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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刘绪源的著作《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绪源兄嘱我作序，幸甚，
能不欣然从命。
　　想来既觉不易，也生欣慰：该著作至此已经是第三个版本了。
1995年夏，少年儿童出版社召集一些研究者，研讨出版儿童文学理论丛书事宜，会间，绪源兄赠我一
册墨迹未干的《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年7月版），连夜捧读，耳目一新，为之
折服。
此为第一版。
1997年11月，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颇有影响的“跨世纪儿童文学论丛”，又将这本著作囊括其中，想
必是看中它的学术价值，以此为丛书增色。
此为第二版。
　　一本儿童文学理论书，能一版再版，实非偶然，值得思量。
　　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好过去了三十年。
三十年间的中国儿童文学，不论是创作还是理论，都有了显著的发展。
回头看去，20世纪90年代，真是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创作、出版的黄金年代。
“50后”（包括个别“40后”和“60后”）儿童文学研究者的发轫之作和立身之作，大体是在这十年
间完成、出版的。
有一次，几位新生代评论家讨论儿童文学研究的发展问题、儿童文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其中一位心存
忧虑，说他们这一代研究者，目前还没有实力拿出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那种具有体系性的学术著作，
而她所列举的几种专著中，就有刘绪源的《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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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运用新的方法进行儿童文学的类型学研究。
打破了体裁、题材、风格、流派这些通常的划分类别的界限，富于创意地将儿童文学作品划分为“爱
的母题”、“顽童的母题”和“自然的母题”，深入阐释了这兰类“元主题”的美学特征，开辟了一
种言说儿童文学的新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了儿童文学的整体面貌。
　  本书既有完整的理论框架，又有对作家和作品的深切的体验与阐发，现已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界公
认的重要论著，是儿童文学专业学生的必读书，更是许多年轻学者一读再读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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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绪源，作家，儿童文学理论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曾任《文汇月刊》编辑、《文汇读书周报》
副主编，现为《文汇报》副刊“笔会”主编。

　　著有《童文学的三大母题》《解读周作人》《文心雕虎》等理论专著。

　　并有书话集《隐秘的快乐》《冬夜小札》《桥噼杂记》《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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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　一部渐露经典气象的著作朱自强序二　母题·批评·学术伦理方卫平提要绪论·一个分类原则
的提出第一章·爱的母题（上）　一、贝洛与儿童文学前史　二、慈母的心境与语境　　三、“母爱
型”作品的现代形态　四、文学功能与审美图式　五、儿童文学审美特征与“母爱型”作品的特征第
二章·爱的母题（下）　一、贝洛与斯坦培克的比较　二、审美中的现实性：小矮人·夏洛·女巫　
三、审美中的理性：科罗狄·罗大里·张天翼　【附】“精灵妈妈”与《哈利·波特》　四、“父爱
型”的审美特征与现代形态第三章·顽童的母题  一、教育主义的困惑  二、林格伦的意义与顽童母题
的审美特征  三、《明希豪森奇游记》与儿童思维  四、《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与纯游戏精神　五、《
彼得·潘》：童年的独立宣言　【附】“伪顽童型”与文学批评标准第四章·自然的母题　一、“三
大永恒主题”与儿童文学的母题　二、自然万物在文学中的意义（上）——异化的现代人与审美的“
超脱感”　三、自然万物在文学中的意义（中）——作为人类精神生活新起源的“惊异感”　四、自
然万物在文学中的意义（下）——类人的自然物与人类的“亲近感”　五、童趣：人作为自然的观照
　【附】为什么不感人了　六、“自然的母题”的审美侧重后记增订版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

章节摘录

　　他急忙跑到屋里，拿来了他的剃须刀，把羊的头涂上肥皂后，剃得光光的，就像他的手掌心一样
。
因为尺太贵了，他去拿了一根鞭子，把那畜牲严严实实地揍了一顿，它狂跳着跑了。
这就又将惨烈的场面，换成了为孩子们所欢迎的有趣的笔墨。
如将羊的头涂上肥皂剃光，考虑到尺太贵了改用鞭子打（用尺打孩子说明他对孩子毕竟还有爱），等
等，都会让听故事的孩子们开心地笑起来。
故事的结局，是三个儿子在外面各得到了一样宝贝，经过许多反复，终于都回到了父亲的身边。
从这两个故事的对照中，自然可以看出不同民族在传播过程中，各按自己的性格对故事作出的改造；
但格林兄弟在整理成书时分明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他们将一个强烈而悲哀的故事改造成了曲折而又温馨的“母爱型”的童话，尽管童话中根本没有出现
母亲的形象。
　　第四，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反复回旋的方式，整个篇幅也比较短小。
母爱型童话的主要接受对象是幼儿，幼儿处于智力的发生与发展时期，他们还不习惯于一下子接受大
量新信息，所以采用不断回旋反复的结构，让他们在熟悉的重复中一步步地把握故事的进程，实在是
很合乎儿童审美规律的。
幼儿的注意力集中的时间比较短，这又决定了“母爱型”童话的总体篇幅不可能太长。
早期民间童话多有上述结构特征，这正好说明了它们的面向儿童（而且是面向幼儿！
）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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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是刘绪源先生的“粉丝”，我很敬佩他，他学问很大，不光搞文学研究，还长期钻研儿童文学
。
他的文章我都看，都喜欢。
他的文章，儿童文学工作者要好好体会。
因为他所指出的都是儿童文学的要害问题和实际问题，他敢讲真话，而不是人云亦云。
　　——任溶溶　　刘绪源是真正的读书人。
读书人有自己的架子和风骨。
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和批评因为有他和他这样的人的存在，有了对话风气，有了必要张力，从而避免了
随风唱和的堕落。
他对儿童文学审美价值的高度认同以及富有说服力的论证，当是商业化浪潮中儿童文学界须时刻聆听
的钟声。
　　——曹文轩　　这是一部不宜绝版的理论书，岁月的沉淀让它变得更为香醇-多年以前曾经是作者
富有刨意的理论构想，如今成为了越米越多人共有的常识。
但我想它只是开了一个头，许多讨论还值得延续下去。
　　——阿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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