事，可是他

们之间的故事核心内容却千差万别，童话是儿童天

然的精神食粮，承载着儿童童年时候的梦想，而童话

中所存在的真善美就在那些无尽的幻想中彰显出

来，开启了儿童对于道德智慧最初的一个认识，并在

潜移默化中为儿童道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激发了

儿童道德情感，促使儿童在阅读童话的同时学习道

德知识。概而言之，童话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教育有

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童话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儿童在

奇怪、紧张、夸张、怪诞的故事情节中学习到基本美

德，如诚信、勇敢、坚毅、善良、合作、宽容等。如《木

偶奇遇记》中的匹诺曹形象，就是让儿童从匹诺曹

说谎鼻子就会变长的夸张情节中，学到做人要诚实

的道理；在《双头蛇的小秘密》中，儿童可以通过双

头蛇从互相讨厌到团结一致打败巨蟒中获得道

理———团结就是力量，宽容是美德。虽然童话中的

故事都带有幻想性，可它们却以独特的艺术方式，将

儿童引导到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思考中去。

再看看儿童科幻小说，它的故事核心内容却不

在教育上，而在“科”上，即落脚到对儿童进行科学

知识的感染和熏陶上。无论是什么样的儿童科幻小

说，它都必须包含一定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技术，没有

科学知识的儿童科幻小说，根本就不能够算作儿童

科幻小说。在儿童科幻小说中，科学知识要贯穿全

文，是能够牵引全文的一个重要支点。儿童科幻小

说中的科幻内容并不一定要完全同现实生活中的一

样，它只需要符合现代科学发展观，对当今的科学方

向和科学发展的趋势有一定的预测，在现有的科学

基础上进行恰当的幻想，将科学知识渗透到儿童科

幻小说的创作中。例如《时间皱褶》里面的超立方

体星际旅行机，就是一个可以在五维空间中来回穿

越的机器，一穿越就是几亿光年。虽然现在的科学

还并未有能够快到超越光年的旅行机，但追求高速

却是人类科学发展的梦想，所以超立方体旅行机完

全可以在儿童科幻小说中存在，并以幻想的方式进

行描述。

（三）表现形态上的区别

童话是非写实的，在写作上常常具有结构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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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化特征，且童话一般来说都以短篇居多。所以，这

就要求童话作者在写作时做到节奏紧凑，在有限的

字数里完成一个精彩的故事。然而童话不管如何创

作，总摆脱不了结构上的模式化痕迹，如大团圆结局

童话、三段式童话、循环式童话、灰姑娘型童话等。

在《白雪公主》中，白雪公主在后母妒忌下被迫离开

家遇到善良的七个小小矮人，而后又被恶毒的后母

毒害，最后遇到王子，打败后母，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这个故事就是典型的“大团圆结局式”童话。而儿

童科幻小说则是以小说的写实手法为主，尽量不以

模式化方式呈现。因此，在写作风格上往往注重个

性，重视细节、场面的描写，强调情节的逼真感。例

如《魔鞋》，作者就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魔鞋的用

法，这种鞋用人体的生物电流来自动操纵，大脑的生

物电流通过神经系统迅速传递到脚上，鞋底有一台

微型信息感受器……总之，儿童科幻小说在表现形

态上更加自由和多样化。

（四）生存空间上的区别

在童话世界中，现实世界与幻想世界都处于相

同的次元，都处于一个平台之上，它总是力图在孩子

眼前构造一个非日常，但又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

一元世界。例如《魔法师也有微博》中，作者就将现

实中流行的微博带入了一个充满魔法的世界，魔法

师用微博专门记录她研制魔法的心得，还通过微博

给照片施加魔法，让网友看到照片的魔法效果，并且

邀请他们来魔法城堡参观，以增加粉丝量。这些贴

近现实生活的内容，让童话充满了生活的气息，符合

了孩子们对现代生活的审美和了解，巧妙地将幻想

与现实融为一体。

儿童科幻小说的世界观是多元次的，幻想与

现实之间的界线清晰可辨，因此，对于神秘之境的

存在颇有惊讶之感。儿童科幻小说是以幻想为依

托，追寻幻想的痕迹，构造出一个超自然的神秘之

境，儿童科幻小说通过构造不同的通道，来连接幻

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隔阂，例如《快乐星球》系列

儿童科幻小说，就为我们创造除了一个神奇、神

秘，富于科学创造的快乐星球，快乐星球上住着幽

默的老顽童爷爷、拥有超人智慧的多面体、假小子

莲蓉包以及爱哭鬼冰柠檬，他们在小说中是幻想

出来的外星人类，而阳光小学四年级学生丁凯乐

则是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个体，他可以通过

老顽童爷爷给的项坠，通过电脑时空隧道，自由地

在现实世界和快乐星球中来回穿梭，并且将快乐

星球发明的东西带到现实世界，以解决他在现实

生活中遇到的难题。又如可以在星际间旅行的超

立方体，它为我们构筑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界”，

它与我们这个实际存在的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

系，让我们在现实与幻想中体验幻想与现实世界

的落差，从而重新认识现实世界。

幻想是儿童科幻小说和童话不可或缺的要素，

扼杀幻想就意味着扼杀儿童科幻小说和童话。在科

技不断发展的当今社会，儿童科幻小说与童话该怎

样利用幻想更好地适应儿童的心灵世界，更好地契

合儿童的喜怒哀乐的审美需求，是儿童文学创作者

应该高度重视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值得推敲的实

践问题。笔者拟以此拙文对其进行粗略的尝试，姑

且算是抛砖引玉吧！敬请大方之家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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