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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优质绘本影响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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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欣欣向荣，原
创空间巨大

深耕阅读研究院院长李一慢长

期研究儿童阅读，在他看来，绘本的

创作日渐繁荣，形成了老中青三代创

作队伍，年轻人不断增加，区域生产

力越来越高。“北京这个主阵地自然

不必说，其他地区有黄丽领衔的西安

团队，李建、画儿晴天为代表的河北

插画家等。此外，继中央美术学院之

后，多所院校也设立了图画书创作专

业。文字作者方面，很多活跃的儿童

文学作家、研究者、推广者、教师都

加入其中。”李一慢介绍。

开卷数据显示，2019 年上半年，

中国少儿图书零售市场规模同比增

长 16%。在少儿图书细分市场中，卡

通、绘本、漫画占 24.52%，少儿文学

占27.05%。其中，卡通、绘本、漫画在

实体店销售占比 15.48%，在网店销

售占比 25.62%；少儿文学在实体店

销 售 占 比 42.81% ，网 店 销 售 占 比

25.14%；在实体店的渠道发展规模

同比下降6.54%，在网店的渠道发展

规模同比上升26.55%。

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得

主孙玉虎表示，卡通、绘本、漫画的

市场规模的确呈上升趋势。在引进版

书号缩减的大环境下，在整体市场规

模不变的前提下，原创绘本有很大的

市场空间。

深圳市阅读推广人胡君近期刚

刚完成了“爱阅早期儿童阅读书目”

项目。“通过研制书目采集的数据可

以直观地发现，原创作品占比仅接近

30%，而且越是面向低龄儿童的原创

的、高品质的绘本，市场体量越小。”

她说，国内原创绘本起步较晚，希望

更多创作者及出版机构共同努力，增

强我国原创绘本的影响力。

◆ 内容更加多元，激
励推动发展

乔磊作为一名亲子阅读推广人，

前几年在工作中推荐并解读的绘本

多数为国外绘本，而近几年他感受到

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国产原创

绘本越来越多。

“国产原创绘本不仅数量增多

了，内容也更丰富多元，对传统文化

的挖掘也更深入。”李一慢表示，但

现实主义题材、关注当下的作品还不

多，难以触及儿童生活的方方面面，

抵达儿童精神世界深处。

孙玉虎认为，目前的图书类型划

分基本是将绘本归在儿童文学类别

中，这似乎意味着更看重绘本的文

学性和艺术性。“绘本其实可以承载

更 多 的 内 容 。”他 以 刚 刚 结 束 的

2019 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童书”

评选为例说，“获奖的 3 本知识性读

物全部是引进版，而获奖的 4 本儿

童文学中有 3 本是原创，这在某种

程度上说明我们对知识性绘本的重

视还不够。”他认为，这种情况与儿

童文学的奖项设置及导向不无关

系，例如，目前国内没有专门为绘本

设立的权威奖项，绘本多是作为幼

儿 文 学 参 评 ，或 只 评 文 字 ，不 评

图画。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研究

员胡丽娜介绍，自新世纪译介大潮兴

起之后，我国对于国外绘本很重要的

一个评判指标就是获奖图书。国外图

画书的获奖数量着实不少，最熟悉的

是美国凯迪克大奖，还有加拿大的

AG 插画奖、澳大利亚的年度童书

奖、新西兰的克拉克奖……“奖项是

艺术标准的一个尺度，也是创作的一

种方向。我倾向于用发展的眼光看待

儿童文学概念。”她表示。

目前我国也有一些不错的非政

府的绘本奖项或评选，既有针对已出

版绘本的，比如丰子恺儿童图画书

奖、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图画书创作研

究中心和国家图书馆少儿馆发起的

原创图画书排行榜，也有针对未出版

绘本的，比如信谊图画书奖、青铜葵

花图画书奖等。这些评奖大大鼓励和

推动了原创图画书的创作和发展。

◆ 向“小”攀登的勇
气，向“深”挖掘的心气

绘本到底给谁看？所谓“适合

0—99岁阅读”是否应成为绘本创作

的追求？对此，胡丽娜认为，在读者

年龄段的问题上，绘本跟儿童文学类

似，儿童文学是为儿童受众创作的作

品，但并不意味着只适合儿童阅读，

绘本也是如此。

在发达国家，绘本已有100多年

的发展历史，图画书的包容性特别

强，对绘本的认识也经历了漫长的发

展历程，因此受众不论年龄，对绘本

的接受度较高。但目前国内的原创绘

本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经历

不断发展和接受的过程。

“仍有许多受众对绘本不了解，

认为绘本只是给低幼儿童的读物，但

许多作者在创作绘本时并没有预设

作品的受众年龄。”胡君说，绘本既

简单又不简单，它简单到任何人都可

以阅读，哪怕是很小的孩子也可以翻

阅；它的不简单在于，创作者需要花

很多心思，从文字的构思到图画的结

构，一帧一帧如同出品一部电影一

般，每一个环节都需一丝不苟地

完成。

李一慢认为，视觉化阅读比较轻

松，图文并茂的图画书相对于厚厚的

文字书更容易被任何年龄段的人接

受。“我认为，目前阅读绘本成人化

是个别现象，但是大人读图画书是值

得提倡的，适合大人阅读的绘本也会

越来越多。”

“绘本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

分。顶尖的绘本作品是可以跨越年

龄鸿沟的。”孙玉虎认为，儿童绘本

要有向“小”攀登的勇气，首先要服

务好儿童受众，而优质的绘本一定

也有适合全年龄段阅读的潜力。

（据《中国文化报》）

苍翠欲滴 汤青（安徽）摄

“‘打个嚯嗨吃嘎嘎，不是我牙

尖。’川渝盆地以外的朋友们如果能

看懂这句话，那算你‘行实’。”这句

“四川味”十足的话，正是成都天府

新 区 航 空 职 业 学 院 开 设 的 选 修 课

“四川方言”的开场白。据报道，为帮

助非川籍学子尽快融入本地环境，

该校特意开设了四川方言课，这门

实 践 性 课 程 的 设 置 在 全 国 尚 属 首

次。消息一出，“方言课”就成为社交

媒体上的热门话题。不少网友建议，

东北话、江浙话也应该在课堂上“拥

有姓名”。

四川方言，又称巴蜀方言，属汉

语西南官话。在历史的绵延发展中，

四川方言不但承载了蜀地悠久的文

明，寄寓了川渝人深厚的人文情愫，

还保存着中华语言文字宝库中许多

珍贵的“活化石”，如出自《太平御

览》中的“胡豆”等，至今活跃在人们

的口语表达中。

遗憾的是，尽管四川通常被认

为是方言较为强势的地区，但也面

临着式微的困境。现在很多年轻人

已 无 法 熟 练 掌 握 四 川 话 丰 富 的 词

语、短语及句式。四川话中由中上古

巴蜀语直接发展而来的岷江话（又

称岷江小片），由于受到相对强势的

成渝方言和普通话的双重影响，处

境更加危急。

保存文化的多样性范本，重要

且紧迫。如果四川话式微的情况进

一步加剧，势必会使以其为根基和

载体的巴蜀文化，如川剧、相书、竹

琴、金钱板等遭受严重冲击，甚至消

亡；在全国范围内来说，其他地区也

存在同样不容乐观的情况。表面上

看，这似乎只是一种语言的发展迭

代现象；从更深层次思考，这种现象

若持续加剧，将挤压传统文化的生

存发展空间。这也是近年来学术界

保护方言的呼声不绝背后的深层忧

思所在。

保护方言，绝不能仅仅停留在

书斋里、纸面上。要让它们在我们的

日常生活中复苏，必须注重方言的

文化熏陶和实践养成，需要当地人

特别是年青一代乐于开口，惯于运

用，才能让方言拥有传承不绝的长

久生命力。从成都天府新区航空职

业学院开设四川方言课程的试水之

举，到云南西盟佤族自治县民族中

学开设古佤语课程，这些实践性探

索都是推进区域文化保护传承的有

益尝试。

2017 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

程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大力推广

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

护传承方言文化”。让方言活起来、

传下去，离不开社会各界的积极行

动，不仅是教育部门要加大对方言

学习的重视和投入，语言学、社会学

的专家学者也应加大对方言的进一

步研究等。唯有如此，或许才能按下

方言流失的“慢速键”。

乐见方言进课堂
李咏瑾

泡饭，是江南人早餐的主角。

生于江南的我，自小和爷爷奶奶

同住，早餐往往是泡饭。爷爷奶奶

就像两座老时钟，一年到头卯时

起床，我常常在睡梦中就听到“噼

哩啪啦”的声响，那是他们在灶跟

间（方言，即厨房）的土灶边煮泡

饭。奶奶忙锅边，爷爷忙烧柴，他

们根本不用叫我起床，只要听到

烧柴的动静，嗅到那泡饭、蒸菜的

香味，我就会自觉地爬起来，奔向

灶跟间，在一阵阵飘渺的热气中

迎来新的一天。

土灶的大锅上有个竹箅子，

下面是清水，上面几个白瓷碗里

的隔夜菜已被蒸透，更入味了。奶

奶总是在水沸时，将昨夜的剩饭

倒下去，待饭“咕噜”几声，便煮

得不粘不稠、颗粒分明，这是奶奶

煮泡饭的诀窍，也有爷爷的烧火

功夫，几根柴烧尽，泡饭就煮到

位了。

泡饭和粥是两个概念。泡饭

讲究饭是饭、水是水。而粥讲究文

火慢炖、水米交融。因煮泡饭的剩

饭是土灶煮成的，定有“镬焦”

（锅巴），所以泡饭中常有脆脆的

米粒，更具丰富的口感。

泡饭之所以吸引我，还是缘

于泡饭的“搭挡”，一碗泡饭全靠

它下。传统的泡饭“搭档”有泥

螺、蟹糊、咸蛋黄、榨菜、咸齑、萝

卜干、腐乳、咸蛋、皮蛋等，另外

就是将昨夜吃剩的菜回锅一下，

滋味又与昨夜不同。我最爱的“搭

档”是霉麸、烤菜、油焖笋，还有

鱼冻。特别是那鱼冻，奶奶冬季常

做红烧塘鱼，天冷，吃剩的鱼汤就

会凝结成冻，色如琥珀、爽滑糯

软，似果冻一般。在寒雾蒙蒙、晨

光熹微的冬日清晨，一口又软又

烫的泡饭，一口又柔又冰的鱼冻，

堪称奇妙的舌尖滋味。

有泡饭的早餐是幸福的。山

岙霜深露重、云雾缭绕，我曾见过

农家人坐在家门口的小溪旁，捧

着一只大瓷碗，碗中刚煮好的泡

饭热气腾腾。一大口泡饭，夹上一

小撮蟹糊，悠悠闲闲地吃着，任那

又咸又鲜的味道在舌尖缠绕，眼

睛却望着山路出神。一大碗泡饭

“呼噜”下去，一束晨光从山顶斜

射下来，覆在人身上，亦覆在沾满

泥巴的各式农具上，泛出彩色的

晕光，一天的劳作就这样由一碗

美味的泡饭拉开序幕。

我在他乡时，早餐往往是两

只包子打发，有时怀念泡饭了，就

用粥替代，伴着咸鸭蛋或油条、萝

卜干，却终究吃不出儿时清晨那

碗泡饭的美好感觉。

好几回，我故意多煮点儿米

饭留着，期待着第二天能吃上一

口热腾腾的泡饭，就算没有泡饭

“搭档”，买根油条，沾点酱油，

“呼噜”下肚也是美事一桩。可这

个想法暂时未能实现，现代人实

在太容易赖床，尤其寒冷的冬晨，

更无法抗拒被窝的挽留，早早起

来煮泡饭。此时，才顿觉，简简单

单的泡饭，平平淡淡的幸福，那一

顿顿令童年的我无比满足的早餐

中，饱含着爷爷奶奶的多少爱意！

我在灶跟间飘出的香气里渐渐长

大，在一碗泡饭里吃出暖意，也吃

出生活的真味。

2020北京新春音乐会
将打造“民歌春晚”

新华社北京 12月 11日电（记者

史竞男）2020北京新春音乐会将于1

月 17日小年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唱

响，汉族、藏族、蒙古族、土家族等不

同民族的老中青少四代歌唱家和民

歌手将用悠扬的歌声，为观众送上新

春祝福。

北京新春音乐会已成功举办 15

届，成为春节期间首都文化演出品

牌，十几年来坚持“雅俗共赏、耳熟能

详、脍炙人口、赏心悦目”的原则，邀

请了来自全国各民族的老中青歌唱

家，如王昆、才旦卓玛、马玉涛、克里

木、蒋大为、关牧村、阎维文、殷秀梅

等；同时，致力于推新人、推新作，全

新演绎民歌作品，如《吉祥三宝》《忐

忑》《丢丢铜》《草原恋》《牧马人之歌》

等歌曲和王二妮、阿斯根、阿木古楞

等歌坛新秀都通过这一舞台获得观

众喜爱。

据 2020 北京新春音乐会总编导

刘国超介绍，本届音乐会以唱民族

歌、过民族节为特色，努力贴近百姓

生活，歌唱亲情、友情、乡情，更好地

传承和发展民歌文化。

丁毅、么红、吴碧霞、石倚洁、吕

薇、扎西顿珠、王凯等一批活跃在当

今舞台上的歌唱家和青年歌手将为

观众带来多首经典曲目，包括文艺扶

贫原创歌曲《一个都不能少》、藏语版

《传奇》、土家族民歌《黄四姐》以及

《帕米尔，我的家乡多么美》《山丹丹

开花红艳艳》《我的祖国》等，一些被

列入非遗名录的地方戏种和民歌也

将在舞台上唱响。

珠峰脚下
“长出”文创产业园

日前，据西藏日喀则市文旅局透

露：中国海拔最高的文化创意产业园

区——珠峰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园区

已初具规模，18条市政道路已建成，

演艺中心、非遗展示展销中心、博物

馆等一期核心区重点单体项目基本

建成。

珠峰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园区位

于日喀则市桑珠孜区，坐落于 318国

道旁。园区功能构成包含“文化+”

“创意+”“旅游+”三部分，目标是成

为“南亚大通道、珠峰大本营、城市新

组团”。相关负责人介绍，3至5年内，

要将珠峰文创产业园打造为集文化

展览展示、精品演艺演出、文化娱乐

休闲、文化创意及非遗产品制作销

售、体育产业孵化、影视拍摄制作、运

动休闲体验、民俗风情、养生度假、田

园休闲体验于一体的大型文化旅游

创意产业园区。

（据《人民日报》）

“杜甫很忙”主题文创
产品设计征集大赛
获奖作品诠释文创活力

本报讯（记者 赵青 实习记者 李
林晅）有以杜甫的著名诗作《春夜喜

雨》为创作灵感，以草堂茅屋、盖碗茶

等为主要设计元素，名为《草堂喜雨》

的小型茶叶过滤器，还有通过生动有

趣的造型，让杜甫古老而传统的形象

焕然一新的《草堂小杜原创 IP 设

计》……12月 13日，“杜甫很忙”主题

文创产品设计征集大赛颁奖典礼在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大雅堂举行，13

个独具特色的文创产品脱颖而出。

据介绍，本次大赛面向社会大众

征集以“杜甫很忙”为主题的文创产

品，自 9月开赛起便受到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征集活动期间，主办方收

到了各大设计机构、设计从业人员及

各大高校的设计作品 100 余组。最

终，专家评审组从艺术性、实用性、时

尚性及市场预期效果等方面进行考

量，评选出一等奖（空缺）、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名、优秀奖 5名，通过网

络投票选出网络人气奖3名。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副馆长李

霞锋说，“此次大赛涌现出了大量优

秀的文创作品，杜甫草堂希望通过这

样的大赛鼓励大家加入传承传统文

化的热潮中，用多元化的创意设计，

多方位加深大众对传统诗歌文化和

杜甫草堂文化的了解，从而鼓励和影

响到更多喜爱传统文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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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是 否 对 小 时 候 看

过的某本图画书记忆犹

新？又是否在教育牙牙学

语的孩子时，和他一起发

现过经典绘本中的美好

与感悟？优秀的绘本呈现

出图文的默契合奏，传递

出丰富的审美，意义毋庸

置疑。

近年来，我国的图书

市场从国外经典绘本占

绝大多数到原创绘本越

来越多，渠道发展规模呈

持续上升趋势，而教育机

构和家长也越来越重视

绘本在儿童成长中的作

用。目前国内绘本创作与

推广的情况如何，如何用

优秀绘本影响更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