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童话

童话是最受儿童欢迎的文学体裁。作为幻想性文学,童话以它奇美丰富的想象

创造了非现实的世界。童话从久远的历史中走来,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它在

形象塑造、艺术表现手段和反映生活方式等方面有别于其他儿童文学体裁的特丿点,

童话的独特性使它拥有了众多的儿童读者乃至成人读者。

-、 童话的概念与历史

(一 )童话的概念

童话和儿歌一样,有着非芎恣久妁历史,是儿童文学最重要的体裁之一。作为

一种古老的文学样式,童话丿、发三、发畏到成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但它作为一个

=≡
≡t瑗念在我国出现并被使用,却是近代的事情 ,

J:19⒆三商务印书馆出版孙毓修主编的 《童话》丛书

方云亘童话产生的标志。

一云 V、为,童话这一概念源自日本。周作人在

19夕三与赵景深通信讨论童话时曾说 :“童话这个名

称,据我知道.是 V、 ≡
=夭 ==¨

=灭辶.左 彐本 ,“童话
”
最初是作为儿童文学的

统称来使甲宫t:孑:乏惨彡界乏芝
¨
童话

¨
唛念也沿甲了日文的原意,泛指写给儿童

的读物.主要戽烹故事体的儿童文学作品3V、当时 《童话》丛书刊载的作品范围来

看,不仅包括
“
叙奇诡之情节

”
的带有幻想色彩的童话故事,还包括图画故事、生

活故事、寓言故事、历史人物故事、小说等。后来,随着童话创作和理论的发展 .

中国的
“
童话

”
概念才逐渐缩小了原有的范围,最终被赋予特定的含义,主要指符

合儿童想象方式的、充满幻想色彩的神奇故事。

中国童话创作受到西方童话的影响。然而,在西方,并没有完全对应的童语

概念。《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呈现的与童话相近的词条有两个:其一是英文岛i吓

ta1c,是指
“
并非专写神仙的、带有奇异色彩和事件的神奇故事

”②;其二是德文

lllarchcl△ ,意思是
“
带有魔法或神奇色彩的民间故事

”③。这两个词汇虽然看起来对亡

中国的
“
童话

”
概念,但实际上却不尽相同。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幻想文字

(antasy)的 引进和传播,中国童话创作和理论研究开始面临新的挑战,有待于
=

传统和现代之间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

王泉根 周作人与儿童文学 [M] 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5∶ 86

血,nlc直译为
“
仙子故事

”
或

“
精灵故事

”
,我们不能完全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这个概念

很多没有出现仙子或精灵的故事也被囊括在其中,它 大致对应我们所说的民间童话。

在德语中,M irchcn既包括民间童话 ,也包括艺术童话 ,不仅指为儿童所接受的童话 ,也考

为成人创作的童话。

①

②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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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童话的起源与发展

童话故事最早在民间流传,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历史久远的神话和传说。
“
童

话本质与神话世说为一体。
”“

神话者原人之宗教 ,世说者其历史,而童话则其文学
也。

”“
故有同一传说,在甲地为神话者,在乙地则降为童话。

”①
周作人的概括精要

地说明了童话与神话、传说的渊源关系。

神话主要表现在世界混沌未开时对不可知的自然力量——神的膜拜,传说则体
现人们对于英雄偶像的崇敬,从神话到传说的过渡反映了人类信仰的转向。随着科
学的进步以及人类对自然的逐渐征服,一些神话 (尤其是一些巫术故事 )、 传说慢
慢失去了对民众信仰与实践的指导功能,而从另外一方面体现它们的价值,那就是
由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所造就的神秘感和奇异感。于是,这些古老的文学艺术自然演
变为人们喜爱的传奇故事,深受孩子的欢迎,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记录了原始人类的
思想意识与精神生活。当这些故事在民众中以口耳相传的形式广泛流传的时候,民
间童话便孕育而生了,它既带有原始思维的印记,又与人类的生存之路同步,真正
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并逐渐进入儿童的心灵世界。

童话总是处于不断发展的进程之中。概括起来,童话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传统童
话与现代童话两个阶段。传统童话主要指民间童话,它可以包括无名氏民间童话 ,

即在民间产生并流传的童话作品,也可以包括作家采录、复述、加工而成的童话作
品,比如法国夏尔 ·贝洛的 《鹅妈妈的故事》、德国格林兄弟的 《儿童与家庭童话
集》、意大利卡尔维诺的 《意大利童话》。现代童话主要是指创作童话,也叫文学
童话、艺术童话,是指成人自觉为儿童创作的童话作品,具有现代的主题和内涵。
安徒生在沿袭民间童话创作模式的基础上开始作家个人的创造,形成了自己的创作
个性与风格 ,为后人提供了艺术童话的现代范本,是传统童话向现代童话过渡的标
志。进入⒛世纪以后,世界童话真正走向繁荣,以丰富多元的主题和形式构建出一
种现代形态。现代童话作家不断吸收和借鉴其他艺术形式,改变民间童话程式化、
公式化的情节和叙事模式,突破单一的时空格局,跨
越现实与幻想世界的界限,同时在写法上与小说合

流,着力刻画个性鲜明的童话形象,从而使当代童话

呈现出更为丰厚的思想内涵和更为多样的艺术风貌。

我国的创作童话起步较晚,直到
“
五四运动

”
时

作品节选与简介

期才逐渐形成气候,一批现代文学家经过对西方童话的译写和民间童话的改写过
程,才推动了文学童话的诞生。19⒛年叶圣陶出版的 《稻草人》是中国的第一部创
作童话集,被鲁迅认为

“
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

”②,为我国现代童话
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张天翼作为现代童话创作的杰出继承者,在⒛世纪∞年代初创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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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版了中国第一部长篇童话 《大林和小林》,堪称中国童话的经典之作。这两
=

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性功绩的作家,共同铺就了中国童话的现实主义

发展之路。

二、童话的文学特征

童话历史的源远流长以及童话形式的纷繁复杂,决定了我们很难准确地概括重

话的文学特质。我们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词汇对童话加以概括 :想象的、怪诞的、梦

幻的、奇异的、他世界的、超自然的、神秘的、魔幻的、无法解释的、神奇的、
=

梦的,等等。但是众多的词汇都无法透彻地揭示童话的本质,也就是使童话区别于

儿童文学其他体裁和成人文学的文学特征。如果说用一个词或一句话难以精要地:三

纳童话的本质特征,那么我们不妨通过描述的方式来逼近童话的内核,借助童话
=

艺术形态来展示童话的个性3下面我们依据童话的发展阶段,从传统童话和现代童

话这两个层面对童话的文学特征展开分析。

(一 )传统童话的文学特征

传统童话的内容和形式是简洁朴素的,它在主题设置和语言叙述上已经形成了

自己的模式,具有程式化、公式化、便于记忆和复述的特点,在流传过程中允许天

众进行再创造,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国外的研究者仨

往采用民俗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文化人类学≡

理论方法来解读传统童话,从中挖掘许多深层次、克

满意味的有关人类生存的话题。他们认为,童话之彡

以拥有着亘古不衰的魅力,是因为它所讲述的集体意

识的故事,一直存留在人类文化记忆之中,并且能够解释我们所共有的生活状况t

经验。这样的阐述如果与文学的视角相结合,有利于我们发掘传统童话独特、深歹~

的形式与内涵。

| 固定的叙事程式

民间童话叙事的固定模式首先表现在开头和结尾上。
“
从前

”“
很久很久∷

前
”一一这样的开头虽然干篇一律,却能够使读者在遥远的、充满距离感的叙述三

调中找到一种神秘的认同感。这两个字实际上创造了童话和现实的距离,向小读≡

发出了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邀请,告诉孩子这是一个过去了的世界,因而也是一个三

离现实的世界。这种时间上的疏离所设定的陌生感能够制造惊异的阅读效果。与∴

对应,童话主人公的大团圆结局—— “
从此以后他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
,又将儿重

从非现实带回现实之中,暗合了读者的阅读期待,使听故事的孩子如同故事里的三

人公一样,在内心经历同样的险情,最终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因此,这种为人亻丨1彡

熟悉的民间童话的表达形式,特别符合儿童尤其是幼儿的阅读心理。

其次,传统童话的固定程式还表现在重复性的叙事模式上。在故事情节的发轰

过程中,传统童话常常用重复来推进故事情节的发展,由此形成了重复性的叙事墁

《论民间童话

的叙事形态》



ζ两位

:主义

式。最为典型的是三段式重复,具体体现为三兄弟、三姐妹、三头熊、三只小猪等

类型故事和三段式的叙事结构,比如 《灰姑娘》中主人公三次川、弄会远干.白雪

公主》中继母三次到森林加害公主。既定的重复反映了民间文学口耳棺专≡t寿△ .

使读者获得一种经验上似曾相识的感觉,与他们的期待心理相呼应;而 青节
=重

复

之中的系列变化又能使读者获得全新的阅读体验。这种变化中的重复,恰丈真分地

迎合了听故事者的心理需求,特别是对于儿童而言,这样的叙事模式比其他文学手

段更加富有魅力,也更加深入人心。麦克斯 ·吕蒂说 :“重复意味着模仿,对一歼

模式的仿效不仅对于孩子来说具有意义,而且对于整个人类的文化来说意味深长、

至关重要,童话中的重复具有一种近乎神圣的特性。
”°因此,在看似简单的传绞童

话的叙事结构中,其实蕴含着深刻的文化意义。

2 鲜明的主题

传统童话通过具体的事件和事物表达主人公的需要、关系和感觉,并在二元对

立的模式中建立一切都和谐、协调的理想情景,其主题是直接鲜明的。残酷的惩玩

与丰厚的奖赏,巨人与矮子,美丽与丑陋,善良与恶毒⋯⋯⋯传统童话正是以这样的

对立描绘了一个个清晰而又纯净的世界。这样的世界如同现实生活一样,惩罚和害

怕惩罚只是对罪行的一种有限的威慑力量,而确信罪恶必受惩罚才是更加有效的威

慑力量,所以,在童话故事中,坏人总是以失败告终。传统童话也往往采用极端和

对立的方式来呈现善与恶的斗争 ,由此传达抑恶扬善的鲜明主题。

贝洛的 《仙女》以鲜明的形象凸显作品的道德主题。故事发生在泉水边,有一

位仙女假扮成模样可怜的妇人,为一对姐妹准备了不同的礼物:妹妹只要张口说

话,口里就会吐出一朵花或一粒钻石,因为她善良、可爱、美丽;而姐姐每说一句

话,就会从嘴里吐出一条蛇或一只癞蛤蟆,这是对她恶毒、粗野、傲慢的惩罚。仙

女的奖惩态度在这里形成了极大的反差,由此彰显出民间童话的道德立场。这种建

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的叙事传统,使童话表现出简洁明快的叙述风格,同时也象征

着人与人之间以及人物内在自我的冲突与抗争。年幼的儿童缺乏对矛盾和模棱两可

的事物的理解能力,而传统童话善最终战胜恶的结局,迅速敏锐地揭示出现实存在

的美与丑、善与恶,能够让儿童摆脱对问题迷惑不解的烦恼,最终引领他们理解故

事所表达的价值观念。

善与恶在童话中无处不在,两者之间的界限可谓泾渭分明。而在人的内`b深

处,善与恶却同时存在。童话故事就像是为孩子们提供的演练内心冲突的一个舞

台,儿童在聆听童话故事时,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内心的对立情愫投射到故事的不同

角色身上,在各个角色身上存放自身内心对立的各种特质。因此,传统童话可以帮

助儿童通过故事的阅读和角色的体验,建立一定的道德判断图式,对他们未来的成

长产生作用。童话结尾常常出现的盛大庆典,例如男女主人公的结婚典礼,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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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作成人世界接纳儿童的一种象征仪式。

(二 )现代童话的文学特征

传统的民间童话的叙述目标是普通民众,反映成人的思想与愿望,并非专门方

孩子创造,它被儿童所接纳是由于其叙事、结构、语言和趣味符合他们的阅读'亡

理⊙即便是作家有意收集、整理、改编适合孩子阅读的民间童话作品,他们的矿

衷也是在特定文学潮流的背景下为自己的理念寻找现实的依据。
①只有在现代童语

中,作家才终于将文学的指针明确指向儿童的心灵世界,以儿童的思维方式表现童

年时代的奇妙梦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成人创作观念和儿童生存境遇的转变。

| 日常生活弓领幻想世界

在民间童话故事里,往往拥有一个纯粹的幻想世界,它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存

在,将现实生活隔离,满足人们精神上的渴望和对未来的憧憬。而在现代童话故事

里,日 常生活更多地被引入幻想世界,甚至成为主人公梦想和奇迹的主要舞台。

当现实生活开始引领幻想世界,精灵、女巫、鬼怪们便渐渐离我们远去,在夏

代童话形象中,我们看到了更多人类的孩子。刘易斯 ·卡洛尔笔下那个掉入兔子氵≡

的爱丽丝,就是一个普通的英国女孩,她爱冒险,讨厌没有插图的乏味书籍,她干

经历的奇境漫游 ,只是她在夏日午后的一个梦而已。虽然不再有仙人出现,也没有

与女巫的又艮难对抗,但爱丽丝却能带给孩子荒诞有趣的快乐体验,孩子们在对这一

经典童话形象的V、同感中.容易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现代童话常常将故事的背景放置在现代生活场景之中,很容易打破现实世界≡

幻想世界的界限.构建现实世界和童话世界并行或交织的双线结构,这就大大拓襄

了童话的审美疆域。《夏洛的网》和 《时代广场的蟋蟀》是两个典型的例子。这再

个故事的主人公都是动物,它们用一种真实的来自灵魂深处的力量,而不是通过毫

不费力得到的魔法,影响着与它们相交集的现实人类的生活,呼唤人们珍爱生命t

友情。作品借助幻想和现实两个世界的沟通和平衡,让读者满足阅读的多种需求 .

在体验刺激、历险的同时获得心灵的启示。由此可见,在现代童话中,作家可以e~

造多维视角和线索共存的开放情境,设置非同寻常的故事情节与童话形象,并且≡

越传统的平面化的线性叙事模式,构建多层次的文本形式。

2 创作风格个 l±化、多样化

当作家把个人风格、时代特征以及日常生活的具体事物、生动谐趣的对话、亘

有个性的角色带入童话,童话创作便开始朝着多样化的艺术方向展开。在情节结
=

和叙事风格上,现代童话很少沿用传统童话的模式,体现出难以复制的个性特'点 :

而口耳相传的简单复述也很难成为现代童话流传的方式,读者只有通过自身的溪亏F

体验,才能体会其中的意味。童话的趣味和风格愈来愈趋向于个性化、多样化,二

① 例如,贝 洛的 《鹅妈妈的故事》是在 17世 纪末法国文学
“
古今之争

”
的背景下整理改写的 .

格林兄弟的 《儿童与家庭童话集》的整理改写工作也主要和他们的民俗学及语言学研究有吴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代童话文本传达的重要性。

现代童话张扬童话的游戏性和娱乐功能,让孩子们在阅读中寻找他们的欢欣岁

月,在游戏世界中感受精神的狂欢。林格伦笔下的长袜子皮皮充满了游戏的快乐 ,

她无拘无束的个性和自由自在的生活,创造了童话荒诞不经的狂野气氛,使孩子们

被压制的天性得到完全的释放,从此她成为一代代儿童的心灵伙伴。有时,这样的

快乐又伴随着伤感。英国格雷厄姆的 《柳林风声》就用抒情和热闹两副笔墨,为孩

子们带来了意味丰富的童话情感,作家一方面透过鼹鼠的眼睛描画自然,充满对美

好田园时光的赞赏和怀念;另一方面通过塑造爱冒险的癞蛤蟆的形象,表现童年的

无限活力及其终将逝去的无奈。

现代童话同时关注现代人的情感和价值,直接触及人的心灵世界。德国作家米

切尔 ·恩德的童话借助非凡的想象力透视现实,反映现代人的情感世界和理性思

考,以批判和反思的态度揭示普遍人性,具有哲学的深刻内涵,体现了德国儿童文

学的民族性特质。

3 儿童与成人共莩童年萝想

现代童话主要以儿童为主人公,永不长大的彼得 ·潘是孩子们的代言人。儿童

可以在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之间自由往返,有时甚至完全沉入幻象之中,尽享童年

岁月的快乐。有些童话故事的主人公尽管是成年人,但他们的身心也表现出儿童的

天性,如德国作家凯斯特纳在 《5月 35日 》中创造的林格尔胡特叔叔,以及挪威作

家埃格纳笔下的豆蔻镇的居民和强盗。可以说,用儿童的游戏性思维来构建神奇的

童话世界,这是现代童话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

物质世界的迅速发展同时带来了人类心灵的异化,人们在不断满足物欲的同时

强烈地感觉到精神世界的匮乏。儿童与成人之间的界限越来越小,童年与梦想离我

们越来越远,追寻童年也因之成为成人世界的一不巾b理趋向。在现代童话中,成年

人不仅能够反思自我的位置,并且可以通过特有的方式找寻到自己的童年。英国作

家巴里创造的
“
彼得 ·潘

”
和代表着童梦之境的

“
永无岛

”
,既属于富有想象天赋

的孩子,也属于一切童心未泯的成人。从某种程度上看 ,《 彼得 ·潘》在本质上违

背了儿童想要长大的自然心理,其中所赞颂的永存不灭的童年和无拘无束的游戏精

神,其实隐含着作家的儿童崇拜心理和童年情结,因

而它更多地得到了成人世界的认可。

童话丰富的内涵必须经由儿童的方式进行传达 ,

现代童话作家正是自觉地将主体情感融入创作,通过

简明的叙事风格表达深刻的现实主题和哲理意蕴。由

现代童话作品

3篇

此,现代童话实现了儿童审美意识与作家审美意识的有效融合,打破了单一的读者

接受疆域,成为儿童与成人共享的梦想家园。



三、童话的主要表现手法

无论是有着既定叙事模式的传统民间童话,还是注重艺术表现力的现代文学童

话,其表现手法是共通的。归结起来,主要有拟人、夸张、颠倒和象征。
·

(一 )拟人

拟人亦称人格化,是指人类以外有形或无形、具体或抽象的客观存在及主观意

识,被赋予人的思想、情感和言行能力。拟人是童话中一种传统的、最为常用的文

学表现手法,它源自人类童年时代的泛灵观念,十分符合儿童的思维方式、心理习

惯和精神气质,容易为儿童所接受。如果猫儿和狗儿不会说话,那么儿童可能会对

童话失去兴趣,对于幼儿来说,更是如此c英国作家米尔恩的 《小熊温尼 ·菩》这

一经典玩偶童话,就借助拟人的手法来创设童话情境,塑造人物形象。作品通过玩

具熊温尼 ·菩的形象生动地反映孩童的天性,深受幼儿读者的喜爱。

最常见到的拟人手法是直接让动物、植物开口说话,这种方式在童话中数不胜

数。一般情况下,童话中的拟人,需要注意物性和人性的和谐统一,使童话形象在

具备人的特点的同时保留其作为物的某些基本属性,并且考虑物与人、物与物之间

的天然关系。例如,在 《小熊温尼 ·菩》中,读者常常会认为那只小熊其实就是一

个天真可爱的孩子,但是它爱吃蜂蜜、笨笨憨憨的样子,又在不时地提醒我们它确

实是一只熊。这种对于动物基本习性的尊重和表现,不仅会影响到故事的可信度 ,

而且还会影响到孩子对童话角色的接受程度。随着童话的多元化发展,作家开始突

破这样的规则,逐渐让想象的翅膀飞过现实理性的高墙,甚至违反自然规律,创建

更为开放自由的童话逻辑。例如,葛冰在童话 《舞蛇的泪》中就打破了鼠与蛇作为

天敌的自然属性,为一只小白鼠和一条舞蛇建立了非同一般的童话关系。当小白鼠

吹着口笛,将冰冷的金蛇唤醒并开始旋风般地狂舞时,两个天然仇敌的心灵,在对

美的共同追求中相通了。尽管舞蛇因为本能咬死了小白鼠,但故事的最后,却出现

了非常动人的一幕:一条美丽的舞蛇把无声的悲哀的舞蹈献给白鼠,并流下了清亮

的泪,庄严、肃穆地为他送行。

与此同时,拟人手法在童话中的运用范围也变得更加广泛,不仅包括动物、植

物,而且包括非生物、自然现象、抽象概念等。只要是我们意识或想象中存在的任

何事物,都可以成为童话故事拟人化的对象。在 《渔夫和他的灵魂》中,作家王尔

德赋予灵魂这个非生物的抽象概念以人的情感,那个用女巫的小刀切开的灵魂,拥

有影子一般的身体,它虽然没有心,却能感受孤独并哭泣。由此可见,现代童话中

的拟人手法不再只是简单意义上的人格化表现,而是赋予童话形象更加丰富的思想

内涵。

(二 )夸张

夸张是将描写对象的某些特征进行有意识的放大和强调,从而突出其本质特点

以增强艺术效果的一种修辞手法。夸张普遍运用于各种艺术形式中,但童话的夸张

与一般写实性文学中的夸张有所不同。吴其南在 《童话的诗学》中,将这种不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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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为三个方面:一是童话偏重艺术形象外貌和其他外在形态的夸张,而一般写实性
文学偏重对人物J性

格、情感等内在特征的夸张;二是童话的夸张以突破事物的本身
形式为目的,一般写实主义文学的夸张则尽量将自己局限在不引起事物变形的限度
内;三是写实性文学的夸张多是一种比拟性表现,并不将放大后的形象凝定下来 ,

而童话则将夸张后的形象凝定下来,直接作为一个形象出现。①
所以,童话可以突

破现实关系的限制,在保持事物内在逻辑性的前提下,以荒诞的想象构建无规则
的、强烈的、极度的夸张,从而更加深刻地揭示真实。

童话的夸张手法运用在形象的刻画、情节的构思、细节的安排以及环境的营造
等各个方面。安徒生笔下那个隔着多层棉被也能感受到一粒豌豆存在的娇贵公主 ,

让人印象深刻。作者一方面通过夸张的手法突出人物的个性,另一方面借助这一违
反常理的特殊形象实现对现实的讽喻,传达深刻的思想意旨。情节的夸张可以是整
体的,著名的 《敏豪生奇游记》中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是被叙述者无限夸张的,因此
敏豪生才被我们称为

“
吹牛大王

”
。但更多时候,情节的夸张是通过局部的内容来

完成的:张天翼的 《大林和小林》中大林吃饭时被众多侍从伺候的场面是典型的例
子;郑渊洁的 《哭鼻子比赛》中,几个孩子哭鼻子时,眼泪居然流成溪、流成河 ,

使海平面升高了三寸。局部细节的夸张则能够带给童话作品特有的意趣:在英国
作家琼 ·艾肯的想象世界,馅饼里包上一块天便可以带着人们抵达一个美丽的世外
岛屿;对意大利作家科罗迪而言,说了谎话鼻子就会变长的木偶匹诺曹就是孩子们
行动的镜子。《格列佛游记》《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等作品又让我们看到,将环境作
为夸张的整体对象有利于营造特有的童话氛围。总之,童话的夸张总是与想象力紧
密相连的,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创造独特的童话形象和童话意境,以获得强烈的艺术
效果。

(三 )颠倒

颠倒,顾名思义,就是违反既定的现实逻辑,对事物特性及事物之间的关系
进行一定程度的倒转。

“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童话等假定性文学就建立在非逻辑

的基点上。
”“

对童话艺术而言,有意识地违反生活逻辑正是它实现自身的基本策
略。

”②
童话对颠倒这一表现手法的运用,与儿童的思维特点相呼应,因此特别符合

孩子的接受心理。

从传统童话到现代童话作品,都存在着将现实逻辑关系完全颠倒的例子。德
国格林兄弟曾经这样描述极乐时代 :“我看见罗马城和拉特兰宫悬挂在一条细丝线
上,一个没有脚的人跑得比一匹疾驰的马还要快,一把利剑斩断了一座大桥。

”
还

看见
“
两只老鼠在加封一位主教,两只猫抓出了熊的舌头,一只蜗牛飞奔而来 ,

咬死了两头雄狮,一个理发师给一个女人刮胡子,两个吃奶的婴儿命令母亲别吭

吴其南 童话的诗学 [M].
吴其南 童话的诗学 [M]

北 京 :中 国 文 联 出 版 社 ,⒛ o1∶ 1s~s-134~

北 京 :中 国 文 联 出 版 社 ,⒛ o1:14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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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的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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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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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
“
极乐世界的童话

”
,所有的事情都是闻所未闻的,完全颠倒了

物与物之间的原有关系。在现代童话作品中,颠倒世界的出现常常带有作家的批芝

意识。英国作家特拉弗斯的 《随风而来的玛丽 ·波平斯阿姨》中,玛丽阿姨带简乔1

迈克尔去参观一个颠倒动物园,在那里,人被关进了笼子里,而动物们则从笼里±

来唱歌跳舞,观赏笼中的人们,显然,作家借此表达了对人类社会的不满。德国作

家凯斯特纳的 《5月 35日 》中也有一个颠倒世界,那些不理解孩子、不可爱的大丿、

被关进学校接受教育,而教育方式正是他们平日里对待孩子的那种方式。这样的享

倒,释放了儿童在现实世界里被束缚和压抑的天性.同时满足了孩子在心理上解t

成人权力的愿望 ,形成童话特有的趣味和意味 :

颠倒的确是童话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创作方式=在童话世界里,一切都可以颠≡-

过来:父亲和儿子可以相互调换位置以达成各宦不同的心愿 (泰戈尔 《愿望的买

现》);当小偷因为失业而罢工时,整个世界会变得:昆乱不堪(武玉桂《小偷罢工》:

狐狸可以反过来打猎人,把猎人吓得晕死过去 (全E 狐狸打猎人的故事》)⋯¨

这些童话故事既因其荒诞不经让人觉得有趣,E==⒈ 角的转换中反映了对现实≡1

深刻思考。

(四 )象征

通过某种具体的可视可触的事物 ,表:

霪丞瘼曩F谔雷孱『鳌罨曩雾屋莛鸢鲞碹
∶
=葶

±,史乍品通过想象的桥梁架构一乏

呓
疸曩晟豪征通常都是具体隗意

霁丁攴∵藕莒糸唇葬瞀虐鬣翌臾亘

蕻匡辜豇趸莴鼋:蹀芡汆窖碹F

有的时候,童话象征所表现的对象并没有确乏∷

指称,可以根据时代环境、地域文化、阅读接受=T

同进行不断阐释,从而体现出模糊、多义的特点,f

有着无法穷尽的解读空间。就像 《银河铁道之夜 辶

部在日本长销不衰的童话杰作,便容纳了关于人三

同的概念、情感或精神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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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多种内涵,其中所指涉的一系列象征性密码,像谜团一样让人费解。同样 ,

安托万 ·德 ·圣 ·埃克苏佩利的 《小王子》也是一部极具象征性的童话经典,作家

以诗意而含蓄的语言,诠释了他对童年、爱情以及生命的理解,十分耐人寻味。正

是这种丰富、多元的象征性意旨,使童话产生出普遍与永恒的艺术价值。

四、童话的形象类型

和其他文学类型一样,人物形象构成了童话世界的主体。无论是民间童话还是

文学童话,都通过主人公曲折奇异的历险来表达人类的情感,其中心始终是人。只

不过从传统童话到现代童话,经历了童话形象从类型化、符号化向典型性、个性化

的演变过程。到了⒛世纪下半叶,童话作家开始注重描写主人公的性格特征,在他

们的观念中,主人公的心路历程比情节上的魔幻冒险更重要。于是,作家时常站到

读者面前,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来叙述故事,对童话中的人物进行更加细致真切的塑

造。同时,童话与小说的合流,愈加显示出形象塑造在现代童话创作中的重要性。

根据表现形态的不同9童话形象可以分为超人体、拟人体和常人体三种基本

类型。

(一 )超人体童话形象

超人体童话形象是指那些以超自然面貌出现的、具备创造奇迹的超常能力的童

话角色,如神仙、妖魔、精灵、鬼怪、巫师等,他们最早在神话、传说中出现,后

来成为民间童话中最为常见的形象类型。这一类童话形象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生活

中借助幻想创造出来的,直接反映了人类童年时代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寄托。值得注

意的是,这类形象不仅包括人的形象,而且包括物的形象,同时也包括生命体、无

生命体甚至是观念想象中的宝物,例如阿拉伯民间童话中阿拉丁所拥有的魔毯和神

灯,普希金的 《渔夫与金鱼的故事》中可以满足老渔夫各种要求的金鱼,张天翼的

《宝葫芦的秘密》中帮助王葆达成愿望的宝葫芦,等等。

超人体童话形象很多时候是某种自然力或人的愿望的象征符号,他们所具有的

神奇能力,可以满足主人公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愿望,替他们完成凡人无法办到的

事情,创造出匪夷所思的奇迹。这些童话形象虽然不具有十分鲜明的个性,但通常

作为推动故事发展或衔接人物关系的中介出现,为情节发生逆转提供潜在的契机 ,

在童话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木偶奇遇记》中的超人体形象
“
仙女

”
姐姐 (或

妈妈 )的出现,其实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作家科洛迪1881年为了还债开始写关于木

偶匹诺曹的童话,他把这个故事卖给一家报纸。当写到第十五章时,经济状况有所

好转,科洛迪决定让一只满腹邪计的狐狸和一只坏猫绞死匹诺曹,以此来迅速结束

故事。未曾想到的是,小读者们此时已经爱上了匹诺曹和他的历险故事,他们纷纷

写信给报社,希望匹诺曹能够成为真正的男孩,请求作者继续写下去。这便促使科

洛迪构想出一个仙女来搭救匹诺曹的情节,让孩子们喜爱的主人公死而复生,并在

最后如愿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孩。因此,在 《木偶奇遇记》中,仙女的到来是使主人
资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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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的命运产生根本性转变的重要因素,后来她在匹诺曹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引导F
的角色。这样的超人形象在民间童话中也经常出现,当主人公身处险境的危难三1

刻,他们就是希望和奇迹的化身,能够帮助故事主人公跨越困境、获取成功。

现代童话的超人体形象与传统童话相比,有了一定的发展和变化。他们不再是

简单意义上的超人形象,而被融入了更加独特的现实意义和审美意趣。达尔创造F1

为孩子吹梦的好心眼儿巨人、普雷斯勒笔下那个氵当灭邪恶巫婆的善良小女巫、斤≡F

荣子塑造的爱赶时髦的送
“
宅急便

”
的可爱毫女,这些童话角色颠覆了传统的赶

体形象,表现出现代人的思想和情感,给人望下深刻印象。

(二 )拟人体童话形象

人类以外各种有生命或无生命的事物,经辶讠丿、手法人格化之后,就成为童:

中的拟人体形象。这类形象在童话中十分常△=T=垣物拟人作为文学作品塑造三

术形象最早的一种手段,在童话中
=宸

≡是景T彗逭妁,从 《列那狐的故事》 :∶

子的回忆》到 《小意达的花儿》Ⅱ/庄墁≡孚≡歹 ,芡 们看到了拟人体形象在童÷

色,和其他形象一起朽咬重≡
=t亨

三1三
==乏

:圭苏、也有的童话是将无生命;△
ˉ

为主人公的,比如安徒生约 二≡三1手 ≡  F~二 t≡ 的 《小布头奇遇记》和汤素
一

的 《红鞋子》等。另外,拟人体重≡亏豪Ι可 ≡≡某些抽象的事物、概念以二 1

然现象等,常见的有春姑娘、风仁仨、三丁≡z、 、真理仙子等,严文井在 《浮:
和 《小溪流的歌》中则直接把自然现象 ≡T重 l≡主人公加以描绘 c

(三 )常人体童话形象

常人体童话形象是指以寻常人的百绽土夏E童话中的人物。小红帽、灰姑tF

机灵的汉斯、阿拉丁⋯⋯⋯这一类形象在民 习重语中早已存在,只是他们总是与二

体、拟人体形象结合在一起,并未凸显作为人≡t个体意识。直到现代童话的出三Ⅰ

常人体形象才渐渐演变成一种重要角色进入乍家的创作意识。他们通过童话作畀 ~

构自己的性格特征,树立了自己的典型形象c因为常人体童话形象能够十分【
=I

缜密地沟通现实世界与幻想世界,所以对于现代童话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c

常人体童话形象尽管表现出现实生活中的本来面目,但由于身处童话的纩Ⅰ
-

界而显Hi与常人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通过三种方式来呈现。

第一种方式:常人体形象在外形特征上是寻常人,也主要和常人来往 ,亻 EⅠ

和超自然人物、超自然世界有着密切关系,因而在某些特殊的时刻表现出超丿、二



着引导者

的危难时

功。

们不再是

尔创造的

巫、角野

统的超人

为童话

品塑造艺

事》《驴

在童话

周围世

社会。

为它们和

灵的观

的塑造

要角

命物作

和汤素兰

紧以及自

《浮云》

灰姑娘、

与超人

出现 ,

作品建

巧妙、

奇能力。这样的形象主要出现在现代童话中,他们成为沟通幻想世界和现实世界的重要中介,例如英国作家特拉弗斯创造的随风而来的玛丽 ·波平斯阿姨,挪威作家 ,

普廖申笔下的小茶匙老太太,中国作家孙幼军刻画的怪老头儿,等等。这些形象不仅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而且能够自由往返于现实和幻想两个不同的时空,因此可以使读者在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环境里感受童话的奇特魅力。
第二种方式:常人体形象自身并无超人之处,却和超自然人物廴超自然事件发生关系,由此被放入一个非常态的情景中,与现实时空拉开较大的距离。民间童话

中许多历险的主人公便具有这样的特点,他们往往借助外界的力量完成使命、获得成功。《5月∞日》中能够与黑马说话并带着康拉德一起经历太平洋之旅的林格尔胡特叔叔 ,《从罐头盒里出来的孩子》中意外获得一个罐头男孩的巴达洛提太太 ,《
“
下次开船

”
港》中被放置在停滞的黑暗世界的唐小西,他们则是现代童话常人体形象的典型例子。常人体角色与超自然人物及事件沟通的途径常常是梦境和幻境,例如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宝葫芦的秘密》《南南和胡子伯伯》中的主人公 ,就是靠着机缘进入幻想世界,由此接触到奇异的超自然现象,成为带领读者跨入奇境的导引者。

第三种方式:童话形象无超人之处,同时他所处的环境也不存在超自然的因素,看起来就是与现实完全对应的常人。例如 《皇帝的新装》中的所有角色都是常人,他们每个人的奇特行动都是有现实依据的,然而,他们所表现出的荒诞心理和行为,却远离了常情常理。此外,挪威作家埃格纳创造的豆蔻镇上的居民和强盗 ,也都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人,但由于他们孩子式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完全背离了成人的生活现实,因而成为典型的童话人物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三种童话形象并不相互排斥,他们有时会同时出现在一个童话角色身上:宝葫芦是拟人和超人的结合,玛丽 ·波平斯阿姨是常人和超人的结合,孙悟空是拟人、超人和常人的结合,而现代童话的创作观念更加决定了童话形象拒绝单一、走向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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