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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禁忌空间的突围与防守

———以汤汤的 “鬼童话”系列作品为例

贾　珊
（兰州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００）

摘要：儿童文学对空间的审查历来是严格的，其普遍的空间背景是诸如学校、卧室、后花园等一般意义

上的安全之地，不过随着成人儿童观的发展，许多从前被视为童年禁忌的空间也逐渐成为儿童文学的书

写对象。汤汤的 “鬼童话”系列作品将鬼怪灵异空间引入儿童文学，是站在儿童立场对传统童年禁忌空

间的一种突围，此外，其艺术化的处理方式使得这一空间摆脱了可怖性并成为安置儿童的安全之地，也

是站在成人立场对童年禁忌空间的一种防守。

关键词：汤汤；鬼童话；童年禁忌空间；空间界线；突围与防守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６３９（２０１９）０５－００１１－０４

ＤＯＩ：１０１４０９１／ｊｃｎｋｉｋｍｘｙｘｂ２０１９０５００３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ｎｄＤｅｆｅｎｓｅｏｆ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ＴａｂｏｏＳｐａｃｅ：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
ｔｈｅＧｈｏｓｔＦａｉｒｙＴａｌｅｓｂｙＴａｎｇｔａｎｇａｓ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

ＪＩＡＳｈ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ＬｉｂｅｒａｌＡｒｔｓ，Ｌａｎ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ｎｚｈｏｕ，Ｇａｎｓｕ，Ｃｈｉｎａ　７３０００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ｃｅｎｓｏｒｆｏｒｔｈｅｓｐａｃｅ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ｈａｓａｌｗａｙｓｂｅｅｎｓｔｒｉｃｔ．Ｉｔ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ｐａｃ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ｉｓａｓａｆｅｐｌａｃｅｉｎ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ｅｎｓｅｓｕｃｈａｓｓｃｈｏｏｌｓ，ｂｅｄｒｏｏｍｓ，ａｎｄｂａｃｋｇａｒｄｅｎ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ｖｉｅｗ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ｄｕｌｔ，ｍａｎｙ
ｏｆｔｈｅｓｐａｃｅｓｗｈｉｃｈｈａｄａｌｗａｙｓｂｅｅｎｒｅｇａｒｄｅｄａｓ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ｔａｂｏｏｓｓｐａｃｅｈａｖｅ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ｂｅｃｏｍｅ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ｓｏｆｗｒｉｔｉｎｇ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ｌｉｔｅｒａ
ｔｕｒｅ．Ｔｈｅｇｈｏｓｔｌｙｓｐａｃｅｓａｒ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ｉｎｔｏ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ｇｈｏｓｔｆａｉｒｙｔａｌｅｓ”ｂｙＴａｎｇｔａｎｇ．Ｉｔｉｓａｋｉｎｄｏｆ
ｂｒｅａｋｏｕ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ｓｓ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ｔｏ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ｔａｂｏｏｓｐａｃｅ．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ｉｔｓａｒｔｉｓｔｉｃ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ｍａｋｅｓｔｈｅｓｐａｃｅｓｇｅｔ
ｒｉｄｏｆｔｈｅｈｏｒｒｏｒａｎｄｔｏｂｅｔｈｅｓａｆｅｐｌａｃｅｓｆｏ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ｎｄｉｔｉｓａｌｓｏｔｈｅｄｅｆｅｎｓ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ｔａｂｏｏｓｐａｃｅｉｎｔｈｅａｄｕｌ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ａｎｇｔａｎｇ；ｇｈｏｓｔｆａｉｒｙｔａｌｅ；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ｔａｂｏｏｓｐａｃｅ；ｓｐａｃ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ｂｒｅａｋｏｕｔａｎｄｄｅｆｅｎｓｅ

一、童年禁忌空间的一种：鬼怪灵异空间

关于童年禁忌的概念，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学者

方卫平教授曾对其作出这样的界定： “所谓 ‘童年

禁忌’是指在特定的社会和历史环境中，成人基于

特定的童年观及对儿童成长的文化期望、价值要求

等所建立并存在、渗透、体现于儿童日常生活中的

种种禁止的统称。”［１］由此可见，在由成人和儿童所

组成的社会权力结构中，成人作为权力的主导方基

于保护儿童的观念强制性的为儿童设定了颇多禁忌，

空间禁忌是种种童年禁忌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日常生活中，为了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靠近水、

火、电的地方以及医院病房、酒吧、网咖、成人用

品店、祭祀场所等地方都是成人极力避免儿童去接

近的空间。儿童文学作为成人作家提供给儿童的重

要精神养料之一，在对空间的处理上也深受成人社

会固有的童年禁忌空间观念的影响，因而多表现朗

朗读书声的校园、和睦美满的家庭、五彩缤纷的花



园、温情感人的动物世界以及奇妙有趣的幻想世界

等空间。总之，这些空间背景作为儿童在文学中的

精神家园，在成人看来是安全稳定的，所以是他们

放心且愿意让儿童去接触的空间。汤汤的 “鬼童

话”系列作品所呈现的空间背景则完全不同，她一

反传统观念，巧妙地将童话故事放置在一种传统意

义上的童年禁忌空间———鬼怪灵异空间之中，产生

了新的审美效果，也开辟了一条童话创作的新的可

行性路径。

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 “鬼”是一种可怖又

不详的存在，人死而为鬼且鬼多伤人，导致人们对

其唯恐避之不及，因而在文学表现中， “鬼”的形

象也是恶多于善的。相比于成人，儿童的身心的确

都是脆弱的，所以不仅在传统社会中成人会避免向

儿童提及鬼魅之事，在我国的儿童文学产生及发展

过程中，也极少有表现鬼怪灵异空间的作品。终于，

汤汤实现了对这一童年禁忌空间的成功突围，她所

创作的一系列 “鬼童话”，如 《穿茉莉花风衣的鬼

来了》 《来自鬼庄园的九九》 《到你心里躲一躲》

《流萤谷》《睡尘湖》等等，故事中的主人公是人们

谈之色变的 “鬼”，空间背景则是可以与人世空间

相互沟通的鬼怪灵异空间。世界上究竟有没有鬼的

存在？鬼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的生活又和人

类的生活有何不同呢？这些问题大约总是在敲击着

儿童的好奇心，成人对此的秘而不谈更是让鬼怪灵

异空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汤汤便是那个主动

为儿童揭开神秘面纱的人，她所书写的这种未曾在

儿童文学中出现的神秘空间背景极大地满足了儿童

的好奇心，自然为儿童所喜爱。另外，鬼怪灵异空

间不仅是汤汤 “鬼童话”的整体空间背景，同时也

作为独立的空间元素发挥着叙事功能。“在文学空间

批评者看来，文本的空间元素不仅是场景和舞台，

它们还具有表征人物形象、标志叙事进程等叙事功

能。”［２］汤汤的 “鬼童话”系列作品中不同鬼怪们所

居住的不同住所便能够很好地表现出他们的形象特

点：比如说 《睡尘湖》中小鬼 “红醉”居住的睡尘

湖，“湖水蒸腾着袅袅的雾气，碧蓝的湖面若隐若

现，若隐若现的，还有一座小岛。”“放眼望去，青

色拥着白色，白色衬着红色，红色环着蓝色，如此

鲜艳，又如此澄净，真的会让人忘记一切的一切

哦”［３］可就是这样一个美丽如同仙境的地方依然留

不住 “红醉”的心，她心心念念的只有早日和父母

团聚，于是一个重视亲情又贴心懂事的小鬼形象便

跃然纸上了；再比如 《来自鬼庄园的九九》中的女

鬼 “透透”居住的大片薰衣草田，正如故事中的

“蓝哥”所说：“喜欢薰衣草的人一定是情感非常丰

富，对什么都留有依恋的人，淡到极处，又刻在心

底。”［４］的确，“透透”就是这样一个充满忧郁又情

感细腻的女鬼；再如 《到你心里躲一躲》中的鬼们

住在一个叫 “傻路路”山包似的地方，正如 “傻路

路”这个地方的名字一样，那里的鬼都是一些傻傻

的鬼，他们只喜欢孩子，可以任由孩子取走他们最

宝贵的东西。此外，在汤汤的 “鬼童话”系列作品

中人类世界与鬼怪灵异世界是并存的空间，儿童读

者可以跟随故事中的小主人公穿梭往返于两者之间，

使得文本叙事变得不再是简单的线性叙事，而是呈

现出一种立体化和空间化的结构，这种稍显复杂的

结构模式也打破了儿童在阅读过程中的习惯性线性

思维，增加了阅读的趣味性与思辨性。由此可见，

汤汤笔下的鬼怪灵异空间不仅有着复杂的情感言说

功能，也具有一定的文本结构功能，这一在传统中

被视为童年禁忌的空间在儿童文学领域的介入，的

确为儿童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到未知的世界去：打破空间界线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儿童的空间生活日益趋

向驯养化、制度化和孤岛化。［５］主要表现在成人对

儿童身心发展的过度紧张使得他们不停地为儿童建

构封闭的空间去保护儿童，户外活动也经常被视为

一种带有危险性的可怕活动；儿童空间与成人空间

之间出现了严格的区分，在儿童专有空间内的规则

设定越来越多；留给儿童的体验性空间越来越少，

面对面的交流被陌生与隔离所取代。儿童文学同样

坚守着这种对待儿童生活空间的严格性与严肃性立

场，但儿童天性固有的对不公平压迫的反抗性使得

他们并不会对此束手就擒，他们绝不会发自内心地

去接受那些教导他们家、学校是最安全和有趣之地

的书籍，一旦有机会，他们便会主动去寻求那些能

够带给他们天马行空的幻想感、神秘莫测的冒险感

并带领他们进入未知世界的书籍。周作人先生早在

他的儿童文学理论专著中谈道：“儿童在生理心理

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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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他自己内外两面的生活”［６］由此可见，儿童作为

独立的生命个体有着极强的能动性，他们总是想要

冲破成人设定的空间界线，想要亲自为自己所生活

的空间去定义和赋值。因此，“那些无法引起他们

共鸣，无法用画面吸引他们的眼睛，无法用活跃的

想象力点燃他们的思维的书；那些只会教他们和学

校里能学到的一模一样内容的，令他们昏昏欲睡梦

幻消散的书籍，他们将一一拒绝。”［７］

到未知的世界去！儿童一直在内心如此呐喊，

他们不会满足于成人为其建构的专有空间，相反，

他们会积极主动地参与生活，甚至试图闯入成人的

空间去窥探成人世界的奥秘。成人空间是一个相对

于儿童空间的概念，它不同于儿童空间的纯然、感

性、脱俗，而是一个充满成人化秘密的空间。所谓

成人化秘密即指：“随着童年这个概念的发展，社会

开始收集内容丰富的秘密，不让儿童知道：有关性

的秘密，也包括有关金钱、暴力、疾病、死亡和社

会关系。由此，甚至还发展出了语言秘密，亦即大

量不能在儿童面前说的话。”［８］虽然儿童文学总是排

斥这种充满秘密的成人空间的介入，但儿童却恰恰

需要那种打破专有儿童空间界线，带领他们进入秘

密世界的有趣书籍，于是便有了儿童文学领域对童

年禁忌空间的突围尝试。

汤汤率先打开了童年禁忌空间的一处缺口。鬼

怪世界原本就是一个由成人的想象建构起来的空间，

其内部通行的自然也是成人社会的法则。比如在传

统的鬼怪故事里，鬼会因为生时的冤屈而在死后报

复性的伤人，人会采取一切措施对付恶鬼，人类世

界与鬼怪世界更多地呈现为一种对立的状态。相反，

儿童却天然地保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鬼

怪在他们的头脑想象中并不可怕，并且在他们看来，

鬼怪世界内部应该通行的是他们所能理解的空间法

则———游戏规则。汤汤可以说深谙儿童的这种游戏

性思维，在她的 “鬼童话”中，她努力打破了成人

空间世界的法则，从而将鬼怪灵异空间以一种游戏

性的方式纳入到了儿童的空间世界之中。例如 《来

自鬼庄园的九九》中的鬼庄园，采摘食物的顺序和

进食顺序都要按照鬼公主的命令来，小鬼们一旦破

坏顺序，就会饿肚子或肚子痛； 《鬼牙齿》中的鬼

世界有不能吃辣椒的日子，不能吃面包的日子，不

能吃蚱蜢的日子等等，一旦破坏规则便是犯了很严

重的错误； 《别去五厘米之外》里的球球小妖们不

能离开房子五厘米之外、离开房子的时间不能超过

十九秒、和另一座球球小房要保持十四厘米的距离；

《给枣子打麻花辫》中一个鬼和一个人见面的次数

不能超过一百次。可以看出，这些童话中的空间生

存法则完全是儿童式的，任性而随意，甚至有点像

儿童常玩的过家家游戏。通过这种游戏化的处理方

式，鬼怪灵异空间在汤汤的笔下不再是儿童禁止进

入的空间，儿童式的空间生存法则与成人空间生存

法则发生对抗，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的界线在儿童

文学中实现了一种有意义的突破。这种对童年禁忌

空间的突围对儿童来说是刺激的、冒险的、很好地

迎合了他们 “到未知的世界去”的探索精神，正如

儿童文学学者李利芳所说：“儿童的心理特质是冒险

与好奇的，所以故事的讲述一定要符合他们的一般

心理诉求，渗透 ‘惊、险’的审美元素、融 ‘惊

险’与 ‘游戏性、轻松性’为一体。”［９］汤汤的 “鬼

童话”即符合这一要求，这使得她在童年禁忌空间

的突围战斗中取得了可喜的胜利。

三、为儿童守护一方乐土：爱与美的空间

汤汤的胜利一方面在于其对童年禁忌空间的突

围，另一方面也在于其一直以一名儿童文学作家的

责任担当与人文关怀对禁忌空间进行一定的防守，

努力为儿童守护好一方乐土。纵观汤汤的 “鬼童

话”，可以说，她对童年禁忌空间的突围只是一种形

式上的突围，实则从未放弃坚守儿童文学在文学空

间上的本质要求———为儿童提供纯然、简单、快乐、

没有世俗浸染的童年空间。著名儿童文学理论专家

王泉根教授曾说：“以善为美是儿童文学的基本美学

特征。”［１０］童年，作为人生命的初期，寄寓着人类的

希望与未来，每一位儿童文学创作者都会自觉地把

保护童年当做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因而无论儿童

文学作家向孩子呈现的是何种光怪陆离的世界，他

们都会对故事中的空间进行一种艺术化处理，最终

将其转化为一个在本质上仍是真善美的和谐空间，

而这种转化后的空间才是儿童文学的最终空间指向。

汤汤 “鬼童话”中的鬼魅世界，与人们传统

想象中 “阴曹地府”的阴森恐怖截然相反，是一

个充满童话色彩的空间，更是一个带有些冒险与未

知的奇妙乐园。《来自鬼庄园的九九》中的鬼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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俨然是一座红彤彤的城堡，鬼公主住的房子有着

“莲花之魂”的美丽名字，住在那里的小鬼们每天

都过着采菜菜、摘果果、挖瓜瓜那样井然有序的生

活，这样的鬼庄园是完全童趣的，儿童完全不会感

受到危险可怕的气息； 《木疙瘩山的岩》中的小鬼

“岩”住在一座矮山里，他的房间和人类孩子的房

间有些相似，那里摆满了 “岩”自己收集的石头和

树叶，就如同人类孩子也会花很多心思收集自己心

爱的东西在自己的房间中一样；《穿茉莉花风衣的鬼

来了》中的鬼叔叔生活在一座在花江中央的美丽孤

岛，他的屋里有许多木架子，上面摆满了缀满茉莉

花的碗；《睡尘湖》中小女鬼 “红醉”生活的地方

更是如同仙境，那里长满了美丽又美味的睡尘花，

生活着善良的 “洗尘仙子”。很显然，汤汤将鬼怪

灵异空间这一传统意义上的童年禁忌空间进行了某

种美化处理，这样，原本对于儿童来说是禁区的地

方因为童话般的安全可靠就变得不再是禁忌空间了。

然而，我们应该看到的是，相对于儿童，成人

永远是社会权力结构中的主导方，鬼怪灵异空间从

排斥儿童进入到允许儿童进入，并不是真正接纳儿

童进入成人社会空间的表现，经过处理转化后的童

年禁忌空间本质上仍是成人希望儿童应该待在的安

全纯然的空间。汤汤的 “鬼童话”虽然以鬼怪灵

异空间为背景，但本质上仍遵守着儿童文学书写真

善美的宗旨，正如汤汤在她的童话 《流萤谷》自

序传中所说的那样： “那一定是老天送给我的礼

物，让我在写 ‘鬼’的童话里，写人性，写人情，

写人世间，写生命的孤独和悲喜，写我对活着和对

世界的感悟，专注又痴迷。”［１１］鬼怪题材、灵异空

间这些都不是汤汤的重点，人性的美好与生命的真

谛才是她真正想向儿童传达的主题，也就是说，无

论故事所置身的空间背景是哪里，只要是写给孩子

阅读的文本，那么就只能是读来可亲可爱的而不是

可怖的。正如佩里·诺德曼所说：“故事是儿童玩

耍、不负责任、像孩子一样的安全之地———之所以

安全，是因为成人已经为他们消除了世界的破坏性

方面，使之比较美好。每个故事都是成人所设想的

脆弱而纯真的童年能够安全存在的空间。”［１２］２３４儿

童文学是为儿童的，与成人文学的根本性的区别就

在于： “成人小说着手描绘和解释世界的真实样

子；儿童书则呈现它应该是的样子。”［１２］２２７正如成

人世界的秘密与生存法则永远不会向儿童真正敞开

一样，儿童文学也绝不会将儿童放置在真正的成人

空间之内，尽管成人作家表面上看似在招手欢迎儿

童进入成人空间，但他们带领儿童进入的仅仅是为

了满足儿童的好奇心而特意为其建构的儿童式成人

空间。因为真正的秘密世界并不适合儿童柔弱的童

心与易碎的童年，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童年禁

忌空间将永远处于成人重兵把守的状态之下。这种

防守也是无可厚非的，冒险性、禁忌性的空间背景

固然能够解放儿童的天性，但过于黑暗恐怖的基调

则会为童年蒙上灰暗的色彩，观之汤汤 “鬼童话”

系列作品的成功，也许对童年禁忌空间的艺术性转

化才是在贴近儿童天性的同时又能为儿童守护好一

方乐土的最好方式。

四、结语

尽管文学空间研究日益为学者们所重视，但空

间向度在儿童文学领域的研究还处于不饱和状态，

应该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研究话题。儿童文学中的

空间向度是不同于成人文学的，成人文学中的空间

可以没有边界、没有禁忌，但作为成人写给儿童并

希望在潜移默化的精神滋养中塑造理想儿童的儿童

文学，其空间把控是非常严格的，于是便出现了一

些儿童文学中的童年禁忌空间，对这些童年禁忌空

间的探讨对于深入理解儿童文学的普遍特质、挖掘

儿童文学的深刻内涵、引导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创作

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汤汤的 “鬼童话”系列作

品为研究对象，分析作品中所呈现的一种童年禁忌

空间类型———鬼怪灵异空间，认为这种将某种童年

禁忌空间引入到儿童文学创作中的大胆尝试迎合了

当下儿童的心理诉求、符合当今时代以儿童为本位

的童书创作理念，是一种对儿童专有空间束缚性的

突围，也为儿童文学创作拓展了新的空间领域；但

同时也看到，这种对童年禁忌空间的突围只是一种

表面上的冲破藩篱，成人作家对童年禁忌空间的艺

术化处理使其与儿童式的简单纯美空间变得无异，

成人作家努力建构的仍然是适合儿童精神生活的爱

与美的空间。汤汤的 “鬼童话”系列作品是一个

典型，它反映出儿童文学作家童年观念的普遍趋同

（下转第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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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童话中都找到了转变的可能。作家充分运用想

象力，塑造出一个又一个鲜明的童话形象，不落痕

迹地连接起幻想的维度与现实的维度，悄然无声地

抵达童年生命的深处，给予每一个孩子飞翔的

翅膀。

当然，最重要的是，无论轻松快乐，还是忧伤

孤独，林格伦的身体和童话里都住着一个孩子。正

如她所讲诉的一个梦——— “我梦见我要在火车上

遇到最高首长。这可是件大事，一定很隆重。但是

当他走来时，他的个子很小很小，像个孩子。我只

得用手抱着他穿过斯德哥尔摩。”［５］３５２就这样，林格

伦拥抱着自己的童年走进了每个孩子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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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既要突围又要防守。“鬼童话”系列作品的

广受欢迎与好评不断足以说明，汤汤对童年禁忌空

间的独特处理方法是成功的，我们有理由去相信，

其将为今后儿童文学创作中童年禁忌空间的书写方

式提供新的路径参考，为未来儿童文学打破传统注

入新的生命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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