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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话是儿童文学花园里的一朵奇葩，最切合儿童

的思维方式，最贴近童心世界，特别适合儿童阅读，也

最受儿童青睐。童话以其独特的精神和气质“承担起

传达人类精神追求和诗意渴望的艺术天职”，“以其永

恒的诗性的光芒和幻想的魅力温暖、滋润着绵延的人

生”。[1]从童话成为一种自觉的文学样式以来，无数研

究者都在不断探讨和追寻它的特征，探究它幻想、荒

诞等奇特、美妙的奥秘。

一、幻想———童话最基本的特征

（一）幻想是童话的主体和核心

安徒生曾解释自己的童话是“富有幻想色彩的故

事”。豪夫在《童话年鉴》中形象地说：童话是一个美丽

可爱的仙女，她是“想象”女王的大公主。幻想之于童

话就如肉体、灵魂之于人，幻想是童话生命存在的基

础，可以说，没有幻想就没有童话。童话里，形象是假

想的，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存在的；环境是虚幻飘渺

的，社会环境是被淡化而模糊的，生活环境也是假定

的，是现实世界没有的境界；情节是虚构的，是人世间

不可能发生的奇巧事情。比如，英国作家特拉弗斯的

《随风而来的玛丽波平斯阿姨》中的玛丽阿姨是随着

东风而来又随着西风而去的，是最终也弄不清其身份

的假想形象。英国作家路易斯·卡洛尔的《爱丽丝漫游

奇境记》中，爱丽丝因为追兔子稀里糊涂地掉进了一

个洞里。接着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发生了：她喝

了一杯水，就缩成了小人；她咬一块蛋糕，又变成了巨

人。她一哭，眼泪就变成了湖。她发现一只猫，猫一会

儿隐身了，一会儿又现形了。她认识了能够到处游逛

的扑克牌红心国王 K 和王后 Q。王后脾气暴躁，谁惹

她不高兴就下令对他“砍头”……。这一切都是神秘莫

测，扑朔迷离，虚幻飘渺的，是现实世界不可能发生

的。正如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理论家陈伯吹所说:“如果

也把童话看作一种精神的‘物质构造’，那么童话也可

能有一个‘核’，这个‘核’就是幻想。”[2]可以说，幻想既

是童话内容的主体，也是核心、灵魂。

（二）童话幻想与现实是有关联的

虽然童话的幻想看起来是超自然、超现实、无拘无

束的，但无论童话的幻想如何变幻莫测、自由不羁、荒

诞离奇、不可思议，它总有现实世界的痕迹。

1.再奇异的幻想也都来源于现实生活和物质世界

童话的幻想奇异无比，令人惊奇，但任何奇异的幻

想都来源于真实世界。安徒生《海的女儿》中，海王的

小公主是长着一条鱼尾的人鱼，她生活在深蓝海底舒

适的宫殿里，享有三百年的寿命，她向往人类的“不灭

灵魂”，忍受痛苦把鱼尾变成了一双人腿，来到人间。

情节离奇，形象怪异，环境虚幻，但尽管如此，小人鱼

的世界也只是人类世界的翻版：国王、公主、宫殿，这

都是人世间宫廷生活的反映，只是被放在深不可测的

海底罢了；他们的形象与人类相差无几，只是多了一

条鱼尾；甚至情感世界也跟人类相通，毫无障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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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俄罗斯童话中“长着母鸡腿的小屋”这么怪诞的形

象，也是从常见的搭在树木或树墩上的小屋联想而来

的。正如安徒生所说：“最奇异的童话也是从现实生活

里产生出来的。”童话的一切都是幻想出来的，都是违

背常理，不合逻辑的，但在幻想的逻辑里又是那样真

实可信的。

2.童话幻想对生活本质的反映是折射式的

童话幻想不是按照本真生活的样式来反映其本质

的，而是通过非现实的样式来反映生活真谛的，这种

反映是折射式的。如郑渊洁的《特别法庭》，幻想出了

“特别法庭”这一机构。这个机构专门审理孩子对爸爸

妈妈不满的起诉。孩子们对爸爸妈妈的不满都可以到

特别法庭来起诉，比如，父母的严厉管教、父母吵架、

父母离婚等这些完全不能与父母平等交流沟通的问

题，只要不满就可以起诉，就可以得到“特别法庭”的

受理和解决。爸爸妈妈们被判让孩子搔胳肢窝对孩子

笑，笑到流眼泪，笑到喘不过气等等。这个幻想出的

“特别法庭”让孩子们平生第一次站在和爸爸妈妈平

等的地位说话，折射地传递了儿童的心声：要自由、平

等、快乐！用诙谐的方式提出了一个严肃而严峻的社

会问题：如何实施家庭教育？怎样才能让孩子健康快

乐地成长？又如，安徒生《丑小鸭》中的丑小鸭历经排

挤、嘲弄、欺辱、流浪，被猎人追逐，经历严冬的苦痛，

但最终战胜磨难，成长为一只美丽自由的白天鹅。丑

小鸭成长的过程让人们看到了作者自己人生经历的

影子。丑小鸭的故事折射式地反映了人生的真谛：人

生可能会经历痛苦和磨难，但只要坚持对美和自由的

向往和不懈追求，奋斗不息，坚韧不屈，就会战胜苦

难，成就人生。童话幻想对现实的折射式的反应方式，

使得对本质的反映更加形象、生动，更加充分、深刻。

3.童话幻想与现实的结合是和谐统一的

童话的幻想是怪异离奇，神秘莫测，令人惊奇，但

绝不是毫无章程的胡思乱想，幻想与现实的结合是和

谐自然的。童话在现实生活和物质世界的基础上幻想

出非现实的情景，又通过非现实的情景反映生活的本

质，折射斑斓的人生，给人以深刻的教益和启迪。幻想

与现实的结合越奇巧，幻想的形象就越生动、越自然、

越真实可信，对生活本质的反映就越深刻。优秀的童

话家深知这一点，都做到了幻想与现实的和谐统一。

（1）寻常结合，有机统一。在这种结合方式中，幻

想和现实有机融合，幻想中会融入大量的现实描写，

让人觉得就如同真的发生了一样。比如，英国菲莉帕·

皮尔斯的《汤姆的午后花园》中，汤姆在姨妈家里发

现，午夜里每当老爷钟敲了十三下后，后院就会出现

一个白天不存在的花园，可花园和在花园里的一切和

现实没有差别，他与在花园中认识的小女孩海蒂一块

儿玩耍、滑冰，非常友爱。只是总觉得花园里的时间总

过得很快，海蒂也长得很快，每次见到海蒂，都发现她

长大了很多，汤姆的假期还没过完，海蒂已经长成为

少女。当汤姆为自己再也见不到海蒂伤心哭泣时，惊

动并认识了楼上房东巴塞洛缪老太太。通过交谈，终

于解开了钟敲十三下的秘密：原来他走进了巴塞洛缪

老太太的梦中。这个故事幻想奇特，在结构上幻想和

现实错综而又自然的融合，营造出似幻还真的效果，

故而虽然故事的时间跨度近百年，但我们丝毫没有隔

世之感，那个午夜花园是那样的真实可信。这个故事

通过汤姆闯入并想留在海蒂 （其实是巴塞洛缪太太）

的梦中，真实而巧妙地展示了巴塞洛缪太太的一生。

历尽了岁月沧桑，时光易逝，让孩子们真正理解了时

间有限，人总要长大的自然规律。集中体现这种结合

方式的，还有《卖火柴的小女孩》等。

（2）异常结合，协调统一。在这种结合方式中，借

助幻想改变所描写对象或现象的性状，使形象异乎寻

常。比如，意大利科洛迪的《木偶奇遇记》中的匹诺曹

说谎时鼻子就变长，他和蜡烛心逃到玩具国，两人都

长出了驴耳朵，接着就变成了小驴。这是把说谎、淘气

这一儿童的常见现象与异常的身体变形相结合，形象

地告诫孩子们：要诚实、不淘气、听从师长忠告，否则

就会自损形象，走向歧途。英国罗尔德·达尔的《查理

和巧克力工厂》中，视口香糖如命的维奥莉特·博雷加

德成了一个巨大的蓝色的球；整天看电视、玩游戏的

迈克·蒂维被分解成了电视微粒。这是把现代儿童的

常见问题和缺点与非同寻常的身体变形相结合，生动

地告诫孩子们：不能贪吃、骄纵成性、沉迷电视和游

戏，否则会吃尽苦头。让形象变得异常，出人意料，使

幻想新颖有趣，形象深刻。

（3）反常结合，奇巧统一。在这种结合方式中，往

往借助幻想，让形象拥有超乎自然的神奇魔力，看似

荒诞，但却反映了人们对美好世界的向往和追求。比

如，瓦·卡泰耶夫的《七色花》中，老婆婆给珍妮的那

朵有黄、红、蓝、绿、橙、紫、青七片花瓣的七色花，具

有神奇的魔力，每撕下一瓣，都能实现珍妮的一个愿

望，可以变各种各样的玩具，可以让打碎的花瓶恢复

原样，可以让人到北极探险，可以让生病的小男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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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起来……作品通过幻想，让有神奇功力的七色花帮

助珍妮实现了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愿望，展现了一个既

现实又超现实的童话世界，反映了人们对人生理想的

追求。还有《猎人海里布》中那块宝石，只要含在嘴里，

就可以知道世间各种秘密，就能听懂各种动物的话。

宝石让海力布知道了即将发生灾难的信息，他宁可牺

牲自己，也要把消息告诉村民。歌颂了善良、勇敢和牺

牲的精神。诸如此类的，还有能吐金子的毛驴，能变出

各种美味佳肴的桌子，能治百病的泉水，还有飞毯、仙

草、魔镜等等，都能实现主人的愿望。这种幻想和现实

的反常态结合，也反映了惩恶扬善，好人好报的朴素

愿望。

二、荒诞———童话趣味盎然的美学效果

荒诞，就是指虚妄离奇，极不真实，不合常理，不

合情理……。童话的荒诞是一种审美的品格，是美学

意义上的荒诞性。童话往往对现实的某些特点进行无

限制地缩小或扩大，使事物、形象、事情都反常态、超

自然、悖常规，给人离奇古怪、荒唐无稽、难以置信、玄

妙无常之感，产生神奇瑰丽、趣味盎然的美学效果。比

如，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中，大林和小林是一对亲

兄弟，他们的父母因贫苦而早早死去，两兄弟只好外

出谋生。大林被富翁叭哈收养，改名唧唧，天天好吃懒

做，养尊处优，在 200 个仆人伺候下，变得肥胖无比，

连三千人也拖不动。小林饱受欺凌和虐待，他和小伙

伴们不甘心被老板四四格变成鸡蛋吃掉的命运，奋起

反抗。后来小林当上火车司机。大林与蔷薇公主结婚，

坐火车去海滨，与当火车司机的小林相遇。小林他们

需要用火车为灾民运送救济物资，举行了罢工，大林

叫来怪物推火车，怪物却把火车推到了大海里，大林

漂流到了一个遍地都是财宝的富翁岛上，饿死在金子

堆里。这个故事，情节离奇怪异，人物荒唐可笑，让人

在荒诞幽默的氛围中知道了当时社会极度的贫富悬

殊。再如，讲述善良美丽的公主遭到新皇后多次陷害，

但最终死而复生并与白马王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

《白雪公主》，荒诞而美丽，让人难以忘怀。还有荒诞不

羁，但给人带来欢乐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讲述死

去还能活来的善良可爱小姑娘的《小红帽》；表现贪得

无厌、最终只能与破木盆为伴的《渔夫和金鱼的故

事》；如梦似幻的《绿野仙踪》以及《骑鹅旅行记》《木偶

奇遇记》《夏洛的网》等等，都给人以千奇百怪、扑朔迷

离、变幻莫测、妙趣横生的美感。童话的荒诞，既荒诞

又真实，既荒诞又幽默，既荒诞又美丽。

三、至善至纯———童话的精神内涵

儿童的世界是纯真、善良、美好的纯净世界，而童

话的世界里，孩子的精神是健康的，孩子的心灵是没

有杂质的。童话的亦真亦幻、变幻莫测，给人复杂而单

纯、怪异而和谐之感。童话总是以其对真、善、美的追

求，和对爱、勇气、正义的宣扬，感染、感动、影响着儿

童，甚至成人。颂扬纯真的人性、纯善的美德是童话的

永恒主题。经典童话无一不是求真、求善、求美的集中

体现者。至真、至纯、至善的内在品质正是童话的精神

内核。比如，阿诺德·洛贝尔的《寄给蛤蟆的信》中，青

蛙为了让从未收到过信的蛤蟆高兴，给蛤蟆写了一封

信，请蜗牛送信，结果行动迟缓的蜗牛花了四天时间

才把信送到蛤蟆家，青蛙和蛤蟆一起等信，一起阅读

来信，共同享受了一段美好时光。稚拙的行为让人忍

俊不禁，但青蛙至善的举动，青蛙和蛤蟆不带丝毫杂

陈的纯真友谊，分明让人心灵为之震颤。再如，英国奥

斯卡·王尔德的《夜莺与玫瑰》中，夜莺主动奉献出她

的那颗心，因为爱情，她成全了有情人，宁愿用自己的

心血去染红那朵白蔷薇，她忍受剧痛用蔷薇的刺刺自

己的心，直到死去。夜莺的牺牲没有犹豫，没有顾虑，

不带功利，毫无私心，让人动容。她对玫瑰的爱情也得

到了永恒。再如，《七色花》中珍尼一瓣一瓣地撕掉神

奇的七色花时，言行举止、心理活动无一不是她天真、

单纯、善良心灵的显现。《小儿郎，小儿狼》中的小白狼

说它要为老猎人做个舒舒服服的“窝”，就是纯真无邪

的童心的流露。童话就是这样，有各种各样的至纯至

善的表现，有“对弱小者的慈善、体贴”，“对罪犯的宽

恕”，“对上帝一切造物的以礼相待”，“对一切不幸者

人们的舍身相救”，“无私的奉献……”[3]童话就是这样

的一种永远追求纯真、纯善、纯美的艺术家园，“它和

童心世界离得最近，童话的精神世界和儿童的精神世

界是相契合的。”[4]童话用它真挚纯净、善良美好的情

感，为我们构建了一个纯美晶莹的精神家园，这是儿

童、成人，乃至人类社会永远需要的。

四、游戏精神———童话着力张扬的儿童天性

游戏，“是高等动物与生俱来的生命现象，更是伴

随着人类生存、发展的社会活动”，儿童游戏，“它是人

类童年期生命发展不可或缺的本体活动，其意义丰饶

而又多元———它是宣泄、是释放、是补偿、是平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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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是发展、是体验……是想象的自由来去、天马行

空……”[5]儿童游戏是儿童的生命状态、本能欲求和天

性。儿童总是通过游戏来达到想象中的自我实现，借

助游戏摆脱来自成人世界的压抑和无奈，找到心灵的

补偿，达到心理释放，获得精神的愉悦和欢快。游戏精

神，则是“儿童游戏观念形态上的高度概括，它是游戏

具体形态特征的思维概括与美学表达”[6]，包含快乐、

想象、超越、自由、自信、乐观、宣泄、释放、幽默、和谐、

探索、创造和超越等内蕴。儿童天然的内在品质也是

自由、快乐、丰富、感性的，童话的精神和儿童的精神

气质是相契合的、一致的，所以童话最切合儿童特有

的童年精神气质，充盈着游戏精神。游戏精神是童话

着力张扬儿童天性的集中表现，是童话内在的旨趣。

优秀的童话准确地抓住了儿童的游戏心理，游戏精神

始终融入童话的形象、情节、环境等描述当中，并表现

出各种不同的形态。罗尔德·达尔《小乔奇的神奇魔

药》中小乔奇把家里所有有毒的用品全倒进他自制的

“药水”里，让外婆喝下，并看着她变瘦、变高、变小，然

后消失，表现了对古怪、自私、讨厌的外婆加以惩罚的

“报复”心理，这是小乔奇无奈、委屈心理的一种宣泄，

这是游戏精神的体现。巴里《彼得·潘》中生活在“永无

岛”不愿长大的彼得·潘每年都来到人间，把那些不愿

长大的孩子带到永无岛去游戏、探险，并表现出对成

人世界的极度排斥，这不仅反映了儿童对来自现实世

界、成人世界压力的一种反叛，还反映了对探险和对

自由、无拘无束生活的渴望，这也是游戏精神的体现。

埃里希·凯斯特纳《5 月 35 日》中，康拉德在 5 月 35 日

穿过大衣柜到南太平洋进行了一次神秘的旅行，见到

的全是让人想象不到的情景：母鸡在路当中“咯咯”叫

着走来走去，它们的屁股下面都有一个小煎锅，看见

你，就下一个蛋，煎成火腿荷包蛋或是芦笋蛋饼。康拉

德的一个不断留级的同学莫名其妙就在懒人国当了总

统。凯撒大帝、巴巴罗沙大帝、奥古斯都大帝、拿破仑

一世全在精神抖擞地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肌肉发

达，不穿钉鞋也跑得像飞一样，打破了世界纪录……。

那里还有一个学习班，接受教育的都是那些不关心孩

子、虐待孩子、教会孩子说谎的父母，他们都统统穿上

小孩的衣服，给他们上课的都是小孩，而且要求大人

们坐在下面认真听，认真记笔记……。故事里的内容

闻所未闻，荒诞神秘，满足了儿童的好奇心和历险的

向往，是对儿童要求平等、获得尊重的一种补偿，张扬

了儿童渴望自由的天性。

童话的游戏精神，以它对儿童生命的尊重、关照，

以它的自由、无拘无束抚慰和放飞了孩子们的心灵，

让儿童生命得到精神的解放、心灵的自由，并朝着健

康、和谐和自我超越的方向迈进。

虽然，关于童话的特征，无数的人探讨过，有多数

人共同的认识，也有各自的主张。我们重新探讨它，是

为了更好地认识它、掌握它，以便更好地指导童话的

教学与创作，以及更好地指导当下以儿童文学为根基

的小学语文中的童话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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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crimination 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iry T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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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iry tales is not only to know and grasp them, but also to better guide the teaching and the
creation of fairy tales. Through the discussion and discrimination, the paper giv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iry tales: fantasy i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 of fairy tales; being fantastic is their aesthetic effect; purity is their spirit; the spirit of game reflects children's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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