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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曲折而辉煌的历程。
回顾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我们心潮涌动，激情难抑。
　　一　　在中国，“‘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茅盾《关于“儿童文学”》)。
更具体地说，作为一种新式文学类型的儿童文学是从20世纪初叶开始逐渐为中国人所认识和流传开来
的。
当时代进入五四新文化运动，这种具有现代性观念和形式的文类得到了超常规的发展，因而“儿童文
学”这名称很快被国人所接受。
“儿童本位”、“儿童文学”，一时成了文学界、教育界、出版界“最时髦、最新鲜、兴高采烈、提
倡鼓吹”(魏寿镛等《儿童文学概论》1923年版)的热门话题。
　　尽管“儿童文学”这名称是在20世纪初才出现在中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儿童也即我们
的祖先对文学的接受是一片空白。
正如世界各民族的文化有其独特性一样，在中国文化传统与文学传统的影响和作用下，中国古代儿童
接受文学的方式与阅读选择也有其明显的独特性，这有民间讲述、蒙学读本传播和儿童自我选择读物
三种途径，尤其是民间讲述。
证诸史实，中国古代儿童接受的文学形式，主要是民间群体生产的口头文学作品，其中大量体现为民
间童话与童谣。
学界的研究表明，中国古代民间童话的遗产相当丰富，例如“灰姑娘型”文本《酉阳杂俎·吴洞》比
之欧洲同类型童话还要早出七八百年。
因而有论者这样断言：“中国虽古无童话之名，然实固有成文之童话，见晋唐小说。
”(周作人《古童话释义》)正因如此，当我们回顾历史时，那种认为中国儿童文学是从1909年商务印
书馆编印《童话》丛书，或是从1921年叶圣陶创作《小白船》开始的说法是需要商榷的。
如果我们承认民间文学是文学，民间童话与童谣(已被古人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作品)属于儿童文学范畴
，那么，很显然，中国儿童文学的来龙去脉自然可以提前到“儿童文学”这一名称出现之前。
我们认为，那种对民族文化与文学传统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是需要加以讨论和正视的。
对待历史，我们必须采取审慎和“同情的理解”的态度。
　　二　　我们一方面需要尊重历史，同时需要用发展的观念考察和疏证历史。
尽管中国儿童文学的来龙去脉可以追溯到“儿童文学”这一名称出现之前，但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则是
全部中国儿童文学历史中最丰富最激动人心最值得大书特书的篇章。
　　现代中国儿童文学是指起始于20世纪初叶用现代语言与文学形式，表现现代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少
年儿童的现实生活与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是一种自觉地全方位地服务服从于中国少年儿童精神
生命健康成长的文学，至今已有一百年上下的历史。
1902年黄遵宪尝试用白话文创作的儿童诗《幼稚园上学歌》，190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孙毓修编译的童
话《无猫国》，1919年《新青年》杂志刊发周作人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女儿》，是现代中国
儿童文学生发兴起的重要文学事件与表征。
特别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周作人于1920年发表提出全新儿童文学观念的论文《儿童的文学
》，郑振铎于1921年创办中国第一种纯儿童文学杂志《儿童世界》，叶圣陶于1923年出版中国第一部
原创短篇童话集《稻草人》，冰心于1923年推出原创儿童散文《寄小读者》，这是中国儿童文学新观
念、新作品、新思维形成与奠基的标志性象征与成果，其中的重中之重当数叶圣陶的《稻草人》。
这部辑录了23篇短篇童话，体现出“把成人的悲哀显示给儿童”(郑振铎《(稻草人>序》)的为人生而
艺术的儿童文学思想的童话集，得到了鲁迅的高度肯定与赞誉，被誉为“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
创作的路”(鲁迅《译者的话》)。
“稻草人”的道路实质上就是高扬现实主义精神的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成长、发展的道路。
这条道路经由上个世纪20年代叶圣陶开创、30年代张天翼《大林和小林》的推进，源远流长地延续至
今，形成了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主潮，体现出自身鲜明的民族特色、时代规范与审美追求。
这主要有：　　第一，直面现实，直面人生，始终紧贴着中国的土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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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中间有一个转换。
20世纪早中期的儿童文学创作与观念，主要直面的是成年人所关切的中国现代社会问题和历史课题，
围绕着成年人的革命、救亡、战争、运动、意识形态等展开艺术实践，从中展现出中国儿童的生存状
态与精神面貌。
八九十年代是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观念更新所带来的最深刻变化，就
是将以前的“成人中心主义”转向以儿童为中心，直面的现实则由成年人的现实转向儿童的现实，努
力贴近儿童的现实生存与生活状况，贴近儿童的精神生命“内宇宙”，贴近儿童的审美意识与阅读接
受心理，使儿童文学真正走向儿童。
这是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革命性位移”。
新时期儿童文学蔚为壮观的原创生产的突破、变革与发展，正是这一“革命性位移”的审美嬗变的结
果。
　　第二，强调文学的认识、教化功能与作家作品的社会责任意识。
从上个世纪20年代郑振铎提出儿童文学要把“成人的悲哀显示给儿童”(《序》)，郭沫若提出儿童文
学要“导引儿童向上，启发其良知良能”(《儿童文学之管见》)，30年代茅盾提出儿童文学“要能给
儿童认识人生”、“构成了他将来做一个怎样的人的观念”、“助长儿童本性上的美质”(《关于“儿
童文学”》、《再谈儿童文学》)，张天翼提出儿童文学要告诉儿童“真的人，真的世界，真的道理
”(《(奇怪的地方>序》)，50年代陈伯吹提出“儿童文学主要是写儿童”、“要以同辈人教育同辈人
”(《论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到80年代曹文轩提出“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
者”、“儿童文学承担着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天职”(《觉醒、嬗变、困惑：儿童文学》)，新世纪初
曹文轩又提出“儿童文学的使命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文学应该给孩子什么?》)，受这
些20世纪重要儿童文学观与价值取向的深刻影响，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在与社会与时代无法也无须割舍
的联系中，一以贯之地承担起了自己对未来一代精神生命健康成长的文化担当与美学责任，并创造出
自己的象征体系与文类秩序。
　　第三，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不断追求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统一，思想性、艺术性与儿童性的统一
，追求儿童文学至善至美至爱的文学品质。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与传统文学相比，是一种具有“文学的现代化”特质的全新文学。
儿童文学的现代化首先体现在“儿童观”的转变上。
从视儿童为“缩小的成人”的传统观念，到五四时期的“救救孩子”、“儿童本位”，到共和国成立
后的“红色儿童”、“革命接班人”，到新世纪的“儿童权利”、“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百年
中国儿童文学演进的各个历史时期无不与中国人儿童观的更新与转型紧密相联。
儿童观导致建构儿童文学观，儿童文学观影响制约儿童文学的创作、批评与传播。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所经历的重要文学事件与理论交锋，例如20年代的“神话、童话是否对儿童有害”
的辩论，30年代的“乌言兽语之争”，40年代的“儿童文学应否描写阴暗面”的讨论，50年代有关童
话体裁中幻想与现实的关系的讨论，60年代的对“童心论”、“古人动物满天飞”的无端批判，80年
代以后关于儿童文学的教育性与趣味性、儿童化与成人化、儿童文学的特殊性与一般性的探讨，无一
不与儿童观／儿童文学观相关。
特别是新时期出现的一些重要儿童文学理论观念，如“儿童文学的三个层次”、“儿童反儿童化”、
“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儿童文学的双逻辑支点”、“儿童文学的成长主题”，以及“儿童文学
的文化批评”、“儿童文学的叙事视角”、“儿童文学的童年记忆”等，同样无一不是儿童观／儿童
文学观的更新的表征与产物，同时又极大地提升了儿童文学的学术品质，促进了儿童文学创作生产力
的解放。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正是在螺旋式的矛盾张力中发展的。
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批评家为此展开了持续不断的思想交锋与艺术探索和实践，同时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和教训。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学现代化”更深刻地体现在文学语言与形式的变革，以及与此相联系的
儿童文学文体建设与审美创造方面，这是一个关系到儿童文学之所以为儿童文学的复杂的艺术课题。
经过整整一个世纪的探索与创造，中国儿童文学不仅在如何处理诸如“儿童文学与政治”、“儿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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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教育”、“儿童文学与童心”、“儿童文学的继承与创新”、“儿童文学与外来影响”、“儿童
文学与儿童接受”、“儿童文学与市场”、“儿童文学与影视网络”等这类艺术难题方面蹬出了一条
行之有效的路径，不断作出自己的思考与选项，而且在创作方法的选择，文学语言的规范，小说、童
话、诗歌、散文、儿童戏剧各类文体的内部艺术规律的建构：如小说中的成长小说、动物小说、科幻
小说，童话方面的幻想性、逻辑性、夸张性、象征性问题，诗歌中的幼儿诗、儿童诗、少年诗，幼儿
文学中的图画书、低幼故事、儿歌，以及文学名著“少儿版”的改写等等，经由几代作家以极大的艺
术匠心前仆后继的创造性劳动，终于在世界儿童文学艺术之林中树立起了充满鲜活的中国特色与审美
趣味的艺术华章。
也正是在这样的艺术探索和审美追求过程中，终于产生了叶圣陶、冰心、张天翼、陈伯吹、严文井、
曹文轩、秦文君这样的足以显示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已经达到的水平的标志性作家，以及一大批各具特
色的著名儿童文学小说家、散文家、诗人、戏剧家、儿童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
他们艰苦卓绝的艺术创造所获得的百年儿童文学经典，已经成为滋养中国少年儿童精神生命的文学养
料，和中小学语文教育的重要资源，并且创造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新的人物谱系(20世纪中国文学创造
的人物谱系除农民、知识分子、妇女外，还有儿童形象的谱系)，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与世界儿童文学的
艺术宝库。
　　三　　文学是人学，儿童文学是人之初的文学。
人之初，性本善。
儿童文学是人生最早接受的文学。
那些曾经深深感动过少年儿童的作品，将使人终身难忘，终生受惠。
在今天这个传媒多元的时代，我们特别需要向广大少年儿童提倡文学阅读。
文学阅读不同于知识书、图画书、教科书的阅读。
文学是以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和动人心弦的艺术意境，是以审美的力量、情感的力量、精神的力量、
语言的力量打动人、感染人、影响人的。
我们认为，用优秀文学作品滋养少年儿童的心田，培育未成年人精神生命的健康成长，来一个我们民
族自己的原创经典儿童文学的社会化推广与应用，是一件意义重大、十分适时的新世纪文化建设工程
。
为此，我们特选编《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以下简称《百年经典》)，并由一贯重视打造
高品质、精制作图书品牌的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精编精印出版；同时，《百年经典》的选编出版，也
是对已经过去的20世纪初叶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进程的百年回顾、梳理和总结，用以承前启后，
借鉴历史，促进新世纪儿童文学的发展繁荣。
　　经典性、权威性、可读性和开放性是《百年经典》锁定的主要目标。
　　第一，《百年经典》是有史以来中国儿童文学最大规模的系统梳理与总结。
我们将精心选择20世纪初叶至今100年间的100位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100部优秀儿童文学原创作品。
《百年经典》的入围尺度界定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看其作品的社会效果、艺术质量、受少年儿童欢
迎的程度和对少年儿童影响的广度，是否具有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穿越时空界限的精神生命力。
二是看其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贡献，包括语言上的独特创造，文体上的卓越建树，艺术个性上的鲜
明特色，表现手法上的突出作为，儿童文学史上的地位意义。
三是看作家的创作姿态，是否出于高度的文化担当与美学责任，是否长期关心未成年人的精神食粮，
长期从事儿童文学创作。
　　第二，《百年经典》是现当代中国儿童文学最齐全的原创作品总汇。
这表现在：囊括了自20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以来中国五代儿童文学作家中的代表人物；入围的100
位作家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多民族特色，同时又有海峡两岸三地的全景式呈现；百部作品涉及到现代性
儿童文学的所有文体，因而也是文体类型最齐备的中国儿童文学原创总汇。
　　第三，精品的价值在于传世久远，经典的意义在于常读常新。
我们认为，只有进入广大少年儿童的阅读视野并为他们喜爱、接受的作品，才具有经典的资质与意义
。
我们将以符合当代少年儿童审美习惯与阅读经验的整体设计和策划组合，让新世纪的小读者和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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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并喜欢这些曾经深深感动过、滋养过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的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经典作品。
同时，我们也把《百年经典》作为一个开放式的儿童文学品牌工程，计划在今后收入更多新人的优秀
之作，努力将本书系打造成新世纪中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建设、推广基地。
　　《百年经典》既是有史以来中国原创儿童文学作品的集大成出版工程，也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
历史价值的文化积累与传承工程，又是将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精品重塑新生的推广工程。
我们坚信，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必将在不断实现艺术创新与高贵品质的进程
中，对培育中华民族未来一代健全的精神性格、文化心理、国民素质产生更加积极、深广的潜移默化
的作用和影响。
　　《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高端选编委员会　　2005年12月16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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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是对已经过去的20世纪初叶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进程的百年
回顾、梳理和总结，用以承前启示，借鉴历史，促进新世纪儿童文学的发展繁荣。
    经典性、权威性、可读性和开放性是本丛书锁定的主要目标。
    第一，《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是有史以来中国儿童文学最大规模的系统梳理总结。
编者们将精心选择20世纪初中至今100年间的100位中国儿童文学作家的100部优秀儿童文学原创作品。
《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的入围尺度界定在以下几个方面：?是看其作品的社会效果、艺术
质量、受少年儿童欢迎的程度和对少年儿童影响的广度，是否具有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穿越时空界
限的精神生命力。
二是看其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贡献，包括语言上的独特创造，文体上的卓越建树，艺术个性上的鲜
明特色，表现手法上的突出作为，儿童文学史上的地位意义。
三是看作家的创作姿态，是否出于高度的文化担当与美学责任，是否长期关心未成年人的精神食粮，
长期从事儿童文学创作。
    第二，《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是现当代中国儿童文学最齐全的原创作品总汇，这表现
在：囊括了20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以来中国五代儿童文学作家中的代表人物；入围的100位作家
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多民族特色，同时又有海峡两岸三地的全景式呈现；百部作品涉及到现代性儿童学
的所有文体，因而也是文体类型最齐备的中国儿童文学原创总汇。
    第三，精品的价值在于传世久远，经典的意义在于常读常新。
编者们将以符合当代少年儿童审美习惯与阅读经典的整体设计和策划组合，让新世纪的小读者和大读
者接受并喜欢这些曾经深深感动过、滋养过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的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经典作品。
    《百年百部中国儿童文学经典书系》既是有史以来中国原创儿童文学作品的集大成出版工程，也是
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的文化积累与传承工程，又是将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精品重塑新生的推广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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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梅子涵，男，祖安籍安徽，出生于上海，1966年中学毕业，下乡十年，在农场砖瓦厂当工人，自行学
习文学写作，发表诗歌、散文、小说，其中有散文被选入大学中文系作工农兵学员教材。
1979年开始儿童文学写作，出版书籍多种。
作品获得过全国儿童文学奖、江苏省儿童文学奖、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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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女儿的故事我的故事讲给你听作家与作品  作家相册  作有手迹  主要著作目录  本书作品获奖记录  
受挫于现实的幽默  谢谢梅子涵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女儿的故事>>

章节摘录

　　梅思繁在中预(1)班。
她没当干部。
不是大队长，不是中队长，不是小队长。
只是外语课代表。
课代表不算干部。
我对她讲过，进了中学，别立即当干部。
她一进小学，就立即当了干部。
开始是班长，喊起立，上课喊起立，下课再喊起立；后来当绿领巾中队长；后来当红领巾中队长；后
来当红领巾大队长；后来改选，没有选上，不再当红领巾大队长了，当起中队学习委员。
当中队学习委员时已经是五年级。
　　当大队长最神气的事是星期一主持升旗仪式。
下雨不升天晴升。
天晴的星期一梅思繁精神抖擞。
她宣布升旗仪式开始国歌就响了。
她声音响亮，站在我们住的第九宿舍窗口听得清清楚楚。
但是我怀疑她又驼背了。
她有一个坏习惯，站着坐着都要驼背。
当然是有一点驼，不是拼命驼，可是有一点驼已经难看得要死。
我总吼她：“又驼了!”——她便立即挺起来。
可是一会儿又驼了。
我就趁着她驼的时候猛地往她背上击一巴掌，她说：“啊哟哇啦!”后来，她门槛精了，我刚要击一巴
掌，她已经立即不驼了，笔挺笔挺，我的手只好半途而废。
我说，你看，笔挺笔挺多好看，为什么要驼!　　她说，你自己也驼的!　　我说，我什么时候驼的!—
—我就笔挺笔挺给她看。
　　她说，你刚才驼的!　　我说，好，大家不驼。
　　我们俩就都笔挺笔挺。
　　有的时候，走在路上，就这样一会儿“猛击一掌”，一会儿“笔挺笔挺”，烦得要命。
　　我说，你升旗仪式的时候千万不要驼!　　她总说，噢!　　但是我看不见。
我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曹迪民。
曹迪民比梅思繁低一个年级，住在我们对面的楼里。
因为他爸爸跟我挺哥们，所以弄到后来，他跟我也有点挺哥们了。
我是打电话向曹迪民布置任务的，我说：“曹迪民，交给你一个任务，星期一升旗的时候，你看看梅
思繁有没有驼背。
”　　他说：“什么看看梅思繁有没有驼背啊?”　　“就是她站在台上的时候胸有没有挺起来，还是
背有一点驼的。
”　　他说：“梅子涵叔叔，我的背也有一点驼的。
”　　我说：“你那不叫驼，而是叫坍。
”他太胖了，站着的时候，肚子和腰要往一边坍下去。
　　“梅子涵叔叔，那么我眼睛不大好，看不清楚怎么办?”　　“你反正尽能力看，争取看清楚!”
　　“要是我前面有人挡住，我就踮起脚看!”　　我打电话给他：“曹迪民，看清楚了吗，梅思繁背
驼不驼?”　　他说：“看不见的，她是面对着我们，不是背对着我们。
”　　我说：“你真是个笨蛋，面对着你就看不见了?!”　　他说：“梅子涵叔叔，面对着我是看不
见的。
”　　没有办法，我就只好仍旧自己问梅思繁，提醒梅思繁：“今天背驼了吗　　?”“背不要驼噢!
”她总说：“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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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　　但是梅思繁不再当大队长。
　　没有被选上，不是因为成绩不好，不是因为工作不认真，不是因为对自己要求不严格，吊儿郎当
，而是因为对同学态度不好。
陆老师说：“梅思繁对同学态度不大好。
”陆老师这话是在梅思繁没选上后的一天在路上遇到梅思繁的妈妈时说的。
陆老师这话的意思以前在学生手册上已经写过。
只不过学生手册上不是说态度不大好，而是说希望你今后态度怎么样。
　　曹迪民爸爸提醒了我。
曹迪民拿着学生手册回家，往他妈妈手里一递，说：“妈妈，老师一个缺点也没有写我!”转身又对他
爸爸说，“爸爸，我没有缺点的。
”　　他妈妈叫起来：“要死快了，你上课把头转到后面去还不是缺点!你升旗仪式时拉别人耳朵还不
是缺点!”　　学生手册上这样写：“⋯⋯希望你以后上课认真听讲，别把头转到后面去，升旗仪式时
也要严肃，别拉其他同学耳朵⋯⋯”　　他妈妈继续叫道：“你上课把头转到后面去干什么，后面有
黑板吗?”曹迪民说：“有的，后面有出黑板报的黑板。
”曹迪民妈妈说：“你再油腔滑调!当心请你吃生活!”“吃生活”就是打你一顿。
曹迪民妈妈接着还叫：“升旗仪式你不敬礼拉人家耳朵，是手发痒呵?!”曹迪民说：“我敬礼的，是
一边敬礼一边拉。
”他妈妈说：“一边敬礼一边拉怎么拉法!”曹迪民说：“喏，右手敬礼左手拉。
”　　曹迪民爸爸开始上场。
他说：“你以为‘希望’就不是缺点?你倒蛮开心的嘛。
你把我们当戆大了哦!”曹爸爸说：“希望’就是说明你以前发生过了，让你以后不要再发生，你懂
吗?”　　曹迪民说：“我懂了。
”　　他妈妈说：“他会不懂呵，又不是戆大，装腔的!”　　曹迪民叫起来：“妈妈，我没有装腔!
”曹迪民爸爸感到还需要继续教育曹迪民，说：“如果你没有发生过，老师就不会说‘希望’，比方
你没有杀过人，老师会说希望你以后不要杀人吗，不会说的。
”　　曹迪民说：“爸爸的比方不正确，杀人是要枪毙的，抓人车把你抓走了，老师没有办法再希望
。
”　　曹迪民爸爸说：“我是打比方。
”　　曹迪民说：“我们老师说，打比方要准确，不然要扣分。
”　　曹迪民爸爸说：“我吃你老酸!”　　以上情景都是曹迪民爸爸向我叙述的。
　　我告诉了梅思繁。
我同时说，你也不要以为“希望”不是缺点，“希望”就是缺点，只不过说得婉转点，听上去比较适
意，所以你要注意改正，否则人家以后不选你⋯⋯梅思繁说：“嗯。
”　　但是梅思繁提了一个问题：“爸爸，‘希望’也是缺点，那么为什么有的缺点要写‘希望’，
有的缺点不写‘希望’，直接写缺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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