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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这样告诉我们》

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系统地阐述儿童文学的本质问题的专著，作者以宏阔的学术视野和丰沛的学术激情扫描了世
界范围内的儿童文学名著，综合运用了儿童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美学、社会学、民间文学等多种
学科的理论，以实证的方法对儿童文学的本质问题作出了多方位的开拓性研究。
本书在理论体系的精心建构当中融合了大量名家名著的生动解读。理性思考与感性表述相映生辉，令
人信服地阐述了经典儿童文学的魅力所在。
在当前如火如茶的儿童阅读推广运动中，希望这本书能够对广大教师、家长和研习、写作儿童文学的
人也具有切实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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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这样告诉我们》

作者简介

朱自强，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曾是日本东京学艺大
学、大阪教育大学访问学者，大阪国际儿童文学馆客座研究员，台湾台东大学兼职教授、香港教育学
院访问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儿童文学、儿童文化、语文教育。有个人著作《儿童文学概论》、《儿童文学的本质
》、《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儿童文学论》、《小学语文文学教育》、《朱自强小学语文
教育与儿童教育讲演录》、《日本儿童文学论》、《童书的视界》，与人合著《中国幻想小说论》（
何卫青）、《中国儿童文学5人谈》、《中国儿童阅读6人谈》、《小学语文教材七人谈》等著作。编
著《快乐语文读本》（小学·12卷）、《经典儿童文学读本》（6卷），主编《世界儿童文学名著》
（28卷）等多种大型儿童文学丛书，出版《不不园》、《谁也不知道的小小国》、《龙子太郎》等译
著6部。获得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规划项目、文化部项目共5项，多次获省部级科研
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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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这样告诉我们》

书籍目录

绪论  儿童文学：儿童本位的文学  一、儿童文学本质论的意义  二、儿童文学本质论的方法  三、儿童
文学：儿童本位的文学第一章  儿童文学的人性观  一、天使？抑或恶魔：人性论概观  二、儿童文学的
人性观    1.信任儿童本性：儿童文学的人性观    2.人性观检验：《蝇王》、《麦田里的守望者》比较论 
  3.儿童文学的使命：“给这个世界再次带来信仰和希望”第二章  儿童观与儿童文学  一、”儿童的发
现”与儿童文学的发现  二、传统基督教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  三、卢梭主义与儿童文学  四、浪漫派儿
童观、童心主义儿童观与儿童文学  五、儿童本位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第三章  童年人生的珍贵价值  一
、儿童生命的内含价值  二、为了童年自身而存在的童年  三、功利主义儿童文学批判第四章  儿童·成
人：人生的两极  一、两极区分的意义  二、儿童：独特文化的拥有者    1.儿童独特的存在感觉    2.儿童
独特的价值观    3.儿童独特的人生态度  三、儿童文学：立于儿童的生命空间    1.寻找儿童文学的暗语   
2.儿童文学中的儿童存在    3.儿童文学作家：儿童的“同案犯”第五章  感性的儿童与感性的儿童文学  
一、感性、理性与人的发展  二、艺术在本质上是感性的  三、感性的儿童与感性的儿童文学    1.感性化
的儿童    2.感性的儿童文学第六章  动态成长的儿童与儿童文学  一、成长的必然性  二、成长的意味  三
、与生活搏斗的儿童  四、与现实适应的儿童  五、自我发现：成长中的“哥白尼革命”  六、性意识觉
醒：成长中的、“成年仪式”第七章  纯粹的审美能力与纯粹的艺术  一、儿童的审美能力评价    1.对疑
问的疑问    2.儿童期是文学期    3.纯粹的审美能力论证  二、儿童文学：纯粹的艺术    1.对疑问的疑问   
2.“大狗”叫，“小狗”也叫    3.倾听“小狗”的声音    4.自然、朴素：儿童文学的艺术品格第八章  儿
童文学作家“自我表现”的特异性  一、作家对儿童文学的精神需求  二、成熟的”儿童”：自我表现
的特异性    1.成熟的“儿童”    2.成熟的“儿童”    3.作家·儿童：秘密结盟的“团伙”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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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这样告诉我们》

章节摘录

　　成人文学的本质论是在人类语言文化系统中回答什么是文学这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成人文
学的本质论研究的是文学与非文学的本质区别。而儿童文学的本质论似乎已经无需回答什么是文学这
个问题（新时期里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界出现的“儿童文学是文学”这一命题，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
非常时期”的理论应对，它对探讨儿童文学的本质问题并无根本性帮助）。它所面临的任务是如何在
文学这个系统中揭示儿童的文学与成人的文学的本质区别。显然，成人文学本质论的跨性质比较，与
儿童文学本质论的同性质问的差异比较的难度是不同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从事儿童文学理论研究
的人，在本质论方面，才往往要比从事成人文学理论研究的人有着更多、更深、更持久的困扰。　　
然而，儿童文学本质论又偏偏是儿童文学研究者最无法绕开的区域，并且还是应该尽早涉足的区域。
　　在成人文学研究中，关于一部作品是不是文学，一位作家是不是文学家的论争是很少发生的，成
人文学研究中的争论大都是围绕着作品、作家的优劣展开的。然而，儿童文学研究则不仅要对作品、
作家的优劣作出价值判断，而且还需要对其是否是儿童文学作品、是否是儿童文学作家作出价值判断
。这是由儿童文学创作的特殊规律决定的。成人文学作家在有意识地进行文学创作时，一般不会出现
把作品写成非文学的东西的结果，即使他的作品再晦涩难懂（如被称为“天书”的詹姆斯·乔伊斯的
《尤利西斯》）再缺少读者，一般也不会失去文学属性。然而，创作儿童文学作品则不同。虽然儿童
文学的读者群具有双重结构性，即不仅包括年龄意义上的儿童，而且也包括心性意义上的“儿童”（
成人），但是，不能为儿童所理解和接受的、不被儿童所阅读的作品便不能成为儿童文学，乃是不言
自明的道理。作者要写儿童文学的主观动机，未必一定产生写出真正的儿童文学的客观效果。研究者
、评论者在评价一部作品是否是儿童文学作品或者是否是好的儿童文学作品时，一方面要根据作品在
儿童读者中的接受情况，一方面则要根据自己对儿童文学本质的理解和认识，即根据自己的儿童文学
观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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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这样告诉我们》

编辑推荐

　　儿童文学：立于儿童的生命空间　　儿童本位名著意识，儿童文学是纯粹的艺术，自然、朴素是
儿童文学的艺术品格，儿童是独特文化的拥有者，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家与儿童是秘密结盟的“团队”
。　　《经典这样告诉我们》在理论体系的精心建构当中融合了大量名家名著的生动解读：理性思考
与感}生表述相映生辉，令人信服地阐述了经典儿童文学的魅力所在。　　童年是一个价值永存的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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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这样告诉我们》

精彩短评

1、刚游览一下，不错
2、虽是一本儿童文学的理论书籍，但是其中介绍了不少儿童经典，很多都没听说也没看过，正好作
为一本购书指南，将来逐步买给孩子看
3、是本很有指导性的好书
4、研究儿童文学、绘本之类，觉得这本书应该会有帮助。
5、理论知识很多，要耐心读，封皮好像被弄脏了，很可惜
6、经典这样告诉我们我们这样理解经典
7、纸质、字体、内容我都很满意。就是送来的时候，封面被弄脏了，觉得很心疼。希望下次装货的
时候小心点。
8、阅读，从哪里开始？从经典开始。
9、经典这样告诉我们——还没读，大致翻了一下，以前的经典经过了新的包装，纸质很好，内容就
不用说了。
10、要慢慢看，好好消化一下书中的内容。
11、关于理论的书，却写得生动形象，总在不经意间给自己莫大的启发，是一部鲜活的潺潺流动的水
一样的理论书。
12、可以看一看啊
13、冲着朱自强买的。但是排版真的一般，每一页的字都太满了啊。内容嘛，像是论文
14、用来自修儿童文学的。必读书。不错！
15、还没看完，回头补充。
16、朱自强教授运用一种更亲近的方式来讲述儿童文学
17、非常好的书，开本，内页设计，插图色彩，当然最重要的是著书人的理论水平。
但是，当当对书太不爱护了，拿到书先看到封地，再翻过来看封面吓了一跳， 在库房不知道遭受什么
样的蹂躏了，都脏花了，这本书封面设计得很好，可是现在都成了个被毁容的美女了，让人目不忍视
，严厉谴责当当对书的不爱护，不是一次两次了，既然卖书，就要先爱书，妥善保存，负点责任好吗
？
18、阅读经典，优异身心。
19、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给儿童以拥有自己人生的权利，鼓励儿童从容不迫地享受童年的幸福，满
足并发展儿童的生命欲求和愿望；真正的儿童作家，能够引领着自己与其同处于一个基点的儿童去进
行生活的拓展和生命的超越，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完成对生活的生命的审美观照。——每一句都值得
记下！
20、索引
21、朱自强先生是儿童文学界的理论权威之一，他的著作我大多看过，除了深厚的理论功底、开阔的
眼界之外，他那种对儿童文学、儿童教育的深厚的情感，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更能感动人。理论，
也可以饱含情感和爱，而不是我以往觉得的那种理性、冰冷。 
22、有些相见恨晚，早日读到就更好了。。。一开始读有些慢，从第二章开始越来越顺，受益良多！
！
23、内容很好，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封面有些脏呢
24、非常赞的一本书。看了几次，还不够。
25、值得阅读，值得儿童文学研究者收藏和思考
26、送人的，内容大致浏览了一下，很适合中学生看！
27、《经典这样告诉我们》

    自从读过朱自强的书，就喜欢上了这个作家，就知道了在东北，在大连还有一个研究儿童文学的专
家，而且在全国都很有影响。可是却总是感觉这个人很朦胧，上百度搜索，呵呵，百度百科里面竟然
有五位朱自强，而且无一例外，都是男性，都是教授，只是研究的专业不同。其中第二和第三个朱自
强都是研究儿童文学的，甚至他们出版的众多关于儿童文学的书里面都有这两本《儿童文学的本质》
、《儿童文学概论》。两个朱自强一个在辽宁师范大学，一个在海洋大学。两个大学还都在大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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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这样告诉我们》

有这么巧的事情吧？我怀疑他们是一个人。

    我在《经典这样告诉我们》的介绍中看到，朱自强海洋大学教授，却还是东北师大的博士生导师，
呵呵，真不知道海洋大学的朱自强教授怎么会以研究儿童文学为专业呢？怪不得很多人会搞错。

    不论有几个朱自强教授，我只喜欢这本书的作者，那个研究儿童文学的朱教授。这本书是我读他的
第一本专著。读完一看，呵呵，竟然是十多年前的旧著了。我自己感觉没少读儿童文学，可是真的走
进儿童文学的大门，才发现，里面比我想象的要深奥得多，原来儿童文学研究，和儿童文学本身是两
个完全不同的领域。老实说，这本书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读，挺艰涩，很多地方我都没深入进去，因
为感觉缺乏兴趣。看来我只能阅读儿童文学，而不能成为一个儿童文学的研究者了。
    
    书做得非常漂亮，里面还配了很多里面提到的书影，虽然图片只采用棕色印刷，更显得那些经典被
岁月的沉淀之后的凝重。很喜欢这本书，里面关于儿童的很多观点，发人深省。不过要是把这本书当
作一个指导孩子阅读的书目介绍，你肯定会感觉到失望，虽然这本书里提到了很多很多儿童文学经典
，但是却是从研究的角度来进入的。对我们了解那些书的内容并没有太多的帮助。

    简单说就是很精彩，同时也很专业，如果你不想从事儿童文学研究的，仅仅是想知道儿童文学有什
么经典，那么还是选择别的书吧。
28、适合高年级的孩子看，女儿上五年级说看不懂，只有等她大点再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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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这样告诉我们》

精彩书评

1、之前读过朱自强翻译和著作的两本书，觉得他的文笔真不怎么样。但是他的这本学术著作，倒是
让我刮目相看。这样的一个标题，一般很难让读者想到这是一本学术的专业书籍。的确读完全书，看
到作者的后记，才知道这是他几年前《儿童文学的本质》的再版，原本一个彻头彻尾的学术书籍，在
儿童文学如火如荼的时代下，改换了个名字，也希望能引起普通家长读者的注意。其实，我读这本书
很多时候是硬着头皮，半懂不懂的读完的，感兴趣的部分我就认真看，纯理论型的部分我就囫囵吞枣
的翻过去。这本书让我对儿童的生长有了很多新认识，最基本的就是儿童本位论，一切以儿童的所知
所感为基础，不以我们父母的需要来强加给孩子。另外还有一个对儿童的理性教育的问题，大概现在
的父母都给孩子早期教育，希望个个能早早识字，能有很广的知识面。但是书中提及国外先进的儿童
教育观，强调不要过早的给儿童理性教育，扼杀他们的想象力和感性感受能力。这倒是让我改变从前
的想法，一方面以后不过早单方面的教儿子识字，让他充分感受纯粹图画的时间再长一些；另外，也
不过早给儿子看科普类的书籍，这些常识和知识以后总会一点一点慢慢积累的。美好的童年还是让他
好好玩耍，好好享受简单的感知。这本书著者参考的书籍都是八九十年代的，实在很久远，我想找来
看，很多大搞都是已经绝版了。而且很多作者参考的都是日本的原文书籍，特别是其中几本我最感兴
趣的专业书籍。而其中引为例子的很多儿童文学书，也实在都是很老的书，倒是拓宽了一下我对国内
早期儿童文学作品的了解。绘本在本书中提及的非常少。朱自强还和梅子涵隔空喊话，两人互相把彼
此给吹捧了一下，就当作是互相捧场吧。
2、《经典这样告诉我们》自从读过朱自强的书，就喜欢上了这个作家，就知道了在东北，在大连还
有一个研究儿童文学的专家，而且在全国都很有影响。可是却总是感觉这个人很朦胧，上百度搜索，
呵呵，百度百科里面竟然有五位朱自强，而且无一例外，都是男性，都是教授，只是研究的专业不同
。其中第二和第三个朱自强都是研究儿童文学的，甚至他们出版的众多关于儿童文学的书里面都有这
两本《儿童文学的本质》、《儿童文学概论》。两个朱自强一个在辽宁师范大学，一个在海洋大学。
两个大学还都在大连，没有这么巧的事情吧？我怀疑他们是一个人。我在《经典这样告诉我们》的介
绍中看到，朱自强海洋大学教授，却还是东北师大的博士生导师，呵呵，真不知道海洋大学的朱自强
教授怎么会以研究儿童文学为专业呢？怪不得很多人会搞错。不论有几个朱自强教授，我只喜欢这本
书的作者，那个研究儿童文学的朱教授。这本书是我读他的第一本专著。读完一看，呵呵，竟然是十
多年前的旧著了。我自己感觉没少读儿童文学，可是真的走进儿童文学的大门，才发现，里面比我想
象的要深奥得多，原来儿童文学研究，和儿童文学本身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老实说，这本书并没
有想象的那么好读，挺艰涩，很多地方我都没深入进去，因为感觉缺乏兴趣。看来我只能阅读儿童文
学，而不能成为一个儿童文学的研究者了。书做得非常漂亮，里面还配了很多里面提到的书影，虽然
图片只采用棕色印刷，更显得那些经典被岁月的沉淀之后的凝重。很喜欢这本书，里面关于儿童的很
多观点，发人深省。不过要是把这本书当作一个指导孩子阅读的书目介绍，你肯定会感觉到失望，虽
然这本书里提到了很多很多儿童文学经典，但是却是从研究的角度来进入的。对我们了解那些书的内
容并没有太多的帮助。简单说就是很精彩，同时也很专业，如果你不想从事儿童文学研究的，仅仅是
想知道儿童文学有什么经典，那么还是选择别的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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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经典这样告诉我们》的笔记-第3页

        在成人文学研究中，关于一部作品是不是文学，一位作家是不是文学家的争论是很少发生的，成
人文学研究中的争论大都是围绕着作品、作家的优劣展开的。然而，儿童文学研究则不仅要对作品、
作家的优劣作出价值判断，而且还需要对其是否是儿童文学作品、是否是儿童文学作家作出价值判断
。这是由儿童文学创作的特殊规律决定的。成人文学作家在有意识地进行文学创作时，一般不会出现
把作品写成非文学的东西的结果，即使他的作品再晦涩难懂（如被称为“天书”的詹姆斯·乔伊斯的
《尤利西斯》）再缺少读者，一般也不会失去文学属性。然而，创作儿童文学作品则不同。虽然儿童
文学的读者群具有双重结构性，即不仅包括年龄意义上的儿童，而且也包括心性意义上的“儿童”（
成人），但是，不能为儿童所理解和接受的、不被儿童所阅读的作品便不能成为儿童文学，乃是不言
自明的道理。作者要写儿童文学的主观动机，未必一定产生写出真正的儿童文学的客观效果。研究者
、评论者在评价一部作品是否是儿童文学作品或者是否是好的儿童文学作品时，一方面要根据作品在
儿童读者中的接受情况，一方面则要根据自己对儿童文学本质的理解和认识，即根据自己的儿童文学
观进行验证。
儿童文学会不会是成人强加给儿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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