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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宣部、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五部委联合
发出《关于加强少儿出版管理和市场整治的通知》，由此拉开了少
儿出版管理和市场整治的大幕。

少儿读物已经经历了多年的持续繁荣，被认为是普遍不景气
的图书市场的最后一块“蛋糕”。不过，在庞大的产量背后，涉黄涉
暴力的儿童文学却占了少儿读物 40% 的比重。如何为少儿读物

“消毒”，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话题。

繁荣背后，
四成儿童文学“很黄很暴力”
——— 少儿出版物须“消毒”
□本报记者 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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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只是表象，四成儿童文学“有毒”
全国少读工委主任、中国少年

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李学谦至
今记得已故著名出版家叶至善关
于少儿读物的一番教导。叶至善认
为，编辑少儿读物是一项教育人的
工作，他的八字信条“一不亏心，二
不亏本”，被李学谦视为基本准则。

“所有的少儿图书都应该具备教化
的功能，教化不是说教，而是通过
故事传递给孩子正确的人生观和
世界观，传递正能量。”著名儿童文
学作家杨红樱同样相信，一个人在
儿童时期看的书对其成长的影响，
比在成人后看的书影响大很多。

单纯从规模上看，少儿出版物

市场近 10 年非常景气。李学谦在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 2003 年
以来，少儿读物的出版每年增幅都
在两位数。

数字也可以显示这种繁荣，在
全国 581 家出版社中，有 523 家在
出版少儿读物。近十年来，少儿出
版物保持连续增长，以最近五年为
例，少儿出版从 2007 年的 10460 种
增至 2012 年的 31059 种，每年增幅
超过 40%。少儿出版物市场已经形
成了每年价值 50 多亿元的巨大“蛋
糕”。在各方争抢“蛋糕”的同时，少
儿出版物的现状却不容乐观，相关
调查显示，涉黄涉暴力的儿童文学

占少儿读物的比重达 40% 左右。
《儿童文学》杂志主编徐德霞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在图书市
场，少儿读物是少有的保持良好增
长态势的板块。受数字出版等因素
的冲击，少儿读物出版也被视为

“最后的蛋糕”，引来出版商争抢瓜
分这块每年价值 50 亿元的“蛋糕”。

与少儿出版市场的繁荣相对
应的是，少儿读物的质量却不容乐
观。如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储朝晖指出的那样，“一些少儿读
物成为少儿‘毒物’，这是继‘毒奶
粉’事件之后又一件令人震惊的事
件。”

原创乏力，从源头上制约了少儿读物质量
在储朝晖看来，少儿“毒物”横

流，除了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以
外，根源在于原创少儿读物的合格
作者、编辑人才紧缺。几年前，储朝
晖曾策划编辑一套早教丛书，首先
遇到的难题是找不到合适的作者，
一些写了大量畅销儿童读物的作者
不是不懂科学，就是专业操守存在
问题；而一些专业研究人员由于视
野太窄，又写不出受父母和幼儿教
师欢迎的作品。储朝晖无奈之下，只
能到香港、台湾去寻找作者。好不容

易分门别类找到了作者，联系的出
版社又在最后关头打起退堂鼓，原
因是出版社缺少专业的编辑。

“出版机构对少儿读物出版的
不专业状况是全国普遍性的问题。”
储朝晖说，全国 581 家出版社中有
523 家在出版少儿读物，但多数都是
在自己不专业、无法对作品做出专
业判断的情况下出版了少儿读物，

“这就无法保证不出问题。”
因为缺少专业的创作队伍，很

多少儿读物同质化严重。李学谦介

绍，由于我国《著作权法》对一般作
品版权的保护期是作者有生之年和
去世后 50 年，这就导致很多出版社
从古人身上打主意，一些古典名著
被反复改编。“古人资源利用完后就
是洋人，最后就是从网上扒东西。”
李学谦说，今年各出版社上报的少
儿读物选题有 47000 多种，这一庞大
的数字令他对书的质量产生担忧，

“这么多书能不能完成？有没有这么
多的作者资源？需不需要这么多
书？”

四成儿童文学作品存在问题
也验证了李学谦的担心。一些含有
淫秽色情、暴力恐怖等内容的书，
时常出现在图书市场。也正是因为
社会各界特别是广大家长老师对
这一问题反映强烈，从而引发了中
宣部、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
公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部
门的关注，上述几个部门近日联合
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净化少儿
出版物市场的专项行动。

李学谦向本报介绍了近期被
查处的一本书，这本由中国画报出
版社出版的名为《不倒过来念的是

猪》的书中，不仅有很多与道德规
范相违背的内容，而且有不少色情
低俗的东西，成人化语言充斥其
中。

而在储朝晖看来，一些表面上
看起来没有涉黄、言情、暴力、恐怖
等内容的读物，却由于违反少儿成
长发展规律，例如宣扬急功近利的
快速成材，“将会彻底毁掉不少儿
童，其隐蔽的危害性更大。”此前就
有媒体爆出，一些少儿读物刻意淡
化少儿与成人界限，书中多处可见
权谋之术、关系学等成人社会的影
子，甚至教孩子如何与同学拉关
系、如何讨好老师等。

鉴于此，多年来有多位专家、
学者呼吁，国内应借鉴西方一些
国家的做法，综合考虑少儿心理
接受能力、认知能力和识字量等
因素，尽快推行童书分级阅读制
度。浙江师范大学教授、儿童文化
研究院院长方卫平就认为，在国
内推行童书分级阅读，有助于改
善儿童出版和阅读的混乱现状。
尽管关于童书分级的讨论目前仍
然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因
为国内没有图书分级制度，一部
作品只要获得书号公开出版，便
可以面向所有群体，并无老少之
分。

专家建议尽快出台童书分级阅读制度

【相关阅读】

李学谦说，一些书籍淡化成人
和儿童边界，之所以会吸引孩子
看，与儿童阅读缺乏正面引导不无
关系。李学谦一直主张全民阅读要
成为国家行动，而他也一直呼吁政
府要参与其中。

在李学谦看来，我国目前的少
儿阅读尚未形成潮流，与一些青少
年阅读氛围较好的国家相比，我国
青少年人均拥有图书量较低，而阅
读也尚未真正进入课堂。“少儿阅
读还没有与语文教学融合起来，成
为语文教学的一部分。”李学谦说，
在对学生的阅读影响上，学校和教
师的作用无可替代，“小学应该有
阅读课，而小学语文老师应该懂儿
童文学。”李学谦指出，改变这一现
状有赖政府的支持。比如，他设想
在中小学生的学费中包括一点关
于阅读的支出，从而让阅读成为孩
子真正能公平享受到的一项公共

文化服务的权利。
儿童作家孙卫卫曾指出，要保

障孩子的阅读质量，根本还是要靠
提升父母、教师等人群的素养，使
其对儿童开展有效阅读指导，从而
让好书进入孩子视野。如李学谦所
说，青少年阅读质量的提升也离不
开全民阅读氛围的营造。

不过，目前全民阅读的现实很
不乐观。今年公布的一份全民阅读
调查报告曾引发轩然大波。这份调
查显示，2012 年我国国民图书阅读
率为 54 . 9%，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
仅为 4 . 39 本，报纸和期刊阅读量分
别为 77 . 20 期(份)和 6 . 56 期(份)，电
子书阅读量为 2 . 35 本。多项指标比
两年前有所下降。据了解，国家和
省级层面正在推进全民阅读的立
法。有专家建议，应该把少儿读物
作为一个重要方面纳入进去，运用
法律法规进行详细考量，从而进一

步净化少儿读物市场。
李学谦说，在西方一些国家，

儿童阅读推广不是个人或是家长
的自发行为，而是政府主导、社会
力量参与的一种全社会行为。据了
解，在欧美一些国家，对儿童读物
进行审查的组织往往由来自图书
馆、学校和父母的力量自发组成。
阅读推广人王林认为，政府应借助
专业学术团体的力量，告诉大家什
么是好书。

“很多国家，包括美国、日本、
英国等，都有少儿阅读的基础书
目，体现社会核心价值，体现国家
理念，但中国还没有。”李学谦说。

最近几年，这一状况有所改
变，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连续 10

年举办“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
秀图书”，在今年推荐的书目中就
包含了思想品德、人文历史、文学
读物等六大类。

全民阅读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

《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
《周恩来和他的孩子们》

《新论语》
《孩子必读的中华历史文化故事(8 册)》
《影响中国历史的十篇政治美文》
《中华史纲》
《沧桑河山(8 册)》

《科学大爆炸：中国国家地理博物百科丛书》
《鸟与兽的通俗生活》
《世界原来如此有趣——— 探索形状奥秘》
《千年一笔谈》
《少儿成长大百科：超级恐龙全书》
《DK 彩绘名著科普阅读(10 册)》

《面人龙》
《小橘宝图画馆丛书(24 册)》
《中华原创绘本大系(4 册)》
《中国童话美绘书系(10 册)》
《黑颈鹤的故事》

《丰子恺儿童文学全集(7 册)》
《彩乌鸦中文原创系列(20 册)》
《心爱童诗系列(6 册)》
《半岛哈里哈气(5 册)》
《最美最美的中国童话(36 册)》

《莫言作品精选》
《史铁生散文选集》
《安魂》
《流浪地球》

思想品德类

人文历史类

科学科普类

幼儿绘本类

文学读物
（小学）

文学读物
（初中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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