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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语：本栏目所载四篇文章，兼及了民间童谣辑录与整理、儿童小说创作研究和图画书研究等内
容。其中关于贵州民间童谣的辑录与整理之文，作者较为清晰地呈现了贵州多民族地区近百年来的民间童

谣辑录的整体面貌，由此呼吁社会亟待一批力量投身于贵州民间童谣的田野采录工作，进一步去挖掘保护

活态的民间童谣资源。两篇关于儿童小说创作研究的文章，一篇作者讨论了儿童小说中的童年 “常态”

及时代精神，针对当下国内儿童小说创作多元化发展的势态，以李学斌新作为例，提出儿童小说创作应反

映当下儿童常态化生活的艺术 “期待”，作家不能忽视对常态童年生活反映的观点；而关于生态环境心理

学视域下儿童文学作品反核思想研究一文，作者分析了核灾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对人的心理所造成

的不可忽视的影响，并探讨了面对灾难，作为个体的人应有的应对和干预。对于图画书的研究一文，作者

以英国著名的作家和插画家约翰·伯宁罕的 “莎莉系列”作品为样本，聚焦后现代图画书中的母女关系，

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出发，分析了社会对女性的传统角色要求和儿童纯真、幻想、冒险的天性之间的矛盾与

冲突。

歌海童声：百年贵州民间童谣的辑录与整理

赵雅妮

（贵州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要：贵州地区作为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具有丰厚的地方文化与民族文化资源，其中储存着数量巨大

的民间童谣。在过去的一百年 （１９２０～２０１９年）间，贵州民间童谣在贵州民间歌谣的辑录与整理中逐渐

被关注。其搜集、整理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早期 “歌谣学运动”中的零星采录，到民间文学普

查中的大量辑录，最后到民间童谣独立结集出版，历时百年的辑录与整理为今天传承和研究贵州民间童

谣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资料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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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民间童谣的传唱历史悠久，采歌之风源远
流长。自上古歌谣到春秋战国时期的 《国语》《左

传》 《诗经》，其中都零星可见童谣文本。秦汉以

后历代保存下来的民间童谣作品越来越多。历史

上，民间童谣一直以来都汇入了整个民间歌谣的大

河之中，与时俱进、流变不息。但因其属类的小众

性与民间性，明代 （１３６８年）以前的民间童谣均
散见于各类史书、经书、散文和笔记等文献之中，

虽有辑录但数量有限。现存最早的民间童谣专辑是

明代吕坤于１５９３年编辑成书的 《演小儿语》，该

书所收录的４６首民间童谣均采自山东、山西、河
南、陕西等地，在辑录时作者对收集来的童谣做了

一定的修改，还在童谣后添加了一些劝诫述理的文

字。至清代 （１６３６年），又出现了由郑旭旦编辑的
《天籁集》，该书收集吴越童谣４８首；而后悟痴生
又作续编 《广天籁集》，补录吴越童谣２３首。明
清时期除了这些童谣专辑之外，还有如明代杨慎编

成的 《古今风谣》，清代史梦兰的 《古今风谣拾

遗》、杜文澜的 《古谣谚》、范寅的 《越谚》等民

谣集子，其中均收录有童谣。清末，来自意大利的

外交官韦大列集成出版了 《北京儿歌》，来自美国

的传教士何德兰编辑出版了 《孺子歌图》，这两本

书更是将中国民间童谣传入西方人的视野。然而，

贵州民间童谣的辑录工作却是较晚近的事情。

一、贵州民间歌谣中的童谣资源

贵州地处西南山地，是民间文化资源的一座

“富矿”。在中国文化的历史版图中，贵州地区由

于独特的自然环境，长期以来都较为闭塞，和外界

的文化交流相对较少。但正是这种独特的自然地貌

与众多少数民族的分布，孕育了丰富多彩的贵州民

间民族文化。正如贵州籍人类学家潘年英所言：

“贵州的自然地理和历史因缘造就的众多原生文化

形态的广泛存在，就如同生物多样性之于自然生态

的重要性一样。”［１］贵州各民族在劳作与生活中共

同创造了灿烂多样的 “多彩贵州”，在这些多样态

的民间民族文化资源之中，以各民族的民间歌谣曲

艺尤为引人注目，至今还存有非常丰厚的民间歌谣

资源。例如贵州的世居民族侗族被称为是一个

“歌的民族”，它有着 “饭养身、歌养心”的民歌

传统以及 “歌的海洋”的美誉；又如贵州彝族，

“两千年来，彝族人民始终保持这种好歌喜舞的传

统习俗，他们红白喜事唱歌、谈情说爱唱歌、生产

劳动唱歌、小孩嬉戏时也唱歌。凡到彝族村寨，歌

声不绝于耳，民间歌曲真是风姿瑰丽。”［２］；再如

苗族、布依族、仡佬族等也都流传下来大量的民间

歌谣，这些都充分印证了人们对少数民族 “能歌

善舞”的印象。正因为如此，我国老一辈民间文

学家钟敬文老先生在写给贵州 《民间文学选粹丛

书》的出版总序中说道：“贵州民间文学非常丰

富，也很有特色。各民族人民能歌善舞。人们把贵

州民族地区称为 ‘歌舞之乡’‘诗歌海洋’，实在

不为过誉。各族人民在生产劳动中，在各种民俗活

动中，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离不开歌，总是以歌

代言，以歌明理，以歌抒情，以歌立法……”［３］贵

州民间童谣作为一种民间的诗体念唱艺术，以口口

相传的形式扎根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是贵州民

间歌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民间童谣浩瀚星

空里的璀璨星群。正如马筑生先生所说：“贵州民

族民间童谣资源丰富，自远古起就活跃于民间百姓

（特别是孩童）的口耳相传中……在各民族各地域

长期的共同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渗透、借鉴、

推动、相融、并进，具有历史悠远的、多元化的民

族文化蕴涵和极为深厚、极为丰富的民族文化

特色。”［４］

值得庆幸的是，面对这样丰厚的民间歌谣、童

谣资源，研究者对其进行收集、整理和保存的工作

也已在断续中持续了百年之久，这为今天传承和研

究贵州民间童谣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资料文本。梳理

贵州民间童谣百年的辑录与整理情况，必将推动对

于贵州民间童谣更进一步的思考与研究。

二、贵州民间童谣辑录与整理的百年历程

从２０世纪初的 “歌谣学运动”到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的民间文学普查与编辑刊印，再到近些年
地方文化与民族文化自觉中的各种歌谣辑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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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中国民间歌谣的资料辑录历程，既是中国

民间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民间歌谣逐步

被重视的历史见证。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一个小属

类的贵州民间童谣，逐步从被隐没、被忽略、被遮

蔽的状态下走了出来。自１９２０年北京 《晨报》第

七版上登载题为 《贵阳的儿歌》的一组 （六首）

童谣开始，到２０１９年马筑生先生编辑的 《贵州童

谣》出版，这段学界对贵州民间童谣辑录与整理

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１９２０～１９４９年：“歌谣学运动”影响下
的贵州民间童谣集录

随着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在当时的

北京大学掀起了一场 “歌谣学运动”。１９１８年
２月，蔡元培和刘半农分别在 《北京大学日刊》上

发文号召征集全国近世歌谣，同时成立了由刘半

农、钱玄同、沈兼士、沈尹默四人负责的歌谣征集

处。为了进一步推动北京大学的歌谣征集事业，

１９２０年２月又成立了 “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之

后为了方便将已收集到的歌谣作品整理发表，该学

会于 １９２２年 １２月 １７日创办了 《歌谣周刊》。

１９２５年６月２８日该刊并入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

门周刊》，其间共出版了９７期及周年增刊１期。后
来，《歌谣周刊》于１９３６年４月在胡适的主持下
复刊，又于１９３７年６月再次停刊。据统计，在这
场轰轰烈烈的 “歌谣学运动”中，曾在全国 （除

新疆、西藏、热河等地外）范围内共收集一万三

千多首民间歌谣，其中就包括大量的童谣。当时把

征集来的童谣冠以 “儿歌”的名称，陆续在 《歌

谣周刊》等刊物上发表。在这场持续近二十年的

北大 “歌谣学运动”中，不但有沈兼士、周作人、

台静农等知名学者参与，而且有北大学生和社会各

界的歌谣爱好者参与其中。贵州民间童谣也得以在

一些热心人士的努力下汇入歌谣征集的作品之中。

最早公开发表贵州民间童谣的刊物是北京 《晨

报》，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晨报》第七版刊载了题

为 《贵阳的儿歌》的一组 （六首）童谣，辑录者

署名为 “君玉”。这六首童谣具体是：《豆子》《墨

蚱》《推磨》 《牵郎郎》 《拜大门》 《点点窝窝》。

１９２１年 《晨报副刊》还曾再次刊发贵州童谣。后

来，由赵寄萍、彭廷镛、寿生、和生、郎士俊、杜

韵泉、段翰荪、傅朝臣、王树芬等人辑录的贵州民

间歌谣共计８７首也在 《歌谣周刊》陆续刊载，其

中包括流行于贵阳、镇远、黔北地区的民间童谣十

余首。如赵寄萍辑录的 《斑斑点点》《中指姆》

《宝哪宝》，彭廷镛辑录的 《丫头丫》《烟子烟》

《月亮光光》，寿生辑录的 《一张白纸飞过街》《恶

鸡婆》《烟子烟》《小板凳》等。另外，当时还作

为儿童读物整理出版了一批童谣集，如萨雪如辑录

的 《北平歌谣集》《北平歌谣续集》、葛承训辑录

的 《儿童谣百首》、朱天明辑录的 《各省童谣集》、

林兰辑录的 《小朋友山歌》、潘伯英辑录的 《儿童

歌谣》、黎锦晖、吴启瑞、李实辑录的 《中国十二

省儿歌集》等。在这些童谣集中，贵州民间童谣

也偶有被收录其中，如朱天明的 《各省童谣集》

就收录贵州童谣５首。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上海大夏大学西迁至贵阳，

该校教师陈国钧在 “社会研究部”从事贵州省 “苗

夷”的文物研究与生活状况调查期间收集了大量贵

州少数民族歌谣，并从中选出约一千首编成 《贵州

苗夷歌谣》一书。后此书作为吴泽霖主编的 《苗夷

研究丛刊》中的一辑，于１９４２年４月由贵阳文通书
局出版。书中所收录的贵州歌谣虽以情歌为主，但

也有叙事歌、劳作歌、婚歌、丧歌、酒歌等其他种

类，儿歌 （即童谣）也在其列，共有７首。尤为可
贵的是，在这部贵州少数民族歌谣集的辑录过程中，

作者能够忠实地记录和科学地整理，尤其是在转译

编辑时没有随意地修改和诠释，尽量保存了民歌原

有的民间样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１９３８年日军攻占长沙，由北大、清华和南开
大学组成的 “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决定从长沙迁

往昆明。当时由３００余名有志于社会文化考察的师
生组成了 “湘黔滇旅行团”，计划从长沙步行到昆

明。在这个队伍中，南开大学学生刘兆吉在闻一多

的支持和指导下步行１５００多公里沿途采集流行在
民间的歌谣，共收集到２０００余首作品。这些作品
后经刘兆吉分辨、整理与筛选，最终将其中７７１首
结集为 《西南采风录》一书，并于 １９４６年 １２月
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该书所辑录的 “童

谣”部分共收录民间童谣３５首，其中有采自贵州
黄平、贵阳、安顺、平坝、盘县等地的民间童谣共

计１２首。作者还特意在书中著有 《歌谣区域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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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与国音之比较》一文，以方便念诵这些歌谣时

“能韵和音协，看出每首歌谣生动的神情来。”［５］

就目前所掌握的以上资料来看，“贵州民间童

谣”走入 “五四”知识分子与文化精英群体的视

野是与２０世纪上半叶北大 “歌谣学运动”的推进

同步的。在这场 “目光向下”的 “歌谣搜集运动”

中，民间歌谣天籁自鸣，直抒性情的原生态、平民

化特点得到肯定与推崇，民间童谣中展现的天机活

泼的童真童趣与真实多样的儿童生活得到珍视，全

国多地许多民间童谣被辑录刊载或结集出版。但

是，就当时所辑录的贵州民间童谣数量而言，无论

是在报刊登载还是歌谣集收录中都还比较有限。相

对于贵州民间童谣的实际存量，可谓是冰山一角。

就其所辑录的童谣内容而言，往往以游戏童谣和生

活童谣为主，对于像催眠童谣、地名童谣、风俗童

谣、时政童谣等题材的涉及甚少或未曾涉及。当

然，在这场受新文化运动的社会思潮及民间文学和

民俗学的研究兴起而催生的 “歌谣学运动”中，

贵州民间童谣这朵开在山野间的小花走进了当时文

化精英们的视野，是贵州民间童谣被当作民间文化

的珍贵遗产收集、整理的开始。

（二）１９４９～１９９９年：“新民歌运动”与民间
文学普查背景下的贵州民间童谣辑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半个世纪，全国各地

的民间歌谣收集与整理工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

一时期，贵州民间歌谣、童谣的收集与整理工作以

官方乃至国家层面的大力支持与积极介入为主导，

并引动了一部分民间力量和一些学者的积极参与。

１国家层面的积极介入与官方组织的大规模抢
救性收集整理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全

国范围内的民间歌谣搜集热潮是由 “新民歌运动”

发起的，这是一场由毛泽东提倡，各级党委和政府

组织、发动的群众性文化运动。１９５７年１月１４日，
毛泽东在约见袁水拍、臧克家两位诗人时明确提出：

“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民歌，第二条古典。民间的

歌谣发展。过去每一时代的诗歌形式，都是从民间

吸收来的。要调查研究，要造成一种形式。过去北

京大学搜集过民谣，现在有没有人做？”［６］就毛泽

东当时提出的新民歌主张而言，这既是对我国诗歌

采风传统的延续，也是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

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思想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体现。１９５８年３月
２２日，毛泽东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
时提倡大家收集和创作民歌，表示 “请各位同志

负个责，回去以后搜集点民歌。各个阶层的人，青

年，小孩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试点办，每人发

三、五张纸，写写民歌，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

十天搜集，这样，会收到大批旧民歌，下次会印一

本出来。”［７］在随后的汉口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

到民歌。于是，从１９５８年４月开始，全国文联及
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地县党委都纷纷发出有关收集新

民歌的通知，要求成立 “采风”组织和编选机构，

开展规模浩大的 “社会主义采风运动”，并强调这

是一项政治任务。虽然这次 “新民歌运动”仅仅

持续了一年时间就逐渐落潮了，但社会主义的文艺

方针、文艺政策与民歌的群众基础使得民歌搜集工

作并没有就此停下来，之后各地均开展了不同程度

的民间文学资料收集、整理工作。这一时期，贵州

省由官方组织收集、整理的内部资料 《民间文学

资料》相继刊印，在 １９５８年至 １９６４年间共编印
４３集。这些资料集中收录了不少贵州民间童谣。例
如，１９５９年编印的 《民间文学资料第２０集：布依
族苦歌、酒歌等合集》中收录贵州民间童谣３８首；
《民间文学资料第 ２３集：苗族酒歌、祝词、嘎福
歌等合集》中收录贵州民间童谣５２首；１９６１年编
印的 《民间文学资料第２８集：布依族歌谣传说故
事集》中收录贵州民间童谣２２首。随着 “文化大

革命”的发动，由官方组织收集、整理各地民间

文学资料的工作暂时中断。等再一次启动对各地民

间文学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已是 “文革”结束

以后。１９８０年６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
会成立，并积极展开了对民间文艺的抢救和整理工

作。于１９８０至１９８８年间收集、整理编印 《民间文

学资料》２９集、《侗族文学史资料》７集，其中民
间童谣也有涉及。

１９８３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 （扩大）会

做出了编撰 “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决议。

１９８４年由文化部、国家民委和民研会联合下达了
第８０８号文件，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民间文学普查
工作，并成立了 “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委会”，由

贾芝担任 《中国歌谣集成》主编。这是一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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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大、耗时较长的民间文学资料搜集、整理工作。

在这次民间文学普查中，贵州各县、区基本上都成

立了专门的办公室或工作组，组织专人深入村寨、

街巷采录资料。至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末 ９０年代初，
各县、区陆续将收集、整理的民间歌谣刊印成册。

继而又在县、区卷资料本的基础上编撰地市、自治

州卷。等到 《中国歌谣集成·贵州卷》编成出版

时已是２００９年。各地在这次民间歌谣辑录中都不
同程度地关注到了民间童谣，各县、区歌谣集中收

录的民间童谣从一首到几十首不等。辑录较多的

如：《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故事歌谣谚语 （贵州

省铜仁地区石阡县卷）》收录童谣５３首，《中国民
间歌谣集成 （贵州省遵义地区遵义县卷）》收录童

谣５８首，《中国民间歌谣集成 （贵州省黔东南州

从江县卷）》收录童谣３３首，《中国民间歌谣谚语
集成 （贵州黔东南黄平县卷）》收录童谣 ３６首，
《中国歌谣谚语集成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卷）》

收录童谣４６首等。在这次大规模的民间文学普查
中贵州各地收集、整理编入 “民间文学三套集成”

的民间童谣作品有上千首之多。

由于贵州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省份，为了体

现贵州民间歌谣的民族性，在各县卷本还没有出齐

的情况下，贵州省 “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办公室

就开始组织人力在已出的县卷本基础上选编民族歌

谣集并单独出版。分别于１９８９年出版了 《贵州布

依族歌谣选》《贵州侗族歌谣选》《贵州苗族歌谣

选》，１９９３年出版了 《贵州汉族歌谣选》 《贵州彝

族回族白族歌谣选》。其中均收录有一些民间童

谣。此外，当时各地的民族事务委员会也组织收

集、整理了一些民族的民间文艺资料。如：

１９８１年由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
编印的内部资料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间歌

曲选集 （第１集）》，其中收录童谣３首；１９８４年
由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印的内

部资料 《苗族民间文学资料集》，其中收录童谣

２首；１９８７年由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民族事务委员
会、文化馆编印的内部资料 《沿河土家族歌谣

选》，其中收录童谣１首；１９８７年由中国作家协会
贵州分会、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编辑的贵州少数

民族文学丛书也收录有少数民间童谣作品。如该丛

书中的 《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仡佬族民间文学概

况》一书就录有侗族童谣作品 《老老少少笑哈哈》

《螃蟹歌》《朽木上的冻菌》《棕树》《草鞋》《石

礁》《鱼》《蜘蛛网》等。

２学术团体及个人的收集整理工作。在官方
主导的贵州民间文学资料的挖掘、整理与刊印工作

持续开展的同时，民俗学、民间文学学科的研究也

在不断深入，并逐步形成了一定的研究群体。贵州

地区丰富的民间歌谣资源也逐渐引起了一些研究者

的关注，他们选编的歌谣集、歌曲集等中也常常会

收录一些贵州民间童谣作品。笔者通过贵州数字图

书馆检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２０世纪末收录
有 “贵州民间童谣”的书籍，经过筛选并择其中

部分书籍进行统计 （见表１）。

表１　１９４９～１９９９年贵州民间童谣收录情况统计

序号 书名 编著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年 收录数量／首

１ 《中国儿歌选资料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１９５９ １

２ 《侗族民歌简谱本》 贵州大学艺术系 贵州人民出版社 １９６１ １

３ 《贵州民间歌曲选》 中国音乐家协会 （贵州分会） 贵州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９ １

４ 《侗族民歌选》 杨通山 上海文艺出版社 １９８０ ３

５ 《少年儿童民歌１５０首》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１９８１ ３

６ 《长大要当好歌手：侗族少儿歌曲选》 张勇 贵州民族出版社 １９８５ ５０

７ 《贵州少数民族音乐》 张中笑、罗廷华 贵州民族出版社 １９８９ ３

８ 《中国民间儿童歌曲集》 赠婉、爱群、锦华 人民音乐出版社 １９９１ ９

９ 《快乐歌唱：中外少年歌曲集萃》 杨春华 开明出版社 １９９２ ９

１０ 《天上七颗星》 阮居平 贵州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４ ２８

１１ 《中国童谣》 郁宁远 中国妇女出版社 １９９６ ３４

１２ 《贵州民间歌谣》 龙玉成、王继英 贵州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７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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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１可见，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２０世纪末，
贵州民间童谣受到来自省内外更多研究者的关注，

但总体上收录数量不多，大部分的书中所收录的贵

州民间童谣作品少于１０首。

（三）２０００年至今：地方文化与民族文化自觉
中的贵州民间童谣辑录

进入２１世纪以后，地方性与民族性文化资源

越来越受到重视。随着国家相关文化政策、文化制

度的推行和建立，原先以官方力量为主导的民间歌

谣、童谣搜集、整理工作逐渐转为在相关文化主管

单位的引导与支持下越来越多的学术力量的自觉参

与以及民间力量的积极加入。笔者通过贵州数字图

书馆搜索２１世纪以来收录有 “贵州民间童谣”的

书籍，经过筛选并择其中部分书籍进行统计 （见

表２）。

表２　２０００年至今贵州民间童谣收录情况统计

序号 书名 编著者 出版社 出版时间／年 收录数量／首

１ 《中华民族童谣》 吴超、郁宁远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 ２１

２ 《侗族大歌》 陈乐基 贵州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２ １２

３ 《乡土剑河》 杨村、文玉深 贵州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８ ６

４ 《贵州彝族民歌选集》 贵州省群众艺术馆 贵州民族出版社 ２０１１ １５

５ 《黔北仡佬族民间文学作品集》 王清敏 民族出版社 ２０１２ ８

６ 《侗族口传经典》 傅安辉 民族出版社 ２０１２ ９

７ 《侗族童谣》 贵州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办公室 贵州民族出版社 ２０１２ ２３６

８ 《贵州各族少年儿童民歌精选》 邵智贤 上海音乐出版社 ２０１３ ２１

９ 《丹江民歌集》
雷山县丹江镇人民政府、

雷山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贵州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 ３７

１０ 《贵州土家族儿歌选》 安元奎 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１３７

１１ 《侗族民间文学选》 贵州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办公室 贵州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 １０

１２ 《贵州童谣》 马筑生 贵州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９ １４４

１３ 《布依族口传民歌文化述论》 罗剑、鄂启科，等 山西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９ ８

　　表２中有三本书值得特别关注，２０１２年由贵
州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办公室辑录的 《侗族童谣》

收录侗族童谣２３６首，是贵州的第一部民间童谣专
辑。书中的每一首作品都用侗文、汉语直译和汉语

意译三种方式记录，在书的后记中编者提到编辑此

书的目的是希望其 “发挥它在传承民族文化中的

载体作用，双语文教育中的辅助作用，学习汉语文

中的 ‘拐杖’作用。”［８］２０１５年由安元奎辑录的
《贵州土家族儿歌选》收录土家族童谣１３７首，由
于历史上土家族与汉民族融合较早，没有本民族的

文字，通用汉文，所以这本童谣集中的作品全部用

汉文辑录。书中大部分作品后面都附有一篇简短精

要的解读文字，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欣赏童谣

作品。编者在概述部分写道：“土家族儿歌使幼儿

在文学的氛围中吸取丰厚的民族民间文化营养，获

得最初的文学启蒙，并使古老的土家文明得以记忆

和传承。儿歌的搜集整理，对继承民族民间文化遗

产有着重大意义和借鉴作用。”［９］算是阐明了其辑

录的初衷。２０１９年由马筑生辑录的 《贵州童谣》

绘本，分为童年、生活、动物、游戏四编，每编独

立成册，共计收录贵州民间童谣１４４首，每一首童
谣都注明了流传地区，部分作品还注明了传唱民

族。更为可贵的是，全书以绘本的形式设计，读者

只需扫描书中的二维码就可加入阅读互动群获取书

中童谣念诵的音频和视频资源，收听原汁原味的方

言版童谣，观看一些游戏童谣的玩法。这三部童谣

集的出版，让我们看到贵州民间童谣不再只是各种

民间歌谣集、歌曲集中的一部分，而开始以单行本

结集出版。以传承地方文化、民族文化为目的，关

注童谣在儿童中的传播与接受，体现出辑录者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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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原汁原味的童谣传承下去的责任感与担当意识。

三、贵州民间童谣辑录与整理的反思

从百年贵州民间童谣辑录与整理的历程来看，

总体上表现出三个变化：一是其辑录与整理的目的

从单纯的抢救性采录保存到面向大众尤其是儿童的

推广传承；二是其辑录与整理的方式从单一的汉文

记录到双语记录与数字化记录；三是其辑录与整理

的实施者从文化精英到官方机构再到官方引导与支

持下的学术团体与个人。长达百年的辑录与整理让

大量在日常生活中日渐消逝的贵州民间童谣从口头

形式转为文字形式，甚至数字化形式，为贵州民间

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进入２１世纪后，“地方性”“民族性”“类别
性”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在这样的背景下，

贵州民间童谣的辑录与整理工作也有了突破性的进

展，并积累了许多经验。一是出版了一些贵州民间

童谣的专辑图书。童谣不再只是作为民间歌谣的一

个组成部分被收录，它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并传

播，这是人们对贵州民间童谣收集整理工作进一步

重视的体现。二是对一些少数民族童谣进行双语记

录。这有利于保存童谣的原貌，为今后少数民族童

谣的辑录提供了参考样本。三是选出精品童谣配以

精美图画和念诵音频、视频。有声的童谣绘本形式

增加了童谣的可读性，相较以前单一的文字记录版

童谣，这样的呈现方式更易被儿童接受，更有助于

在社会上推广传承。

百年的辑录与整理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

的童谣资料文本，但是，民间童谣的搜集、整理、

出版是一项系统的工程，贵州民间童谣的辑录与整

理工作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第一，贵州是一个多

民族聚居的省份，目前只有侗族、土家族的民间童

谣出版了单行本，其他民族如苗族、布依族、仡佬

族、水族等民族也流传着大量民族特色鲜明的民间

童谣作品，但目前对这些民族的童谣文本的收集、

整理还是和当地其他民族混同在一起。第二，贵州

民间童谣经过一百年断断续续的辑录与整理，虽然

已有大量民间童谣有了文字记录，但大都是在民间

歌谣采录活动中附带集得，导致搜集、整理来的童

谣作品大都辑录在各种民间歌谣集中。已经出版的

《贵州童谣》一书由于较注重童谣的可读性，旨在

向广大少年儿童推广贵州民间童谣，故仅收录精选

的作品１４４首，这相对于贵州民间童谣的实际存量
而言还是太少。一部具有较高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

的贵州民间童谣全集尚未面世。第三，随着现代化

生活方式与现代传媒技术对贵州各少数民族地区民

众生活的不断介入，基于 “地方性”“民族性”的

文化形态面临着被改变、被遗弃的命运。原先的童

谣传唱人与口口相传的传承模式受到很大的冲击，

那些流淌在贵州人童年生活里的歌谣正在无可挽回

地急剧消散。因此，亟待一批力量投身于贵州民间

童谣的田野采录工作，进一步挖掘保护活态的民间

童谣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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