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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是指“专门为儿童创作的、适合儿童阅读

并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的总称”。它具有文学

的一般特性，又具有区别于成人文学的特殊性。由于受

众是广大儿童群体，儿童文学力求易懂生动、寓教于乐，

是对受众进行审美教育的有力工具之一。自 20 世纪起，

儿童影视文学逐渐发展成为儿童文学的一种新型综合性

的体裁形式，儿童影视文学既具备“影视性与儿童性的

两重性特征，同时又具有文学性”。

由于中西方儿童教育观念的不同，中西方儿童影

视文学的创作目的和审美标准也都不尽相同。尽管中西

方文化思想本身在根本上存在差异性，但就审美特点方

面西方的儿童影视文学作品中仍有很多优点值得我们借

鉴。本文通过追溯西方儿童影视文学的起源和发展，结

合近两年口碑和质量俱佳的西方儿童动画作品的分析研

究，分析当代西方儿童影视文学作品的审美特点，从而思考

其对我国当代儿童影视文学的参考价值。

一、中西方儿童影视文学的发展特点对比分析

儿童影视文学的发展是建立在儿童文学发展的基础之上。

儿童文学是文学类别下的一个较为特殊的门类，它的发展取

决于社会对于儿童地位的认知程度，而西方儿童教育的意识

觉醒较早。早在 17 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就发表了世界

上第一部看图识字教材《世界图解》，他的教育思想主张“儿

童不是缩小的成人，也不是人的预备”，必须为他们创造读

物应遵循一些区别于成人的读物。同时代的法国诗人及作家

贝洛将自己和其他几位古典童话大师的名篇包括《小红帽》、

《蓝胡子》、《灰姑娘》和《美女和野兽》等收录至《鹅妈

妈的故事》。这些童话的题材来源于法国和欧洲及一些东方

国家的传说故事，但法国作家贝洛对它们进行了精心的加工

和再创作，使其既具有民间文学简洁清新的优点，又兼备文

学作品语言雅致、描写细致的特长。到了 18 世纪，法国启蒙

运动的代表人物卢梭发表了《爱弥儿》，第一次喊出“要尊

重儿童”的呼声。这一呼吁开启了儿童文学的发展之路。他

的自然主义对西方儿童教育的影响尤为之大，对儿童文学的

发展起到一个导向作用。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德国大兴采

录民间口头文学之风，格林兄弟大量收集整理民间文学，于

1812 年出版了儿童与家庭童话集，人们称之为《格林童话》。

1836 年到 1857 年期间，安徒生几乎每年奉献一本童话集，将

之作为精美礼物馈赠于正在过圣诞节的孩子们。

20 世纪初更被称作是“儿童的世纪”。20 世纪初到第二

次世界大战之前出现了一批重要的童话作家，大批经典的儿

童文学形象相继而出。随着影视行业的发展，西方儿童文学

这片肥沃的土壤被再次开拓，众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和经

典文学形象被逐渐搬上了大荧幕，儿童影视文学这个行业逐

步兴起。詹姆斯·马秋·巴里创造的彼得·潘、米尔恩创造

的小熊维尼、沃尔特·迪士尼创造的米老鼠和唐老鸭等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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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荧幕上“活”了起来。大量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被改编

成电影和动画作品，包括《绿野仙踪》、《夏洛特的网》、《木

偶奇遇记》及《小鹿斑比》等，让这些原本经典的文学作品

和艺术形象更深入人心。此后，迪士尼、梦工厂和皮克斯等

多家大型电影公司随之诞生并创造出相对成熟的动画行业体

系，在行业的良性竞争之下，儿童影视文学和商业化电影充

分融合，作品的丰富度也在不断提升，不仅有延续改编传统

儿童文学作品的动画，更多的是优秀的原创型动画如《玩具

总动员》、《海底总动员》、《疯狂动物城》、《飞屋环游

记》、和《寻梦环游记》等，这些作品不仅深受孩子们的欢迎，

也能让成年人深受启发。可以说如今的童话已不再只是引导

儿童成长的专属作品，更成为成人洗礼心灵的“治愈”作品。

鉴于西方儿童文学的发展已经历数世纪，其儿童影视文

学的发展基础建立在一个较为成熟完善的体系之上。我国儿

童文学发展起步较晚，发展初期就受到西方儿童文学的影响。

自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伊索寓言》、《格林童话》和《天

方夜谭》等经典西方儿童文学读物便开始被引入我国；五四

运动时期，儿童文学翻译达到高潮，西方的尊重儿童和理解

儿童的先进儿童观也伴随着民主运动的发展传到国内。20 世

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我国大批量引进国外的儿童影视作品，

同时代的国产作品也相继而出。大部分儿童影视文学作品都

是改编自神话故事或者文学名著，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包括《哪

吒传奇》及《西游记》等。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有不少经典的

儿童电影如《红象》、《自然之子》及《霹雳贝贝》等，90

年代之后出现了冒险类童话电视剧《蜜里逃生》、益智科普

类动画《蓝猫淘气三千问》、改编自同名漫画作品的电视剧

和动画作品《三毛流浪记》以及冒险类动画的《小鲤鱼历险记》

等多部口碑甚好的作品。然而近几年尽管我国文化仍在不断

发展，但儿童影视文学的发展却始终处在行业的边缘。优秀

的儿童影视文学作品较为鲜见。

二、中西方儿童影视文学的审美特征对比分析

西方儿童影视文学的核心思想是尊重儿童作为独立的个

体。由于西方儿童文学主要以个体性原则为主，注重

对自我情感、主观思考和生活体验的传递。所以西方

儿童文学注重突显作品的审美性和趣味性，即注重培

养儿童的人文精神，引导儿童探索和发现自我。

儿童影视文学作品需将影视形象因素和文学叙事

因素有机结合，即将书面静态的文学形象生动转化为

直观动态的荧幕形象。由于要考虑到儿童这受众群体

的特殊性，儿童影视文学作品既具有影视作品的一般

审美特征，又具有不同于成人影视作品的特殊性，即

应具备一定的适龄观赏性。首先，主要角色的形象塑

造立体丰满，并不是平面化的“教科书式”人物。如

2018 年美国网飞公司（Netflix）出品的系列动画《希

尔达》（Hilda），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希尔达是本作

品的女主人公，作者在塑造她时毫不吝惜地赋予了她许多美

好的品格和性格特征，她善良勇敢、热爱大自然、单纯热情

且乐于助人。作者在一次采访中也说过，“她更像是一个正

向的力量，你会喜欢和她一起冒险。我有时都希望自己能变

成她那样的小孩，她就像一个积极的榜样。”然而熟知如何

和小动物打交道的她却不懂得如何进行人际交往。就是这样

的古怪女孩，凭借着她不忘初心的冒险精神和真诚勇敢的品

质，很快就和同班的弗里达及大卫变成了好朋友。《希尔达》

始终都在传达的主题就是，怀有一颗真诚的心才能收获真正

的友情。“情”是儿童影视文学打动人的地方，也是影响儿

童最深的一点，情真则事真，许多优秀的影视文学就是以其

情感态度而打动甚至影响儿童，使之行为上达成共识，情感

上产生共鸣。毕竟积极的人物和情节塑造对儿童的认知和价

值观影响会产生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

西方儿童影视文学作品注重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审美特

征，在注重寓教于乐的基础上传达出儿童精神世界的独立自

主和勇敢沟通的性格。《希尔达》的故事就发生在一个人类

与精灵、巨人、魔怪甚至鬼魂共存在的世界。虽然故事只是

关于一个小女孩的日常冒险生活，但作者通过各个冒险故事

以小见大地告诉孩子们要努力生活。作者通过这个蓝发小姑

娘的故事想要传递出儿童虽不具备完全成熟的心智，但也应

具备主观能动性，要学会勇敢积极面对生活。

此外，寓教于乐也体现在这部作品对家庭教育重视。在《希

尔达》中大人的引导作用可见一斑。成人在这里面扮演的角

色则是孩子的向导，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力量。这部

作品没有把孩子作为被说教的对象，而是展现出孩子也具备

和成人平等沟通从而赢得理解的能力。希尔达之所以能很快

交到好朋友，和她的妈妈乔安娜的教育方式有很大的关系。

希尔达不愿意离开荒原搬到城市生活，妈妈并没有摆出家长

的姿态去逼迫她，而是耐心和她沟通：“我知道你喜欢荒野，

但是我觉得城市也是一个成长的好地方。”妈妈还鼓励她去

试着交一些人类朋友：“你可以跟精灵、巨人、巨魔交朋友，



92022 年 05 月上

跟他们相比，跟小孩聊天应该更容易吧。”而在希尔达第一

次尝试交友失败后，委屈地和妈妈解释说：“我试了，但是

那些小孩真的不怎么样，他们拿石头砸小鸟。”妈妈知道后

不仅没有责怪她，反而赞同道：“那真好，我很庆幸你没能

和他们交上朋友。”乔安娜是一个是非分明，并相信自己孩

子的好母亲。她虽然担心自己的孩子没法很快地融入新的生

活，但她从来没有要求孩子一味地遵循家长制定的标准，她

非常乐意去理解孩子的世界，陪着孩子一起去冒险，聆听孩

子的想法，帮助希尔达以自己可以接受的方式融入新的生活

环境。所以优秀的儿童影视文学作品不仅可以给孩子带来积

极影响和教育意义，同样也可以给家长们带来启迪和反思。

西方儿童影视文学作品没有把刻意把儿童设计为成人的

对立面，并用成人的秩序渗透儿童的思想，树立成人的规范，

纠正他们的想法或行为。而我国的儿童影视文学作品的主题

多以“告诉孩子正确的处事方式”为主，但许多都是站在成

人的视角去定义好孩子的标准，传达出“好孩子会获得成功，

坏孩子则会失败”的中心思想。比如《喜羊羊和灰太狼》中

的主角喜羊羊的形象反映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对“好孩子”的

定义：听话、善良和聪明；而它的对手灰太狼则是一个传统

意义上的“坏孩子”：调皮、捣乱、不听话和坏心眼。灰太

狼总逃不了被团结一致的小羊打败的命运，每一集都伴随着

灰太狼的那句“我一定会回来的”而结束。很多文学评论家

都曾指出中西方儿童文学从形式到内容的差异性源于诸多方

面的原因。首先，中西方儿童文学在思想深度和功能性这两

方面的侧重点不同。虽然《安徒生童话》等西方童话很早就

被引进国内，但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影响更多地属于文体

层面的，而非童话精神的渗透。不少评论家指出中国的儿童

文学注重传统伦理的宣扬，而在西方儿童文学的精神空间里，

道德评论与伦理启蒙往往并不重要，而侧重于鲜明的人本、

哲学观念的表现。此外，群体意识与规范意识也始终影响着

我国的文化作品，而西方文化中倡导的更多是个性化原则。

我国主要强调的是儿童文学作品“载道”和“树人”的功能性，

儿童是处在被接受教化的地位。可以我国的儿童文学作品更

侧重将成人的行为视为标准，相应地，儿童是应被规训的对象。

儿童影视文学作为儿童文学的分支，其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

到影响。

近几年，国产动画市场兴起，无论是电视还是电影领域

都出现了大量的作品，有的作品过于注重儿童作为低龄群体

的特殊性，作品的故事和画面设计过于简单，甚至不追求艺

术审美和文化内涵，人物角色的塑造上更是过于平面化，如《喜

羊羊和灰太狼》的主要故事就是围绕聪明的小羊们如何一次

次战胜大灰狼的故事，里面的小羊虽然性格各异，但性格特

征过于扁平化和符号化，而灰太狼也一样，一直就是一个锲

而不舍抓羊却始终被羊捉弄的“妻管严”形象，故事不具备

值得深入探讨的审美特征。还有作品甚至把世界的弱肉强食、

人性的弱点以看似玩笑的形式展示给儿童，比如《熊出没》

虽然是一部表面上宣传保护森林的动画片，实际上却是一部

充满了暴力欺凌和享乐主义等元素的残酷成人寓言，这样的

作品输出的只是简化的、单一的所谓成人世界的准则，这让

作品本身的深度受到了限制，根本上无法从艺术鉴赏和文化

内涵的层面感染受众。笔者认为一部真正优秀的儿童影视文

学作品本身的趣味性和启发性需相得益彰，不仅引导儿童探

索自身发展，树立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也能让成人反思自

身行为处事，才能真正做到寓教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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