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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家 观 点

就选童真
那一本吧

书这么多，孩子读什么

第二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
2022年，我国0—17周岁未成年人图书阅读
率为84.2%，其中0~8周岁儿童家庭中，平时
有陪孩子读书习惯的家庭占比超过七成。正
如报告数据显示，亲子阅读已成为低幼孩子
家庭的重要活动之一。随着我国全民阅读的
深入开展及童书市场的持续升温，困扰家长
们的，早已不是“无书读”，而是“选书难”。

2021年，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委托基础
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组织来自学前教育、
儿童文学、插画、思政等专业领域的百位专
家，遴选出347种幼儿图画书，其中中国原
创图画书占比78%。此外，国家图书馆少儿
馆《原创 100——中国原创图画书核心书
目》系统整理和收录了我国自2000年以来
出版的原创图画书。这些书单为学校和家
长有针对性地选择符合儿童年龄特点和认
知水平的图画书提供了参考。

国家图书馆少儿馆“文津少儿讲坛”和
“低幼悦读会”负责人殷宏淼表示，学校和相关
社会机构可以此类榜单为范本，促进原创图画
书相关课程的研发和应用，通过教师师资培
训、亲子阅读指导等多种途径，体系化推广中
国图画书阅读教育，让多元丰富的原创图画书
真正走进课堂、走进儿童的日常生活，让他们
在阅读中感受到中国文化的无穷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图画书的优秀作
品，也正在和世界一流童书比肩——目前，
已有蔡皋、朱成梁等多位画家获得布拉迪斯
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金苹果”奖；曹文轩荣
获国际安徒生奖作家奖；画家熊亮入围国际
安徒生奖插画家奖短名单；在2016年朱成
梁凭借《老糖夫妇去旅行》获得博洛尼亚最
佳童书奖“插画奖”后，作为全球童书出版领
域最负盛名、最具权威性的国际奖项之一，博
洛尼亚最佳童书奖2023年获奖书单中，三本
中国原创图画书《谁的袜子》《噔噔噔》
《Night Night》在榜！博洛尼亚最佳童书奖
不仅是一项出版界奖项，更是国际版权贸易
的风向标，赢得首奖或是获得提名，都将极大
地提升获奖图书在整个业界的知名度，带动
图书在众多海外新市场的版权输出。

越来越多富有中国元素，带有民族特色
的原创作品走出国门，版权输出，打开了孩
子们艺术视野的同时，也将中国风格展示给
了全世界。“很荣幸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让
作者获得了荣誉，也让这本书走向了世界。”
中国和平出版社社长林云说的正是青年作
家郭振媛和知名插画家朱成梁共同创作的
《别让太阳掉下来》，这本书2018年出版以
来，5年间备受世界各地孩子的喜爱，版权已
输出至法国、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西班
牙、日本等国家。书中，一群可爱的小动物
为了不让太阳掉下来，开始绑、顶、驮、举
⋯⋯努力展开了一场妙趣横生的拯救行动，
世界儿童所共有的童真、童趣，扑面而来。

童真，没有国界。

进入 21 世纪，我国的童书发展迎来了
“黄金十年”，资深童书出版人海飞表示，当
前全国 580 多家出版社中有 550 多家出版童
书。中国已成为一个年出版 4 万多种、品种
世界第一，年总印数 8 亿多册，拥有 3.67 亿
未成年人读者，与世界上 100 多个国家有着
友好出版交往的童书出版大国。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图画书创作研究
中心主任陈晖教授表示，“中国孩子的童
年需要阅读多样文化的图画书，更需要阅
读中国自己的图画书，以中国文化滋养童
年、陪伴成长。”在陈晖看来，一批讲述中
国故事、展示中国风貌的经典原创图画
书，在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艺
术传统方面具有独特价值和突出优势 。
中心与童趣出版研究院发布的“原创图画
书排行榜”已持续 8 年，2022 年度榜单作
品，行业专家从全国 39 家出版社、31 个出
版品牌征集的近 300 种原创图画书中，评
选出《一双大鞋》《你看见喜鹊了吗？》《哐
当，哐当，过中秋》《鸡同鸭讲》《噔噔噔》

《我画的宇宙》《99 颗红豆去旅行》《中国》
《糟了！我忘了关水龙头》《大运河送来爷
爷的车》10 部作品。

陈晖介绍，这一批作品极具中国韵味，
比如《大运河送来爷爷的车》（作者：王京文/
文，李小光/图），这趟身临其境的纸上运河
之旅中，质朴黑白素描里，传递祖孙情感的

红色自行车跃然纸上，随着河水的连绵流
动，两岸烟火气，千年运河的声与色，淳朴百
姓的信任与互助，展现出真实动人的当代中
国社会风貌。以情为墨的《中国》（作者：于
大武），书中如卷轴般渐次展开广阔壮丽的
山河风光，形神兼备的画面加上细腻铺陈，
成就了盛大气象，以赤忱动人的情感力量
为小读者打好精神底色。《一双大鞋》（作
者：薛涛/文，朱成梁/图），辽阔的东北雪乡
风光扑面而来，讲述小主人公去长白山腹
地的荒地屯看望姑父的经历。姑父做的大
鞋为什么会没有尺码，这一悬念推动故事
发展。“没有尺码不要紧，只要鞋子够大，就
能装下所有的脚。”这既是大鞋的秘密，也
引导小读者领悟自律节制、顺应自然的人
生智慧。

针对中国原创图画书的评价标准，中
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毕海表示，原创
图画书的“中国性”和“民族性”，是建构具
有中国特色的图画书理论话语体系的重
点。陈晖也强调，既要把握作品的思想性、
艺术性、趣味性，又要关注中国故事与中国
元素的表达方式。在向世界各国的孩子讲
述中国故事时，要避免将其概念化、简单化
及表面化，避免集中指向民俗风情，流于固
化的中国符号，要以图画书的话语方式表达
中国文化，让图画书中的中国元素、中国风
格与时俱进。

这一观点，《哐当，哐当，过中秋》的作
者周翔非常认同。他说，对童年本身的关
注、对童心的关注，于创作者而言是可以
穿越时空的。“我平常基本不太看图画书，
担心被浓缩性、巧思性极强的作品潜移默
化地影响，导致创作陷入套路或模仿。对
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观察生活，以及思考
如何将间接的生活和直接的构思连接在
一起。比如《哐当，哐当，过中秋》，源自我
在中秋节时乘坐有轨电车的经历，沿途是
美丽的风景，但令我印象尤其深刻的，还
是一个趴在窗口向外张望的小女孩。她
一路都不回头 ，贪婪地看着电车经过田
野、跨过河流，我觉得这应该是个好故事，
就把场景搬到我的创作里，又结合穿越世
界名画这一线索，把两条线并列起来。如
果家长懂得一些美术知识，可以将导读中
的内容迁移，对孩子进行美育的引导，阅
读的丰富性更强了；如果不懂，没有导读，
孩子在自己眼中和幻想的世界里穿梭在
城市间，也是走进了某种风景，构成了一
个独立的故事。”

作为最早开始创作原创图画书的作者
之一，周翔代表作有《荷花镇的早市》《一园
青菜成了精》《耗子大爷在家吗？》，作品多次
荣获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上海国际童书展

“金风车”最佳童书奖等多项大奖。对原创
图画书的发展他充满期待，“我们努力讲好
自己的故事就够了。我们有意愿，充满了元
气，并且在积极地往上走，无论创作者的体
量、热情还是大环境，都让人信心十足，好书
会越来越多。”

努力讲好自己的故事
▼

在一起的中国 图 画 书

秋意正浓，盐道街小学二年级三班的同学们走出校园，来到金色的稻田间研学，感受秋天的高光时刻。休息的时候，同学们坐在田野
里，捧起了一本本图画书，和徐徐微风、逐梦的稻草人，一起阅读起来。《团圆》《小石狮》《安的种子》《我画的宇宙》《荷花镇的早市》《你看见喜
鹊了吗？》⋯⋯这些中国原创图画书，静静地陪伴和守护着一代又一代孩子。

阅读是青少年成长时期最重要的滋养，所谓“读什么书，成什么人”，阅读品质的高低、阅读内容的优劣直接影响青少年精神世界成长的
丰厚度。本世纪初，现代意义的中国原创图画书开始起步，“短短二十余年，中国图画书从弱到强，从引进到原创，从原创到输出，已成为中
国童书的一股重要力量。”资深童书出版人海飞说。

11月17日至19日，2023上海国际童书展将盛大开幕，童书展这十年，更是中外童书行业和读者繁荣发展的10年。那么，近年来逐渐
兴起的原创图画书呈现出怎样的艺术追求和发展趋势？原创图画书要跻身世界一流图画书行列，如何探寻突破的方向和路径？

“中国的图画书要走向星辰大海，永远不能离开中国文化艺术的沃土和深厚传统。我相信，只要创作者将创作的根基，深深扎在中国的
大地上、扎在中国的传统中，让作品由内而外散发出独有的审美意趣，中国原创图画书的道路会越来越宽广。”海飞表示。

图画书，又称为“绘本”，是以一系列
图画为主，辅以少量文字来传播信息，或
者讲故事的书籍。1902 年，“欧美图画故
事书的开山之作”《比得兔》绘本首次出
版，这只勇敢可爱的小兔子已经伴随了
几代人的成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图
画书创作研究中心主任陈晖教授表示，
图画书在中国虽有逾百年历史，但直到
2000 年左右引进了一批经典外国图画
书后，现代意义上的图画书才逐渐流行
开来。

插画师、图画书作者含含从中央美
术学院版画系毕业后，一直在从事图画
书的创作，至今已出版了《夏夜音乐会》

《我画的宇宙》等四本原创图画书。她
坦言网络媒介的便捷，中国当代图画书
创 作 者 和 读 者 的 眼 界 与 世 界 几 乎 同
步。身处中国原创图画书蓬勃发展的
浪潮，她一直在观摩、学习中国优秀原
创图画书的艺术风格。“从一个图画创
作者的角度，回顾中国原创图画书的发
展历程，我发现，从一开始，中国图画书
的图画视觉就呈现出独特的东方美学
特点和气韵。”含含将之概括为“天人合
一”的意境、“气韵生动”的笔法和“传
承创新”的形式。比如她的《夏夜音乐
会》，画的是童年故乡的居所，时代变
迁、世事更迭，这个充满着邻里温暖气
氛的地方，始终是内心宁静的港湾和精
神的“家园”。

中国的原创图画书，有一批创作者
“澄怀味象”，用中国人独特的情感体悟
和审美意趣，去表现身处其中的家园，去
描绘心中“生气灵动”的“山水”，以及“望
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城
镇。含含说，《荷花镇的早市》被儿童文
学作家曹文轩誉为“中国绘本的优美开
端”，作者周翔用的是一个小男孩的视
角：小舟驶进了水镇中央，小镇的景致渐
渐清晰，早市热闹起来，岸边人流涌动。
虽然画中人群熙攘，却一点也不喧闹和
张扬，简短的文字多为对话，表现出的是
温暖美好的人情。在彭懿著、九儿绘的

《妖怪山》中，九儿用清新明亮的水彩画
出细密藤蔓缠绕的“妖怪山”，这个隐秘
之地，是童年的精神寓所，是孩子乐享的

“自然”。在《月光下的孩子》中，刘洵用
诗意的图画，表现了当代中国人在城市
化迁徙巨变中对故乡的精神依恋。“从徐
鲁著、朱成梁绘的《爷爷的打火匣》，王早
早著、黄丽绘的《安的种子》，曹文轩著、
朱成梁绘的《大风》，于大武的《一条大
河》，到熊亮的《和风一起散步》，再到徐
萃、姬炤华合作的《两个天才》，巍捷著、
李小光绘的《夏天的故事》，弯弯的《回乡
下》，西雨客的《爬树》，李星明的《水獭先
生的婚礼》等，这些近年涌现的优秀中国
原创图画书中，山川、流水、屋舍、石头、
草木皆有呼吸，充满着生命的气息。沉
浸其中，我们能感受到，画笔下广阔的

‘自然’中，一个个悠然自得的灵魂。”含
含如数家珍。

含含还以自己欣赏的图画书创作者
郁蓉举例，剪纸的运用已经成为其标志
性风格。她的图画以熠熠生辉的民间艺
术剪纸为主，背景再辅以铅笔、淡彩的综
合技法，拼贴的视觉语言有着丰富的层
次和质感，传统与现代兼具，传承与创新
融合。在《你看见喜鹊了吗？》（戴芸/文）
中，郁蓉对用剪纸来造型越来越流畅和
自由，用色彩明丽的画面把《清明上河
图》呈递到小读者面前。封面中的喜鹊，
既是孩童在汴河边一路寻找的一只鸟
儿，也是每个人内心深处对待人生幸福
的注解。翻开这本书，像读古画一样，风
琴折页徐徐拉开，小读者能一寸寸品读
古画，一点点体味历史。

望得见山水
记得住乡愁

盐道街小学二年级三班的同学们在田间阅读

这是一本兼具民族风格与儿童趣味的原创图画书

近年来，中国童书出版市场急速扩容。
数据显示，2013 年，中国童书零售市场监控
销售码洋为 19.36 亿元，2022 年已增至 218
亿元。童书各个细分门类中，儿童文学类图
书的销量长期独占鳌头，2022年监控销售码
洋为 45.7 亿元。“书这么多，孩子读什么”的
时代之问，也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

明天出版社总编辑徐迪南认为，当下，
认真思考如何更好地表现少年儿童成长的
新现实、建构少年儿童精神的新内涵、呈现
更高远的文学新气象，探寻儿童文学高质量
发展的新路径，成为新时代儿童文学创作者
与出版者的努力方向。

明天出版社一直深耕原创儿童文学领
域，出版了“笑猫日记”系列、《寻找鱼王》、

“曹文轩作品”系列等一大批童书。在徐迪
南的观察和思考中，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
文学创作与出版确实在彼此依存、频繁互动
中取得了各自的发展。“一方面，儿童文学出
版高速产业化的进程，从根本上改变了儿童
文学作品在 20 世纪末所面临的小读者‘大
规模逃逸，无人喝彩’的尴尬局面，读者和市
场所迸发的巨大热情为儿童文学提供了广
阔的生长空间，童年主体意识在创作中不断
得到强化。另一方面，产业利润的诱惑也曾
让儿童文学创作在一段时间内，过度流连于

校园幽默小说、探秘小说、玄幻小说等类型
化写作，部分作品同质化倾向严重。新时代
以来，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界对儿童文学的
使命价值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开启了新的拓
展与探索。”

在徐迪南看来，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
面：其一，书写少年儿童的心灵史和精神成
长史。作家们的笔触不断伸向当代社会生
活的多个层面，国家的建设成就、科技创新、
留守儿童的成长经历、乡村教育振兴、雪域
边关、田野自然、生命教育、少数民族人文风
俗等内容，在儿童文学作品中都得到大量呈
现，《巴颜喀拉山的孩子》《雪山上的达娃》

《驯鹿六季》《桦皮船》《风筝是会飞的鱼》《逐
光的孩子》《鲤山围》《冷湖上的拥抱》《一百
个中国孩子的梦》《陈土豆的红灯笼》等一批
优质作品涌现。“这些作品以儿童文学独有
的方式，不仅讲述着新时代不同地域场景、
社会背景中的童年成长，给予孩子们情感的
抚慰和向光生长的力量，也努力通过童年之
眼透视社会文化和成人世界的丰富光影，拓
展了儿童文学反映生活的宽度与厚度。”

同时，回到历史的纵深处，回溯优秀传
统文化，向孩子传递我们民族共同的历史记
忆、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并将其与当代中
国孩子的现实生活巧妙融合，是近年来儿童

文学创作的一种新路径。《寻找鱼王》《苏武
牧羊》等作品富有生命哲思，将蕴藏在自然
与历史中的那些能指引人生的恒常之理传
递给孩子。

其二，培养孩子们感受爱与美的能力。
徐迪南说，绵长深厚的历史和丰富多元的现
实生活，为儿童文学提供了广阔的书写空
间，表明儿童文学巨大的可能性。“不过，如
果想仅凭新鲜的题材取胜，而停滞在匆促、
浅表的书写，那徒然损耗创作和出版资源。
也许在书写和出版之前，我们都应该更沉
静、更诚挚地走近孩子，抵达童年的现场，磨
砺‘发现儿童’的能力，并能从不同时代、不
同地域、不同样貌的童年故事中，探寻并传
达生命的普遍经验，培养孩子们感受爱与美
的能力，让他们带着从作品中寻得的热情、
信念、理性和笃定，开启人生的远行。”

徐迪南进一步表示，儿童文学是孩子们
在生命之初最早接触的文学样式，所以它首
先是语言的艺术，理应是给孩子提供高质量
母语学习机会的最好文学样式。同时，与其
他种类的文学一样，儿童文学要有追寻永恒
的文学品质，摒弃艺术上的惰性，在不断探索
和自我超越中生长。“唯有如此，儿童文学作
品才能真正成为孩子们童年记忆中不灭的火
种，照亮孩子们的一生和我们民族的未来。”

▼

与传统和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