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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本期栏目主要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涉及童话和图画书的理论探讨，其中：许琼琦文梳理了

２０世纪中国创作童话中的民间童话存在的两种质态，对研究民间童话具有较大意义；吴正阳文探讨了经典
儿童图画书中的死亡主题，揭示出其具有的独特审美价值。第二部分则以儿童诗歌创作为作家作品研究的

重点，对我国三位著名儿童诗人的创作进行较全面的讨论，其中李芳、郭强文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王忠范

和林焕彰的儿童诗陌生化语境下的艺术魅力，卢科利文探讨了圣野童诗的情美世界。此外，孔凡飞文从镜像

的角度，对刘东新作《镜宫》进行了剖析。

２０世纪中国创作童话中的民间童话质态
许琼琦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１００）

摘要：童话作为儿童文学的一种文学体裁，在民间文学的滋养下成长。２０世纪中国创作童话中的民间童话以两
种质态存在：其一，民间童话为创作童话文本提供素材和故事原型；其二，民间童话为创作童话提供创作技巧经

验。民间童话在创作童话中以隐蔽的方式和全新的审美价值呈现出来，而创作童话源于民间童话又跳出了民间

童话的窠臼，通过作家文学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法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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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童话的分类问题曾被许多儿童文学研究者关注。

周作人在《童话略论》中单列一节讨论“人为童话”，

他说：“天然童话亦称民族童话，其对则有人为童话，

亦言艺术童话也。天然通话者，自然而成，具种人之

特色，人为童话则由文人著作，具有个人之特色，适于

年长之儿童，故各国多有之。”［１］１０赵景深则将童话分

为三类：“一、民间的童话；二、教育的童话；三、文学的

童话。”［２］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家朱自强在他的《儿童文

学概论》一书中，将幻想儿童文学单列一章，其中民间

童话、创作童话与幻想小说并列三节。综合近现代中

国儿童文学研究者的成果，本文拟取周作人的划分方

法，即：一是民间童话，二是创作童话。

民间童话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指那些从传说、

神话等演变而来，具有口语讲述性、集体性等特点的

童话。它不是专为儿童创作的，却拥有丰富的儿童文

学要素，因而也与儿童文学相交融。创作童话（又称

为文学童话、艺术童话、文人童话、作家童话等），“是

进入现代社会后，作家考虑到儿童阅读文学的审美需

要而创作出来的。与民间童话不同，创作童话的绝大

部分是作家怀着为儿童写作的明确目的而创作，他们

一产生就直接成为儿童的文学。如果说，搜集、整理

民间童话是几乎所有儿童文学的内源型国家在儿童

文学的诞生期必须进行的首要工作的话，那么，走过

诞生期之后，儿童文学的发展则主要由作家们的创作

童话来推动。”［３］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很多研究者都

曾撰文讨论过，如陈华文《传统是一种血液———论民

间文学与儿童文学的关系》，蒋风《儿童文学与民间文

学的关系》，韦苇的《从“流”到“泉”———论民间童话

在儿童文学中的存在方式》等。这些文章从多角度阐

释了儿童文学如何在民间文学的滋养下成长起来，同

时童话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在作家这里走向成熟，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