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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童话是最古老的文学表达形式之一。
在德国，童话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久远的历史，但是一直处于文学边缘地位，尤其是启蒙主义者，他们
对童话中的神秘色彩和奇幻因素持批判的态度，将童话贬斥为“无稽之谈”。
直到浪漫主义时期，童话才第一次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真正受到普遍重视。
在18世纪末期出现的德国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中，诗人们从童话中看到了体现浪漫主义思想的最佳形式
。
浪漫主义诗人在文学创作方面强调个性的自由发展，向往充满想象与梦幻的世界，而童话中想象的自
由，对神秘世界的表现，从有限到无限的过渡，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两者之间的自由跨越，与浪漫主
义诗人的追求十分贴近，恰如施勒格尔对浪漫诗的描述：“只有浪漫诗是无限的，就像只有浪漫诗是
自由的一样。
”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则直截了当地说：“童话是诗的典范－一切诗意的都必须是童话般的。
”这句话点明了童话与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关系。
在德国，人们通常把童话划分为民间童话与艺术童话两种类型。
一般而言，民间童话往往篇幅短小，多为人们长期口头讲述并流传下来的故事，它的内容没有时间或
空间上的界限，情节单纯，语言质朴，幻想神奇，气质天真。
艺术童话是指作家有意识创作的、用书面语言表达的、有明确艺术追求的童话作品。
民间童话经过口口相传，逐步成形，属于非个人创作的作品，更多体现的是集体的意识。
而艺术童话则属于作家个人的作品，由于作家独创的介入而更多地体现出作家的个人文学风格。
翻开德国文学史，人们会发现，浪漫主义诗人都有明显的童话情结，几乎所有的浪漫主义诗人都曾积
极创作过童话－艺术童话，而且，这些艺术童话基本上都成为了浪漫主义诗人的代表作品。
德国的艺术童话发展史正是从浪漫主义时期开始的，艺术童话的经典作品主要集中产生于这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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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童话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以格林童话为代表的民间童话，以及浪漫主义诗人们创作的一批艺术童话作品，勾勒出这一时期最引
人注目的文学现象。
本书对这两种童话文学形态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剖析，对相关的文学叙述模式和艺术语言特征进行了研
究，阐述了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童话文学现象的内在关系及其文学史价值。
本书适合高校、相关机构的文学研究者、爱好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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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整体而言，格林兄弟不仅是民间童话的搜集整理者，也是参与创作的作者，从结构与风格上来看，尤
其如此。
格林童话像所有的诗学作品一样，首先是通过文本的叙述，使读者获得阅读的文学体验。
在格林童话中，格林兄弟完整地保留了他们所搜集的民间故事的题材、内容和象征符号，在此前提之
下，他们将这些故事的叙述格式加以改编和整合。
特别是威廉·格林，有意识地对童话的文体进行了改造。
从细节上看，威廉对《格林童话集》的修订，使叙述的语言在语调上更加温和、亲切，更加富有诗意
。
在一些故事中，威廉·格林偏好采用直白的并列句型，并经常使用重复句来提高表达的力度。
为了使语言更加生动，他喜欢使用直接引语。
他善于运用古体语以及民间的俗语和谚语，偏爱缩小词的使用。
通篇叙述的情态形式都采用过去时，形象地描述每一个情境，以直接激发读者的想象力。
简练和不受时间限制的典范性，是威廉一贯的文风原则。
他强调叙述的虚拟性，常常略去确定的时间和地点。
在叙述中，格林童话剔除了那些有伤风化的东西，并按市民阶层的教养加以道德化，使这些民间童话
更符合最主要读者，即围绕儿童的市民家庭的阅读趣味。
对于这一趋势，雅各布·格林曾经评述说：“这些民间童话最初并非专门针对孩子们而写，但随着版
本的逐次修订，它越来越走向儿童文学。
”格林兄弟所进行的文学意义上的风格化改造，并未有损口头传说的故事内容和意义，最初那些可以
追溯到古老观念和行为的素材几乎是原封不动地被保留了下来。
专业的民间童话阐释者，以及一些热心研究文学的严肃的童话读者，通常会选用格林兄弟在1857年进
行过加工的末版，因为这一版本通常被看作独立的文学作品。
在他们看来，文学阐释的首要任务在于重新发掘那些不可理解的象征符号中所隐含的意义，解码民间
童话的象征性文字。
最基本的一点是，他们确信格林童话所涉及的是独立的、致力于大众的、带有强大表现意图的文学艺
术作品。
本书在分析格林童话的叙述特征时，依据的也是以1857年末版为底本的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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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童话研究》适合高校、相关机构的文学研究者、爱好者使用。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德国浪漫主义时期童话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