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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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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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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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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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的为人生而艺术的儿
童文学恩想的童话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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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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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言兽语之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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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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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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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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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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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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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的话 ——　　经典：本书系将精选精编20世纪初至今100年间100位中国儿童文学作家
的100部优秀儿童文学原创作品。
入围尺度界定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看其作品的社会效果，受小读者欢迎的程度和对小读者影响的广
度；二是看其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贡献；三是看其创作生命力，是否出于高度的使命感长期关心未
成年人的成长，长期从事儿童文学创作。
　　全面：该书系是最齐全的现当代中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结集。
一是囊括了自上个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以来中国5代儿童文学作家中的精英人物；二是入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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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百部作品涉及到现
代性儿童文学的所有文体，是文体类型最齐全的中国儿童文学原创总汇。
　　权威：本书系由当今国内最权威的儿童文学专家（以年岁为序）严文井、束沛德、金波、樊发稼
、张之路、王泉根、高洪波、曹文轩组成高端选编委员会。
他们都是当代最熟悉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历史和现状、了解儿童阅读心理的权威儿童文学专家教授和著
名作家。
　　可读：只有进入广大小读者视野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才是有生命力的真正的经典。
我们将通过精心策划和编辑，以符合少年儿童审美习惯的整体设计和到位的包装营销，让新世纪的小
读者，接受并喜爱这些曾经滋养过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美好心灵的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经典。
　　开放：组合就是品牌，经典与经典的组合更有可能成为特大品牌。
我们将“百年百部”作为一个开放式的品牌工程来建设，力图在今后收入更多新人的优秀作品，将本
书系打造成新世纪中国优秀原创儿童文学作品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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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严文井是我国现当代著名作家。
他起笔于散文创作作。
同时也创作小说、文学评论，各有建树。
但以儿童文学作家著称。
　　严文井，中国作家。
原名严文锦。
湖北武汉人。
生于1915年10月15日。
1934年毕业于湖北省立高级中学，翌年春到北京图书馆任职。
1938年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底调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任教。
1953年起，先后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
等职。
早期创作以散文、小说为主，写有散文集《山寺暮》、长篇小说《一个人的烦恼》等。
进入40年代以后，主要写作儿童文学。
第一部童话集《南南和胡子伯伯》出版于1941年。
此后又出版了《丁丁的一次奇怪的旅行》、《蚯蚓和蜜蜂的故事》、《三只骄傲的小猫》、《唐小西
在“下次开船”港》等中短篇童话，以及《小溪流的歌》等童话集。
其作品故事生动，构思巧妙，富于哲理和诗意，被誉为是“一种献给儿童的特殊的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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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下次开船”港小溪流的歌会摇尾巴的狼风机皇帝说的话蚯蚓和蜜蜂的故事三只骄傲的小猫南风
的话气球、瓷瓶的手绢歌孩沼泽里的故事不泄气的猫姑娘春夏秋冬浮云“歪脑袋”木头脏一晚上的故
事丁丁的一次奇怪旅行南南和胡子伯伯作家与作品作家相册作家手迹主要著作目录本书作品获奖记灵
严文井童话的运动美 孙建江严文井童话创作论 李红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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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说不怕，可是他心里还是有些着急。
也不知道是从哪一天开始的，小西感觉耳朵旁边从早到晚总是有那么一种声音在催促他：六点了，七
点三十了，八点一刻了，十二点了！
⋯⋯意思就是：起床吧，上学吧，上课吧，再上课吧，吃饭吧，再吃饭吧！
⋯⋯好像老师、妈妈和姐姐都故意给他找麻烦似的，他非常生气。
    不管他生不生气，总是不断有人叫：两点差一刻了，四点过一刻了，九点半了，九点三十五分了！
⋯⋯    慢慢地，小西又觉得另外有一个怪东西特别喜欢同他捣蛋，就是不让他痛痛快快地玩儿。
那个看不见的怪东西叫时间，他比谁都厉害，明明是他管着老师、妈妈和姐姐，再让老师、妈妈和姐
姐来管小西；可是姐姐动不动又对小西说：“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啊！
”好像小西又能管住时间似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如果时间是能够抓住的，那么他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模样？
为什么又这么厉害？
    当然，小西觉得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用不着怎么费脑筋，只要让他动动姐姐那个小闹
钟，马上就什么都明白了。
所有的时间不是装在各种大大小小的钟里头的吗？
    姐姐从来不许小西动那个小闹钟。
那是一个漆着红漆的圆圆的小闹钟，放在姐姐的书桌上，看起来真是好玩儿极了。
    有一次，姐姐不在家的时候，小西实在忍不住了，就偷偷动了动那个小闹钟。
    他先只是用一只手小心地摸了摸闹钟的玻璃面。
可不是吗，时间就住在里头；里头就好像有一颗心在跳动似的。
旁边没有别人，慢慢他又伸出了另外那只手。
    他把闹钟翻过来掉过去，仔细地观察了那些铃，长长短短的针和钥匙以后，心里就想：“时间是怎
么样装进去的，里头还装了一些什么呀？
⋯⋯”    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
闹钟只是轻快地哼叫着：滴答，滴答，滴答！
⋯⋯    他真想马上拆开闹钟看一看，但是一想到姐姐生气的模样，就不敢动手了。
一会儿他想到了另外一个主意，给自己作了一个让步。
    他小声对自己说：“我只试试铃儿，看看它是怎样响的。
反正我又不弄坏它⋯⋯这算不算调皮？
当然不算呀！
”    他就把闹钟翻了过来，先拧一把钥匙。
这把钥匙紧得很，拧不动。
接着他又拧另外一把钥匙。
这次可是拧动了，但是铃儿不响。
于是他一边又去拧中间的那把钥匙，一边小声说：“嘿，真怪，两个小玩意儿不吭气儿，哑了！
”    正在这个时候，不知怎么铃儿突然一下大声叫喊起来了：    “丁令令令，丁令令令！
⋯⋯”    小西吓了一大跳，什么也来不及想，也忘记了姐姐并不在家，连忙放下闹钟，转身就飞快地
逃出去了。
闹钟一直还在小西背后大声叫喊，好像故意向大家报告小西做了坏事似的。
    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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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主人公唐小西是个老“玩儿不够”的小学生，总是把功课留到“下次”再做，结果气跑了时间小
人，又在灰老鼠的教唆下进入“下一次开船港”。
这个“下一次开船港”是个没有时间的世界，一切都静止不动。
这里，善良弱小的布娃娃受着坏蛋的欺侮。
唐小西一心要救出布娃娃，却因为船非得等“下次”才开，没法出逃。
由此，他终于认识到时间的重要，急切地唤回了被他气跑的时间小人，叩响了钟声，复活了死港，救
出了被洋铁人禁闭的布娃娃⋯⋯ 　　这部童话寓意深刻，内涵丰富。
它通过富有神奇色彩的幻想故事，告诉小读者：懒惰就是时间的停滞，生命的浪费。
并引导孩子们懂得珍惜时间和生命，让时间和生命发出光和热。
严文井的《下次开船港》是中国儿童文学史上难得的杰作。
比起张天翼，严文井的童话更具有童话的色彩和飞扬的想像力。
儿童文学作家金波说：严文井的童话很有特色，他主张写“诗意童话”，他的童话用的是诗意语言。
虽然他写的诗没有散文和童话多，但他本质上是一个诗人，而且很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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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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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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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开船港》是不容错
过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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