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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文在儿童文学中的教育功能分析

———以童书 《不一样的卡梅拉》为例

范海遐

（福建商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３５００１５）

摘要：儿童文学具有道德教化、知识传授和美学教育三种主要功能，这些功能一般以儿童乐于接受的形

式存在于作品中。儿童文学作品通过互文可以实现教育性与趣味性的相融合，以适宜儿童的方式有效传

递这三种教育功能。《不一样的卡梅拉》就是以童话故事互文、历史人物事件互文、文学艺术作品互文与

儿童文学具有的教育功能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去培养儿童良好的道德情操，让儿童了解历史、学习科学知

识和提升审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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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儿童文学与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儿童在成长

过程中，可以通过阅读儿童文学作品去培养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儿童文学具有的教育性

不是以说教的形式存在，而是巧妙地编织融合在作

品中，互文就是其中的一种创作手法。在童书

《不一样的卡梅拉》中存在大量的互文，使这部作

品在生动有趣叙事的同时，传达出丰富的教育意

义。《不一样的卡梅拉》文本由法国儿童文学家克

利斯提昂·约里波瓦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Ｊｏｌｉｂｏｉｓ）撰写，配
图由法国水彩画家克利斯提昂·艾利施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完成。该套绘本共有４８册，分４季，从
２００６年到２０１７年陆续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



主要讲的是小鸡们在成长过程中经历的历险故事。

目前，国内关于该系列丛书的研究多以介绍和宣传

为主［１－２］；有部分研究或通过描写小鸡家族的成长

来为儿童文学的创作提供一定的启示［３］，或以丛

书为例研究希腊神话对西方儿童文学的影响［４］；

而对丛书所隐含的教育功能研究之文则较少。本文

以互文性理论为基础，将这套书中存在的童话故事

互文、历史人物事件互文、文学艺术作品互文与儿

童文学具有的道德教化、知识传授和美学教育相结

合，探讨互文在儿童文学中的教育功能。

二、儿童文学中教育性与互文性的融合

儿童文学与教育是密不可分的。儿童文学是儿

童教育的重要资源［５］２０，儿童文学的艺术天然地包

含了教育的特性［６］６０。首先，儿童文学具有道德教

化的功能。儿童文学主要是写给儿童阅读的文学作

品，而儿童的生长特性和可塑性决定了在提供给儿

童的文学作品中，人们一定会考虑到把社会认可的

正面道德和伦理价值观念融入其中传授给孩

子［６］６３。儿童在阅读故事的过程中，能够不知不觉

地被故事传递的正能量感染，从中体会良好的道德

观念。其次，儿童文学具有传授知识的功能。儿童

文学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在讲述故事的过程

中向儿童传授新的知识。儿童文学是儿童走向认知

的桥梁之一，儿童通过阅读儿童文学作品迈出知识

教育的第一步［５］２０。这一点在科学类儿童文学作品

中体现尤为明显，比如法布尔的 《昆虫记》就将

晦涩难懂的科学知识通过生动的文学创作变得妙趣

横生、引人入胜。再次，儿童文学具有美学教育的

功能。儿童正是在阅读儿童文学作品中逐渐培养出

审美情趣的。儿童文学本来就蕴含美感的力量，儿

童通过阅读和听诵儿童文学作品而迈出审美教育的

第一步［５］１９－２０。比如 《爱丽丝梦游仙境》中拟声

词、叠词、双关、仿拟、反复、押韵等语言手段的

应用，使儿童通过阅读该作品享受语言的文字美。

儿童文学的这些教育功能不是简单说教式地出

现在作品中的，而是与故事融为一体。如果用教育

成人的方式来看待儿童的审美娱乐活动，忽视了儿

童思维的直观性和形象性，没有把握 “寓教于乐”

的独特教育模式，那么儿童文学作品就无法产生吸

引孩子们的艺术魅力［７］。儿童文学为儿童编织了

一个与他们的生活世界密切相连的文学世界，这个

世界应该是真切的、生动的，适合儿童并且富有吸

引力的，只有在充分实现这一文学性要求的前提

下，儿童文学的教育意图才能得到合理的表现与传

达［６］６０。从这方面来看，文本互文提供了一个很好

的方法，通过互文能够将其他具有教育意义的故事

不着痕迹地融于整体故事中，让儿童不知不觉地接

受教育。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受西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
义思潮的影响，著名的法国符号学家及女性主义批

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 （ＪｕｌｉａＫｒｉｓｔｅｖａ）提出了
互文性理论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ｕａｌｉｔｙ）。互文性指 “一个文本

（主文本）把其他文本 （互文本）纳入自身的现

象，是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发生关系的特

性。”［８］因此，当两个文本之间相互联系，能够相

互指涉，相互映射就有成为互文性的可能。《不一

样的卡梅拉》系列故事作者、插画家根据自己的

创作意图，精心选择经典童话、重要历史人物事件

和文学艺术作品等前文本 （这些前文本都是历经

时间考验的经典文本），具有较强的趣味性和教育

性。儿童对这些文本的接触比较早，通常在学前教

育阶段就开始通过父母和老师的讲述熟悉这些故

事，例如 《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等童话。将

这些前文本与新的文本相结合，不仅使新文本具有

前文本的趣味性和教育性，而且可以降低儿童对新

文本的理解难度，自然而然地将所了解的前文本中

的知识带入到新故事中，从而在阅读过程中，潜移

默化地受到教育。

三、互文在儿童文学中的教育功能

（一）童话故事互文与道德教化

童话故事伴随着儿童的成长，在儿童的道德教

育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童话以 “情境化”的方

式让儿童体验人类实际的或可能的伦理与道德价

值，并以直观可感的形象表征美丑善恶［９］。卡梅

拉系列童书中就存在着许多著名的童话互文，如

《我不要撒谎》，故事讲述的是小鸡卡门、卡梅利

多和小羊贝里奥发现一头小毛驴被拴着脖子在拉

磨，小鸡小胖墩正用一把荆棘条抽打着毛驴，小鸡

大嗓门在后面拽着驴尾巴玩起了沙地滑板。小毛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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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得大叫，叫声吵得大家不得安宁。卡门、卡梅利

多和贝里奥都认为小胖墩和大嗓门的行为太过分

了，这样的行为是虐待动物，于是三个小伙一起努

力帮小毛驴获得自由。但是以田鼠普老大为首的坏

蛋 “田鼠三人组”在野外发现了小毛驴，他们想

抓住小毛驴做成香肠，无奈小毛驴又逃回到了鸡

舍。于是小鸡家族对小毛驴在鸡舍的去留召开了紧

急家庭会议，最后公鸡爸爸皮迪克同意卡门和卡梅

利多的决定，把毛驴留在农场饲养棚。可是留在农

场的小毛驴把所有人的生活都搅乱了，不得已，卡

门决定还是将毛驴放归野外。就在小毛驴将要离开

的最后一个晚上，田鼠坏蛋们又偷偷潜入鸡舍，把

值夜班的公鸡爷爷打晕在地。聪明的卡门想到了小

毛驴可以帮忙，他们用草垛作伪装， “智勇四人

组”（小毛驴，卡梅利多，卡门和贝里奥）勇敢地

赶走了田鼠坏蛋们。卡门夸奖小毛驴表现那么棒，

卡梅利多赞扬道：“谢谢你，小毛驴。你救了我们，

救了鸡舍！”卡梅利多刚说完，小毛驴身上就冒起

了一股紫烟，“啪”的一声，小毛驴不见了，站在

小鸡们面前的是一个小男孩。原来那头小毛驴是匹

诺曹变的，大家好奇匹诺曹是怎样变成一头驴的，

匹诺曹解释说，是因为他太贪玩了，不停地撒谎，

仙女惩罚他变成了一头驴。但是怎么突然 “啪”

的一声变回小男孩呢？匹诺曹说他必须做一件好事

才能解除咒语，由于刚才卡梅利多说了句 “谢

谢”，咒语解除了。

匹诺曹是家喻户晓的童话故事 《木偶奇遇记》

中的小木偶，老木匠用木头雕刻了他，给他起名匹

诺曹。小毛驴和匹诺曹的形象以互文的形式出现在

故事 《我不要撒谎》中，在小毛驴和卡门、卡梅

利多、贝里奥的共同努力下，赶走了田鼠，鸡舍得

到了保护。小毛驴由于得到了大家的肯定，重新变

回了小男孩。通过互文，作者以卡门和卡梅利多的

口吻告诉小读者们要善待动物，尽管小动物和故事

中的小毛驴一样会顽皮吵闹、闯祸等。除此之外，

小读者们还从故事中明白了即使犯错也不能撒谎，

知错就改依旧是个好孩子。故事还让儿童体会了团

队合作的力量，使儿童知晓帮助他人后得到一句

“谢谢”的意义。

（二）历史人物事件互文与知识传授

儿童是受教育的主体，童书对知识的传承有着

重大作用。著名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是推动人

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因素，其以有趣的互文方式出现

在童书中，有助于小读者对历史知识产生一定的感

性认识，对传承知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不怕

打雷》故事开头展现的是暴风雨来临前小鸡们在

河边玩耍的情景。公鸡爸爸皮迪克招呼小鸡们进屋

躲避雷电，可是贪睡的小鸡卡卡不见了，于是卡门

他们几个去寻找卡卡，却发现有个小男孩在放风

筝，小男孩自我介绍道：“我叫本杰明·富兰克林，

发明家！”。小男孩说他正在做科学实验，这个实

验是在风筝的下面挂把铜钥匙，把钥匙插在地上，

如果钥匙被雷击中，那就说明雷是带电的。小男孩

还说，通过钥匙，电会被直接引入地下，这样既不

会击中树木，也不会伤到人，这就是避雷针的作

用。有了它，你们的鸡舍就会永保平安，再也不怕

打雷了！这个故事告诉儿童雷电非常危险，如果闪

电击中树木，有可能会引起火灾，打雷下雨的时候

不要在外面乱跑，更是通过 “富兰克林”的介绍

让儿童明白避雷针的作用，学会怎么正确地保护自

己和家人。历史上本杰明·富兰克林发明了避雷针

这是没有争议的，通过互文的方式出现在 《我不

怕打雷》这个小故事里，不仅让小读者学到了预

防雷电的科学知识，还可以消除他们对雷电的

恐惧。

故事 《我的马拉松战役》中由于公鸡爸爸生

病了，小鸡卡梅利多在草垛上帮鸡爸爸叫醒太阳。

突然一个人影如旋风般从农场穿过，小鸡们都很好

奇是谁跑得这么快，于是小鸡卡梅利多和卡门跟着

追了上去。那个健步如飞的人突然 “哎哟”一声

摔倒在地，原来是被坏蛋田鼠设置的陷阱打懵了，

那人惊慌地喃喃自语：“太可拍了，我忘了是谁赢

了，我菲迪皮茨为什么会在这里？”原来是希腊战

士菲迪皮茨被那一棍子打成了健忘症而且还变得非

常胆小，甚至连听到坏蛋田鼠伪装的 “号角声”

都吓得双腿直哆嗦，于是小鸡们想办法帮助菲迪皮

茨恢复记忆和勇气并把战报平安送回雅典。公元前

４９０年希腊人和波斯人在离雅典不远的海边小
镇———马拉松发生了一场战争，在历史上被称为

“波希战争”。为了把胜利的消息以最快的速度带

给雅典人民，勇敢的士兵菲迪皮茨从马拉松一路跑

向雅典，他激动地向雅典人民宣布：“欢乐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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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人，我们胜利啦！”随即因疲劳过度而死。为了

纪念他，１８９６年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举行了首
次马拉松比赛。马拉松的起源在 《我的马拉松战

役》故事中以互文的方式呈现出来，能激励小朋

友学习更多的关于马拉松、关于奥运会的更多的历

史文化知识。《我想去放烟花》讲述了小鸡们为卡

梅利多举办秘密生日派对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

小鸡们认识了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并且知道

了古代一项伟大的发明火药来自一个遥远的国

度———中国。这些重要的历史知识都是以有趣的互

文方式出现在故事书里，在向小读者们传递历史知

识的同时增添了趣味性。

（三）文学艺术作品互文与美学教育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

美育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 《意见》

指出，学前教育阶段重在 “培养幼儿拥有美好，

善良心灵和懂得珍惜美好事物”，义务教育阶段重

在 “激发学生艺术兴趣和创新意识，培养学生健

康向上的审美趣味、审美格调。”［１０］美学教育就是

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发展

学生的审美理想和美的创造力，使学生最终能自觉

乃至自然地按照美的规律来改造客观世界和重新塑

造主观世界里的思维理念。［１１］文学艺术作品是重要

的美学教育载体，通过学习了解优秀的文学作品，

儿童可以学会如何欣赏美，得到美的享受。《我梦

游到仙境》讲述的就是一个绚丽多彩的奇幻世界

的故事。幽静的夜晚里，当小鸡们都沉浸在梦乡的

时候，卡梅利多翻身起床，好像被一股神秘的力量

推着往前走，卡门和贝里奥紧随其后，他们来到一

面巨大的镜子前，卡梅利多、贝里奥和卡门跨进了

镜子里，来到了一个五颜六色的神奇世界，绚丽的

景色、彩虹蘑菇桥让小羊贝里奥目不暇接，卡门还

跳到一朵大蘑菇上，“眼前的景象简直犹如遨游太

空一般，让她既紧张又兴奋。”［１２］１８原来这一切只是

一名叫爱丽丝的小女孩的梦境。《爱丽丝梦游仙

境》为１９世纪英国作家路易斯·卡罗尔所创作，
自１８６５年出版以来一直深受人们喜爱，童话以互
文的形式出现在 《我梦游到仙境》中，图画再现

了色彩斑斓、多姿多彩的梦幻世界，产生视觉冲

击，使儿童直观地欣赏到色彩与想象的美。谭旭东

认为，反映儿童生活是儿童文学意蕴美的一个方

面，儿童生活有三个层面，分别是幻想的生活、身

边的生活和向往的生活。［５］１４梦境里各种天马行空

的描绘，是以身边的生活为基础，所表现出的幻想

的生活和向往的生活，传达了儿童文学的意蕴之

美。童书以梦境故事的叙述方式迎合了儿童好奇、

好动的特征，满足儿童爱幻想的心理，使小读者们

获得精神上的愉悦，继而培养儿童的审美能力。

图１　名画互文

美学教育不只存在于欣赏优秀文学作品中，

欣赏世界名画也是美育的重要方式之一。《我创造

了名画》讲的是小鸡卡门和卡梅利多帮助画家找

到灵感的故事。应法国国王的邀请，达芬奇要画一

幅油画，可是被迎头撞上的卡梅利多和卡门给打断

了。沮丧的达芬奇找不到灵感了，卡梅利多帮达芬

奇出主意，让卡门站着不要动，保持姿势 （见图１
左上），达芬奇说：“卡门！你独一无二的微笑将会

名垂青史！我敢保证！你创造了名画。”［１３］３８卡梅利

多和小胖墩如痴如醉地看着达芬奇画画，转瞬之

间，一幅栩栩如生的画作完成，“他们这才明白原来

画能有如此大的魔力。”［１３］３９当卡门看到画时她简直

不敢相信，惊讶地说：“哇！这真是我吗？”［１３］４０ （见

图１左下）。图１左上是卡门摆的姿势，左下是达
芬奇画出来的样子，将二者与名画 《蒙娜丽莎》

（见图１右）做比较，可以发现从构图上来看，三
者是类似的。由于左边两幅图含有名画的元素，加

上文中达芬奇说到 “独一无二的微笑”，很容易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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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联想到达芬奇的油画 《蒙娜丽莎》，可以说左边

的两幅图是简版的，或者说是儿童版的 《蒙娜丽

莎》，因为它们更符合儿童的认知，更容易被儿童

所接受。该名画以互文的方式出现在 《我创造了

名画》故事中，儿童可以从中受到名画欣赏的启

蒙教育，学会欣赏名画的美，感受到艺术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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