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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儿童文学中，有许多门类。
如小说、散文、诗歌、剧本，等等。
这些样式，儿童文学中有，成人文学中也有。
    只有童话，成人文学中是没有的。
尽管有的童话是写给成人看的，或者写给儿童看而成人也爱看的，但是，作为一个样式来说，它是儿
童文学中所特有的。
它，像母亲的乳汁一样，完全属于孩子所有。
    少年儿童是十分喜爱童话这种样式的。
你到孩子中去调查，可以说不喜爱童话的孩子是没有的。
    列宁说过：“儿童的本性是爱听童话的。
”（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报告》）确实，儿童之需要童话，乃是一种天赋。
    童话，从遥远的亘古时代就有，而发展成拥有一大批作家，专门写作成文字作品的童话，是近来不
到一百年历史的事。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批享有盛名的童话大师，我们已经有了不少可以传之后世的童话佳作。
    百来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是十分短暂的一刹那，但以人类的生命来计算，却已经是走过
了几代入。
这百来年的时间里，几代童话作家，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从事于作品写作，从事于作品研究
，实践、实践，不断地实践，渐渐地积累了许多成功或者失败的经验、教训。
这些经验、教训，写成了文字，就是理论。
    在这期间，出现了众多的童话作品，同时，也出现了一些童话理论。
    尽管，这些理论是分散的，各从各的角度来阐述，各从各的方面来探讨，有的，单谈某个问题，有
的作了全面论述⋯⋯童话，已不再是一个不可捉摸的东西，不再是你写你的，我写我的，那么虚无缥
缈、没有边际的了。
童话，有了一些方圆规矩可循，有了粗粗的范围，有了种种的准则。
像一块璞玉，被众多的雕刻家们，你一刀，我一斧，开凿着，渐渐形成了一座初具规模的艺术制作。
    这些年来，童话，应该说，客观上已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约定俗成的、众所公认的童话理论。
    童话不论从正面还是侧面，都已存在它形象主体的面面观。
    这是童话艺术的趋向成熟，是童话这一文学样式的发展和进步。
我们必须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
    但是，今天，这些客观上已经初步形成的童话理论，在哪里呢？
当然，有一些作家们已写成书面文字，发表在报刊上，收在各种集子里，更多的却在作家们所创作的
作品里，有的还在作家们的头脑里，并不曾写成书面文字。
    我们应该把这些散于报刊、集子、作品、头脑的，见诸文字和未见诸文字的，大家对于童话的共同
看法、所遵循的客观规律，为什么要这样写而不那样写等等道理，采撷起来，集中到一块，概括并提
炼成一门科学的有体系的童话理论。
这童话理论，就是“童话学”了。
    但是，面对这一大摊芜杂的作品，以及模糊不清的历史，零散的观点，参差不齐的意念，乱麻一般
的经验，有成功有失败的教训，纷纭的说法，在这样的基础上，存异求同，九九归一，建立起一门童
话学学科，也是相当艰难不易的。
前人没有做过这一工作，国内国外都找不到此类的著作。
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都缺乏可借之鉴。
    所以，写这部童话学，只是一种初步的探索。
路，总是要有人去走出来的。
童话学如果不去探索，是永远也建立不起来的。
    既是探索，或事倍功半，或功亏一篑，十分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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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但愿成功，却也不怕失败。
    探索，有初探、再探、三探⋯⋯初探不成，再次探索，三次探索⋯⋯    童话学，不能永远是空白。
它，总是要出世的。
    童话这孩子，已长得如许大了，而它的同胞兄弟——童话学，还不出世，怎么行呢？
    童话学得赶紧大喊大叫，向世界宣称：我出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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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洪汛涛童话通论》是根据洪汛涛著的《童话学》、《童话艺术思考》综合编辑而成，略有删节
，《附录：序跋选》是从洪汛涛数百万字的理论文章中精选出来的。
　　《洪汛涛童话通论》分为《童话学》、《童话史》、《童话的作家作品》、《童话杂论》、《附
录：序跋选》五个部分，力求全面系统地阐说童话学诸问题。
作者是我国当代重要童话作家、理论家、社会活动家，他以丰富的创作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的独到见
解写成了此书。
　　《洪汛涛童话通论》供儿童文学写作者、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儿童文学爱好者、师范院校
和大学文科师生，中学、小学、幼儿园校长、老师，少年儿童家长阅读，也可供大专院校、中等师范
院校、有关职业学校等开设儿童文学课程教学参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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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洪汛涛(1928－2001)，曾用笔名田野、田多野、千叶等，浙江省浦江县人，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理论
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
儿童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开始文学生涯，解放前著有《天灯在看你》、《尸骸的路》等文集。
解放后出版有小说《不平的舞台》，散文集《和平的乡村》，童话《神笔马良》、《狼毫笔的来历》
，电影剧本《大奖章》，理论专著《童话学》等，共百余种著作，五百余万字。
其中一些作品被译成各种文字，在国内和国际上多次获奖。
曾主编《中国童话界》、《童话选刊》、《中国儿童文学》、《世界华文儿童文学》等重要丛书和丛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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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幼儿与童话    幼儿是指进幼儿园年龄的儿童。
有的称之为学前期，有的称之为儿童早期。
    这一阶段的儿童，已经有了一定的语言能力，有可能跟别人进行语言上的交流。
也就是说，可以跟别人进行思想感情上的交流，预示着行动的社会化。
他已经开始具有两个世界，一个是内心世界，一个是社会世界。
婴儿时期的自我中心状态，已开始慢慢地和社会、集体相联系。
他的思维有了很大的发展，特点是思维具体形象性，就是说思维主要凭借事物的具体形象来进行。
他已经能凭借具体形象，产生种种联想。
    譬如，他坐过汽车，看见过司机叔叔开汽车，回到家里，他也叠起几只板凳，学着开汽车。
他去过口腔医院，医生给他拔过牙，回到家里，他会拿起一把小钳子，给小布熊拔牙⋯⋯    譬如，他
在月光底下走路，会想到月亮在跟着他，追他。
他坐火车，会想到火车没有动，是窗外的树木、庄稼在向后跑去。
    幼儿阶段的思维有很大的随意性。
他看见小碗、小碟，就想过家家。
看见大人写字，就想拿笔来涂抹。
看见别人去上学，就想背起个书包走路。
    一个正在搭积木的孩子，看见别的孩子们在玩球，他也要去玩球。
看见别的孩子在玩“开火车”，他也要挤到“火车”上去做司机。
    幼儿园里，一个孩子对老师说：“我的爸爸是解放军。
”一下会有好几个孩子抢着说：“我的爸爸是解放军。
”其实，他们的爸爸并不是解放军。
    幼儿的幻想力很发达。
有个幼儿园里，一个孩子画了一只小鸟，来找老师，要老师去看。
老师在跟别的孩子谈话，没有立刻去，他又来催了，说：“老师，快去看，小鸟要飞到天上去了。
”老师过了一会儿才去看，这孩子果然用黑颜料把小鸟涂掉，他跟老师说：“小鸟飞掉了。
”    有个幼儿园里，一个孩子在画画时，把太阳画成了绿颜色。
老师跟他说：“你去看看，太阳是什么颜色的？
对了，太阳是红颜色的。
你画的是什么颜色的？
是绿颜色的。
对吗？
”这孩子回答说：“老师，天太热了，绿的太阳不是会凉快一些吗？
”    有个幼儿园里，老师把孩子们带到花园里，这时正是春天，花都开了，蝴蝶飞来飞去。
老师问他们：“谁能想个好办法，把蝴蝶逮住呢？
”有个孩子想出了一个好办法，说：“我用颜料在衣服上画上许多花呀草呀，蝴蝶一看见，就飞到我
的身上来，我就把它们都逮住了。
”    画的小鸟会飞走，太阳可以变成绿颜色的，花衣服能逮住蝴蝶，孩子们的幻想多丰富！
    幼儿的思维喜爱夸张。
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他们不自觉地会夸大某些事物的特征和情节。
    有一个孩子，星期天爸爸带他去钓鱼。
他爸爸钓到一条像铅笔那样长的鱼。
第二天，他到幼儿园去，跟别的孩子们说，他爸爸钓到一条大鱼，用手一比画，这鱼有一尺来长。
这天晚上，不少孩子回去跟家长说，某某小朋友的爸爸钓到一条大鱼，有的比画有二尺来长，有的比
画有三尺来长，有的比画比他自己还长，有的比画和他爸爸一样长⋯⋯    这些幻想，这些夸张，孩子
们并不认为是假的，他们认为真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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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孩子很想到动物园去玩，希望爸爸带他去，爸爸一直没空带他去。
他自己就常常凭借幻想想象动物园里的情景：什么河马欺侮小水豚，大象用鼻子喷水给猴子洗澡，孔
雀生了只小公鸡，长颈鹿学会了打球⋯⋯他还把这些幻想去说给幼儿园里的小朋友们听，说他爸爸带
他去动物园亲眼看见的。
连老师问谁去过动物园了，他也会举手回答。
他说了以后，很高兴，觉得自己真的跟爸爸去过动物园了。
    因为幼儿的幻想能力、夸张能力已很发达，所以最感兴趣的文学作品，必然是童话了。
    幼儿阶段的孩子们爱听童话胜过某些关于真人真事的故事。
    给幼儿看的童话，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给幼儿看的童话，字要少，加拼音。
因为幼儿园里不教认字，教认拼音。
让孩子根据拼音自己去念。
一种意见认为，幼儿园不教认字，幼儿未识字，幼儿童话都是让家长、老师去念的。
文字不妨多一些。
同时也可以训练孩子的说话能力。
所以，幼儿文学作品字数的多少，有过争论。
其实，两种意见都有理，可以兼容并蓄，有一些字少的可以让孩子照着拼音去念。
有一些字多的可以让家长、老师去念给孩子听。
    这些作品应该配以更多的插图。
有一些可以全是图画的作品。
    不过，这些童话图画也好、图画童话也好，都必须具有童话的文学性。
因为童话是文学的，给幼儿看的童话应该负有从小培养孩子文学素质的任务。
    为幼儿写的童话，现在已经有了一些，但是还太少。
    现在，由于作品太少，分类没有那么细，常常是把给小学一、二年级孩子看的童话和给幼儿园孩子
看的童话，合在一起，统称为低幼童话。
其实，还是分出来的比较好。
    因为，幼儿园的孩子，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是各有特点的不同的两个阶段。
    孩子在进幼儿园之前，除一部分孩子进了托儿所、保育院，大多数是分散在各个家庭里的，是在父
亲母亲身边的，或者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一起，但是一进幼儿园，他由个别的家庭进入大范围的
集体里了，和老师、许多小朋友在一起。
他的生活环境起变化了，他的思想也要随之产生飞跃。
孩子的生活变了，思想变了，对童话的需求也要变。
这就要求我们的童话要和这个变化相适应，具有幼儿童话的特点。
    一个幼儿经历了幼儿园的阶段，进入了学校，上了小学一、二年级。
从幼儿园的孩子成为一个小学生，这也是一个孩子生活的突变。
在幼儿园里，一般来说是以游戏为主，教育也是通过游戏这些轻松的方式来进行的，但上小学不同了
。
他以学习为主，必须在课堂里规规矩矩坐下来，摊开课本，面对着黑板，听老师严肃地讲课，一个小
学生得老老实实地集中注意力听课。
环境变了，生活变了，思想变了。
低年级孩子对童话的需求和幼儿园时期又有所不同，有其自己的特点。
    因此，幼儿园童话和低年级童话似应分出来为好。
    幼儿园里，还有小班、中班、大班之分，也有人主张索性分细一些，分成幼儿园小班童话、幼儿园
中班童话、幼儿园大班童话。
如果能这样分，当然很好。
但是，由于现时我们的童话太少，孩子的智力又很不齐，目前来细分，是有一定困难的。
估计以后是会细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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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下给幼儿写的童话，大多是小狗、小猫，一些动物童话。
动物童话是需要的，对幼儿来说是主要的。
在童话中，动物童话占的比例是很大的。
但要求把动物童话写得更好一些，要不断创新。
应该说有的童话是写得很拙劣的。
有的老一套，现在写的和三十年前写的，甚至于五十年前写的差不多，缺乏新鲜感。
一个童话总得要有今天儿童的新气息。
    给幼儿写作的童话，一定要和幼儿的思维能力取得一致。
同时，还必须去发展他们的思维能力。
所以，给幼儿看的童话，必须有大胆的丰富的幻想和夸张。
那种平淡无奇的、枯燥乏味的童话，是不合时宜的。
    低幼童话一定要有多变化的情节，要有鲜明的形象，语言要活泼，朗朗上口，句子要短，字数要少
，一句废话都不该说。
    P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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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洪汛涛是我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理论家。
他曾“面壁”三年，苦读、苦写，三易其稿，一本41万字的理论巨著《童话学》终于完成。
1986年由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1989年台湾富春文化事业公司出版了台湾版《童话学》。
《童话学》在全国儿童文学理论评奖获优秀专著奖。
    《童话学》是一部载入史册的童话理论著作，它填补了童话理论许多空白，也奠定了中国童话理论
的坚实基础。
洪汛涛非常谦逊，在本书中他论及了许多位童话作家，分析了许多篇童话精品，却只字不提自己。
一部系统的《童话学》论及许多童话作家和许多作品，而不提到作者洪汛涛和他的作品这一点，1986
年《童话学》出版时，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同志就指出，这显然是一个欠缺，是一个遗憾。
    这次出版《洪汛涛童话通论》我们特意增补了文学评论家晓石、石彦二位先生为《童话学》修订版
所增写的《洪汛涛和他的童话》一章中的两节。
从这两章节中可以看出洪汛涛创作的心路历程，深切感悟到他对童话的理解，还可以体味到他的心境
与追求。
    今年是洪汛涛先生逝世10周年，历史不会忘记洪汛涛为繁荣和发展儿童文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读
者不会忘记洪汛涛和他的童话理论，我们用新版《洪汛涛童话通论》来纪念他、缅怀他、追思他。
    这次出版《洪汛涛童话通论》我们是根据洪汛涛著的《童话学》（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6年版
）、《童话艺术思考》（希望出版社，1988年版）综合编辑，并略有删节，《附录：序跋选》是从洪
汛涛几百万字的理论文章中精选的。
衷心希望有朝一日洪汛涛理论全集乃至洪汛涛全集能与广大热爱他的读者早日见面。
    编者    201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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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洪汛涛是我国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理论家。
《童话学》是一部载入史册的童话理论著作，它填补了童话理论许多空白，也奠定了中国童话理论的
坚实基础。
   《洪汛涛童话通论》分为《童话学》、《童话史》、《童话的作家作品》、《童话杂论》、《童话
：序跋选》五个部分，系统阐述了童话学的诸多问题，具体包括：童话的概念、童话的对象、童话的
功用等。
论及了许多位童话作家，分析了许多篇童话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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