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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童年，拿什么书送给你
——— 中国儿童图书出版“三多一少”现状透视
本报记者 吉祥

在出版 12 年后，尼尔·波兹曼重新翻出此生最得意的著作《童年的消逝》。这位媒体文化研究者又一次

审视当年在书中所作的一些判断，并计划在发现错误时道歉。遗憾的是，他发现自己昔日的预判与现实非

常吻合。《童年的消逝》中那些童年和成年的界限正被日益破坏的例证，仍在发生。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随着电子时代的到来，尼尔·波兹曼笔下“童年的消逝”变得越发迅速。当各大书店

都被琳琅满目的童书充斥时，我们准备了这样一个专题，将目光聚焦于童书的出版动态。我们反思了当下

童书出版市场的状况，并挑选了一些口碑还不错的童书；最后，我们邀请了几位作者谈他们的童年阅读体

验，从中可见童年阅读对一个人的影响。

如鲁迅所言，“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我们用阅读与童年打个招呼，并希望通过书籍的力量，

留住那些已经远去的或是正在消逝的童年。

噪传统远去，

经典童书多是舶来品

就连很多资深的出版人都没有想
到，七八十年前的民国老课本走出尘封
的历史后，会搅动当下的出版市场，由
叶圣陶编写、丰子恺插图的《开明国语
课本》更是一度脱销。这本 80 多年前的
小学教材充满了纯真与童趣，被读者津
津乐道的课文《小小房子》是关于鸡蛋
的一则谜语：“小小房子，没有窗子，黄
毛小东西，睡在房子里。开门出来，叫你
哥哥姐姐。”这些民国时期的老课本，如
今成了很多孩子手里的课外读本。

此后又有一套名为“百年钩沉———
民国儿童教育大系”的书籍问世。通过
它，我们可以看到七八十年前的孩子读
什么书，包括《幼童文库》、《小学生文
库》、《玩具与教育》、《少年英文诗歌》
等，层次分明，满足不同年龄段孩子的
阅读需求。这些题材丰富的读本皆为当
时的教育家们精心编写，庞大的作者队
伍包括陈鹤琴、沈百英、雷震清等当时
著名的儿童教育家，因而在今日面世
后，依然被奉为经典。

儿童文学研究专家、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教授王泉根在丛书的序言中，重
提这段历史：“当时的一流教育家、艺术
家、出版家等，怀抱着为民族下一代谋
福祉的愿景，大专家乐于做‘小儿科’，
而且是专心致志地高品位、高质量地做

‘小儿科’的事业。”王泉根说，大专家们
不仅潜心于幼稚园读本以及儿童文学
各种文体的编写，还用很大的精力推出
小朋友最喜欢的图画书。那时候，包括
茅盾、郑振铎这样的大作家，都给孩子
写过故事，著名的漫画家丰子恺等人，
也给孩子们画过画，“他们都努力做到
当时的最高水平，甚至是与欧美发达国
家接轨的国际水平”。

在那样一个动荡的时代，这些面向
儿童的读本，试图凝聚起民族下一代向
上、向善、向美的力量。

如媒体感慨的那样，这样的传统并
未能延续下来，而是逐渐消失在历史
的尘埃中。现在的童书市场，能称得上
经典的基本是国外的出版物。在《中
国教育报》评选的2012年度十大童书
中，只有两本来自国内，其余均为
引进图书。近年来，童书出版界也
开始反思这一现象，类似民国老
课本这些近百年前的童书，又重
新走进孩子的视线。

噪急功近利，

一味跟风难出精品

根据开卷图书发布的市场调查报
告，2012 年我国少儿类图书市场的增
速为 4 . 71%。坐拥 3 亿多儿童的庞大市
场，每年有超过 6 万种童书问世，销售
超千万册的超级畅销书也不鲜见。市场
一派繁荣的景象下，出版社纷纷向童书
领域进军。全国近 600 家出版社中，500

多家已经进军童书领域，尚未涉足这一
市场的寥寥无几。

尽管童书出版被认为是朝阳产
业，但正像王泉根归纳的那样，中国儿
童图书出版的现状有“三多一少”：出
版社多，作家多，作品多，精品少。从
儿童图书畅销书排行榜也可见这种现
象，多年来一直占据排行榜前列的是
郑渊洁、曹文轩、杨红樱、秦文君、张
天翼等这些熟悉的面孔。张天翼的《大
林和小林》、曹文轩的《草房子》、郑渊
洁的皮皮鲁和鲁西西系列、杨红樱的

《淘气包马小跳》等儿童文学的代表
作，依旧是家长们的首选。

王泉根指出，孩子们的阅读仍然以
“老面孔”居多，而从童书市场的核心儿
童文学市场看，我国的儿童文学原创动
力不足，内容同质化、跟风出版的现象
严重。对于我国童书市场没有诞生出像

《哈利·波特》这样的有影响力的书籍，
王泉根解释，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作家
文笔不行，而是因为很多作家和出版社
急功近利，很难做到像罗琳那样潜下心
来读书、研究、思索、创作。

曹文轩已在多个场合表达过对儿
童文学过度市场化、一味迎合读者的
隐忧。儿童文学作家李东华同样担心，
这一现象如果持续下去，可能会使儿
童文学创作丧失独立性和丰富性。许
多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向多个出版社重
复授权，有的作品甚至采用改头换面
方式在不同的出版社重复出版，这直
接导致作品质量越来越得不到保证。

以童书市场常见的科普书为例，科
学普及出版社副总编辑肖叶最近就指
出，由于科普书籍制作成本高，一些书
商为节约成本，就从网上找点图片拼凑
一下，只讲趣味性，不顾知识性、准确
性，“这样的书是在误人子弟”。

儿童阅读推广人谭旭东注意到，
因为国内童书原创能力较弱，直接促
使出版社花重金引进国外作品，如《哈
利·波特》等作品，曾先后被国内几家
出版社出高价轮番引进，这成为少儿
图书价格持续走高的直接推手。在童
书引进的风潮中，国内的一些书商迅
速跟进，模仿国外的魔幻类图书，推出

“恐怖童书”。僵尸、幽灵、吸血鬼是西
方常见的文化符号，在原封不动进入
中国后，对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的影
响不容忽视。

噪成人主导，

剥夺儿童阅读权利

当书店用琳琅满目的童书吸引孩
子时，带着孩子前来淘书的家长或许并
不知道什么是适合孩子阅读的好书。儿
童文学博士王林经常在书店看到这样
的情形：匆忙的母亲拉着孩子，焦急地
问柜台服务员：我儿子今年读三年级，
请问什么书适合他读？柜台服务员通常
会不紧不慢地回答：什么书？嗯……好
像奥特曼和机器猫卖得挺快的。

“儿童的所有阅读问题，都可以在
成人那里找到根源。”王林解释，受限于
阅读经历和知识结构，家长或者放任孩
子对阅读趣味的简单追求，或者强迫孩
子阅读与其年龄、心理成熟度不相符的
书籍，比如让一个小学生去读《巴黎圣
母院》、《战争与和平》。这一现象恰好印
证了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的
观点，电子时代的到来，正导致童年和
成年的界限被日益破坏。

也正是因为此，王泉根明确反对一
些地方推出的幼儿读经活动。在他看
来，“四书五经”等经典是成人哲学的经
典，集中体现的是成人的意志、成人的
目的、成人的理念、成人的文化，其中心
是成年人。“从小读经典剥夺了儿童的
权利。儿童真正的阅读要从培养兴趣和
热爱阅读开始。”王泉根提醒，儿童阅读
有一条黄金定律：什么年龄段的孩子看
什么书。“孩子是会长大的，到了一定的
时候，他们自然会向小红帽、马小跳说
再见，转而去看《草房子》、《汤姆·索亚
历险记》，再转而去看鲁迅的作品、莎士
比亚的作品，去看《红楼梦》。”

王泉根解释，孩子明白自己不同年
龄段的需要。比如，幼儿园小朋友会看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小学生喜欢
《淘气包马小跳》、《笑猫日记》、《安徒生
童话》、《格林童话》，喜欢幻想性文学。
而到了中学生阶段，有了自主选择的能
力，青春成长期的少男少女就更喜欢看
现实性的、有思想深度的文学作品了，
喜欢与成长、社会、情感等相关的读物，
转而青睐青春文学和校园文学。在王泉
根看来，作为成年人，特别是童书作者，
更需要的是延续民国老课本的“儿童本
位”传统。

另一个让童书出版界隐忧的事实
是，国内的孩子停止阅读的时间太早。

“课外阅读，基本也就是小学到初一这
个阶段，初二以后就没戏了，孩子们不
得不面对应试教育的压力。”肖叶说，与
国外的孩子相比，过重的课业负担蚕食
了国内孩子的阅读时间。肖叶甚至设
想，在科普书封面上印上“最好的教辅”
的字样，以吸引家长的眼球，可见这位
出版人的无奈。

王林也认为，如果家长意识到儿童
阅读的重要性，认为它比钢琴班、奥数
班更重要的话，家长一定能抽出时间给
孩子买好书来读。在教育体制一时难以
改变的前提下，王林寄望于组织民间草
根力量推动儿童阅读，他参与组织了儿
童阅读推广人活动。目前在深圳一些地
区，儿童阅读推广人已经成为推广儿童
阅读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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