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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绘本本主主人人公公，，满满眼眼““汤汤姆姆””和和““玛玛丽丽””
国内绘本起步晚，又偏爱讲道理

用图画和寥寥几笔的文字就能讲出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给孩子们勾勒出一个绚烂的世界，正因
为有如此强大的功能，绘本被国际公认为最适合幼儿阅读的图书。近几年，随着绘本的普及，绘本几乎
成了孩子们读得最多的图书。但在畅销的绘本当中，外国作品占了绝大多数，这些绘本中的“汤姆”“玛
丽”们，能讲出适合中国孩子们的故事吗？

本报记者 于悦

省少儿图书馆
5个月办证近6000

今年元旦开门的山东省
少儿图书馆有各类少儿书刊
文献26万余册，每到周末人
流量保持在2000-3000人次，
目前办证量近6000个，“中间
经历了一次寒假，那时人更
多，每天办证量都在 100多
个。”山东省少儿图书馆工作
人员郎秀丽说，每周的低幼儿
绘本阅读，少儿公益艺术培
训，智慧父母课堂等活动能会
集六七十位家长和孩子。

去年年底，位于经三路
的济南市图书馆老馆整修开
放后，也成了以少儿借阅为
主的场馆，市图少儿部的聂
主任介绍，老馆现在的儿童
借阅区扩大了2倍，活动场地
增加了至少5倍，儿童书籍比
原来多了三分之一，“现在每
个周末都有学校以家委会的
名义来我们这里开展读书活
动，加起来有十六七所了，图
书馆的品牌活动日常也有
200多人，这在整修以前是不
可想象的。”

借阅量前十名
七本是儿童小说

“借阅量比较大的还是小
说类，其次是漫画类的。”郎秀
丽说，在省少儿馆开馆5个月
来的图书排行榜上，排名前10
位的图书中，有7本是儿童小
说，在前50名排行榜中，儿童
文学作家杨红樱、沈石溪的作
品最受欢迎，前者有10部作品
入选。

“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一

样，一直都是阅读的热点。馆
内一楼以6到16岁儿童书为
主，数量比较多，分类较细，阅
读量也比二楼的幼儿读物多
一些。”郎秀丽说。

在济南市图书馆今年截
至目前的少儿图书借阅榜上，
前10名基本都是近几年出版
的儿童绘本和故事书，例如

《宝贝，别害羞》《带着月亮去
散步》《我爸爸》等，聂主任解
释，老馆原来的低幼阅览室在
四楼，地方很小，现在改到三
楼后面积扩大，而且整个装修
环境和设施都布置得充满童
趣，借阅量随之增多。

一小学生
5个月借了181本书

在济南市图书馆少儿部
今年的读者借阅量统计表中，
借书最多的小读者是槐荫区
一名姓高的小朋友，这5个月
来，她一共借了181本书，相当
于每天读1 . 2本，到馆次数是
88次，这一阅读数字与成人相
比也毫不逊色。家长高爸爸
称，孩子从小就喜欢看书，最
早去图书馆办证时还是幼儿
园，现在已经是六年级小学生
了。

“她读书很快，以前都是
买书，一会儿就看完了，问她
看了什么，也能大体概括出
来。后来因为需求量太大，家
里摆不开书了，我们就给她从
图书馆借书。”高爸爸说，现在
家里专给孩子看的书就上千
本，最早是读童话故事，现在
儿童小说类看得偏多。

“一般我们都会抽出时间
去图书馆，列一个书单回来让
孩子自己选择，或是查找一些
专家推荐的儿童书籍。”高爸
爸说。

济南娃都爱读啥书？

小小说说和和绘绘本本最最受受欢欢迎迎

阅读伴随着每个孩子的成长，在图书馆和书店的儿童书架
前，每个周末都不乏家长和孩子的身影。根据省市图书馆今年前
5个月的数字统计，最受欢迎的儿童书还是小说和绘本，在济南
市图书馆，有一位六年级小读者今年已经借了181本书。

本报记者 刘雅菲

家里200本绘本
国内作品不到20本

杨女士的儿子今年四岁，
从孩子几个月开始，她就开始
为孩子购置绘本，现在家中的
绘本已经有200多本了，但这里
面国内作品不到20本。杨女士
介绍，以至于儿子认为最重要
的节日是圣诞节。

不仅杨女士家的书单上有
这个问题，在教育部此前公布
的“幼儿基础阅读书目”中，100
册推荐书目里，中国童书只有
36本。而0—3岁年龄段的10本
基础阅读图书中，国产的图书
更是只有两本。

绘本的销售也体现了这一
特点，在一大型图书网站去年
的畅销童书排行中，年度新书
排行和图画书排行前十名中，
国外的图书占了绝大部分。

记者从济南市图书馆了解
到，馆内国外绘本和国内绘本
的比例大约是2：1，而孩子们最
喜欢的《爷爷一定有办法》、《你
很特别》、《花婆婆》无一例外都
是外国作品。

国内绘本偏爱讲道理
山寨让人失望

王佳佳是一位绘本爱好
者，她发现在不少国内的绘
本中，总是喜欢在最后讲述
一个道理。“实际上好的绘本
应该是把道理都融入到情景
当中去。”

聪明豆绘本馆负责人赵琦
发现，除了绘本爱讲道理，很多
家长也喜欢在最后总结。“这个
时候，孩子们的注意力都不如
前面听故事的时候集中”。在赵
琦看来，孩子都是很聪明很敏
锐的，应该让孩子自己去感知
绘本当中传递的价值观，家长
们其实不需要讲得太透。

在王佳佳看来，一些国内
绘本的山寨行为，更让人失望。
王佳佳说，她曾经给孩子买过
两套书，一套是法国的《小兔汤
姆成长的烦恼图画书》，一套是
国内作家的《小兔杰瑞情商培
育绘本系列》。

“都有塑封，没有仔细看里
面的内容，一看内容直接惊呆
了。”王佳佳表示，小兔杰瑞不
仅长得跟小兔汤姆很像，就连
里面的故事也差不多。

创作生态欠缺
绘本少发展缓慢

在国内知名儿童阅读推广
人杨政看来，国内绘本少并不是
因为绘本存在问题，而是因为国
外绘本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
了，积累的经典作品比较多。“我
们现在看的很多经典绘本，都是
国外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品，
而那个时候中国还在小人书的
年代，并没有这种色彩丰富、印
装精美的绘本。”因此国内绘本
比国外少这是正常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国内
的精品绘本比国外少，是和创
作生态有一定的关系。据杨政
介绍，如果想要创作一本艺术
水准、文学水准比较高的绘本，
需要构思、创作，还得反复和编
辑讨论、修改，并进行平面设计
等若干工作，这个周期最少得
一年，而现在很多人不愿意费
时间打磨。

杨政发现，一本绘本的价
格在国内打折之后只需要十几
元钱，因此出版商和作者的收
入不高。“在国内，一个作家用
较长的创作周期创作一本绘
本，可能都不足以养活自己。”

绘本馆里大多是国外作品。本报记者 戴伟 摄

■谁的儿童节·阅读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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