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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怀爱意 平等对话
“小弟弟，小妹妹，我愿意和你们要好，我

就是你们的小朋友……我每星期五出来一次，
你们要看我。小朋友们呀！小朋友们呀！我爱
你们，你们也爱我吗？”数十字温馨语句，出自
!"#$年 %月首期《小朋友》杂志。
《小朋友》《小朋友文库》《幼童文库》《儿童

生活历》……上世纪 $&年代起，中西文化碰撞
和新文化发展的重镇上海，涌现大批新编少儿
读物。"&年后的今天，在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
的典藏书库，这些饱经沧桑的读本，封面彩图
依然鲜丽，内页文字清晰可辨。
“这批读本具有开创性意义，在那之前中

国的启蒙教育仅限四书五经，几乎没有少儿读
物。”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馆长韩筱芳介绍，上
世纪初，大批知识分子满怀救国理想留洋求
学，他们深感要使中国焕发青春，提升少年儿
童的启蒙教育迫在眉睫。“于是，大量少儿读物
纷纷面世，用学养和思想滋润孩子。”

叶圣陶、黎锦晖、王云五、徐应昶，这些读
物的编者栏里名家汇聚。“不仅由大学者编小
读本，更难得的是编撰态度，他们一反传统读
物长辈式、说教式的口吻，而是平视孩子。”原
《小朋友》杂志编辑部主任、少年儿童出版社文
学编辑室主任朱艳琴说。

语言清新活泼、态度亲切友好，“平等对
话”体现于诸多细节。例如《小朋友》杂志封面
的刊头题字，从创刊号起从不请书法家或名人
题写，而是向读者征稿，让各地小读者写，大大
震动了当时的出版和文化界。“少儿书法显然
没有艺术家老到成熟，却是对少儿读者的极大
鼓励。”朱艳琴补充道。

平白明净 陶冶情操
“在茫茫的郊野中，建造一所小小的

乐园……让亲爱的小朋友们，逍遥游玩于园
内，锻炼身体、增加智慧、陶冶感情、修养人格，
一年年长成千千万健全的国民，替社会服务，
为民族增光。”在谈及创刊动机时，《小朋友》第
一任主编黎锦晖这样写道。这也是当时少儿读
物创办者的共同心声。
仔细翻阅读本，题材之广令人惊叹。“不再

以培养‘读书人’为唯一目的，而将人格完美、
身体健康、知识广泛、审美高尚等方面融为一
炉，希望能够教育出全面发展的新一代合格公
民。”韩筱芳强调，弘扬公民教育、社会道德等
内容，是民国少儿读物的一大特色。
在寒冬腊月讲述王祥卧冰求鲤、孙康映雪

读书的典故，在七夕介绍牛郎织女的传说……
'"$(年商务印书馆印发的《儿童生活历》以节
气、纪念日为纲，分日记载各科知识，道德教育
多蕴含在平白明净的故事之中。
“爱国救国”理念同样贯穿同期的少儿读

物。在 )月 "日“国耻纪念日”和 )月 *+日“五
卅纪念日”，《儿童生活历》上分别写道：“今天
是国耻纪念日，小朋友，我们很不快活！”“去
年今日，上海的英国巡捕，打死我国许多人。
外国人欺我们，我们应当怎样？”《小朋友》杂
志则借美国姑娘在独立战争中的反英业绩，
激励孩子们抵御侵略者；采用话剧、诗歌、故
事、国画等 ,种形式，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语
言通俗易懂，故事深入浅出，潜移默化地实施
爱国主义教育。

引荐科技 启发兴趣
“中华民族，衰弱已达极度。挽救之道，在

一方面发扬固有之智能，以恢复民族之自信
力；又一方面迎头赶上西方文明之所长，以补
吾人之不足。至于如何能迎头赶上，当自幼童
之思想行动两方面入手。电气玩具之制造，即
利用儿童之自然要求，使之科学化，以达上述
之目的也。”这是《小学生文库》劳作类读本《电
气玩具制作法》的序言。
“当时很多编者刚留洋归国，深受西方影

响，关注自然科学和动手能力。”韩筱芳说，民

国时期出现一批供小学生课外阅读的“小百科
全书”，重点介绍劳作、卫生、环境等与科技相
关的内容，“既符合少年儿童的活泼个性，又满
足他们好探究、爱猎奇的天性，更是新的社会
公民所应具备的必要素质。”
《小学生文库》共 )&&册，内容涵盖 %&多

个门类。其中，劳作类读本的分册涉及木工、藤
工、金工、折纸、石膏像制作、标本制作、电气玩
具制作、儿童的无线电收音机制作、简易电瓶
电池制作等多项技艺。

另一套“百科全书”《小学生分年补充读
本》，分册《医药的故事》将知名医药的发明和
发现，用故事体和插图精彩叙述，避开高深学
理和术语，供三年级小学生课外阅读。

鼓励来稿 注重互动
注重读者交流，鼓励少儿写作，民国时期

少儿读物经常专辟篇幅发表孩子们的习作。例
如，《小朋友》杂志长期刊登《投稿章程》：所有
的材料，不论著译一律欢迎投稿；小学生自己
制作的诗歌、故事、笑话……更是欢迎；报酬分
现金、书券、图书玩具等。
“欢迎著译稿，说明注重学习借鉴域外文

化；强调小朋友是作者主力军，则避去用成人
之作压抑儿童之作的保守观念；在报酬上，不
唯金钱论，主张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并重。”朱
艳琴强调，"&年前，编者就具备这么强的互动
意识，难能可贵。

鼓励少儿投稿，收效显著。在 !")&年 !$

月 )日出版的《小朋友》第 !&&&期杂志上，发
表了一篇回顾文章《〈小朋友〉杂志给我的好
处》，作者陆汉文回忆儿时照片被杂志刊登
后的激动心情：“翻开新寄来的《小朋友》，
哈！我的照片已经登出来了，是站着的全身
那一张。”他自豪地说，“虽然没上过大学，却
能写出不错的文章，这就是《小朋友》杂志
‘给我的好处’。”

一大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少儿读物近日整理出
炉，当时的启蒙教育理念依然值得借鉴

民国童书：蹲下来与小朋友对话

! ! ! 九·一八事件后，!"*!年 "月出版的《小
朋友》第 %,!期杂志，即出版“抗日救国特刊”。
“日本军队在东三省发起对我国的侵略，

而我们的军队却采取不抵抗态度！这不但令
成人愤慨，就连《小朋友》的读者也感到相当
的气愤。”小读者应如何对待日军侵略暴行，
特刊分析道：“诸君都是我国将来的主人翁，
我们应当吃苦耐劳，锻炼身体，努力求学，增
进知识，对国际的情形仔细研究，拆穿日本的
阴谋，到那时，我们建成了一个强盛的国家，
还有谁敢来欺侮我们呢！”

在同年 !&月 !日推出的《小朋友》号外

上，则发表了一名小读者对日本侵略我国的
苦恼和疑问。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舒新城 %

次回信，不但热情鼓励和嘉许小读者的爱国
热忱，还进一步指点他如何寻找救国的方法。
舒新城写道：“第一要把国仇国耻，永远

存在心里，一直到报仇雪耻之后；第二是不要
买日本货，使日本先感受经济上的痛苦；第三
是努力求学，更要留心关于日本的事情，有了
学问知识，才可以对付人；第四是要切实替家
里做事，使祖母、小姨们减少些家务事务，可
以多办些国家事务，这是许多救国方法之中
的几种……”

! ! ! !放下覆着些许尘灰的民国读
物，不禁感叹编者的良苦用心。反观
当前启蒙教育、少儿读物市场，同质
化、低俗化，良莠不齐的现象屡见不
鲜。一些经典少儿作品，常被一些出
版社“新瓶装旧酒”翻版多次；穿越、
恐怖等有待商榷的少儿题材，常年
占据畅销排行榜半壁江山。原创的
少儿精品佳作，是家长和孩子的共
同期待。
“儿童节快到了，挑选展出部分

民国时期的原版少儿读物，一方面
是见证前辈对少儿启蒙教育作出的
不懈努力和贡献，另一方面则是希望
启发今天的教育工作者，坚持和传
承优秀做法，希望涌现出更多对孩
子充满爱的作家和出版社，为少儿
提供优质的精神食粮。”韩筱芳说。
朱艳琴认为，少儿现在获取信

息的渠道剧增，但这批民国读物仍
然值得借鉴。“最重要的是，坚持‘蹲
下来与小朋友对话’的视角和态度。”
《小朋友》杂志创刊号即发行 $&万
册，迅即风靡全国及南洋、日本等地，
发行量最高时达到 !,&万册，为当时
同类刊物之冠。“因为它真诚地与小
朋友交朋友，关注小朋友的生活。如今的少儿
读物工作者不能主观臆测，别以为加个儿童
腔‘啊’就能贴近小读者，而是需要沉下心，加
强和孩子的互动，真正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
“少儿读物看似不需要艰深的知识，其

实门槛很高。”朱艳琴强调，由于少儿的是非
辨别能力薄弱，通过优秀作品，培养正确的
阅读兴趣和高雅的品位，是每个少儿读物工
作者必须思考的问题。

数万册少儿读物，出版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涵盖文学、
音乐、美术、劳作、卫生、公民道德等方面。上海少年儿童图书
馆近日整理出大量民国时期少儿读物，翻开这些尘封的绘
本，其中平白美好的文字、稚拙可爱的绘画、亲切易懂的启蒙
教育理念，让人耳目一新，也值得今人借鉴。

见习记者 范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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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救国"是民国少儿读物重要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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