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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老童谣:月亮月亮明明》内容简介：“老童谣”共五本，是根据民俗研究专家山曼先生精心收集的《
中国民间童谣》编撰而成。
入选这套丛书中的每一首童谣都洋溢着永远的温情和向上的力量，充满阳光般的气息。
无论是《我家有个夜哭郎》中母亲对孩子的殷殷期许，还是《吃个核桃上了天》、《九九歌》中孩子
们在嬉闹中朴素的相互祝福，书中的每一首童谣都在对最平易、最寻常的人间情景的吟唱中，寄寓着
对纯美、淳厚的人生之境的向往，勾勒出一幅幅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温馨画面。
在当下多元、急速、浮躁的都市生活中，这些诞生于乡野的童谣为人们构筑起了一个古典主义的诗性
空间，营造出一个在人生羁旅中能安享宁静和谐的所在。
这些洋溢着温煦气息的传统童谣不只含有数代中国人普遍的文化理想，更寄寓着期待，期待孩子们从
童谣中感悟到一种别样的诗性人生，期待童谣中的纯美之境，淳厚人情能启迪童心最真诚的一面，以
培养儿童的纯正人格与淳朴气质。
另外，《老童谣:月亮月亮明明》绘画中呈现的民间色彩和民间情趣地道而蕴含新意，构图大胆而富有
情趣，角度独特却源自生活，用色绚烂又不乏沉稳，勾画灵动感性十足。
插图的活泼、生动与民间童谣的稚拙、真率相映成趣，形成本套书最大的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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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菠菜才发主这么好的天儿春牛登门扑通扑通跳下水小哥睡布谷鸟打新麦过新年月亮月亮明明俺割
青草到南山大公鸡你别叫头顶破筐什么鱼过河夸大口小小子，坐门墩月下摇篮曲桃树和梨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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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老童谣:月亮月亮明明》编辑推荐：“老童谣”系列是根据山曼先生精心收集的中国民间童谣编撰而
成。
每首童谣都配有精美的插图，极富乡土气息和人文情怀。
每一首童谣都是对乡土中国最寻常的人间情景的吟唱，寄寓着对纯美、淳厚的人生之境的向往，勾勒
出一幅幅人与自然、人与时间、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温馨图景。
在当下浮躁喧嚣的都市生活中，这些乡野童谣为我们构筑起了一个古典主义的诗性空间，能够引领孩
子走进那个时间已逝却仍然鲜活的乡土中国，去感受其中的脉搏、体温和呼吸，领略其中的爱与诗意
，从而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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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民间童谣的民俗品格和趣味对于民间童谣的欣赏和研究，应当以历史的目光给予更多的观照。
要寻找民间童谣的根，就要从民族历史中去探求。
在民族历史中，民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
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俗是民间童谣的基因。
1922年12月北京大学《歌谣》周刋在《发刋词》中提出“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这足
以证明童谣的民俗品格。
想想我们小时候学到的童谣，大多是在课堂之外、嬉戏之中学到的。
童谣的“极浅，极明，极俚，极俗”给了我们极大的乐趣。
这些童谣的传授者就是我们家庭中的长者，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和爸爸妈妈。
童谣的俚俗特色和传授方式，使它具有了游艺的特质，这种特质即是民俗的品格。
所以说，要从“游艺民俗”这个角度去认识童谣，才能抓住童谣的要旨。
民俗生活与文学艺术的关系极为密切。
童谣中有大量的内容展示的就是民俗画卷，如传统节日的描绘，人与人之间的礼仪，幼儿良好习惯的
培养，农事节气的科学知识，生活中的习俗和禁忌等等，都有着鲜活的表现。
民间童谣是活在一代代儿童口头上的娱乐，它的“徒歌”形式，简便易学；童谣中的“游戏歌”，协
调动作，增加趣味；谜歌和绕口令，更是童谣中的两大竞技门类。
这些童谣具有了从陶冶、表演、游戏到竞技的众多娱乐性。
从游艺民俗的角度去研究、传播和利用童谣，才能真正地把握住童谣生动活泼的性格和生命。
民俗学是研究“生活的知识”和“生活的智慧”的学科。
突出童谣的“游艺”品格，就是从童谣的传诵、游戏、表演和竞技的活动中，找到作为口头文学的民
俗性和民间娱乐的民俗性的相通相融的亲缘关系。
今天我们彰显童谣游艺的民俗品格，正是为了印证儿童的游戏精神的存在和尊重儿童成长的精神规律
。
童谣的创作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发展中，这是与作家创作的儿歌不一样的。
童谣是活在儿童口头上的文学。
它艺术生命的源远流长就在于不断的变化中，即兴式的修改和再创造，使童谣永远有着鲜活的生命。
童谣从老一辈的口中传到下一辈的口中，人人都是作者，创作永无终结。
正是由于童谣是动态的艺术，就需要动态的研究。
现在，我们还是单一地把童谣作为一种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加以研究的。
这是很不够的。
童谣从来就不仅仅是语言艺术，它所具有的游艺品格，提示我们必须从民俗学的角度，从儿童作为听
众、演员和传播者加以研究。
要从童谣的变化中，衍生的异文中，从儿童享受童谣的反映中，去做动态的研究。
我说童谣的创作是动态的，是处于不断变化的游艺形式，但我还要强调童谣的传承性。
在传承中又相对地形成了稳定性，这就是童谣在流动中所形成的内容与形式，技巧与修辞的承式化。
在传承中所形成的稳定的承式化，正是它游艺的民俗品格所决定的。
为了便于传播，便于表演，便于欣赏，童谣在选材和体裁上，在格律上，都积累了大量的技巧，修辞
上的，如夸张、拟人、比喻⋯⋯形式上的，如问答、连锁、排序⋯⋯以及逗趣歌、颠倒歌等等。
这些在传承中所形成的技巧和格律，都说明童谣的民俗品格，促使童谣在形式上和技巧上日臻成熟。
古人评述民间童谣，说它“乐闻易晓”，说它“一儿习之，可为诸儿流布；童时习之，可为终身体认
”，这正是道出了民间童谣的民俗品格和趣味。
——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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