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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书市场的细分化趋势，在 1—5 月的
好书品读童书榜上得到了印证。同时，我们
也从童书榜上看到了传统文化主题童书持续
走热，科普百科类童书增速依旧明显，原创
童书有了更为广阔的舞台。避免简单复制
和跟风，持续在内容上下功夫，坚守童书
本质是出版者不变的追求，梳理连续几个
月的好书品读童书榜可以发现，吸引读者
目光的，一直都是那些具有独特风格和深
刻内涵的作品。

书页翻动间，与文明对话

历史与传统文化选题已然成为童书的热
门选题。什么样的图书能打动小读者，引领
他们体悟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
纵览入选 1—5 月好书品读童书榜的图书，
不难发现，那些能将中华文明史铺展开来，
让青少年与五千年历史对话的图书，不仅有
市场，更有口碑。可以说，这些文史类童
书，无论描绘历史长河的浩荡，还是从某一
领域巧妙切入，都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
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鲜活注脚。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中，动人的故事如繁
星般璀璨夺目，而这些图书让一个个故事跃
然纸上。在书中，历史不再是必须死记硬背
的一连串年代，传统文化也变得可亲可感，
孩子们在阅读的过程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自然而然产生了好奇心，进而在兴趣的引导
下，成为文化的传承者。

值得点赞的是，一些图书从策划之初就
大胆突破，不再满足于让孩子们简单地了解
历史事件，而尝试给他们打开更为广阔的视
野。写作者和出版方不仅能够站在少儿的视
角，运用合适的文字来表达，更加注重如何
将专业内容转化为青少年群体易于接受和理
解的形式，以书为舟带着他们文化溯源，清
晰地梳理中华民族历史脉络，探寻中华文明
的生生不息。就像《世界里的中国》一书，
以关注当下的视角，阐述历史发展的大逻
辑，凸显中国道路的蓬勃活力和昂扬自信，
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历史观。

《中国——我们的文明从哪里来》则以中式
美学勾勒美好传说，探寻早期文明，帮助孩
子构建文化认同，筑牢成长根基。这些关注
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童书好像一架可以穿越古
今的时光机，让青少年在字里行间读懂“中
国何以成为中国”，在思想碰撞中回答“少
年何以成为希望”。

从 1—5 月好书品读童书榜的图书看，
为小读者们讲述文明的方式更加丰富，富有
创意的选题越来越多，有的书让大运河化身
为一位智慧老者，讲述自己如何从无到有，如
何发挥航运功能，如何带动沿岸城市发展，如
何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有的书把考古学专家
请来，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考古不是挖
宝，而是为沉默的文明代言”。通过零距离的
交流，让小读者感受一件文物在泥土剥离，重
见天日之时带来的震撼与激动……这些上榜
童书让我们看到，出版人正在从多个角度尝
试让文物、非遗等在书中“活”起来，“动”起
来，让小读者有兴趣、看得懂。

红色故事中，读懂昨日今朝

《小兵张嘎》《王二小》《鸡毛信》《小英
雄雨来》《闪闪的红星》……这些耳熟能详
的革命历史题材故事、英雄形象已经深深扎
根于我们心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2025 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一些抗日战争题
材图书脱颖而出，用文字缅怀革命先烈，
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
血脉。这些作品根据真实历史事件创作，生
动诠释中国人民如何被侵略者拉入战争的深
渊，又如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起反抗、
扭转命运。可贵的是，作家们以儿童视角书
写，以孩子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讲述战争
与成长，谱写了一曲曲成长与抗争的交响。
在《孩子剧团》等作品中，少年们历经战争
的磨难，却展现出非凡的爱与勇气，不管是
大读者，还是小读者，都能从书中感受到
团结与希望的精神力量。这些书中有家国
风雨，更写出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永不
屈服的性格。在字里行间，我们仿佛看到
了先辈们用生命誓死守护家园，也让我们
倍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合上书的时
候，我们最想告诉他们：山河已无恙，吾辈
当自强！

新时代的山乡巨变，总会给人带来新鲜
感，发掘乡间的温暖故事，用诗意的文字描
绘广袤祖国大地，一批原创图书依然聚焦乡
村振兴，将乡村生活的美好与朴素展现在了
读者面前，更传递出一种阳光、乐观的生活
态度。这些作品或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丰富土壤，或深入挖掘山乡巨变背后蕴含
的生动实践和精神富矿，让读者见证了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乡村蝶变，看到非
遗如何焕发出新的光彩，正是因为有了一
本本尝试从不同角度切入的图书，才让我
们多维度、立体化地看到了新时代乡村的
勃勃生机。

奇思妙想里，破解生命密码

儿童文学的生命力在于原创力，生态文
明主题的儿童文学则是作家通过对自然、
生命的书写，探索人与自然生命的关系，
让小读者拥有与大自然共情的能力。毕
竟，如今生活在城市中的孩子们已跟田园
乡野产生了距离，而生态文明主题童书不
遗余力地弥补了孩子们的童年缺憾。《生命
的院子·小野兽》 里充满烟火气的一方天
地，《藏在石头里的马》里奇妙的草原探险
之旅，《童话边城》里一只在新疆阿勒泰地
区游历的小熊，都在用风声雨声、花香鸟
鸣告诉小读者，全身心地投入到自然中就
会被疗愈，大自然就是最好的老师，教给
大家如何对抗孤独，如何直面困境，如何
与世界和谐共处。

科普类童书延续着近年来的高速增长态
势，为大国重器做好科普是时代之需，也是
读者之盼。《复兴号，贴地飞翔的中国龙》
讲述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追赶到并跑再到
领跑的巨变；《嫦娥揽月》讲述探月工程的

“绕、落、回”……这些图书以孩子喜闻乐
见的方式，将高深的科技知识转化为生动有
趣的故事和图画，让孩子在轻松的阅读中感
受科技魅力，这些童书的讲述角度不同，讲
述方式不同，但中国智慧、中国精神同样蕴
含其间。以科技之光照亮孩子们的阅读之
路，是科普类童书的共同愿景。

童年的想象和对科学的向往，是人生不
断探索前行的动力。无论当前科技发展多么
炫目，科幻作品给孩子内心的启发都是无可
取代的。《重返白垩纪》《美丽星来的绿色飞
猴》这类科幻类童书，会悄悄地在孩子心中
埋下热爱科学、勇于想象的种子，相信这些
充满奇思妙想的作品也会对他们的未来产生
深远影响。

童书榜

原创作品走向更广阔舞台
□本报记者 韩萌萌

绘本，作为一种文字与图画共同参与叙
事的儿童读物，不仅契合儿童的认知特点，
而且对儿童阅读兴趣、情感连接、文化体验
的培养产生积极作用，1—5 月的好书品读
绘本榜上就能找到许多例证。

绘本在短短的几十页里构建温暖有趣的
故事，让尚不认字的小孩子爱不释手，他们
的阅读兴趣就在一页页充满想象力的图画中
被激活，只有当小孩子自己从阅读中体会到
快乐，才会真正地爱上阅读，这也是家长、
学校，乃至全社会希望看到的。

绘出文化的千姿百态

中国原创绘本有着丰厚的文化滋养，
创作出的内容自然就包罗万象。在中华上
下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太多故事
可以讲给孩子们，不同的绘本发挥各自长
处，选择不同的角度，用贴近小读者的传
播方式，讲述悠悠文脉，描绘大好河山。

在 1—5 月的好书品读绘本榜上，有的
绘本取材于民俗文化、节日时令，有的依
托或改编自历史故事、神话传说，还有的
从非遗等题材中汲取灵感，共同向小读者
展示瑰丽多彩的传统文化与艺术，我们珍
视的传统也在这一本本图书中传承下去。
比如，《贴春联》《四时吉祥·清明》等全景
式勾勒中国传统节日，以细腻的笔触展现藏
在中国人血脉中的文化基因，这些书中充满
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细节，让小读者知道了每
个节日、节气做什么，也明白了为什么，以
更好地将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绘本面向的读者
群是懵懵懂懂的孩童，他们也许还记不住更
多的知识，还搞不清复杂的逻辑关系，但是
绘本用丰富的色彩、充满想象力的构图，以
及孩子能看得进去的情节，让他们在轻松愉
悦的阅读中积累文化底蕴。比如，“中国神
话有多美”系列，用夏布、漂漆、烧箔、纸
艺雕刻等非遗手工艺，展现独特东方美学。
5个经典的中国神话，让孩子在轻松愉悦的
阅读中了解传统文化，激发想象力。《云冈
石窟》百科绘本，用生动细腻的插画和通俗
易懂的语言，将云冈石窟中重点洞窟的精华
展现给少年儿童，提供传统文化知识和审美
能力培养。

一些传统文化题材的绘本融入现代技术
手段，例如，《北京的中轴线》一书包含了
由历史科普博主领讲的音频，不仅带着小读
者一起领略古代皇家宫苑等建筑之美，还深
入讲解北京城古韵与现代繁华的完美融合。

《小京狮游中轴线》以石狮子为主人公，讲
述了中轴线区域 10 余个重要地点的风貌、
历史与传说故事。作品结合文化典故和当下
小读者的文化通识教育，串联起今天孩子们
的生活，传播历史文化知识。

引出自我发现的旅程

绘本故事中那些以作者童年生活和成长
经历为素材创作的作品总会引起深深的共
鸣，这类作品凝聚了作家真切、独特的生命
体验，为孩子提供了丰富的成长经验，有一
种直击人心的力量。《爸爸和我》是一本浸
润亲情之作，用一条“红围巾”串联对父亲
的思念。《半个树桩》这本书，就是作者薛
涛童年记忆的重现。在故事里，只要树桩还
在，森林就不会绝迹，它是树木留下的一个
伏笔。在这些充满脉脉温情的作品中，怀念
之情升华为艺术形式，在充满意境的图像

中，凝聚着丰富而内敛的情感，从中我们读
出一些朴素的智慧，也领悟了生命的善意、
体恤到万物的悲悯。

“我和别人不一样怎么办？”“我很孤独
怎么办？”“我不漂亮怎么办？”“大家都不
喜欢我怎么办？”在成长过程中，孩子难免
会有各种各样的小烦恼，积极的自我认知
对孩子成长具有重要意义。暖心的绘本故
事，带领孩子踏上寻找自我的旅程，引导
孩子发现自己、认识自己、悦纳自己。一
些绘本用幽默的方式告诉小读者，有缺点
没什么大不了，重要的是如何接纳不完美
的自己，因为真正的自信，从爱自己开
始。就像“做自己真好”系列之 《小狼小
狼几点啦》 这本书，作者周晓枫用细腻、
生动、活泼的笔触为孩子构建了一个充满
爱的世界，用孩子能理解的方式，诠释了
成长路上的小困惑，引导孩子悦纳自我，
培养开朗、自信的性格，勇敢快乐地拥抱
世界，学会感知爱、传递爱。

看见孩子、接纳孩子、包容孩子的绘
本，循循善诱地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是非
观、善恶观，正如彭学军谈到《兔子刚好路
过》时所说的，“‘善’只是一枚小小的种
子，每个孩子都有。有的可能埋得深一些，
可一旦被看见，被鼓励，就会破土而出……
直至绿荫婆娑。”很多绘本都是这样，不会
随意评价和说教，用接纳、包容、睿智的态
度讲述故事，相信小读者会自己感悟到故事
里的善恶观，感受绘本中的真善美。

道出世间万物的奥秘

面对变幻莫测的大自然，孩子们总会发
出这样那样的疑问，这其实是他们的好奇
心，自然主题的绘本满足了他们对自然奥
秘的探索和想象。这些绘本描摹生机勃勃的
大自然，传递尊重自然、亲近自然、爱护自
然的观念。

书单中的自然科普类绘本，从千变万化
的大自然中找到一个小切口，用气势恢宏的
画面，或者细节满满的特写，让小读者感受
到原来大自然就在身边，正等着他们去发
现。《长白隼》《黄河口的东方白鹳》这些绘
本具有多种功能，既普及湿地、鸟类等科学
知识，呈现祖国山河的壮美，又阐释亘古不
变的自然法则，字里行间传递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性，饱含人文关怀和生命主题教育，正
是因为集科学性、艺术性和文学性于一体，
这些绘本才能获得更多的情感共鸣，才会拥
有更长的生命周期和市场潜力。

如何以绘本的方式向小朋友普及环境保
护理念？《我是木木：一棵树的循环之旅》
以一棵树的视角，开启漫长旅程，“我”变
成了作业本、纸袋，最终，“我”成了图书
馆里的一本书，通过这样的方式展示了木
材循环利用，告诉小读者要保护环境、节
约资源，并强调纸质阅读的重要性，培养他
们的阅读兴趣。绘本表达绿色发展理念的方
式还有很多，《绿色生命：地球上的植物故
事》一书中，有一棵看上去很悠闲的树，没
有风的时候，它一动不动，悄无声息地矗立
在阳光下，但实际上，这棵树非常忙碌……
这本书从一棵树的光合作用，追溯到数十亿
年的植物演化史，直观形象地描绘了植物的
特性及其对人类的重要性。

这些绘本从孩子们身边能接触到的植
物、动物入手，让他们在阅读中感知自然规
律，为孩子们打开一扇窗，让他们感受自然
的魅力。

绘本榜

左手托美育 右手传哲思
□本报记者 韩萌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