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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论儿童文学》

内容概要

周作人是一位儿童文学理论大师，也是现代儿童文学奠基人。他的儿童文学理论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
值。本书由著名周作人研究专家、儿童文学理论家刘绪源编笺，为国内第一次全面系统梳理周作人儿
童文学理论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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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论儿童文学》

作者简介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散文家、翻译家、思想家，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奠基人。著
有《周作人自编文集》、《周作人散文全集》等。
刘绪源，1951年生，作家、学者。历任《文汇月刊》编辑、《文汇读书周报》副主编、《文汇报》“
笔会”主编。著有《解读周作人》、《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冬夜小札》、《桥畔杂记》、《今
文渊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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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论儿童文学》

章节摘录

　　今将就中国童话，少加证释，以为实例。第久经散逸，又复无人采辑，几将荡然，故今兹所及，
但以儿时所闻者为主，虽止一二丛残之作，又限于越地，深恨阙漏，然不得已，尚期他日广搜遍集，
更治理之耳。　　越童话有《蛇郎》者，略云：樵人有三女，一日入山，问女所欲，幼者乞得鲜花一
枝。樵方折华，乃遇蛇郎，言当以一女见妻，否则相噬。季女请往，他日其姊造访，妒其富美，诱使
窥池，溺而杀之，自以身代。女死化为鸟，（越俗名清水鸟，多就清水池取虫蛆为食。）哀鸣树间，
姊复杀之，（一作溺泔水缸中死之。）埋诸园中，因生枣木。蛇郎食之，其实甚甘，姊若取啖，皆化
毛虫，乃伐以为灶下榻。蛇郎用之甚适，姊坐辄蹶，又碎而然之，木乃暴裂，中姊之目，遂嚯（一作
火发烂姊手遂废）。　　案此犹欧洲童话之“美人与兽”一类，所谓物婚式也。蛮荒之民，人兽等视
，长蛇封豕，特人之甲而毛者，本非异物，故昏媾可通，况图滕之谊方在民心，则于物婚之事，纵不
谓能见之当世，若日古昔有之，斯乃深信不疑者也。东方之俗，有凭托术数，以人配鸟或树，用为诃
禁者，如印度人所为，谓能厌丧偶，正古风之留遗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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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论儿童文学》

精彩短评

1、一个诚实认真的学人对于儿童和儿童文学的理解，一本可以作为美文来读的儿童教育书籍
2、我必须多与作人兄相识，难得遇如此深刻的知己了！
3、感觉还不错 装帧也很好看~慢慢看
4、翻阅。看来andrew lang对他的影响最大。除了童话，他始终对儿歌，儿童戏剧和玩具也很关注。
5、笺释不错
6、比较系统的一本书，几乎囊括周作人出版或未出版作品中的有关儿童文学观点。
7、本以为这个出版社会更用心些。。
8、这是非常好的一本书，你是很值可以把它当散文集来读。周作人的文风清新畅达，自然随和，让
人如沐春风。~
9、《人的文学》在儿童上的具体体现，有道理，但重复太多。
10、印刷一般，但作为我的论文参考书，确实很详细
11、很满意。很新
12、哈，哈，哈
13、不错，挺全的。
14、听说这本书不错，准备以后细细的看看
15、孤独的棒棒糖，觉得周的白话文没文言文表达的典雅。。。仅读此书怀念不知去向的姑娘。
16、跳着看完了，毕竟很多都是民国时期的儿童文学，不太熟悉，兴趣也很缺乏。但不可否认是本好
书，周的儿童文学的观点是我欣赏的。他的对于儿童不应涉及太多政治教育的观点我简直想拍手称赞
。现在看来许多论调也很前卫。
17、内容应该是挺好的，特别是每一篇的“笺”的部分，通俗易懂的对周作人的观点进行了解读。原
文有点难，因为有些是半文言的。
18、周作人儿童理论文章大集结！
19、周作人一直提倡的无意义的儿童阅读，实也是当下父母所不知的常识。
20、优秀！优秀！2016-5-14
21、书很便宜，才５折就拿下了，周作人是一代大师，他写的东西能经住岁月的检验
22、特别特别棒 特别特别牛逼 基本上能很好的用人类学和民族学观点对儿童文学进行探究 周作人文
笔也好 潇洒俊逸 美中不足是出发点太过冠冕了 笺释我觉得是多此一举啊 没必要。。
23、“看见”孩子，他的内在会自发成长为一个完全的人。
24、研究周作人先生儿童文学翻译观必看，内容充实，见解独到，性价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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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论儿童文学》

精彩书评

1、周作人是最早译介安徒生的人，是最早在中国全面系统倡导儿童文学的人，也是最早投身于儿童
文学研究及批评（包括儿童文学翻译的批评）的实践者。“五四”以后中国儿童文学的产生与发展，
与他的理论批评大有关系。然而他又是个特殊的理论家，他没有理论专著（《儿童文学小论》也只是
一本批评与论文的合集），他的所有创见都在散文随笔中（其论文严格说也还是“美文”），这一点
与鲁迅十分相像。所以要找出他的理论构架，必须在大量的文章中寻觅，这不同于读那些框架谨严的
论著。但因文章好，读来另有一番乐趣。且因不受论著形式限制，作者之全人自由出入其间，所以内
容特别丰富，在接受理论启迪的同时，也常令人灵感勃发，产生积极联想，遂有诸多心领神会之效。 
                     ————刘绪源               
2、这是非常好的一本书，你是很值可以把它当散文集来读。周作人的文风清新畅达，自然随和，让
人如沐春风。~周作人一生充满争议，而此书收录的文章集周作人数年所作，从中我们也可对其身世
命运和心路历程做一次探寻，以窥全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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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论儿童文学》

章节试读

1、《周作人论儿童文学》的笔记-第5页

        安徒生的特色就在于“小儿一样的文章，同野蛮一般的思想。”

2、《周作人论儿童文学》的笔记-杨柳依依

        家庭教育一论今人言教育，多限于学校，似此外之事皆非教育，此大误也。今始儿童不受家庭之
教，直与学校相属，虽已陶冶之功铸为成才，而业出造作，推至其极，但得为公众之分子，而不能成
完全之个人，与设教之旨已相背驰。况今时学校之力犹不及此，然则养性习善，立人格之首基，固微
家庭教育莫为功矣。        这里周先生言及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现在有各种早教、幼教等可以在教育方
面家长有所助益，但是家庭教育的重要是这些无法取代甚至不能及的。用来作为忽视孩子教育的任何
理由都让人不能接受，我不希望孩子为了满足父母的私欲而诞生。周先生说学校只能让她or他成为一
个“公众之分子”（人群中的一个），但是要成为一个独立人格的完整的人，这一点上学校这个由国
家由社会掌控的机构已经背离这一目标，不能同意更多。国家控制学校之目的在于培养顺从听话的劳
动力，而人格独立意味着不够听话不够无思想，那么学校的流水线上就源源不断地培养人格不完整的
人是最符合其利益的事，自然不符合孩子的利益就是了。

童话研究故童话者，其能在表见，所希在享受，撄激心灵，令起追求以上遂也。其余效应，皆属副志
，本末失正，斯昧其义。        周先生认为童话的教育功能在次而艺术陶冶为主。

人的文学女人与小儿的发见，却迟至十九世纪，才有萌芽。古来女人的位置，不过是男子的器具与奴
隶。中古时代，教会里还曾讨论女子有无灵魂，算不算得一个人呢。小儿只是父母呃所有品，又不认
他是一个未长成的人，却当他作具体而微的成人，因此又不知演了多少家庭的与教育的悲剧。       忘
记从哪本书里看到的：儿童的概念在近现代才出现。在中世纪欧洲，小男孩七八岁就要被父母送去铁
匠、石匠or各种匠那里学手艺，还要承担侍奉师傅及其家人的杂务，在他成年时就有了一门终其一生
都从事的工作。
       本来看完《娱乐至死》后就决定不看《童年的消逝》了，看这本书时又突然觉得还是去看看吧，
也不会少块肉的，要少的话一定要少在腰上。
       提倡人的文学，反对非人的文学。提倡人的教育，反对非人的教育。

儿童的文学       不必让三岁小儿背诵多多首唐诗为满足父母的虚荣、得到旁人夸奖，让他or她自己去看
去听去发现。莫让小小年纪便兴趣全无，孩子不能被父母的焦虑感绑架。

《阿丽思漫游奇境记》
法布耳《昆虫记》
喜欢这段话也爱着写这段话的法布尔，想要重看《昆虫记》。
吕坤的《演小儿语》
读《各省童谣集》
此篇超级搞笑，主要是给各个童谣作的注释浓浓的“一本正经的很喷饭”味。
关于儿童的书
为虾米我会看这本书捏？微博上有人提到《儿童的书》和这篇《关于儿童的书》，我就来鸟。
《长之文学论文集》跋
谈中小学我想到我小学尤其是一二年级作业有时做到十点十一点，心有戚戚焉，往事不堪回首。

《银茶匙》
选译的那些很有意思，太想看全本了，记住中堪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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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论儿童文学》

小孩的反感
看见孩子，看见我，看见你，看见他。
准备去看《我与你》。

借于省立中山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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