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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82_B2_E8_AE_BA_E6_c76_273278.htm 一、童话叙事话语的

表层功能叙述语与转述语的分配 法国结构主义理论家罗

兰#8226.辛格等认为，“幽默作为人类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

其萌芽自婴儿出生第二年起即开始具备，从幼年起通过游戏

培养婴儿的幽默感，对其日后创造力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

作用。”（注：转引自张锦江《儿童文学论评》，新蕾出版

社，1987年，第13页。）创造心理学认为，创造的个性的一

大特点是富有幽默感，它同联想的灵活和“思想游戏”的大

胆，几乎是形影相随的。而儿童对幽默又极为敏感。因此，

童话用幽默贯穿，几乎是每一个具有“游戏精神”和“童年

意识”的成人作者创作的重要手段，它不仅是叙事语言的具

体表现方式，而且深入到文本内核，深刻传达出童话快乐的

本质。 儿童为什么会具有成人觉得幽默的能力？能够自己开

始阅读的儿童至少已到了学前期，跨越呀呀学语的阶段，思

维从具体形象性向初步抽象概括性逐渐发展。皮亚杰认为，

儿童7岁以前的思维是自我中心的思维，而不是社会化的思维

。思维中的各种观念常常是互不联系，前后矛盾的。只有在7

岁以后，儿童才开始有社会化的思维，即具有真正逻辑性的

因果思维或反省思维”。（注：（瑞士）皮亚杰：《儿童的

语言与思维》，转引自朱智贤《儿童心理学》（上），人民

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183页。）此时他们的注意，也倾向

于整体性。影响到语言，虽然此时他的词汇量在不断增加，

但对于表达思想仍然不足，很多抽象的词如“明天”、“痛



苦”、“复杂”等对儿童已有的经验来说还过于深奥。因此

，他们的语言库中存在着大量的“消极词汇”（朱智贤语）

，而模仿、滥用“消极词汇”可能构成儿童语言“幽默”的

一个原因。所以，皮亚杰的结论是：“社会适应的主要工具

是语言，它不是由儿童所创造，而是通过现成的、强制的和

集体的形式传递给他，但是这些形式不适合表达儿童的需要

和儿童自己的生活经验。因此，儿童需要一种自我表达的工

具⋯⋯这就是作为象征性游戏的象征体系。”（注：（瑞士

）皮亚杰、B#8226.英海尔德：《儿童心理学》，吴福元译，

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6、47、83页。） 再看童话文体，

很多理论者已论述过它的浪漫主义特色。在叙事结构上童话

以叙述为中介构成幻想空间，这个空间的虚幻性与他们的象

征性游戏有本质的相同之处，“通过童话展示出来的深刻含

义，并不能像其他文学样式那样能直接回归现象，它仅仅是

对生活的一种暗示，要凭借象征与譬喻的艺术手段，揭示现

实生活的某些本质特征”。（注：楼飞甫：《童话漫论》（

二题），浙江师范大学学报#8226.豪尔耶松的小小男孩骑在鹅

背上飞行8个月，让枯燥的地理知识演变为奇异的旅行；英国

特莱维丝的《玛丽，波平斯》系列中的玛丽阿姨，使孩子整

天生活在梦幻一般的世界中，有无穷的快乐等等。其次，这

个空间对无数意象、细节的叙述也具有隐喻性。比如《彼

得#8226.克尔芙跟曾祖母在一起，住在胡同里的最后一间茅屋

里，她十岁，曾祖母一百一十岁。金斯莱的《水孩子》开头

：“从前有个扫烟囱的小孩，名叫汤姆”；林格伦的《长袜

子皮皮》开头：“瑞典这个国家有一个很小很小的镇子，那

镇子边上，有一处荒草丛生的旧园子，园子里有一幢破旧的



房子，这房子的主人是一个叫做长袜子皮皮的小女孩。”（

黑点由笔者加） 从加点的词句中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1.

童话常在叙述中采用一种模糊性的语词，比如时间、地点虚

拟、不确定，没人知道“那一天”的日期、具体情况，“乡

村”、“茅屋”的具体位置，成人文学追求的是时空的真实

感、现实主义特色，而童话语言有意虚拟其真实性，它最为

注重的“真实”凝聚在人物与具体情节上，比如人物的姓名

、性格必定交待清楚、情节逼真。 2.很多语句实际上是一种

“不可信”的叙述，比如上文磨粉匠的“全部家当，只是⋯

⋯”，但这种“不可信”与作者本来的意图并不违背，而恰

恰是作者的有意选择。背离现实逻辑，虚拟一个游戏世界，

这样成人与儿童才能在心理上比较接近。 3.“模糊”与“不

可信”的直接叙述后果是造成语言的心理距离，这正是形成

童话幻想空间的必要的语言选择方式。儿童思维呈情绪化、

弱逻辑性，如果我们将现实中准确的成人语言作为参照，则

儿童的行为语言、口头或内部语言本身就是不确切、词序颠

倒、时空概念不明、意义含混的，尤其是他们游戏的象征特

点，更是“不可信”。因此，童话选用“不可信”的语言成

分，使儿童完全脱离了这个“不断地从外部影响他的由年长

者的兴趣和习惯所组成的社会世界，同时，不得不经常地使

自己适应于一个对他来说理解得很肤浅的物质世界”（皮亚

杰语），而进入由他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能力形成的“内部”

虚幻世界。儿童文学理论家汤锐认为：童话中体现的儿童情

趣不仅仅是现实儿童行为的原始反映，更应有一种“新鲜感

、距离感”。“儿童不是旁观者，他是游戏的主角，儿童文

学作品应能提供给他新奇的角色体验、情感体验，从而激活



儿童内在的情绪体验，产生美感”。（注：汤锐：《现代儿

童文学本体论》，江苏少儿出版社，1995年。）所以以优美

的叙述方式形成的审美距离在童话中尤为重要。童话语言的

“模糊”和“不可信”，使童话与现实产生距离，反而在作

品中形成真正的“儿童情趣”，却毫不阻碍阅读。 （二）语

言的快节奏 童话语言的快节奏是修辞上的另一特点。儿童心

理学的研究结果表明，前运算阶段（2、3岁7、8岁）至具体

运算阶段（7、8岁11、12岁）这一漫长阶段的儿童对童话极

为喜爱，但他们的物理守恒、序列、分类等概念和可逆性运

算能力到后期才逐渐建立，这使儿童的注意、感知、记忆都

处于随意阶段，或者刚刚进入高一级的逻辑推理阶段。他们

认为运动中的物体都是有生命和有意识的，比如风、太阳。

早期儿童的“为什么”问题属于“前因果性”，其产生是“

由于儿童把物理过程有系统地同化于自己动作中的结果，这

种同化作用往往导致类似魔术般的看法，直到后期才转变为

合理的因果性”。因此，他们的心理活动方式完全是“杂乱

无章的”，“没有一件东西是静止的”。游戏时，他们不需

停下来长久地沉思，不需理智地约束，不需猜谜般地理解游

戏的意义，不需解决难题（“遇到难题绕道走”是他们的游

戏规则）。 另一种纸上的游戏童话，在用语言讲述游戏的过

程时，也往往显得杂乱无章，与他们在心中模拟的毫无区别

。就像德国拉斯培和毕尔格尔的《敏豪生奇游记》，敏豪生

先生的奇遇一个接一个，如一个孩子滔滔不绝地吹牛而且吹

得如此逼真，活灵活现。美国特拉弗斯的《玛丽&#8226.波平

斯》系列讲述玛丽阿姨的怪异和神奇，从开始玛丽阿姨随风

而来，她的奇妙本领便令人应接不暇：以楼梯扶手向上滑，



空手提包却像百宝箱，往天上贴星星⋯⋯；这些优秀的童话

说明，童话语言魔术一般眼花缭乱，对文本深层幽默和隐喻

特色的传达可能更为有利。 童话特有的叙事话语是沟通成人

作者与儿童读者的桥梁，作者对儿童审美心理的探寻模拟使

读者在文本中从表层到深层都达到一种对话交流的可能，童

话语言也因此呈现出独特的魅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