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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众传媒视阈下中国当代儿童文学转型研究》作者胡丽娜。

《大众传媒视阈下中国当代儿童文学转型研究》从传媒视角切入，以当代儿童文学尤其是1978年之后
的儿童文学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中国当代儿童文学传媒语境的形成、当代儿童文学生产机制的转型、
儿童文学生产方式和存在形式的转变、儿童文学审美品性的嬗变和跨媒介传播以及儿童受众“期待视
野”的转向与重塑等问题的考察，探讨大众传媒与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发展和转型之间的关系。
本书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大众传媒与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转型之间的紧密联系，对包括纸质传媒
、电子传媒、网络等新媒介在内的传媒文化与当代儿童文学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理论探讨和总结，梳
理当代儿童文学史上重要的传媒文化现象，揭示传媒文化之于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发展与转型的重要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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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博士，现为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专职研究员，主要从事儿童文学、传媒文化以及比较文
学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一项，在《文艺争鸣》、《中国
出版》、《中国编辑》、《当代文坛》《中国图书评论》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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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儿童文学的电影传播之旅　　1922年上海影戏公司首次拍摄了表现六岁男童在室外顽皮戏
耍情景的故事片，成为中国儿童故事片的萌芽。
此后，但杜宇、郑正秋等电影人相继拍摄了《孤儿救祖记》、《迷途的羔羊》、《三毛流浪记》、《
表》等优秀影片。
儿童电影这一新的艺术形式赋予儿童文学传播以更为丰富的传播渠道。
反顾现代儿童电影创作，改编是其内容生产的重要方式，尤其以对儿童文学的改编为主。
1925年的《小朋友》电影改编自包天笑翻译的法国儿童小说《苦儿流浪记》。
现代儿童电影发展的内容资源对文学的依赖程度相当高。
包括《小朋友》在内，经由文学作品改编的五部儿童电影中，有四部改编自外国儿童文学名著：《飞
行鞋》根据德国童话集《罗仑》的《五月鸟》改编；《中国白雪公主》改编自德国格林童话《白雪公
主和七个小矮人》；《表》根据苏联同名儿童小说改编①。
此外，家喻户晓的儿童电影《三毛流浪记》则由阳翰笙改编自张乐平的漫画。
这种改编移植的创作方式实现了儿童文学的影像传播，并积极推动了现代儿童电影的发展，奠定了中
国儿童电影重视文学改编的传统。
　　当代儿童文学传播继承并发扬影视传播这一传统，通过改编的方式，儿童文学成为儿童电影创作
的“源头活水”。
日渐丰富儿童文学创作与儿童电影创作互惠互利，形成良性传播的局面。
秦兆阳《为孩子们祝福》、华山《鸡毛信》、张天翼《罗文应的故事》、任大星《吕小钢和他的妹妹
》、白小文《刘士海爸爸的皮包》、刘真《小伙伴》、胡奇《五彩路》、徐光耀《小兵张嘎》、张天
翼《宝葫芦的秘密》、李心田《闪闪红星》、徐瑛《向阳院的故事》，还有任德耀《马兰花》、《小
足球队》等儿童话剧都被改编成为儿童电影。
其中《小兵张嘎》、《宝葫芦的秘密》、《闪闪红星》、《马兰花》等都成为经典之作。
新时期以来，《红衣少女》、《哦，香雪》、《“下次开船”港游记》、《男生贾里》、《人之初》
、《我的九月》、《花季·雨季》、《草房子》、《女生日记》、《一个都不能少》、《再见，我
的1948》、《危险智能》等作品在纸质图书传播的同时，都通过电影的方式进入儿童视野。
这些作品从纸质文本转换为影像文本之后，依然有着不俗的艺术魅力，有些还获得“童牛奖”、“华
表奖”等重要奖项。
如1990年第1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普莱维梯彻公司》。
作家曹文轩亲自担任编剧的《草房子》被认为是能感动今天和明天小观众的“美丽的人性的诗篇”，
获得1998年度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儿童片奖、1999年第1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等。
　　总结儿童文学的电影改编，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对当下性作品的改编：如《红衣少女》、《
霹雳贝贝》、《豆蔻年华》、《哦，香雪》、《男生贾里》、《红发卡》、《花季·雨季》、《草房
子》、《足球大侠》、《危险智能》、《女生日记》、《男生日记》、《乌龟也上网》、《男生贾里
新传》等；另一类是对此前改编过的儿童文学进行再次开发，如《“下次开船”港》、《三毛从军记
》、《宝葫芦的秘密》、《小英雄雨来》等。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许多儿童文学作品已经成为儿童电影二度开发的重要对象。
如张天翼的童话《宝葫芦的秘密》在20世纪60年代被改编为电影，而在2007年又推出新版《宝葫芦的
秘密》。
此外，《闪闪红星》、《小兵张嘎》等也推出动画电影版。
《男生贾里》也相继被改编为电视剧和电影，《淘气包马小跳》更是被改编为动画片、动画电影等。
以上儿童电影的改编实践，一方面说明了儿童文学是当代儿童电影创作的不可或缺的内容资源，另一
方面也显露出当代儿童电影改编中的问题所在，即儿童文学的电影之旅，尚需要两种艺术形式之间的
更为深入的对话和沟通，以更好地形成互惠互利的发展态势，推动儿童文学传播和儿童电影创作的良
性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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