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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哲学与儿童文学关系的再认识

———以马修斯的“儿童哲学”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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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儿童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儿童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由于对儿童哲学内涵理解的不同致使

儿童哲学与儿童文学的关系也比较模糊。马修斯的儿童哲学观中蕴含了广义儿童哲学的三层内涵———儿

童的哲学、儿童的哲学教育以及童年哲学。从这三个层面的儿童哲学来看，童年哲学是儿童文学的立足点，

儿童的哲学教育是儿童文学的教育内容，儿童的哲学是儿童文学的内在气质。

关键词：儿童文学；儿童观；马修斯；儿童哲学；诗性哲学

中图分类号：Ｉ１０６．８；Ｇ６１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６３９（２０１７）０４－０００６－０５

ＤＯＩ：１０．１４０９１／ｊ．ｃｎｋｉ．ｋｍｘｙｘｂ．２０１７．０４．００２

Ｔｈ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ｆｏ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Ｍａｔｔｈｅｗ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ｆｏ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ＬＩＵＣｈｏ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Ｈａｒｂ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ｒｂｉｎ，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１５００８６）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ｆｏ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ｈａｓｂｅｅｎｉｎｅｘｔｒｉｃａｂｌｙｌｉｎｋｅｄｗｉｔｈ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ｄａｔｅｏｆｂｉｒｔｈ．Ｈｏｗｅｖｅｒ，ｄｕｅｔｏ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ｆｏ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ｆｏ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ｓａｌｓｏｂｌｕｒｒｅｄ．Ｍａｔｔｈｅｗ′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ｆｏ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ｃｏｎｔａｉｎｓ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ｃｈｉｌ
ｄｒｅｎ′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ｎｄ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ｍ，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ｉｓｔｈｅｆｏｏｔ
ｈｏｌｄ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ｉｓ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ｓｔｈｅｉｎｎｅｒｔｅｍｐｅｒａ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ｕｔｌｏｏｋｏ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Ｍａｔｔｈｅｗ；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ｆｏ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ｐｏｅｔｉｃ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一、前言

“儿童哲学”诞生于 ２０世纪 ６０年代的美国，
是由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教授马修·李普曼

（ＭａｔｔｈｅｗＬｉｐｍａｎ）在对美国教育进行反思时创立
的。“儿童哲学”这一概念在他１９６９年的著作《聪
聪的发现》（ＨａｒｒｙＳｔｏｔｔｌｅｍｅｉｒｅ′ｓ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中首次使
用。李普曼最初建立的“儿童哲学”是一种思考训

练项目，即从儿童的年龄特点出发，以群体探

究———对话的方式提升儿童的思维能力，从而使

儿童获得优质思维培育。在思维训练过程中，李

普曼倡导用能启发儿童思考的哲理小说来进行儿

童哲学实践，并针对幼儿园到中学每个阶段儿童

的不同特点创作了一套儿童哲学的经典教材

（ＩＡＰＣ），其中《聪聪的发现》就是针对小学五、六
年级儿童创作的哲学教材，可见儿童哲学自诞生

之日起就与儿童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其实

哲学自诞生之时就伴随着文学。哲学家基本都要



依赖文学来描述自己的哲学思想，如古希腊爱利

亚派的巴门尼德关于“存在”的思想是在其哲学诗

《论自然》中呈现的；柏拉图尽管贬低文学、主张

驱逐诗人，但他的哲学作品却充满了诗的语言，最

终把诗作为把握理念的一个桥梁；近代的尼采则

以格言的方式用令人信服的比喻和象征来表现深

邃的哲学思想等，这些都说明哲学家的思想需要

借用文学的外衣予以阐明和传播。从另一方面

看，文学作品中也必定有哲学的影子，文学需要借

助哲学升华自身的深刻，以哲学观点为精神支柱。

儿童哲学和儿童文学的关系虽然与哲学和文学

的关系基本一致，但笔者认为要考查二者的关系要

回归概念本初来进行探讨，由于儿童哲学这一概念

诞生比较晚，对这一概念的理解还有诸多不同，笔者

将以马修斯的“儿童哲学”的内涵为出发点来探讨

儿童哲学与儿童文学的关系，旨在厘清儿童哲学概

念，并为儿童文学的本质、阅读、创作等研究提供有

益的路径。

二、马修斯的儿童哲学

马修斯（Ｍａｔｔｈｅｗｓ１９２９—２００１年），美国当代哲

学家，儿童哲学的先行人，与李普曼齐名。他继李普

曼提出儿童哲学这一理念后对儿童哲学进行了系统、

科学的阐述。马修斯对“儿童哲学”的思考恰恰起源

于其４岁女儿做的“第一跳蚤”的“哲学思考”，从而
意识到因果关系不能无限后推的哲学道理。这一发

现不仅让马修斯对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产生质疑，也

让他找到在大学哲学课堂使学生能重新认识哲学的

方法。人们对马修斯“儿童哲学”的理解大都建立在

他“童年哲学”基础上，认为“童年哲学”是其儿童哲

学的全部，其实在笔者看来则不然。马修斯共出版了

三本儿童哲学著作———《哲学与幼童》（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ｔｈｅＹｏｕｎｇＣｈｉｌｄ）、《与儿童对话》（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ｗｉｔｈ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和《童年哲学》（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Ｃｈｉｌｄ
ｈｏｏｄ），虽然马修斯并没有对三本著作的内在联系给

予说明，也并没有对“儿童哲学”或者“童年哲学”下

明确的定义，但就笔者看来，马修斯的三本哲学著作

分别对“儿童的哲学”“儿童哲学教育”以及“童年哲

学”三部分内容进行了深刻的思考，而这三个部分恰

恰构成了广义的儿童哲学内涵。

（一）《哲学与幼童》———儿童的哲学

马修斯在第一部著作《哲学与幼童》中列举了

大量从生活中收集的关于儿童亲自做哲学的案例，

想向所有的人论证“儿童天生即哲学家”这一观点。

他认为“天真烂漫的儿童对宇宙、周围一切事物所

萌发的种种困惑、疑问、匪夷所思的想法，都含有探

索真理的意味，符合深奥的哲学原理”［１］５３，儿童运

用哲学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儿童有自己的哲

学———儿童的哲学。同时，马修斯认为儿童的哲学

起源于对周围世界的困惑，而困惑的产生就像儿童

涂鸦一样，完全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儿童的“哲学

常常是游戏，概念的游戏”［２］３４，这种游戏与其他游

戏一样，做起来轻松、愉快。游戏中，他们不仅能自

然而然地从生活的困惑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甚至

还能进行类似哲学家的推理和思考，并进行评价。

如书中开篇，马修斯就例举了蒂姆“我怎么知道我

现在是不是在做梦”的疑问，经过自己短暂思考后

又做出“噢，我并不认为一切都是梦，因为人在梦

里，不会四处询问这是不是梦的”［２］１６的解答，而这

一解答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有异曲同工之处。

从这个例子也能看到，儿童的哲学对于成人来讲往

往是带有挑战的，马修斯呼吁成人要接受、支持儿童

的哲学游戏，保护好儿童这种独立的智力探索精神。

如果说之前的李普曼儿童哲学强调的是让哲学走进

儿童的世界的话，那么马修斯的儿童哲学则强调了

哲学是从儿童的世界走来的，如果否定了这一点就

否定了人类哲学产生的自然背景。可见马修斯从思

考儿童哲学开始就信奉着、尊重着、理解着“儿童的

哲学”（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二）《与儿童对话》———儿童哲学教育

马修斯第二本著作《与儿童对话》叙述了马修

斯在苏格兰爱丁堡圣玛丽音乐学校与一群８～１１岁
儿童所展开的对话场景。马修斯在书中序言说明了

其写作的两点目的：一是让成人对令人着迷的哲学

问题产生兴趣，并能帮助他们与小孩共同思考；二

是尽可能生动地描绘出与儿童相处（做哲学）的不

同之处，即“不强求实验者接受任何事物，不强求初

学者接受教师的意见，也不强求他们接受任何爱或

者关怀”［１］３。马修斯利用自创的教学技巧，通过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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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故事的开头，引发儿童的思考，开展与儿童、儿童

间的长时间哲学对话，并让儿童自己续写故事。这

些引发思考和对话的故事有些是经典的儿童文学作

品，如《青蛙蟾蜍好朋友》《奥兹玛公主》《森林大

熊》；有的是马修斯自己创作的思考故事，如关于

“时光旅行”的《白色大门》，以及“关于狗的故事”

“关于花是否会快乐的故事”等。通过提供的这些

故事材料，马修斯使哲学课堂上的议题丰富，儿童展

开的哲学对话自由、开放，教师与儿童之间也都做到

相互尊重，为一起处理纯真而意义深远的哲学问题

提供各种可能性。在这一层次上马修斯与李普曼所

提倡的“儿童哲学计划”具有一致性，体现了如何与

儿童一起做哲学，凸显了儿童哲学教育的意义。而

且马修斯还通过实例生动展示了做哲学过程中“作

者与儿童相处的独特性，借以表明其所建构的对话

氛围是最适宜激发儿童哲学思考的”［３］２６１。

（三）《童年哲学》———关于儿童哲学

《童年哲学》是马修斯的第三部著作，该书详细

阐述了其童年哲学思想。人们通常把他的第三部著

作的名称———“童年哲学”（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ｆｏｒＣｈｉｌｄ
ｈｏｏｄ）视为他关于儿童哲学涵义的最终解读。在这
部著作中，马修斯讨论的内容大都是由其倡导的

“童年哲学中的议题”两次研讨会中的主题，如“道

德发展”“小孩的权利”“童年与死亡”“儿童艺术”

等。他还期望与更多的研究者一起把童年哲学推动

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他说：“童年是历史的、文化

的、也是哲学的、值得讨论的。”［４］１０从这些观点来

看，马修斯所指的“童年哲学”是成人对儿童道德、

文学、艺术等精神领域的认识，强调的是“与儿童一

起探究哲学本身，发挥哲学的内在魅力，积极探索儿

童自己的哲学世界”［３］８。而且在现实中，马修斯还

在蒙特荷里约克学院开设了“童年哲学”课程，可见

马修斯的“童年哲学”是关于儿童的哲学，是成人的

思考，也是成人应具有的一种儿童观。当然，马修斯

童年哲学的观念并非首创，在他之前的李普曼也曾

提出可以尝试把童年哲学视为与宗教哲学、科学哲

学、艺术哲学等并列的正规哲学分支，但李普曼把更

多的注意力还是放在了对儿童进行思维训练的基础

上，而马修斯则致力于开拓童年哲学的生存空间，并

一直在这一道路上延续。

当然，马修斯这三本儿童哲学著作所体现的关

于儿童哲学的三部分内涵并不是彼此割裂的，而且

每部著作也不只单一地论述了儿童哲学内涵的一个

部分，其实在每本著作中都体现了儿童哲学三个层

面的内涵。笔者这里这样划分，只是为了能清晰凸

现马修斯儿童哲学的内涵，同时也想强调儿童哲学

不能狭义地等同于其中任何一个部分。如果把儿童

哲学这一概念也作广义和狭义之分的话，“儿童的

哲学”“儿童哲学教育”“童年哲学”每个部分都可以

做狭义儿童哲学的理解，如李普曼所倡导的“儿童

哲学计划”，就是一种儿童哲学教育，国内外大多研

究者关于儿童哲学的探讨都是建立在这一层面。而

马修斯儿童哲学的内涵则更为广阔、全面，是一种广

义的儿童哲学理念。

三、从儿童哲学的三层内涵看儿童

哲学与儿童文学的关系

　　儿童文学是以儿童为对象，为儿童创作、适合儿
童阅读的具有独特艺术性和丰富价值的各类文学作

品的总称，是儿童最早接触的艺术样式之一。儿童

文学以其丰富的内容、优美的语言、浪漫幽默的气质

吸引着无数儿童，无论是神秘的神化传说，还是幻想

四溢的童话；无论是充满意境的童诗、童谣，还是图

文并茂的图画书，儿童都能在其中找到快乐的源泉，

使儿童在精神上获得丰富的滋养。在厘清儿童哲学

含义的基础上，探讨儿童哲学与儿童文学的关系不

仅使人们认识到儿童文学作为儿童哲学载体的重要

性，更能让人们意识到儿童哲学对于儿童文学创作、

教育等过程中的意义。

（一）从“童年哲学”的角度看，儿童哲学是儿童

文学的立足点

朱自强说：“儿童文学的本质研究必得以儿童

哲学为自己的根本立足点。”［５］５这里的儿童哲学就

是从童年哲学这个角度来看的。刘晓东对童年哲学

的进一步解释是，童年哲学是与科学哲学、历史哲

学、宗教哲学等学科类似的哲学分支。主要研究童

年概念、童年的历史、童年的比较文化研究、儿童的

权利、儿童的艺术、儿童的社会地位、儿童认知和道

德发展的理论流派等问题。［６］其实童年哲学就是成

人的一种儿童观，即“成人对儿童生活和心灵世界

８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７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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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这种儿童观不仅为理解儿童提供基础，也是理解儿

童文学本质、决定儿童文学作家创作和未来儿童文

学发展动向的立足点。

“儿童观是儿童文学的起点。”［５］３３有什么样的

儿童观就会造就什么样的儿童文学，儿童观总是制

约着儿童文学的发展，无论中国还是外国都是如此。

如在西方社会中，１７世纪前属于传统基督教时期，
清教徒的儿童观是传统基督教观点，认为儿童带有

原罪，儿童的心灵需要改造，儿童的幻想需要压制，

清教徒们为儿童写的书大多教诲儿童要遵循上帝的

指引，帮助他们走入“正途”，还把圣经故事读本纳

入教育轨道作为儿童的读物。到１８世纪，卢梭首次
“发现”儿童，引来许多作家表面地效仿卢梭的教育

论，形成了教训主义的儿童观，他们的作品大都否定

儿童的想象力，强调知识的传达和道德教育。到了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给儿童文
学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产生了“童心主义”的儿童

观，作家通过儿童文学作品对成人生活世界进行批

判，把童心视为逃避现实世界的理想国，如金斯莱的

《水孩子》、巴里的《彼得·潘》等。到了 ２０世纪，
“儿童本位”的儿童观形成，成人作家更多关注现实

生活中的原生态儿童，“并在解放和发展儿童的过

程中，将自身融入其间，以保持和丰富人性中的可贵

品质”［５］４１，这一儿童观出现致使儿童文学在２０世
纪得以兴盛发展起来，林格伦的《长袜子皮皮》《小

飞人卡尔松》《淘气包埃米尔》就是这一时期优秀的

儿童文学作品。中国儿童文学是伴随着五四新文化

运动诞生的，在受西方儿童文学的影响下，周作人在

２０世纪初中国儿童文学的初创时期就有了“儿童本
位”的儿童观，鲁迅先生也在“救救孩子”的呼吁中

对中国传统的儿童观进行批判，但是由于封建社会

核心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礼教、文学等

的影响，在真正的儿童文学实践中，我们的儿童观长

期与周作人提出的“儿童本位”相背离，传统的“成

人本位”的儿童观时至今日影响仍旧存在。

朱自强先生在《经典这样告诉我们》中说道：

“建立科学合理的儿童观是儿童文学本质研究的重

中之重”。“作家持有什么样的儿童观，即对儿童采

取什么样的态度，不但决定了儿童文学的发生与发

展，而且直接制约着儿童文学的美学倾向和艺术风

格。”［５］６可见，在儿童文学理论上，尤其是在儿童文

学本质论上，对儿童哲学的认识是最为根本的出发

点，儿童哲学与儿童文学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因果

逻辑。

（二）从“儿童哲学教育”的角度看，儿童哲学是

儿童文学的教育内容

自李普曼创立儿童哲学开始，儿童哲学主要指

的就是“儿童哲学教育”，即通过儿童哲学课程帮助

儿童学会思维（其中批判性思维是关键），为儿童哲

学的发展开创了一个具有前景的教育领域。随着研

究和实践的不断深入，儿童哲学教育已经超越了之

前狭义的思维训练，而走向“从儿童的天真好奇、乐

于追问的天性出发，有意识地建构一种提升儿童思

维水平、启迪儿童智慧发展、激发儿童探究欲望和激

情的哲学素养教育”［８］。但无论是李普曼最先倡导

的儿童哲学思维训练课，还是之后的哲学素养教育，

在教育过程中都离不开能够激发儿童思考兴趣的媒

介，其中最好的媒介就是儿童文学。

汤素兰说：“儿童文学和儿童教育有着千丝万

缕的关系。儿童文学不一定要有教育性，但是，儿童

文学总是在起着培养和教育儿童的作用。在为儿童

编写的教科书中，很早就引进了儿童文学作品。”［９］

儿童文学包罗万象，天文地理、草木鱼虫，存在的、不

存在都可以纳入其中，儿童通过各种方式接触的儿

童文学作品，能使他们获得科学、艺术、社会等各方

面教育的滋养，当然这里也包含哲学教育，所以说儿

童哲学是利用儿童文学对儿童进行教育的一个方

面。反过来，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儿童文学也

以其独特的魅力和优势使儿童哲学教育得以实现。

前文我们提到哲学与文学相关的紧密性，但并不是

所有的哲学思想都一定要靠文学来表达，但儿童哲

学与哲学不同，它则一定需要借助儿童文学的力量，

这是由儿童本身的思维特点决定的。儿童的思维直

观、形象，富有幻想和诗意，而想象自由奇特、情节曲

折跌宕、人物形象生动、语言幽默诙谐的儿童文学不

仅能受到儿童喜爱，其中蕴含的哲理也可以引发儿

童的思考和想象，而且儿童文学能把形象与抽象很

好地融为一体，这也为儿童做哲学思考提供了条件

和空间。李普曼为儿童哲学课的开展创作了一套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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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哲学的经典教材（ＩＡＰＣ），这套教材基本都以儿童
小说的体裁出现。马修斯在与儿童做哲学时也列举

了很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或者根据课程需要自

己创作了一些思考故事，还让儿童通过讨论和思考

后再进行续编、创编故事。台湾毛毛虫儿童哲学基

金会创办人杨茂秀也为其儿童哲学课堂创作了大量

的儿童文学作品，其中《高个子与矮个子》《我们教

室有鬼》受到众多儿童的喜爱，可见儿童文学对儿

童哲学教育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三）从“儿童的哲学”的角度看，儿童哲学是儿

童文学的内在气质

儿童的哲学就是儿童自己的哲学，是“儿童关

于世界的观念，既包括儿童的好奇、困惑、探究，也包

括他们对世界的理解与阐释”［６］。马修斯认为儿童

具有天生的质疑精神，儿童的哲学是从他们对现实

生活中的困惑开始并与游戏紧密相连，成人应该尊

重、支持、理解儿童的哲学，与儿童进行平等的对话，

甚至还要向儿童学习，聆听他们的声音。儿童的哲

学同成人哲学一样，涵盖很多领域，如科学、伦理学、

艺术、宗教、文学等，这些构成儿童的整个精神世

界［６］，而儿童文学就是体现儿童整个精神世界的一

个广阔平台。马修斯在《童年哲学》引言中说：“我

的确清晰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有一连串重

要的儿童文学作品真正地具有哲学气息。”［４］５

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一定是受儿童喜爱的作

品，评价作品的主体永远是儿童而不是成人。而优

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受到儿童的喜爱，必定

展现着儿童的精神世界，无论从作品的内容、情节、

语言或者图画都是儿童能够理解、接受，符合儿童审

美需求。其中，幻想就是儿童文学与儿童精神世界

的主要桥梁。“幻想是儿童心灵的主要本领和力

量，是心灵的杠杆，是儿童精神世界和存在于他们自

身之外的现实世界的首要媒介。”［１０］儿童的思维特

点决定了他们总是用疑问的眼光审视周围的一切，

这种疑问不是建立在逻辑推理上的理性思考，而是

一种原始的、自然的带有幻想性和诗意的思考。［１１］

刘晓东教授也指出：“在主客体关系的演进过程中，

儿童的哲学是从诗性的哲学走向概念化的系统的哲

学，从幻想走向现实。”［６］儿童幻想式的趣味和诗性

的人文色彩正是儿童文学所应具有的内在气质。马

修斯在他的儿童哲学课堂中经常引用的儿童文学作

品———《青蛙和蟾蜍好朋友》《公主的月亮》《奥兹玛

公主》《夏洛的网》等都是能引发儿童趣味思考的儿

童文学作品中的珍品，他自己虽然不是儿童文学作

家，但在为儿童创作的故事过程中，他也在努力遵循

着儿童的思维、儿童的逻辑和儿童的语言，从而引出

儿童与哲学相关的思考和对话。儿童文学能为儿童

建构一个具体、直观、奇幻、诗性的童话世界，这正与

儿童的诗性哲学思维特点相吻合，使儿童的精神能

在儿童文学中得到欢快而自由地畅游，而优秀的儿

童文学作品也必定是儿童精神世界中诗性哲学的集

中体现，其中天马行空的幻想、质朴清新的自然、无

拘无束的自由、幽默夸张的欢愉、清澈见底的纯真都

能够给儿童诗性的哲学以永恒的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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