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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5版）
由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主办，中国出版协会、

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支持，中国全民阅读媒体联盟
承办，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协办的全民阅读“红沙
发”系列访谈活动之“拇指班长”IP全版权开发运营
访谈，在图书订货会期间举行。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总编辑林彬，数传集团执行总裁施其明、福建少年儿
童出版社社长助理陈捷翔参加访谈，主题围绕商晓
娜创作的《拇指班长》系列展开。该系列自2009年
由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以来，被打造成了500
万级的畅销书，具有成长性极高的IP基础，出版社
在此基础上对“拇指班长”IP进行深度开挖，实行了
一整套全版权项目开发计划。“拇指班长”系列图书
经过十余年的打造运营，已经成为颇具知名度的畅
销童书品牌，并具有了冲击单册百万级大畅销书的
潜质，从图书品牌发展的内在规律的角度来讲，重
点、全面、立体地开发品牌，从IP的高度运营项目，
都有相当充分的必要性。

在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主办的“大中华寻宝
记”IP论坛及“神兽顶呱呱”文创品牌发布会上，作家、
出版人等围绕“童书IP产业建设与发展”展开对谈。
江西出版传媒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凌卫认为，
不断提高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原创IP的竞争力，要努
力建设体现中华文化特色的IP形象，实现产业转化；
要建设满足多元需求的数字化IP精品，形成领先行
业的“出版+文创”新模式；要建设富有产业特点的童
书IP品牌，促进品牌影响力的释放。“大中华寻宝记”
是原创本土IP，应该紧密联结时下最新的互联网技术
及概念，有更大的创新和发展。《寻宝记·神兽发电站》
作者任诗元表示，书中的108只神兽为IP的延展性提
供了巨大的商业空间。出版社将继续加快产品的开发
设计，把产品创意放在重点方向，同时加强图书和产品
的联动性，强化产品的市场占有力，优化产品生态。

亲近自然，追求和谐共生的美学理想

在图书订货会开幕当天，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举
办了“中国动物小说的光荣与梦想——‘动物小说大
王沈石溪·品藏书系’出版十五周年纪念活动”。沈石
溪作为中国动物小说的旗帜性人物，笔耕不辍四十余
年，创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的文学动物形象，表现了人
与自然这一永恒的文学母题，填补了我国生态文学中
动物小说板块的空缺，引领了中国动物小说的创作风
尚。“沈石溪品藏书系”自2008年由浙少社出版至今，
社会效益与市场反馈双优，缔造了原创本土儿童文学
的阅读神话。李朝全、李利芳、陈香等专家学者以及
出版方代表出席了此次活动，与会专家认为，沈石溪
是我国较早从事面向少年儿童的动物小说创作的作
家，他笔下的动物世界与人类社会、现实生活相呼应，
由动物及人，体现出作者鲜明的生命观、动物哲学理
念及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美学，代表着中国儿童文学
作家在动物文学领域的创新与突破。活动现场，沈石
溪也分享了自己关于动物文学创作时代性与现代性
的当下思考：一是用现代观念构建人类与动物的依存
关系；二是用动物行为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来凸显动物
小说的现代性。他会在今后的文学创作中，继续挑战
自我，深挖时代精神，拓展动物小说的书写边界，用更
精彩的作品回应万千青少年读者的殷切期盼。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的《大咖拉布拉多和它
的朋友们》收录了高洪波的61首童诗，分为动物篇、
植物篇、四季篇三个篇章，以萌宠和主人相互陪伴、一
起体验世间万物为切口，抒写作者对动植物的喜爱、
对自然的歌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字里行间洋溢着
对生命的关怀。在新书揭幕仪式上，金本、安武林、王
蕾与作者高洪波围绕本书展开精彩对谈。大家认为，
高洪波的童诗善于触摸儿童心灵，用现代观念关照儿
童生活，具有明丽的语言风格和独特的审美气韵。

在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主办的鲍尔吉·原野
《翡翠地》新书发布会上，高洪波、腾格尔、张品成、杨
壮、舒斌、熊名辉、吴双英等专家学者围绕该书进行了
交流分享。该作品充分发掘了本土幻想元素，两个蒙
古族少年白音、索隆带着一本图画书来到草原上，在
从书中跳出来的小土拨鼠的带领下，一同前往书中所
绘的奇境翡翠地，展开了一场神秘惊险、涤荡心灵的
旅程。该书将孩子的好奇心、探索欲与草原儿童的童
年生活及草原上的风土人情融为一体，既是充满哲思
和隐喻的生活课，也展现了富有草原气息的民俗图
景。与会者认为，《翡翠地》是鲍尔吉·原野在原创幻
想题材的新探索，展现了一个生动、有趣、悬念迭出且
独具中国特色的好故事，让小读者体验到阅读与冒险

的快乐，同时能了解善良纯粹的人应该具备怎样的品
质，体现了作者对少年儿童的关怀与大爱及对守护童
心的责任感。

由大象出版社主办的“我的国家公园丛书”品读
分享会现场，海飞、陈晖以及丛书主编徐鲁、《秘境回
声》作者邓西、《河源清澈》作者唐明深入讨论了系列
作品的出版价值和艺术特色。“我的国家公园丛书”是
一套以中国国家公园为题材的原创儿童文学作品，将
爱国主义教育和生态文明思想融入到生动的文学故
事中，在青少年心中种下美丽中国的种子。其中《秘
境回声》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为背景，讲述了少
年阿钛、阿清一起守护热带雨林、保护海南长臂猿的
故事，《河源清澈》以三江源国家公园为背景，讲述了
三江源牧民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的贡献。与会嘉宾
认为，丛书聚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题，将自然教
育融入文学作品，文笔细腻、感情饱满，为青少年种下
生态文明的种子，搭建通向美丽中国的桥梁，写出了
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出色成果，倡导热爱自然、尊
重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观念。

由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主办的“塞罕坝的春日来
信”——《家住塞罕坝 我的观鸟笔记》新书发布会在
图书订货会上举行。侯建华、李雪峰、赵俊清等作者
团队追随着鸟类的踪迹，历时3年，以亲历者的目光
见证了塞罕坝机械林场生物多样性的变化和发展，文
章从鸟类的视角展开，用质朴生动的语言，以及细致
的动植物特征描写，为孩子们提供了丰富的自然知识
和愉悦的阅读感受，产生了“自然笔记”的奇妙效果。
塞罕坝展现出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奇迹，也为世界
贡献了中国力量和中国智慧，为成长于新时代的少年
儿童书写塞罕坝故事，无疑具有深远意义。

培养科幻思维，加强原创科普图书建设

由中国出版协会、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中国编辑
学会主办的“科学向未来——‘院士解锁中国科技’丛
书新书发布会”在图书订货会期间举行。此次活动由
中国出版协会少年儿童读物工作委员会、中国编辑学
会少年儿童读物专业委员会、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
总社有限公司、天猫图书承办。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
局副局长杨芳在致辞中谈到，中宣部将其列为2022
年主题出版重点图书，是希望以此为新开端、新起点，
持续加强原创科普图书建设，面向广大青少年讲好中
国故事，以实际行动助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共
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傅振邦呼吁以丛书的出版为契
机，向少年儿童讲述科学及科学家的故事，在全社会
营造更加浓厚的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的社会氛围。
邬书林表示，丛书在图文并茂介绍我国科技领域跨越
式进展成就的同时，把一代代科技工作者以“爱国、创
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为内核的中国科学家精神
融入其中。院士团队及出版方嘉宾代表介绍了丛书
的创作背景和各册主要内容，围绕“探索，走进科学之
门”“学习，攀登科学高峰”“铸魂，点亮科学家精神”三
个议题展开，专家学者就如何做好少年科普出版，实
现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入研讨，勉励孩子传承科学家精
神，通过学习勇攀科学高峰。

在大连出版社主办的马传思少儿科幻作品推介
会上，姚海军、姚利芬、超侠等嘉宾分享了《马传思获
奖作品集》《超能熊猫》和《超能熊猫（科普版）》等作品
的阅读体验。马传思强调阅读“少儿科幻”对于儿童
的意义，认为想象力对孩子的成长意义重大，从科幻
阅读入手，孩子可以通过阅读培养科幻思维，形成想
象力的逻辑自洽。在大连出版社的新书发布现场，
彭绪洛也携《少年冒险王》与读者见面，他将自己真
实的探险经历融入到作品中，让孩子们在文字中感
受行走和探险的非凡体验。访谈环节，彭绪洛与徐
德霞、尹传红、崔昕平、季琳等专家学者从多种维度
就该书展开讨论，嘉宾从科普研究与创作的角度对
书中的科普知识进行点评，大家普遍认为，彭绪洛的
作品是带领孩子们探索神奇世界的“科学探险”类童
书，贯穿着冒险精神、科学精神、博物学知识和“韧性
品格”，将很多科普知识自然地融入在故事之中，起
到了非常好的传播效果。

在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举办的“十载辉煌路，荣
耀新征程——《特种兵学校》新书发布会”上，刘唯
一、段建军、安武林、凌晨等专家学者和该书作者八
路共聚一堂，回顾《特种兵学校》系列图书多年来的
发展历程，介绍新书《特种兵学校·星际探索》系列的
出版动态，共话少儿科幻小说未来的发展方向。与
会者认为，“特种兵学校”系列图书向读者充分展现
了少年文学的魅力，作者八路介绍说，这套作品与

《特种兵学校》的以往几季所不同，作品强化了科幻
色彩，增加了科技元素，同时融入了天文地理、航空
航天以及军事科普知识，希望能带给读者全新的阅
读体验。据悉，该系列首批将出版《穿越旋涡虫洞》
《超级能量晶体》《高等文明密码》《太空机甲大战》4
种。河少社还举行了“寻找丢失的勇气”——《孤勇
少年虎克》新书发布会，该书既是赞美勇气与智慧的
少年探险小说，也是真正的科普探险读物。首批出
版4种，分别为《牛皮卷密码》《孤岛大宝藏》《珍宝局
中局》《地中海迷航》。作者彭绪洛将发生在不同地
貌和气候条件下的探险知识和生存技巧融入故事，
穿插动植物、地理、历史、人文、科学等知识，还原世
界不同风貌的探险经历和风土人情。每章附有“博
物志大讲堂”专栏和“野外生存技能攻略”科普常识，
讲解简单实用的户外探险知识，开阔孩子的视野，锻
炼野外生存能力。彭绪洛表示，希望孩子们学会一
些科学知识和求生技能，树立探索精神和担当精神，
明白独立的重要性。

因材施教，开启少儿方法教育新篇章

好的家庭教育，不是把财富留给孩子，而是把孩
子培养成财富，让孩子自己学习和掌握方法。在
2023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
了一套名为《聪明儿童方法书》的幽默画丛书，这是
方法学家吴甘霖针对广大孩子在成长路上“问题多，
方法少”的普遍现象，为他们量身打造的方法训练丛
书。卢勤、王林等嘉宾来到发布现场，围绕“少儿方
法教育与自主管理”这一主题展开热烈探讨。大家
普遍认为，“教育的本质是唤醒”，家长们应该“把孩
子的问题还给孩子”，把“管孩子”变成让孩子自己管
自己，有效教育孩子的关键，是让孩子学会自我管
理，并重视思考和掌握具体的方法。该丛书用生动
的故事、幽默的画面、神奇的想象，将方法学中的理
论知识进行了创新性艺术呈现，以寓教于乐的方式，
让孩子们“看得进、记得住、用得上”，是我国少儿方
法教育上有效的创新成果。

近些年来，中文分级阅读在童书出版市场备受
关注，由中信出版集团与亲近母语联合主办的一场
立足于儿童分级阅读的文化盛宴也在订货会期间拉
开帷幕。《小步乐读·儿童中文分级阅读》是为2-6岁
儿童研发的一套适合中国孩子的分级读物，从中国
幼儿的生活、认知、情感出发，让幼儿在亲子共读中
感受阅读的乐趣与母语的韵律。在反复的阅读中，
幼儿将自然习得最基本的520个汉字，在遵循小朋
友认知发展曲线和认知规律的同时，为孩子筑牢中
国根基。本书参考国际众多分级阅读体系及《中国
儿童发展纲要》《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幼儿
园教育指导纲要》《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
等诸多权威文件，结合中国儿童生活和认知、情感发
展，依据《亲近母语中文分级阅读标准》研发，分级体
系科学严谨，文本的形式、字词句的难度、文字量、主
题和内容的深度随着级别的提高而逐渐提升。在圆
桌论坛环节，众多学者、出版人、阅读推广人共同探
讨中文分级阅读在中国的落地与发展，与会专家普
遍认为，中文分级阅读不仅在儿童个体的阅读和成
长成才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更长远的视
角来看，对于中国的儿童阅读和儿童教育的现代化
也有着非凡的意义。

数学科普教育专家曲少云在和平出版社新书发
布活动现场总结并分享了《“厉害了！我的数学”科
普图画书》的8大亮点，包括选题有讲究、情境可再
现、身临其境探寻数学真相、双条线推进、大数学理
念、动手又动脑思考有抓手、方法详解和心灵地图
等。她认为，这套书最大的特征是，在激发孩子乐趣
的同时，讲到知识本身背后的故事，把一些数学真相
和数学本质告诉孩子，让孩子能够看得见、动起手，
促进逻辑思维能力的发展，塑造数学脑，有助于培
养孩子对数学的兴趣。今年，和平出版社还推出了
新书《写作力进阶·看图写话》，吴欣歆谈到创作初
衷时说：“最早的出发点是教育内卷，我希望用一种
有规律、有办法、科学的课程，帮助孩子来解决写作
问题。”这套书以课程化出版物为载体，内容具有进
阶性和丰富性，利用学习工具能够让基础教育变得
更加便捷，也部分解决了学习评价的难题。孩子可
以在看图写话的过程中发展语言能力、培养文化审
美，熏陶思想、提升修养，让孩子成为自信、有文化、
有修养、有内涵的表达者，应该是教育工作者的共同
追求。

母爱与童年

我的童年是在外婆家度过的，当时父母都在外地工作，幸而，
我的身边有书。

外婆住的镇子有个国营书店，每次母亲回来看我，我便会拉
着她的手去书店里选书、买书。带了书回家，我就迫不及待地搬
出小板凳，依偎在母亲怀里，听她念书，明朗的阳光洒在小巷里，
书里的文字照亮了我的世界。

《三个和尚》《白雪公主》《飞箱》《红蜡烛与美人鱼》等等故事，
令我陶醉其间。母亲一走，我便找不到人为我读书了，于是，在我
心里便滋生了认字的强烈渴望，先是认些简单的，接着复杂的字也
认得了不少，一本书，连蒙带猜也能读个八九不离十。

到了上学年纪，我回到母亲身边，对书的热爱也日益增长。
书的陪伴，为我驱除了日常生活中的孤独感，而书带给我的想象，
则带我奔向了远方，我的视野不再局限于一个家，一个镇子、一个
城市，我的世界辽远又广阔，奇异又瑰丽。

年岁渐长，因为学业和工作的原因，童话不再是我关注的内
容，这样的情形持续至我的孩子出生。给儿子讲故事，又让我与
儿童文学紧密相连，那些由童书陪伴的愉悦时光，仿佛从未走
远。不知不觉间，自己也萌发了为孩子写故事的念头。

如果说，童年时期的阅读为我深埋了文学的种子，那么给孩
子读书、写书则给予了我回望童年、重塑童年的机会。令人欣喜
的是，现在的童书比我孩提时期远远丰富得多。我因此接触到大
量的优秀儿童文学，也借着观察孩子的机会，与我逝去的童年相
互印证。

我的创作轨迹大致如此：低幼儿童文学——中长篇幻想文
学——中长篇现实文学。不难看出，我的创作与孩子的成长有
关，这大概是童年的阅读经验使然，让我喜欢简单温馨的生活。

记得最初创作了一篇《左左右右》的小童话，讲述的就是有关
公平的话题。两只小熊，对公平分外在意，无论做什么事儿，都不
肯让自己吃半点亏，冬天来了，熊妈妈让两只小熊寄十一封信，两
只小熊各自分了五封，出于公平的缘故，它们把最后一封信平均
撕成了两半，丢进邮筒。结果，两个小家伙都没有吃上自己最爱
的蜂蜜，因为它们撕碎的是冬眠之前的订货信。这样的小童话就源自我对孩子的
观察，当幼童纯真的心里建立了规则意识，他们会愿意一丝不苟地维护规则，过度
的严谨就会产生令人捧腹的戏剧效果，但有时我们得学会向爱妥协。

清浅与天真

与此类暗含哲思的作品相比，我也喜欢创作一些轻巧的、有光亮的小作品。眼
里有光，心中有爱，都是童年打下的根基。我认为，美对孩童的熏陶，在童年生活中
不可或缺。譬如以下的作品：

小狗喜欢小猫，这是个秘密。秘密在小狗心里再也装不下了。把秘密告诉小
鸟吧？不可以！把秘密告诉小羊吧？不可以！把秘密告诉小猪吧？不可以！小狗
把秘密告诉了雪人，雪人才不会说出来。但在春天，每一朵铃铛花都在迎风喊道：
小狗喜欢小猫！哦，雪人也没守住这个甜蜜的秘密！

低幼儿童文学作品的清浅与天真，令我着迷。恰如美国作家约翰·加德纳所
言：“为了保持生机勃勃的绿色，一个作家必须保持稚嫩的绿色。”

重温儿童文学，让我拥有了孩子一样纯真的眼睛。保持孩提时代的感觉，同孩子
一同成长，而年岁积攒下来的经验，能让自己保持清醒的头脑，去思索我们身处的世
界，这便使得童年的意义变得更为丰富，更有层次，这些都能在作品中一一呈现。

刘绪源老师提出了儿童文学三大母题的概念，其中之一是爱的母题，我的创作
绝大多数是围绕着爱的母题所展开，这是因为我首先是一位母亲，其次才是一位为
儿童写作的作者。给予孩子深切的爱是母亲的本能，创作儿童文学作品时，母爱所
惠及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孩子，还有更多阅读到作品的孩子。这就意味着，我们并不
能随性所至、信马由缰，而是应该带着自己的人生体验，观察孩童、理解孩童，创作
出符合孩童心理的作品，当作品触及孩童的内心时，孩童才能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人
生的丰富性，他们也能因此反观内心，完成自我的认同，获得成长。

一边阅读，一边揣摩，一边练习，我就这样行走在儿童文学的道路上。我深深
懂得，像我这种半路出家的创作者，唯有不断地阅读，汲取书中的营养，坚持不懈地
努力下去，才能走得更远。对于儿童文学，我怀揣着敬畏之心。

随着孩子的成长，我开始创作一些长篇幻想故事。我认为，像《小飞侠彼得·
潘》的作者詹姆斯·巴里那样随性所作的童话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优秀的幻想文学
与用心谋划密不可分。譬如《我的妈妈是精灵》前后呼应，极为巧妙；譬如《第十四
条金鱼》波折重重，峰回路转；譬如《城墙上的光》亦真亦幻，浑然天成等等，都是作
者精心构思的结果。在儿童文学作品中，故事性是非常重要的要素，当然，一部好
的作品是丰富而深刻的，它包含对人物的形象、性格、关系等方面的塑造，但一个好
的故事会赢得孩子的认同，吸引他们读下去，这是培养孩子阅读兴趣之所在。

幻想与现实

幻想文学为孩子打开了奇异世界的通道，幻想不仅仅是丰富了孩子的生活，也
促使孩子在幻想中得到情绪的宣泄。在幻想世界中，我们不再是处于波澜不惊的
生活中的普通孩子，而能够体会到处处充满奇迹的美妙感觉，我们可以变成几乎无
所不能的英雄，也可以成为倍受呵护的公主，幻想世界拓展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
的心灵有了更多维度的空间，我们也会更乐于接受不同的生活方式。

幻想的轻与美，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厚与重，在幻想中创造的世界，也不会脱离
于现实世界而存在，它依然会遵循人类的感知和哲思，依然会体现人类的美与丑，
善与恶。

一个好的作品，会依托作者的想象力，但更多的还是来自作者对生活的感知与
思索。

关注现实生活，为孩子提供一定的心理疏导，也成了我尝试创作的方向。我不
能忘记好作品带给我的震撼。好的作品，一是能体现作家的审美水平，二是具有积
极正面的社会属性，好的作品，会帮助我们建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在我的童年时代，欧·亨利的作品《麦琪的礼物》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这是一对贫困夫妻的故事，德拉有一头美丽的金色长发，她一直渴望着能买一套精
美的梳子，而她的丈夫吉姆则有一块怀表，但怀表差了一条表链。在圣诞节前夕，
两人都想送给对方礼物，于是，吉姆收到了他心心念念的表链，德拉也收到了她梦
寐以求的梳子，然而，表链是用德拉的长发换来的，而梳子则是吉姆的怀表换来的。
为对方舍弃自己最心爱的东西，换来的却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结局，令童年时期的我
大为惋惜。成年之后再读这个故事时，却有了更深的理解，其故事的悲剧成分恰恰
是深触心灵的内核所在，两人看似都得到了已失去实用价值的东西，但其间的纠葛
与舍弃，奉献与付出，却是不能抹去的过程，它实实在在地发生了，令作品光华灼灼。

童年时期的阅读，必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我期待自己能创作出与孩子产生强
烈共鸣的作品。在不久前，我写了名为《假装被风儿吹走了》的中篇儿童文学小说，
有幸获得了出版社的好评。作品书写的角度是城市里普通孩子的生活，我认为城
市孩子在享受相对优渥生活的同时，也承担着被过度关注的压力。他们有自己成
长的烦恼与忧伤，也需要文学作品的慰藉和指引。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创作出有
利于他们成长的文学作品，正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存在的意义。创作现实题材的文
学作品，需要我们更真切地了解孩子的生活，以及他们内心世界，深扎现实生活，对
题材进行捕捉、挖掘，再进行艺术的加工，才能还原生活的真实，获得真诚的认同。

作家的书写当然与生活相关，正如《假装被风儿吹走了》是选择我相对熟识的
生活所得。也许以后我会挑战自己，选择陌生的题材进行创作。但无论是熟识的，
还是陌生的，有一点必然始终不变——作为一个母亲，我的创作永远会饱含着爱
意。我会一如既往地在回望童年，体察童年过程中，深情款款地重塑童年的纯真与
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