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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期以来关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 （１８４０—１９２７年）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对 “中国儿童文

学”的具体发生时间的辨析与从多个角度对这一时期具体文学实绩进行研究两个方面。中国儿童文学到

底起源于何时？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儿童文学？这些问题至今仍是学界的热门话题。要想厘清这些问题，

可从三个方面完善研究：一、对 “儿童文学”这一概念的深入研究；二、研究者在史料方面要有自己的

价值立场；三、如何去理解中国语境里的 “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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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开天辟地的大事。晚清至 “五四”时期是学界公

认的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时期。新时期以来，对于这

一时期儿童文学的研究层出不穷。通过梳理已有文

献，笔者发现，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

面：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具体发生时间的辨析和从

多个角度、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审视 “晚清— ‘五

四’”这一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儿童文学，并深入

探讨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与历史、社会和民族国家

等之间复杂的关系。

一、关于 “中国儿童文学”的具体发生时间的辨析

关于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具体发生时期一

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最具代表性的便是 “中国

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这一争论了。在中国古

代是否存在 “儿童文学”？存在着什么样的 “儿童

文学”？针对这些问题，不同的学者持有不同的观

点。其中，以蒋风、王泉根、方卫平、张之伟、谭

元亨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就已经存在儿童文

学了。蒋风在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的绪论当



中这样写道：“历代儿童常常把丰富多彩的人民口

头创作和古代文人文学中的优秀篇章攫为自己的宝

贵精神财富，以满足精神上的渴求和需要。这就使

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与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学保持着

传统的血缘关系。”［１］１蒋风先生所指的优秀文学中，

除了 《西游记》《水浒传》等文人文学外，他还特

别提到民间文学对我国儿童文学的巨大影响：“我

国古代的民间童话和民间故事，从来就主要生活在

孩子们中间，滋养并丰富了过去时代的儿童精神生

活，也是我国儿童文学的一宗极其丰富的遗

产。”［１］２王泉根在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主潮》 《中

国儿童文学概论》等论著中也大抵持相似的观点：

“由此观察中国儿童文学，中国古代有童谣、童话

的存在，自然有儿童文学的存在。”［２］１３ “如是我们

说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资源源远流长，这显然是指

千百年来民间流传的口头儿童文学。”［２］１４张之伟在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中将 “五四”以前的儿

童文学称为 “客观存在的儿童文学”［３］。这种提法

与方卫平在 《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对古

代儿童文学的提法不谋而合。但是，方卫平也指

出，中国古代儿童文学具有非自觉性。“除了符合

传统教育需要的作品之外，它们基本上都不是专门

为儿童所创作的自觉的儿童文学作品。”［４］纵观这

几位学者的观点，不难做出如下的概述：他们认为

古代文学中的民间文学、成人文学中某些适合儿童

阅读的作品以及儿童之间传唱的童谣等可以看作是

儿童文学，但是古代并没有出现专门为儿童创作的

文学，也就是自觉的儿童文学，真正自觉的儿童文

学要到 “五四”时期才出现。吴其南在 《２０世纪
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阐释》一书中使用类似的称

法，即将 “五四”以前的 “儿童文学”称为 “非

自觉的儿童文学”。他指出： “中国古代文献中关

于冠礼的记载值得关注。而真正将儿童作为一个共

同体来想象其特点的是一批美学家，如老子、李贽

等。因此，现代社会以前是有童年观念的，古人也

意识到了儿童与成人的不同，只不过他们的注意点

多在生物学层次上，而现代的学者关注的则是文化

层面。而儿童文学的产生与近代以来的新式教育制

度密不可分。学校的建立推动了儿童文学读者群的

生成。学校创造一个儿童的文化群体，为儿童提供

了一个特殊、介于家庭和社会之间的空间，创造了

一种儿童自己的、又有别于成人的生活方式，在深

层为儿童文学的特殊存在提供了依据。更为重要的

是新式教育基本畅通了儿童自身的接受能力这个制

约儿童文学建立和走向自觉的瓶颈。”［５］

在 “儿童文学是古已有之”这一阵营中，谭

元亨的观点显得与众不同。他在 《中国儿童文学

———天赋身份的背离》一书中将孙悟空、哪吒等

神话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归为 “儿童形象”。并且认

为，“《西游记》在很大成分上，是给儿童们写的，

而且，可以被视作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雏形”［６］。

以朱自强为代表的另一方则认为中国儿童文学并非

古已有之，而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甚至连 “中国

儿童文学”这个名词都不存在。这一观点最先在

他的 《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一书中提出：

“从有人类的那天起便有儿童，但是在相当长的历

史时期里，儿童却并不能作为 ‘儿童’而存在。

儿童作为儿童被发现，是西方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才

完成的划时代创举。没有现代社会对 ‘人’的发

现，就不会有 ‘儿童’的发现，而没有 ‘儿童’

的发现作为前提，为儿童的儿童文学是不可能产生

的。”［７］３而关于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之间的关系，

朱自强则表示：“民间文学要成为儿童文学，一定

要经过现代转化。”［７］４在 《“儿童文学”的知识考

古———论中国儿童文学不是 “古已有之”》一文

中，朱自强运用福柯的知识考古方法和布尔迪厄的

“文学场”的概念，对 “儿童文学”这一观念进行

知识考古。［８］因此，他认为不能采取对细部进行孤

证的做法，认为古代那些零星的作品不足以促成

“儿童文学”这一重大的事件的发生。 “建构的本

质论”是朱自强针对儿童文学界出现的 “本质主

义”和 “建构主义”两种倾向所提出的。在朱自

强看来，杜传坤是建构主义的代表。杜传坤在

《现代性中的 “儿童话语”———从中国现代儿童文

学的起源谈起》一文中表示：“现代儿童文学起源

的 ‘元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具体是哪一个时期，

而是为什么是这个时期。儿童文学的真实起源来自

于成人对儿童的想象。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和发展

就是儿童被 ‘他者化’的过程。”［９］在这里，杜传

坤显然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儿童是

通过 “颠倒”而被发现的风景。不可否认，儿童

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成人为隐含的儿童读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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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的一个 “乌托邦世界”（尤其在狭义的儿童文

学中），是成人想象出来供他们阅读或欣赏或受益

的东西。但我们应该同时注意到，读者在阅读过程

中，对文本所提供的理想化世界并非是被动的接

受。相反，他们正在积极抵抗这些理想化的过程。

路易丝·乔伊在 ２０１９年出版的专著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ＣｈｉｌｄａｎｄｔｈｅＡｒｔｏｆＩｄ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笔者译：《文学的儿童：批判的读者与理想化艺

术》）中，分析了 “儿童读者从事的实际的批评活

动的本质，强调儿童对文本起何种作用”［１０］。通过

细读一系列 “黄金时代”为儿童创作的儿童小说，

证明了儿童批评是如何在这些文本中抵抗理想化的

过程。也许，这本书提供的全新视角，可以在某些

程度上纠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偏颇，从而使我们更

加理性地看待 “儿童文学的发生”这一问题。

而关于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大多

数的学者都持 “五四说”的观点。但也有少数学

者持 “晚清说”的观点。张建青论文 《晚清儿童

文学翻译与中国儿童文学之诞生》运用译介学的

方法，从晚清的儿童文学翻译入手，对不同译文以

及茅盾、叶圣陶、孙毓修的童话作比较分析，从而

得出 “中国的儿童文学逐渐诞生于晚清，标志性

的作品是１９０８年出现的 《无猫国》，它标志着中

国儿童文学的诞生”［１１］。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孙建

江，他在 《清末民初：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

一文中对清末民初儿童文学活动史料的梳理和整

理，发现 “清末民初时儿童文学活动的创作思想

日趋成熟、儿童文学创作实践丰富多彩、儿童文学

活动的积极影响不断显现，因此清末民初的儿童文

学活动，是具有民族性、现代性根本特征的我国现

代儿童文学的真正起源，清末民初也正是我国儿童

文学真正呱呱坠地的诞生期”［１２］。

二、对这一时期具体文学实绩进行研究

对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生期史料的整理从未

停止过。１９８２年胡从经编纂的 《晚清儿童钩沉》

是中国大陆较早关于晚清时期儿童文学史实的著

作。随后，蒋风的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王泉

根的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主潮》、张之伟的 《中国

现代儿童文学史稿》等一系列现代儿童文学史着

眼于 “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儿童文

学史实的梳理。对于这一时期儿童文学也以正面评

价为主，肯定了 “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对传统

文化的反拨，把 “五四”时期作为儿童文学史上

的重要节点。但这些著作对史料的平面梳理，大多

是从儿童文学观、域外翻译的儿童文学和原创文学

三个角度来论述，缺少对史料更深入探究。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逐渐从各个角度

审视晚清至 “五四”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试图

探究这一时期儿童文学与历史、社会和民族国家等

之间复杂的关系。谈凤霞教授在论文 《论中国现

代儿童文学发生期的审美困境》中，从 “审美”

的角度，对１９０３－１９２７年间的儿童文字进行评价。
在肯定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成就的基础上，同时指

出了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审美困境：偏重教化、偏

重 “玄美”和矫枉过正。作者选取的切口很小，

但是辐射的面却非常广。通过研究发生时期儿童文

学的审美性，我们可以关照到整个现代甚至当代儿

童文学的审美面貌。［１３］张梅的 《从晚清到五四儿童

期刊上的图像叙事》另辟溪径，从 “图像”这个

在儿童文学中习以为常但却又最容易为人忽视的文

体入手，考察图像由叙事的点缀到直接参与叙事的

演变，从而折射出儿童文学发生期的复杂性。图像

在晚清时期给儿童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在民国初年

成为启蒙的利器，并出现了完全以图像为主导的

《儿童教育画》，到了 “五四”时期，“图画故事”

作为一种新文体正式出现。图像对叶圣陶等最早一

批的儿童文学作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是现代

儿童文学诞生重要的推动力量。［１４］

儿童文学与国家民族之间的复杂关系一直伴随

着中国儿童文学的各个阶段，尤其在中国儿童文学

的发生阶段。吴翔宇的论文 《想象中国：五四儿

童文学的局限与张力》从 “五四”时期的儿童文

学创作入手，发现了 “五四”儿童文学无法回避

成人———儿童的张力关系。在 “五四”时期的许

多儿童文学作品中，都无法回避地出现成人的声

音。在成人和儿童的身上同样都存在着自然性和社

会性两种属性。 “在儿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上，无论是过分强调政治之于儿童文学的训谕和教

化功能，还是将儿童文学超脱于政治之外，都是对

两者之间深度关联的片面理解。”［１５］

从儿童文学内部探讨儿童与民族国家的命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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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趋势。在 “五四”时期，周作人和鲁迅

在儿童文学方面的贡献不可小觑。对周作人的研

究，学者大多集中在他的 “儿童本位”理论以及

他将民俗学、人类学与儿童文学交叉在一起的跨学

科方法上。而对鲁迅的研究，则更多集中在他对爱

罗先珂童话的翻译上面。谈凤霞教授的论文 《鲁

迅与爱罗先珂的童话》一文中阐述了鲁迅选择译

介爱罗先珂童话的标准在于 “有益有味”，“有益”

指的是有益于儿童健康成长，并从长远来看能有利

于改良社会人生；“有味”指的是活泼、积极的生

活情趣和隽永的艺术魅力，能吸引小读者。论文的

着眼点仍在启蒙与斗争的主题之中。［１６］美国学者安

德鲁·琼斯的 《发展的童话：鲁迅、爱罗先珂和

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一文则揭示了鲁迅对于启蒙

这一命题十分暧昧的看法。鲁迅和爱罗先珂一样持

续关注着进化论及其带来的发展渴求，但也时刻怀

疑这种发展的希望只是幻想。安德鲁认为 《狭的

笼》是一个后殖民的寓言：本土知识分子的发展

主体为启蒙价值的 “普世性”所篡代。［１７］１０６－１３２谢

晓虹的论文 《五四的童话观念和读者对象———以

鲁迅的童话译介为例》以鲁迅的童话译介为例从

读者对象的角度介入来重审 “五四”时期的童话。

她提出了很有趣的问题：童话在 “五四”时期是

否真的如通常所说的是 “专为儿童用的文学”？作

者的答案是：“五四”时期当童话被视为 “专为儿

童所用的文学”时，一个崭新的读者群———拥有

“赤子之心”或 “童心”的成人也被构建出来。具

体到鲁迅 １９２６—１９２７年所翻译的 《小约翰》，进

一步阐述了鲁迅所看重的童话作品中的 “社会批

判力”不是源自童心的 “无邪”，而是必须拥有

“成人”与 “儿童”的双重视点。因此，鲁迅所翻

译的童话，是献给他们的———那些徘徊在 “成人”

与 “儿童”世界之间，拥有双重视点的痛苦的觉

醒者。［１７］１３３－１５３加拿大学者佩里·诺德曼在 《隐藏

的成人：定义的儿童文学》中曾说：“我推定叙述

者 （指儿童文学文本的叙述者）是一个成年人，

这些文本往往提供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是儿童式

的，一种是成人式的。”［１８］其实在鲁迅翻译的童话

也存在着这种双重视点，因此才会邀请同样具有

“双重视点”的读者进入文本。在余话中，谢晓虹

希望借此丰富现时对 “五四儿童”、国族想象等课

题之探讨。李玮的论文 《在东西之间发明儿童

———论民族政治与鲁迅的儿童观》一文打破了前

者启蒙语境下的研究范式，在殖民的语境下探讨了

鲁迅的儿童观。她提出也许并非是鲁迅 “发现”

了作为 “人”的存在的儿童，而是鲁迅通过 “发

明”儿童来实现他特定的文化目的。“儿童”是鲁

迅实现民族解放的一个工具。在谢晓红 “双重论

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其翻译的作品并不存

在于成人与儿童之间，而是存在于殖民语境下鲁迅

所建构的东／西、新／旧的中国秩序之间。在东西结
构中，在新旧转换之间，“儿童”被赋予分裂传统

文化秩序的特质——— “童心”或 “童话”。 “童

心”或 “童话”沟通另一个 “成人世界”。［１９］

还有相当一部分学者研究的重点是某一份刊

物、某一个作家或是某一部分特定人群对中国现代

儿童文学发生期产生的影响。宋莉华的论文 《从

晚清到 “五四”：传教士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萌

蘖》指出传教士在晚清时期的儿童文学活动。在

翻译福音小说方面，传教士将其改编为儿童读物，

前期的目的在于传播宗教教义，后期则被赋予了更

多的启蒙色彩；在寓言方面，传教士将寓言进行改

编，使其更加适合儿童阅读，寓言正式成为了儿童

文学的一种文体；在童话方面，传教士用白话文译

介了大量经典的作品，代表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未

来的发生方向。［２０］美国学者洪长泰 《到民间去：中

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１９１８—１９３７》一书专门
为儿童文学单列一章，重点论述了 “五四”时期

知识分子对民间文学的采集，作者尤其肯定这个时

期中国知识分子把纯儿歌从传统的、道德教化的成

人正统文学中分离出来，把它归入一个专门的民间

文学体裁，并肯定它在民间文学教育方面不可估量

的作用，具有开拓性的作用。［２１］陈恩黎的论文 《颠

覆还是绵延———再论 〈小孩月报〉与中国儿童文

化的现代启蒙之路》，通过对 《小孩月报》的再考

察，发现了 《小孩月报》所开启的 “启蒙之路”

并没有完成一种对传统中国文化形成挑战、颠覆和

互补的横向文化移植，而是变异为在现代化名义下

继续绵延的纵向繁殖，进一步加大了传统中国对童

年的不信任以及意欲多方规范、塑造与利用的文化

惯性。［２２］李艳利的论文 《〈蒙学报〉与晚清儿童文

学的觉醒》以 《蒙学报》为中心考察了其下设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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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在中国儿童文学自觉的路上所起到的作用。［２３］胡

丽娜的论文 《〈妇女杂志〉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

与之结构类似。通过对 《妇女杂志》下设栏目

《儿童领地》和 《玩具俱乐部》发表文章的整理，

作者发现 《妇女杂志》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尤其

是其阶段的重大贡献。它在 “儿童的发现”、儿童

文学的创作、译介和本土儿童文学理论的构建方面

都发挥了巨大作用。［２４］

近年来，研究者逐渐关注到了儿童报刊图像的

作用。除了上文提到的张梅的 《从晚清到五四儿

童期刊上的图像叙事》一文，陈平原在 “中国现

代文学和文化中的 ‘儿童的发现’”国际学术研讨

会上的发言名为 《转型期中国的 “儿童相”———

以 〈启蒙画报〉为中心》，以 １９０２—１９０４年间存
在北京 《启蒙画报》为中心，探讨转型时期的

“儿童相”。“以图像为中心，兼及相关文字，对比

‘妇女相’和 ‘儿童相’，解读 《小英雄歌》等歌

谣的精神意蕴，探究教科书中的插图，进而关注

‘游戏’怎样成为儿童教育的重要内涵、 ‘知识’

可否变得有趣、采用版刻而非石印对于 《启蒙画

报》的利弊得失。”［１７］７３－９０梅家玲的论文 《晚清童

蒙教育中的文化传译、知识结构与表述方式———以

〈蒙学报〉与 〈启蒙画报〉为中心》，从蒙学报刊

与新式小学教育的引进讲起，进而讲到两份报刊中

的知识结构，包括文学、历史、算术和地理等多门

学科，最后谈到了新知识的表述方式并探究晚清报

刊童蒙教育的开拓与局限。［１７］３５－７２可以看出，这两

篇论文中真正涉及文学史方面的并不多，更多是在

美术史、报刊史、教育史以及思想史的背景下思考

晚清时期 “何谓儿童，如何启蒙”。

在晚清至 “五四”时期有许多人物都对中国

儿童文学的诞生做出了贡献。王蕾的 《安徒生童

话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按照专题研究的方式说

明了安徒生童话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观念生成、

儿童文学理论的构建、儿童文学的创作实践等方面

对中国的影响。［２５］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新时期以来关于中国儿童文学发生

期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话语资

源，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语境下梳理儿童

文学发生期的文学实绩，考察这一时期儿童文学与

现实社会、文化、历史的复杂关系。

中国儿童文学到底起源于何时？中国古代到底

有没有儿童文学？这些问题至今仍是学界的热门话

题。针对以上这些议题，笔者认为还可以从以下几

个方面来进一步完善研究：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儿

童？什么是儿童文学？儿童存在于自然和社会两个

维度上。存在于自然维度上的儿童，从古至今都是

存在的，他指的是人类在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时期；

而在社会维度上的儿童，不同的历史时期则会呈现

出不同的形态。即使在同一个时代，不同阶级和社

会背景的人看待儿童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在古代，

官方的正统思想是压抑儿童天性的，那些所谓的蒙

学读物是不能够算作儿童文学的，但是在民间，有

许多故事和歌谣仍然是受到儿童喜爱的。所以，关

于 “儿童文学是否古已有之”的争论点在于双方

对于 “儿童文学”的定义有所不同。持 “古代说”

观点的学者是从儿童接受的角度来定义儿童文学

的。他们认为，古代文学中的某些作品为儿童所喜

爱，那么就可以算作是儿童文学。而朱自强认为，

“儿童文学”应当是一种观念，只有得到成人认

可，尤其是官方认可的儿童文学才是真正的儿童文

学。但 “儿童文学”究竟应当如何定义，学界至

今也没有准确的定论。在看待这些问题的时候，我

们更应该关注作品诞生的条件，包括社会、历史、

文化等多种因素。作为研究者，更应该考察儿童文

学作品在每一个具体历史环境中如何为读者所接受

或排斥，怎样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读者，读者在阅读

过程中又是怎样反过来塑造文本的。

其次，在儿童文学发生期的史料研究方面，呈

现出从平面化的史料整理转变为多角度挖掘史料背

后隐含的复杂内涵，从而纠正了人们之前的许多误

解，但在史料的深度挖掘方面仍需要进一步探究。

更为重要的是，研究者对待史料要有着自己的价值

立场，才能发现历史框架中的 “血肉”。如果只是

将史料的研究变成单纯的考据，那也就失去了研究

的价值。

第三，儿童文学本身牵涉的概念很多，它包含

了 “儿童” “儿童观” “儿童文学观”和 “文学

观”“文学”等多种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儿童文

学与通俗文学一样，是以 “读者群”来界定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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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本身就使得这一概念充满了矛盾和含混。而

在晚清至 “五四”这一中国社会转型的时期，多

种话语资源在此交汇，就使得这一问题更加复杂。

因此，考察这一时期儿童文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尤其是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许多学者都认为

“儿童”是成人的一种想象。但是，儿童在不同的

层面有着不同的想象方式。熊秉真在其英文专著

《慈航：帝国晚期的儿童和童年》 （ＡＴｅｎｄｅｒＶｏｙ
ａｇｅ：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ｉｎＬａｔｅ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ｈｉｎａ）
中的序言里提出：“在帝国晚期的中国，存在着三

种想象儿童的方式：一是从生理学意义上定义，认

为儿童是个体生命的早期阶段；二是从社会地位来

定义，处于从属位置的、通常被赋予 “子”的称

呼的成员，如家庭里年轻相对于年老的，这通常与

年龄无关；三是从哲学和美学意义上来定义，指向

与 “童心说”相关的 “纯真”的象征意义。”［１７］６－７

这对我们理解中国语境里的 “儿童”很有启发意

义。儿童在何种层面上被想象？如何被想象？这些

问题仍然值得我们更进一步探究。

晚清至 “五四”时期是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

关键时期，“五四”距今已经一百多年，如何在当

今的语境下重新解读 “五四”前后的中国儿童文

学，或许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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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及文化中的儿童问题．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１．

［１８］诺德曼．隐藏的成人：定义儿童文学 ［Ｍ］．徐文

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４：７８．

［１９］李玮．在东西之间发明儿童———论民族政治与鲁迅

的儿童观 ［Ｊ］．鲁迅研究月刊，２０１８（１１）：３９

－４５．

［２０］宋莉华．从晚清到 “五四”：传教士与中国现代儿童

文学的萌蘖 ［Ｊ］．文学遗产，２００９（６）：８７－９８．

［２１］洪长泰．到民间去：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１９１８

－１９３７［Ｍ］．董晓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５：１２８－１５１．

［２２］陈恩黎．颠覆还是绵延———再论 《小孩月报》与中国

儿童文化的现代启蒙之路 ［Ｊ］．文学争鸣，２０１２（６）：

１０３－１０７．

［２３］李艳利． 《蒙学报》与晚清儿童文学的觉醒 ［Ｄ］．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２０１１．

［２４］胡丽娜．《妇女杂志》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 ［Ｊ］．文

艺争鸣，２０１６（９）：１１５－１２０．

［２５］王蕾．安徒生童话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 ［Ｍ］．上

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２６－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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