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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童话的真与假

———童话创作中的幻想研究

陈峭燕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 中文系，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４０）

摘要：童话具有幻想性，这种幻想产生于现实生活基础之上，反映现实生活的人生百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

活，是童话用以反映生活的特殊艺术手段。童话创作中需要以“真”的生活为基础和前提，用“假”的幻想进

行艺术构思，来塑造各种童话形象、丰富情节结构、表现理想精神，以达到虚实相生、亦真亦幻的童话效果。

也就是说，童话以幻想的外壳展现真实的世界。没有创造性的幻想，就没有童话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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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话是具有浓厚幻想色彩的虚构故事。在奇妙
的童话世界里，世间万物都充满生命力，到处都充满

神秘的色彩。既有巨人，也有拇指姑娘；只要穿上神

秘的鞋套就能自由进入任何想要到的地方；挥一挥

扫帚就能一飞冲天；握着神笔想画什么就能变什么

……这股超越现实，驾驭自然的力量让我们感受到

童话的独特魅力———幻想。

幻想虽是一种古老的艺术手法，但又具有变化

性，往往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体现出不同的时代色彩。

广义地说，文学创作大多需要借助幻想，但幻想于童

话而言却是核心和灵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可以说

没有幻想的存在就没有童话。儿童的理性思维偏

弱，现实感较缺乏，而童话的幻想往往打破了现实生

活中的各种局限和束缚，带人超越日常状态，放飞心

灵，在理想世界中畅游，这也正好顺应了儿童的心理

特点和思维特性。既然幻想是童话最基本的特征，

童话故事又是如此奇妙，导致人们认为童话故事很

假，远离我们的现实生活，甚至在德语中“欺骗”和

“谎言”的同义词居然是“童话”。可以说，如此的理

解放大了童话“假”的一面，而忽略了童话“真”的一

面，忽视了童话的真实性。心理学研究资料显示，人

类在童年时感性思维特别是想象的比例和成份远远



大于成年时理性思维的成份，而这种天赋和能力随

着人的知识的积累和认知能力的增强会慢慢萎缩和

退化。幻想是我们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人类生活

在现实世界中，人类的幻想也就无法完全脱离现实，

而会以现实为依托，童话作者便在幻想中折射现实、

反映现实。作者借助虚构的童话故事，巧妙地表达

自己对真实生活的理解及体验。洪汛涛先生提出了

童话创作的公式：真→假→真。童话从“真”的生活
出发，通过“假”的幻想处理，来反映“真”的生活，透

过幻想的文本呈现出虚实相生、真假难辨的人生

百态。

一、本“真”是童话幻想的基础和前提

幻想以社会或者个人的理想和愿望为依据，与

真实的现实生活关系密切。童话的发展先后经历了

民间童话（传统童话）、创作童话（现代童话）两个阶

段。从民间童话开始，童话幻想的现实性就已真实

存在。美国研究者凯瑟琳·奥兰斯汀曾论述了“童

话也是历史文献”的观点，她认为童话记载的不只

是广泛人类经验的基本要素，而且是每个时代特殊

事物的详情，也表达出了人类集体想法的真理，即使

这些真理并非永恒而会不断改变。童话部分的魔力

就在于不只能隐约了解当代，且能记录历史。［１］严

格说起来民间童话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

因为它并非专为儿童创作，其叙事对象是普通民众，

讲述的是普通民众感兴趣的话题，民间童话的幻想

就带上了较强的现实烙印，甚至有着较明显的训诫

意味，有些则是教化功能明显的作品，皆是源于现实

的需要，如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一鲜明的道

德主题。贝洛童话和格林童话为凯瑟琳·奥兰斯汀

“童话也是历史文献”这一观点提供了充分的证据。

在贝洛和格林兄弟进行民间童话的搜集整理工作

时，他们小心翼翼地保护了民间童话在口头流传中

的现实与民间的元素。这一时期的童话也没有最终

定型，而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被注入新的现实性元

素，导致我们今天能看到几个不同版本的《小红帽》

《白雪公主》等。可以说，古老童话在千百年的口耳

相授中，每一个故事的讲述者都是它的再创造者，古

老童话不断地得到新的现实内容充实而越来越丰富

起来。

天才童话大师安徒生完成了传统童话向现代

童话的过渡。他认为最奇妙的童话都是从真实的生

活中产生出来，千姿百态的现实生活是童话创作的

源泉。安徒生的经典童话《丑小鸭》给我们讲述的

是一只丑小鸭变为美丽白天鹅的奇特成长过程，但

谁又能否认它不是安徒生个人成长的心路历程呢？

在安徒生后期的童话创作中，幻想的水平线逐渐下

降，其注重重心逐渐往现实方向位移，越来越多地在

童话中引入现实内容。在他的童话世界中，幻想和

现实高度融通，往往将童话主人公置于特定的社会

环境中。又由于作者运用幻想把童话主人公放在非

常态中生活，童话本身也没有失去奇幻色彩。《接

骨木树妈妈》，以幻想的方式真实地反映着人世间

真切的老而弥坚的爱情故事。《卖火柴的小女孩》

揭示了社会的贫富悬殊的问题。如安徒生自己所

言，他的童话不但是给儿童看的，也是给成人看的，

儿童欣赏的是童话故事本身，而成人则品出幻想故

事蕴含的现实深意。《皇帝的新装》历经百年而始

终鲜活生动经典，最重要的原因是童话透过离奇荒

诞的故事将批评的矛头直指人性的弱点。安徒生童

话中，对社会真实现状、人类真实情感的描写比比皆

是，充分反映了他那为社会而写童话的思想。安徒

生通过幻想与现实交织的艺术手法，既能让读者感

受到奇妙故事的魅力，又能从中感受到作者对现实

生活的深入思考。

叶圣陶先生开创了中国的现实主义童话。他最

有影响力的代表作《稻草人》可谓直面人生，首开把

现实生活引入童话创作领域之先河，通过稻草人在

田野里的所见所闻抒写了旧时代现实人生的苦难与

不平。稻草人的物性与人性分别用写实手法和幻想

手法加以表现，使童话幻想丰富奇特但又与现实交

融。张天翼是叶圣陶开创的中国现实主义童话的杰

出继承者，他的童话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批

判精神。《大林和小林》故事情节富有鲜明的时代

特征，故事形象充满了现实气息和幻想色彩，甚至于

有那个时代所特有的强烈的革命、阶级的内容和倾

向。张天翼的《秃秃大王》《金鸭帝国》等童话都通

过童话幻境，表现出旧中国形形色色的人生百态，以

看似远离现实的童话幻想方式介入现实从而反映现

实，通过幻想的童话故事描绘真实的世界。杨佃青

在研究张天翼童话后概括了一个“张天翼模式”，即

“运用张天翼所独有的那种讽刺和幽默的艺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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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从儿童的视角组建充满游戏精神的情节结构，来

展示现实社会的广阔而真实的图景，表现进步人生

的教育主题。”［２］

其实，就幻想的本质而言，它是客观事物在人意

识中的反映。童话的幻想无论如何怪异荒诞，它始

终是作者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假定出来的，可以说

没有生活就没有童话，虚构不等同于脱离现实。

“童话具有还原历史本来面貌的功能，因为它‘如此

可怕地接近现实’，因此它帮助人们认识到‘另外一

种真实’”。［３］文学真实来源于社会真实，社会的真

实映像经过作家的提炼、加工、创造会显得更具有代

表性、典型性，也更有震撼力。童话作家用心观察用

心感受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然后运用幻

想这种思维方式，虚构出一个又一个的奇妙故事。

他们的幻想必定要以现实生活为依托，源于生活又

高于生活。童话作家所要做的工作就是透过“假”

的幻想文本，捕捉现实的“真”，以“假”的幻想形式

表达出来。

二、似“假”的幻想是童话创作之魂

童话之所以成为千百年来老少咸宜的文学样

式，与幻想的魅力息息相关。幻想在童话中的地位

举足轻重，没有幻想就没有童话。在童话中，幻想的

国度无边无际，它不受“自然力”的限制，人们能自

由自在地翱翔，大胆地去设想并创造自己心目中的

美好世界。“幻想通过让人与社会现实产生距离，

通过平凡和神奇的结合，让人获得一种新的感知和

审美体验。”［４］幻想越奇特越富于创造力，其童话作

品就会越具有独创性。

（一）玄思奇想，塑造出精彩的童话形象

幻想是童话创作的艺术手法之一，作家需要借

助幻想去虚构、刻画形象。童话幻想的虚幻本质，使

童话可以不用严格遵守现实逻辑，突破物性，用天马

行空的幻想，托起儿童具有想象力的翅膀。走进童

话世界，我们仿佛掉进了“爱丽丝漫游奇境”的漩涡

中，碰到许多奇珍异宝，遇到各种荒诞怪异的事，感

受这个奇幻疯狂的世界给我们带来的乐趣。童话作

家凭借着天马行空的幻想塑造出一个个精彩的童话

形象，其中数量最多的莫过于拟人体童话形象：会开

飞机坦克的老鼠舒克和贝塔、在森林里成长起来的

小鹿斑比、仗义相助的蜘蛛夏洛、会唱意大利歌剧的

蟋蟀、跟小王子恋爱的玫瑰花等等。作家运用拟人

手法，把童话中的鸟兽虫鱼和各种事物，幻想成像人

类那样有思想有感情，与人类直接沟通。瑞士著名

的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儿童思维与人类原始思维具

有同构对应关系，认为儿童具有自我中心思维、任意

结合逻辑和泛灵观念。童话的幻想需通过夸张、拟

人等艺术手法表现出来。拟人手法契合了儿童的

“泛灵观念”，使拟人体童话形象被小读者乐于接

受。夸张手法又符合儿童的非逻辑思维。而最能充

分满足儿童喜欢幻想、追求新鲜、变化、刺激的审美

心理和阅读趣味的，莫过于那各式各样的超人体童

话形象了，他们最早在神话、传说中出现，后来成为

童话中最常见的形象类型：有知晓谁是世界上最美

丽的女人的魔镜、采集各色云朵来编织云毯的七仙

女、能让阿拉丁实现愿望的神灯、帮助灰姑娘参加舞

会的神仙教母，还有形形色色的女巫、精灵、鬼怪等

等，可以飞天，可以遁地，可以隐身，可以变形。这类

超人体童话形象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借助幻

想创造出来的，直接反映了人类童年时代的思维方

式和精神寄托。而现代童话中的超人体童话形象，

融入了更加独特的现实意义和审美意趣，如为正义

而战的哈利·波特、象征着人类无限贪欲的魔戒。

即便是传统的巨人、女巫、精灵，已不再生活在遥远

的从前，也拥有了现代人的思想和感情，如达尔笔下

的为孩子吹梦的慈善巨人、普雷斯勒塑造的要消灭

邪恶女巫的善良小女巫，等等。

当然，不管是传统童话还是现代童话，都还有一

大形象类型：常人体童话形象。这类童话形象尽管

是生活中的本来面目，作为普通人而存在，但由于身

处童话的幻想世界而表现出与常人的差异。有的常

人体童话形象在作家安排下和超人体童话形象一起

经历惊险奇异的事情，如《宝葫芦的秘密》中的王

葆、《渔夫和金鱼》中的老渔夫。有的和拟人体童话

形象一起活动，如小红帽、骑鹅旅行的尼尔斯。虽然

他们是以常人形象出现，但经过作家的幻想处理，已

不再是现实的常人，而有着奇异的非现实的经历。

还有的常人体童话形象貌似没有发生惊险奇异的故

事，但他们的思想、行为同样被作家进行了幻想化处

理，使他们既有异于真实的常人，又在本质上具有真

实可信性。如《皇帝的新衣》里装腔作势、虚荣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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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皇帝及臣民、豆蔻镇上那些带有儿童思维方式和

行为方式的居民和强盗等等。虽然这些常人体童话

形象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中人，看起来与现实完

全对应，而且他们的奇特行动都有现实依据，但经过

童话作家的幻想处理，让他们在真实中又显得荒诞

离奇，甚至远离了常情常理，从而让这些常人也能充

满浓郁的夸张色彩，成为典型的童话人物形象。

在艺术幻想的渲染下，童话形象各具鲜明的特

征，活跃于童话世界里，使童话充满缤纷的色彩和无

穷的趣味。整个童话世界洋溢着无穷无尽的玄思奇

想，构成了一幅幅奇异美妙的童话图景，在读者心中

留下深刻的印象。

（二）巧思妙想，营造精彩引人的故事情节

“童话是对真实生活的一种假定，在假定中求

真实，先有假设，后有童话。童话通过象征、拟人、夸

张等艺术处理改变了真实的现象。”［３］天马行空的

幻想架构起童话世界紧张曲折、扑朔迷离、引人入胜

的情节骨架，这是童话让读者着迷的一个重要原因。

虽说没有幻想就没有童话，童话的幻想不属于

理性现实，但幻想也有幻想的逻辑，在现实逻辑与想

象虚构的边界之外制造趣味空间，让童话故事既奇

特虚幻，又不致让人觉得是瞎编乱造，而在荒诞离奇

中有着它的合情合理之处。这就要求童话尽可以

虚、幻、奇，但是却不能脱离生活的土壤，幻想与现实

要巧妙融合，才能既不受限于理性与科学主义，又能

最大限度享受自由。如郑渊洁《脏话收购站》的创

作灵感，就是在现实生活中激发出来的。作者目睹

两个年轻人因小事而相互破口大骂、脏话连篇，于是

一直想以此为题材构思一篇童话却未能成功。直到

作者去废品收购站卖废纸，看到收购废品的生动场

面，激起了创作灵感，才写成了这篇童话。有了现实

生活的启发，再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产生幻想，借助

幻想的手法处理题材进而虚构故事情节，于是就有

了虚拟的“脏话收购站”这样精彩引人的故事发生。

作者通过幻想的虚幻世界，以幻想的情景来反映真

实的生活。

同时，幻想还要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幻想虽然

迥异于现实，但仍然遵循客观事物的某些发展规律。

如《木偶奇遇记》，小木偶之所以能开口说话并且最

后能变成真实的孩子，有一个大前提———他是用

“神奇的木头”制作而成。神笔马良能够画什么是

什么，除了他拥有仙人赠送的神笔外，与他擅长绘画

也息息相关。

除此之外，幻想还要基本符合自然规律。幻想

可以不受严格的自然规律的限制，但也不能完全忽

视自然规律，否则幻想就会成为脱缰的野马，把童话

故事引入瞎编乱造的境地之中。如弱小的兔子从来

都只能智胜狮子而不能把狮子吃掉。

当然，作家在虚构奇异的童话故事时，他们所借

助的幻想必须符合儿童的思维规律。比起直观地去

面对现实世界，儿童更容易接受虚构的幻想世界。

英国作家詹姆斯·巴里创造了一个永不长大的孩子

彼得·潘，和代表着童梦之境的“永无岛”。这岛上

既有凶猛的野兽，又有印第安部落，还有可怕的海

盗，也有精灵和美人鱼，集结了经常出现在儿童梦中

和幻想中的童话元素。作者巧思妙想，运用幻想的

艺术手法，把现实生活中的事物拟人化，给万物都涂

上生命的色彩，使故事情节精彩引人，更添趣味性。

一方面，童话通过幻想的艺术让知识经验还不丰富

的儿童更容易理解和阅读；另一方面，童话的幻想中

融合了儿童丰富的内心世界，儿童有了美好的幻想，

童话就能更好地满足他们的情感和理想的需要。幻

想顺应他们的逻辑思维使虚构的故事得以合乎情理

的发展，这样读来童话奇幻的故事情节也会觉得合

情合理。

童话故事创作的“奇妙”原则，注定了故事情节

有很强的虚构性，顺应了儿童爱幻想的天性。童话

是儿童想象力的源泉，只有符合儿童的思维规律，才

能让小读者虽然明知童话故事是虚构出来的，依然

兴味十足的接纳它，感受幻想的魅力。

（三）神思梦想，体现出人类的童年精神

童话立足于现实的幻想性，除了给小读者带来

异彩纷呈的童话形象、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还让小

读者在美丽的幻境中感受美好的童年情怀。“童话

的发源地是每个人的‘纯真的心境’。每个现代人

如果能够稍稍摆脱生活里的‘现实’，追求生活里较

有永恒性的‘真实’，那么，‘纯真的心境’就会出现，

童话也就在他的心里诞生。”［５］童话能唤起人类深

埋心底的一种渴望，这渴望实际就是活跃在童话世

界中的儿童与成人的童年梦想———这就是童年精

８１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神。童年精神中最为重要的基本内容，就是真、善、

美。现代童话主要以儿童为主人公，永远享受童年

乐趣的彼得·潘就是儿童的代言人。彼得·潘不愿

长大，他富有探险精神和自由性格，在他的身上永远

闪烁着童年精神的光芒，集儿童的游戏精神和成人

的童年情结为一体，所以无论是儿童读者还是成人

读者都是如此地喜爱他。

儿童阅读童话特别是现代童话，就等同于通过

童话这一桥梁在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之间自由往

返，有时甚至可以完全沉浸在幻象之中，尽情享受童

年岁月的欢乐。有些童话故事的主人公尽管是成年

人，但因为作者巧用幻想手法，让童话故事充满了幽

默意识和游戏精神，使这些成人也富有儿童情趣，表

现出儿童的天性。如挪威艾格纳的经典童话《豆蔻

镇的居民和强盗》、德国作家凯斯特纳的《５月 ３５
日》，都是作家神思梦想，用儿童游戏性思维来构建

出神奇的童话世界，让儿童在幻想中放飞心灵，让成

人重温美好的童年梦想。最能充分体现人类的童年

精神的文学载体也许就是童话，童话把欢愉的幻想、

神秘的色彩和真切的现实结合起来，充分地体现出

人类的童年精神。儿童通过阅读童话张扬童心，成

人则在童话中追寻已逝的童年。人类永恒的童年精

神把儿童和成人连接了起来，使童话成为儿童与成

人共享的梦想家园。

三、以幻想的外壳展现真实的世界

我们都知道，任何艺术形象都不是凭空产生的，

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在童话创作中，幻想与

现实虚实相生、亦幻亦真，现实与虚幻的高度融通，

让童话故事具有以虚写实，以幻显真的独特艺术

魅力。

文学艺术不是抽象的概念，需要以现实为依托。

幻想作为童话的核心，并不是无本之木。如前所言，

童话中所展现的幻想画面，都是扎根于现实生活这

块肥沃的土壤之中，并在现实的基础上不断成长和

发展。实际上，童话就是借助幻想的艺术去表现生

活中某些事物的本质或是突出事物的特点。就像

《皇帝的新装》中两个骗子深谙人性的弱点，用并不

存在的衣裳骗得皇帝的信任，还让堂堂皇帝赤裸裸

在街上游行，可谓荒唐可笑。安徒生借助夸张的幻

想使童话更添幽默讽刺的意味，而童话最后安排一

个天真无邪的孩子说出了真话，让读者回到现实的

逻辑当中。安徒生把极度夸张的幻想与现实紧密结

合在一起，从而使读者在虚构的童话故事中感受到

童话的真实感。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对童话形

象的刻画也是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进行幻想处理，

让童话形象充满诙谐、讽刺的趣味性。童话中那位

极爱臭美、总以为自己长得很漂亮的鳄鱼小姐的形

象，可谓完美地把幻想的假和现实的真结合了起来。

作者扣住了鳄鱼小姐的女性特点以及鳄鱼的物性，

在符合生活逻辑时又注入童话的夸张虚幻色彩。物

性与人性和谐统一，刻画出来的鳄鱼小姐自然也就

成为典型的童话形象。作品中，幻想的假与现实的

真高度融通，让童话形象体现出真真假假的趣味性，

既有幻想的神奇性，又有现实的真实性。不对现实

生活进行直接描绘，而是借助幻想去虚构“假中有

真”的童话故事，塑造“真中有假”的童话形象，以幻

想的外壳展现真实的世界，间接地反映生活，这就是

童话区别于其他文学形式的特点。

优秀的童话不能只有奇妙的幻境，它的奇幻必

须有现实依托，与现实生活高度融通，即幻想中有现

实，现实中有幻想。虚实相生，亦幻亦真，才能使儿

童在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自由往返后，在喜欢幻想、

追求刺激的心理得到满足后，通过“假”的想到“真”

的，从童话虚拟世界回到真实现实生活。著名作家

罗芙汀的代表作《多立德医生》写于１９２０年。当时
的美国社会贫富悬殊，人们迫切地希望改变自己的

生活境遇，拜金主义盛行。虽然现实社会物欲横流，

但多立德医生与动物们组成了没有金钱的贪欲、利

害的冲突的童话境界。在这个童话境界里，只有相

互间的爱与帮助。在《多立德医生》中，作者对多立

德周围人的言行描写都是写实的，而对多立德与动

物们的言行、情感的拟人化描写，则是虚幻的。幻想

故事与现实故事合理地交织在一起，同时向前发展，

在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同时也增加了童话虚实相生的

艺术魅力。可以说，童话佳作无一例外不是把现实

的真和虚幻的假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透过虚拟

的幻想世界，从而窥见真实的社会人生。

正如孙建江在他的《童话艺术空间论》中认为：

“事实上当童话作者将写实部分放进童话作品的时

候。所谓的‘实’已不是原来的那个实了……从创

作程序上看，写实首先是为了达到总体的虚，然后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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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怎样以总体的虚去反映实（现实），并非写实是为

了直接去反映现实。”［６］这可以说是童话创作中很

重要的一条原则。特别是现代童话，幻想世界与现

实世界不再泾渭分明，两者之间的界限逐渐淡化乃

至消失。现代童话创建了《魔戒》作者托尔金所谓

的“第二世界”，打通了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界

限，幻想直接介入现实，现实直接与幻想衔接，形成

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同时并行、交错存在的双线结

构。童话在并行的两个世界中取得沟通和平衡，让

读者在幻想世界驰骋想象刺激历险的同时又能触及

现实问题。现代童话总会出现合理地链接幻想世界

和现实世界的媒介，如《纳尼亚传奇》的魔橱，躲避

战乱的兄妹们不经意间打开魔橱，就由现实世界进

入了虚拟的冰雪王国，最后又经由魔橱从冰雪王国

回到现实。《哈尔的移动城堡》那带着指针的门，能

把小读者带往四个不同的世界。《哈利·波特》也

是以现实世界连接魔幻世界为舞台背景，哈利·波

特经由９站台，可以自由地在现实世界和魔幻世
界间穿梭，给读者带来强烈的奇异感和新鲜感。而

在魔法学校里，作家构筑了一个复杂完整的虚幻世

界，这个世界有着众多的层次，它由妖精、小精灵、巨

人、马人、普通人和巫师等共同构成，无疑掌握了魔

棒的巫师们是最有力量的层次。哈利·波特经过千

难万险，最终战胜了伏地魔，成为了胜利的英雄。

《哈利·波特》让读者们享受了一场幻想的盛宴，作

者用与现代生活同步的叙述节奏进行着富有瑰丽幻

想的童话创作，深刻地为我们诠释了世界与人生难

题，诠释了“爱才是真正的魔法”的主题。现代童话

打通幻想与现实的界限而创建出的“第二世界”，让

读者充分体会到了“似是而非”的审美特质。

青年作家佘梅溪说：“好的童话无一例外都与

社会现实进行着交织，但童话毕竟是童话，它有着对

美好的虚构，这又建立了其与现实对立的幻界。”［７］

童话的虚幻本质，让童话可以超越现实，体现出与现

实对立的一面，也更好地满足小读者的愿望。《雪

女王》中男孩的心被冰冻住，眼里有着罪恶的镜子

碎片，而拯救他的是女孩格尔达的热泪。《魔戒》中

那枚象征着现代物质文明与人类欲望的陷阱的魔

戒，被主人公弗罗多历尽千辛最终扔进火山得以销

熔。作者通过童话的幻境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和对

美好的憧憬。童话与现实的交织还表现在童话能够

诗化现实。被称为“童话法规制定者”的诺瓦利斯

就认为童话中非现实逻辑的梦幻世界是“诗之诗”，

可以引领人们丰盈精神世界。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幻想是童话创作的核心，本

“真”是童话幻想的基础和前提。童话天马行空的

幻想契合儿童的“泛灵观念”，符合儿童的思维方式

和精神气质。但幻想又立足于生活，现实是童话的

生命根基，作家用超现实的童话故事，间接地反映现

实人生。童话有了幻想，就可以越过现实的“高

墙”，不用受限于现实，可以突破自然物性，越过自

然力，自由自在地翱翔，去探索和创造美好的童话世

界；童话通过幻想进行夸张描叙，张扬童话的游戏性

和趣味性，符合儿童的求奇思维和求趣情感心理；在

童话里，现实的“真”和幻想的“假”和谐统一，幻想

世界源于现实世界、又折射现实世界。童话从“真”

的生活出发，通过“假”的幻想处理，以虚写实，以幻

显真，借幻想的外壳展现真实的世界，充分展现出童

话幻想虚实相生，亦真亦幻的艺术魅力。可以说，没

有创造性的幻想，就没有童话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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