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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是手段，还是目的？ ——略谈中国幽默儿童文学的现状与
审美效应

【作者】李学斌

    幽默是一种与儿童文学的艺术天性完全一致的美学品格。幽默在儿童文学中显示了一种独特的审

美效应。而谈起当代原创幽默儿童文学，就不能不对其内在构成和表现方式来一次简捷的追根溯源。 

    1

    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自发阶段和自觉阶段。自发时期的幽默儿童文学受民间幽

默文化的影响，主要借助机巧和智慧等理性因素来构成幽默形态，并通过联想、夸张、对比、讽刺、

变形等艺术手法创造幽默效应。幽默的文本表现相对单一和简陋。这一时期的幽默儿童文学尽管也在

建国初期出现了诸如《没头脑和不高兴》《狐狸打猎人》这样极少的充满着童趣与智慧的佳作，但总

体言，自发时期的幽默儿童文学先天不足。 

    新时期来临，文学、艺术获得解放，中国幽默儿童文学才得以名正言顺获得发展。这一时期，中

国原创幽默儿童文学和以“儿童本位”为核心的当代儿童观，以及以“文学化、艺术化”为中轴的儿

童文学观的内在嬗变血脉相通，而得以蓬勃兴起。在具体表现形态上，它受现代西方幽默文化影响，

秉承了诸如《木偶奇遇记》《埃米尔擒贼记》《两个小淘气》《莫吐尔传奇》《吹牛大王历险记》

《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家里》等西方经典幽默儿童文学作品的精神旨趣和艺术神髓，主要通过调动各种

艺术手段，对包括儿童思维方式在内的童年生命情态中的种种喜剧因素作全方位的再现和重塑，来实

现幽默效应。这样的幽默形态较之自发时期的“民间幽默”，其幽默文本的艺术内涵、构成方式、语

言风格、细节手段等等方面都日趋多样化了，也就是说，它更多的是以一种“文人创作幽默”的形式

出现在作品中。 

    由此，逐渐进入自觉阶段的原创幽默儿童文学也日益呈现出一番别样的风采和面貌，并催生出第

一批既有本土色彩，又有西洋意味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作品，最主要的代表就是后来盛极一时的所谓

“热闹派童话”。《皮皮鲁和鲁西西》《女孩子城来了大盗贼》《挤呀挤》《鸡毛鸭》……这些热闹

派童话作品大多善于通过天马行空的想象，大量运用极度的夸张、变形，以童话人物不合常轨或者反

逻辑的行为构成情节冲突，从而造成阅读中的心理反差，以此成为幽默和趣味的来源。可以说，作为

当代幽默儿童文学的一脉，热闹派童话在提升儿童文学的社会影响力，凝聚读者方面，是有独特贡献

的。但也不可否认，“热闹派”儿童文学作品在极大地赢得了读者的同时，也暴露了其热闹有余，回

味不足，以及情节结构相对单一，艺术质地流于粗疏，缺少多元趣味形态的弊病。 

    在自觉的幽默创造过程中，一些有眼光、有底蕴的国内儿童文学作家摈弃了以往那种仅仅从讽

刺、对比等单一层面理解和表现幽默的做法，深化并细分了幽默在儿童文学中的文体形态和表现方

式，让儿童文学范畴的幽默逐渐取得了与成人幽默相辅相成的独立的艺术形态和审美品格。而涉及到

幽默效应和表现对象、生活素材的具体关系，现实的创作实践中，许多儿童文学作家也自觉意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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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中的幽默效应不仅必不可少，而且还应该分而治之，具体就可细分为幼儿幽默、儿童幽默和

少年幽默三种形态。 

    2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另一种不容忽视的潜流。那就是我们现实中一些原创的所谓“幽默儿童文

学”作品还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将幽默简单化、庸俗化，将幽默等同于或混同于插科打诨、滑稽、搞笑

的“无厘头”倾向。 

    比如，当下有一些幽默儿童文学作品受“大话西游”等港台影视剧及网络“无厘头”文化影响，

以戏说历史、解构名著的方式构制情节，通过简单的时空对接和物象挪移形成荒诞效果，以此来制造

所谓幽默。这种对已有经典文化产品进行简单解构拼装的幽默方式显然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幽默的艺

术品位，使之世俗化为一种快餐型的审美效应。与此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以所谓“坏小子”“臭小

子”“俏丫头”等作为类型标示，致力于城市校园生活描摹的儿童文学作品，他们往往为了制造所谓

现场感和亲和力，不惜通过儿童生活与时尚、流行元素的组合嫁接，通过另类儿童、少年个性乖张、

悖离常态的言行举动来制造喜剧效应，通过外表光鲜动感而内涵虚空的插科打诨来维持所谓的趣

味……这就将儿童文学中的幽默审美效应完全降格为简单的滑稽“搞笑”了。 

    还有一类儿童文学作品，因为受制于作家生活积累和幽默才情的局限，主要通过反逻辑、反常规

的硬性情节编造来制造幽默效果，让人在阅读中时时感受到作家为所谓幽默而“强颜欢笑”的窘迫。

比如在当下儿童图书市场，在一些为大众读者趋之若鹜的所谓畅销儿童文学作品中，常常不乏类似这

样的幽默情节或场景:学校或上级部门要听老师的公开课了，老师课下反复彩排。谁知上课当天，小主

人公画蛇添足的一句话，却泄露了天机，如此等等。在这样的“幽默创造”中，我们看到，故事内外

都是作者人为在制造噱头，有意制造心理反差，刻意寻求戏剧冲突。也就是说，为了营造所谓“有

趣”的情节效果，作品往往从一开始，就先摆出了挠胳肢窝的架势……这些作品给小读者的承诺和预

期里，似乎总少不了这一条:只要你笑了，你觉得“有趣”，就一切OK。至于“趣味”怎么来的，是否

是品质优越的“审美感染”，就不管了。这类作品普遍呈现出这样的特质:构思平白，人物形象简单

化、脸谱化，整个情节和叙述没有提供任何超出读者经验范畴的信息，基本上流于毫无情感和生活发

现的机械描摹。在这样的“幽默创造”中，你时常会发现，作家的儿童观常常也是褊狭的，不时呈现

出道德判断的、简单两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笔者看来，真正上乘的幽默是作为手段的幽默，而不是

作为目的的幽默。幽默要有所附丽，有所蕴涵，才会真正体现出它在儿童文学中的魅力所在。 

    纵观中外，但凡流芳后世，能让全世界不同地域、不同肤色、不同年龄孩子都发出笑声的幽默儿

童文学，无不体现出上述特质。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儿童文学的“幽默效应”，从本质上应该是

一个立体、多元的概念，而不是单一性的感觉功能指称。也就是说，“幽默效应”的深刻性显然不在

于描述表象化的儿童“快乐”生活，虚构类型化的童年“快乐”场景，而在于以文学审美的手段，张

扬一种昂扬、乐观、宽容、豁达、优雅、风趣的童年人生态度，从而培育起一种以健全人格、丰富情

感、丰沛想像为内核的童年精神结构。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应该认识到，所谓的“幽默”和“趣味”

仅仅是儿童文学表达核心价值的手段，而不是儿童文学核心价值的本源。儿童文学的终极目的还在于

熏染、感动、思索、回味、引领、提升。它应该是趣味外观和深邃内核的完美统一。这才是儿童文学

幽默效应价值内涵的最终体现。在这点上，浩如烟海的世界经典幽默儿童文学早已经为我们树立起了

文学的航标。 

【原载】 文学报2008-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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