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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J.M.巴里一生创作颇丰，其中流传

最广、影响最大的是幻想剧《彼得·潘》（1904

年）。彼得·潘的形象最早出现在小说《小白

鸟》（1902年）中，后来巴里将这个故事发展成

为剧本，并于1904年在伦敦公演，大获成功。之

后每上演一次，巴里就将剧本修改一次，定本

到1928年才得以出版。此后，巴里又根据这一题

材相继出版了童话《彼得·潘在肯辛顿公园》

（1906年）、《彼得·潘》（1911年）、《彼

得·潘的缺点》（1926年）等，这个永远不会长

大的男孩的故事随着巴里十多年的写作生涯逐步

完善，这也使“彼得·潘故事”不再局限于一个

单一文本，而是与其他相关文本一起构成了一个

具有互文性的“彼得·潘系列”。随着多元媒介

时代的到来，这个故事更是获得了跨越媒介的生

长。时至今日，《彼得·潘》仍旧是孩子们最爱

的儿童剧目，而根据这个故事改编的电影也在不

断地被翻拍。这个故事从1924年起就多次被搬上

银幕，从1953年迪士尼的动画版，到1992年斯蒂

芬·斯皮尔伯格指导的《铁钩船长》，再到2003

年的英国电影《小飞侠彼得潘》和2015年美国版

的《小飞侠：幻梦启程》，“彼得·潘故事”越

来越丰富。在不同的版本中，故事的细节有一些

小小变动，彼得·潘作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他的形象也在作者和改编者不断对故事的修改中

逐渐立体而饱满。虽然“彼得·潘故事”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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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是那个不愿长大的男孩，但贯穿整个故事系

列的却是永恒的成长主题。

一、时间之外的孩子

每一个儿童故事里总有一个大坏蛋，我们就

从“彼得·潘故事”中的大坏蛋海盗船长虎克说

起。虽然他是一个狡诈无比的大人，有许多凶

恶的海盗帮手，有使不完的阴险恶毒的手段，可

是他却从来都没有击败过彼得·潘。彼得曾将虎

克的一只手臂割下来喂了鳄鱼，于是这只鳄鱼便

把虎克当作世上最美味的食物而一直追捕他。这

条鳄鱼也不是普通的鳄鱼，因为它曾碰巧吞下过

一只钟，所以它的肚子里会永远发出“滴答，

滴答，滴答……”的声音。因此，只要听到时

钟的滴答声，虎克便如临大敌，这声音既提醒他

逃离正在靠近的危险，又一刻不停地给他带来了

生命的威胁，是他无法忽视又无法摆脱的存在。

没有指针的滴答声比精巧的钟表刻度盘更象征了

一种时间的无形存在，在电影里，时间己经和虎

克的全部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时时刻刻关注

时间，时时刻刻想要摆脱时间，但是，他越是这

样，时间就越牢牢地捆住他的手脚，他仿佛是一

个时间的囚徒，无法逃离时间给他设下的陷阱。

在1992年版的《铁钩船长》中，导演斯皮尔·伯

格更凸显了这个“时间”的主题。电影中有一段

情节讲的是虎克将所有能找到的时钟全部砸毁，

并且他还怂恿彼得的孩子杰克毁掉父亲送给他的

表。“孩子，快让时间停止……”虎克对杰克

说。“总是说话不算话，从不花时间陪我们。”

杰克一边抱怨着，一边砸毁了海盗船上所有的

时钟。

与虎克相反，故事里的彼得·潘是个超越时

间的孩子，他不仅永远不会长大，而且永远不会

死亡。在动画版和2003年版的电影中，故事没有

交代彼得·潘离家出走，来到永无岛的原因，在

《铁钩船长》中，彼得·潘则明确说出了自己离

家的动机：

我很怕，我不想长大，因为每个人长大后就

会死掉，所以我逃跑了……

彼得·潘逃离了死亡，从而也逃离了时间。

所以无论是在小说还是在各种版本的电影里，

彼得·潘从来没有时间的概念，时间对他来说

没有约束力。在这一点上，彼得·潘就是一个

最典型的孩童，小孩子是没有记忆的生物，也是

没有时间概念的物种。他们一点也不在乎时钟的

滴答声，只是固执地按照自己内心的节奏成长。

彼得·潘的迷人之处也在于此，在时间面前他是

自由的。巴里在确定彼得·潘的年龄问题上前后

有些出入和矛盾，所以在“彼得·潘系列故事”

里，他的年龄成谜，他的记忆也成谜。故事并没

有交代虎克和彼得之间的仇恨从何而来，前一秒

彼得可能还和虎克船长拼得你死我活,下一秒他

可能就把虎克船长的凶恶残忍忘得一干二净了。

虽然这显得有些莫名其妙，但却正是孩子的特

点。儿童是活在每一个当下的生物。 

虎克：潘,你到底是谁？到底是什么？

彼得：我是少年,我是快乐,我是刚出壳的

小鸟。

这段台词看起来像彼得·潘在胡说八道，但

也说明了彼得也许根本不知道他自己是谁。时

间侵蚀着我们的存在，让我们渐渐走向衰老，

毕竟我们谁也不能真的像彼得·潘那样永远做

个小孩。但时间也塑造了我们的现在，时间决定

我们从何处来，并将走向何处。就像我们前面所

说，彼得·潘与虎克船长相比，最大的不同便是

他可以超越时间而生活。但是生活在时间之外

就没有烦恼了吗？在2003年版的电影《小飞侠彼

得·潘》的结局，温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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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迪：你不会忘记我的，对吗？

彼得：我？忘记？永不。

温迪：你还会回来吗？

彼得：我会来听关于自己的故事。

当其他的孩子都渐渐长大，彼得·潘将自己

变成了一个故事、一个传奇、一个神话。童话告

诉我们：

你看看温迪，会发现她的头发变得花白，身

材又缩小了，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在很久以前。现

在简是个普通的成年人，有一个叫玛格丽特的女

儿。每年春季大扫除的时候，除非彼得忘记，不然

总会来接玛格丽特，带她去虚无岛，在那里玛格

丽特给彼得讲关于她自己的故事，他听得很有兴

趣。玛格丽特长大后，也会有一个女儿，她也将

成为彼得的妈妈。只要孩子们还是快乐、天真、

没心没肺的，事情就会一直这样继续下去。［1］

一拨一拨的孩子都会长大，只有彼得·潘永

远被封印在永无岛。他被封印在故事里，寻找着

自己生命的意义。如果无忧是以忘却为代价，

那么真的有人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吗？忘记那些

儿时的伙伴，忘记那些快乐的时光，甚至忘记那

些成长的烦恼，换来的只是独自一人不断循环的

欢乐时光？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不禁追

问，是什么让彼得·潘下定决心飞向永无岛呢？

二、站在窗外的孩子

当彼得·潘还是一个正常的人类儿童的时

候，有一次他无意中听到了爸爸妈妈在谈论自己

长大么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这让他非常反感，于

是他选择了离家出走。当他在外面酣畅淋漓地玩

到尽兴之后，想起了自己的家，想起了自己的爸

爸妈妈。但是，当他回到家门口，试图通过当

初离家出走的那扇窗子重新回归家庭与人类社

会时，却发现窗子已经关死了。在电影《铁钩船

长》中，彼得·潘说道：

但我还小，我想我妈妈。所以我决定飞回自

己家的窗口。可是它关上了，他们已经忘了我。

我去找其他的窗口，其他没有关上的窗口，我就

是这样遇到温迪的，我在她的房间追我的影子。

彼得·潘的妈妈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他的床

上正睡着另一个小宝宝。眼前的一幕让彼得·潘

伤心也不已，从此他断绝了回归家庭与社会的念

头。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彼得·潘之所以永远

无法长大，至少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他的父母放弃

了对他的希望，放弃了对他应该承担的责任？尽

管彼得·潘表面坚强，但事实上他也是一个害怕

孤独的孩子，他需要被认同和关注，所以当他回

家的窗口被关上了，才会不停地寻找那些没有关

上的窗口。他把那些孩子从窗口带走是不是也是

某种形式的报复？童话中有一处情节是大部分电

影版本中没有的，在孩子们回家前，彼得·潘派

小仙子叮叮先去温迪家里，提前把窗子关好：

“快，叮叮，”他小声说，“把窗户关上，

闩好！对了。现在你我必须从门出去。温迪回

来，就会以为她妈妈把她关在了外面，她就只能

跟我回去了。”

……

他不知道弹的这首曲子叫“家，甜蜜的

家”，但知道它说的是：“回来，温迪，温迪，

温迪”。他开心地喊道：“你再也见不到温迪

了，女士，因为窗户闩上了！”［2］

［1］J. M. 巴里：《彼得·潘》，马爱农译，译林出版

社，2014，第207页。

［2］J. M. 巴里：《彼得·潘》，马爱农译，译林出版

社，2014，第188-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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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彼得并非没有一丝想要长大的念头，

只是曾经为他打开的那扇窗早已关闭。在故事

里，即便他是一个受到孩子们崇拜的小英雄，

他作为孩子被父母疼爱的需要和被人关注的特

质还是在不经意间统统显现。温迪的父母在这

一点上和彼得·潘的父母形成了鲜明对比。尽

管孩子们离家出走，杳无音讯，但他们始终没

有关上窗户，因为他们时刻都在盼望自己的孩

子们平安归来，而且坚信他们一定会回来，所

以他们要保证孩子回家的路畅通无阻。在2003

年的电影版里，当达林先生和太太与孩子们

相认，紧紧拥抱在一起的时候，彼得选择了从

窗外向里注视着。彼得·潘是倔强的，尽管他

面临矛盾，但倔强的性格还是使他做出了自己

的选择。在漫长且永无止境的童年岁月中，彼

得·潘将有数不清的欢乐，那是其他孩子永远

也享受不到的。但是他透过窗户看到的那种欢

乐，却也是他永远无法得到的。

文学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和投影，也许很

多人在童年时都有一个想要离开家庭去大千世界

闯荡的时刻，有的人或许半真半假地进行过这

样的行动，有的人或许只是在幻想中进行过这样

的尝试……这也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儿童文学和

艺术热衷于讲述儿童离家探险主题故事的原因，

但这些故事大多有一个共同点——主人公最后都

回家了。因为孩子们最终会发现，外面的世界并

不总是那么温和，自己也还没有能力独立生活下

去，因此，在这些故事里，小主人公们都经历了

“离家——成长——归家”的旅程。作为旅程终

点的“回家”也是成人文学艺术和儿童文学艺术

最大的区别之一。学者佩里·诺德曼曾这样论述

儿童文学中的离家主题：

成人小说在处理年轻人的离家的事件时，结

果通常是他们决定留在外面闯荡。……但儿童虚

构文本中的人物往往在失去家又找到家之后，懂

得了家的意义……克里斯多夫·克劳森说：‘如

果家是一个优越的地方，一个不会发生关于生活

与文明等严重问题的地方——也就是说，家是我

们基本上应该呆着的地方——那我们就可能是在

处理儿童故事；如果家是我们必须逃离的地方，

以便成长或……保持纯真，那我们就是在处理青

少年故事或成人故事。’我们还可以在克劳森的

两种类别之间做进一步的区分：离家能促进人的

成长的故事，是给成人看的；离家能让人保住某

种形式的纯真的故事，通常是给青少年看的。至

于找到一个安全的家，并能让人像小孩般自由

生活于其中的，则往往是儿童小说最关注的主

题……”［1］

这样看来，彼得·潘真的是非常特别的男

孩，因为他是儿童文学、戏剧和电影中难得一见

的无法归家儿童形象。为什么会如此呢？就像我

们前面提到，很多孩子都有想从人生中出走的时

刻，它的到来或早或晚，因此父母需要为这一时

刻的到来随时做好准备，并要承诺永远为孩子保

留那扇窗——让他们随时可以回来的窗。有了那

扇窗，当孩子重新回来的时候，也就是他获得成

长的时刻。就像在2003年电影版的最后，温蒂从

永无岛回到家，对父亲说：

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做一个大人了。

所有人都羡慕彼得·潘，都觉得不想长大是

他的主动选择，他是一个逃离了时间的孩子，逃

离了死亡的孩子。但有没有另一种可能，也许他

也是一个迷失在时间中的孩子，回家的窗已经为

他关闭，他是一个窗外的孩子。

［1］佩里·诺德曼、梅维丝·雷默：《儿童文学的乐

趣》，陈中美译，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第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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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彼得·潘长大了

“彼得·潘系列”是一个不断被改编和改

写的故事，不同版本的再创造也表达了不同时

代、不同人对成长的理解。所有的大人都曾

经是孩子，只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已经忘

记，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一个孩子。长大了，会

发生什么呢？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出品，由斯蒂

芬·斯皮尔伯格执导的《铁钩船长》为我们讲

述了一个长大了的彼得·潘的故事。正如我们

前面所说，“彼得·潘故事”最大的未解之

谜，就是关于时间。时光飞逝，当年的小飞侠

彼得·潘已长大成人，成为一名出色能干的律

师。他与儿时的女伴温蒂的孙女结婚，并有了

两个可爱的孩子，一家人在现实世界中幸福温

馨，其乐融融。可是，这个时候的彼得已经忘

记了自己小飞侠的身份，以及儿时在永无岛上

那些惊险和快乐的时光。在带着妻子和孩子们

探望祖母温迪的路上，钩子船长虎克竟然再次

出现，并虏去了他们的孩子。焦急的彼得手足

无措，为了拯救自己的孩子，他必须尽快找回

小飞侠的身份，回到永无岛与宿敌虎克决一

雌雄。

《铁钩船长》的有趣之处就在于，电影站在

一个成年人的视角重新讲述了一遍这个故事。

“不想长大”很多时候都是成年人对儿童的误

解，或是成年之后对已经逝去的童年时光的缅

怀，因为只有长大之后才能明白长大的代价，才

能明白长大之后我们要放弃年少时的无邪天真

和随性自由，转而接受肩负重担的命运，才能

明白长大非但不容易，而且令人难以接受，成

长过程中总不免带有哀悼与伤感。当然，也有

些人无法或者不愿接受这种转变，于是就造成了

许多问题，其中有一个便是所谓的“彼得·潘

症候群”，或者荣格所说的“儿童情结”。“彼

得·潘症候群”用来描述那些拒绝长大，渴望永

远扮演孩子的不成熟的成人。

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彼得·潘系列”都

有一个相同的开头：所有的孩子都会长大，只

有一个孩子不愿也不想长大。一个人如果没有

经历过充实的童年生活，就无法顺利成长为一

个真正的大人。所有的孩子都是勇往直前的，所

以彼得·潘注定孤独，注定会被长大了的孩子们

所遗忘。有着幸福童年的孩子才有勇气长大，因

为他并不觉得长大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这也让

我们反思，作为成年人该如何葆有童心，毕竟永

无岛是我们都曾经去过又永远无法回去的地方。

对于儿童的成长，作为成人一定要抱有足够的耐

心和坚定不移的信任，同时鼓励孩子勇敢乐观地

面对成长中的挫折和阵痛，毕竟人不能一直活在

过去，尽管小飞侠彼得·潘是孩子们童年时代的

守护神，我们还是应该选择长大，我们不能选择

逃避。也许，长大的那一刻，就是魔法消失的时

刻。人一方面需要成长、渴望成长，一方面又畏

惧成长、逃避成长。因为成长需要付出艰辛、承

受痛苦，成长意味着从熟悉安全的地方进入陌生

而又充满风险的地带。成人如此，儿童也是这

样。或许这就是成长的两难，每个孩子都注定会

长大，无论他童年有着怎样的奇思妙想，也许都

会被忘却。不过也不用过于担心，魔力的消失不

是一种惩罚，只是成长的必然结果。更何况，葆

有童心的大人，会有新的魔法。

本论文为2023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级本科

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

体建设背景下的高校儿童文学课程思政建设研

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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