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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至今，童书出版已经历70年。70年来，童

书出版无论是主题、形态，还是传播方式都发生了演

变。本文重温70年童书出版的历程，理解童书出版所具

有的独特发展规律与演变原因。

一、70年童书出版发展的基本轨迹

从历史时空转换或当代文化及出版产业发展看，70

年童书出版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初至社会主义进入艰辛探

索阶段之前。新中国出版业刚刚拉开序幕，童书出版随

之进入起步期。1950年，全国国营出版社仅有27家，私

营出版业则有184家。1950年全国出版的少儿读物仅有

466种，总印数573万余册，其中种数的70%、印数的59%

都是私营出版社出版的。[1](11)1952年12月，少年儿童出

版社在上海成立，它是新中国第一家专业少儿出版社，

是以上海的新儿童书店为基础，吸收中华书局、商务印

书馆和大东书局的儿童读物编辑出版部门合并成立的一

家公私合营性质的出版社，1954年并入启明书局、华光

书局等出版机构。1955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启用儿童读物

出版社作为副牌。1956年6月1日，中国共青团中央创办

的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在北京成立。随着“一南一北”

专业少儿社的成立，童书出版力量有所增强，全国地方

出版社的童书出版数量有所增加，1956年，全国出版童

书2 315种（其中新出1 168种），总印数达1.05亿册。这

虽然还远远不能满足儿童读者的阅读需要，却是童书出

版一个大的飞跃。从1960年到1965年，全国总共出版童

书4 967种（其中新出2 394种），总印数2.73亿册，出

书的数量增幅不大，但质量提高了。其间，涌现了一批

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和作品，如张天翼的《罗文应的故

事》《宝葫芦的秘密》，徐光耀的《小兵张嘎》，华山

的《鸡毛信》，秦兆阳的《小燕子万里飞行记》，贺宜

的《小公鸡历险记》，洪汛涛的《神笔马良》，孙幼军

的《小布头奇遇记》，任德耀的《马兰花》，高士其的

《细菌世界历险记》，以及《十万个为什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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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社会主义艰辛探索时期。这时期文艺创

作相对较少，多集中在毛主席语录、革命样板戏等方

面，印刷和出版工作进展缓慢。就儿童文学创作而言，

这一阶段，除李心田的儿童小说《闪闪的红星》、徐瑛

的儿童小说《向阳院的故事》等少数红色读物出版外，

其他的儿童文学作家作品较少。1966年童书出版207种、

2 900万册。1970年出版了104种，主要是连环画和不定

期出版的《红小兵》。连环画基本是根据样板戏改编

的，数量相当少。从1966年到1976年，全国共计出版童

书4 591种（其中新出3 878种），总印数17.42亿册，数

量不少，但这一时期童书出版题材相对单一。

第三阶段，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体是1977年至

1999年。这一阶段可以说是童书出版的新时期。1978年

3月和8月，国家出版局拨出1.3万吨纸，组织十余个省、

市，重印了众多中外文学名著、工具书、科技书和童书

合计4 700余万册，其中，童书有20种、1 900余万册。

这批图书于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国庆节集中投放，引发了

极大轰动，成千上万的读者在书店门前彻夜排队等候。

1978年5月9日，国家出版局委托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了

一次全国儿童文学作家座谈会，时任全国妇联副主任的

康克清出席并讲话，茅盾送来亲笔祝词，叶圣陶、谢冰

心、高士其、韩作黎、叶君健、阮章竞、管桦、柯岩、

刘心武等40多位作家和儿童文学翻译家、诗人及有关方

面负责人出席，在这次会议上，大家疾呼都拿起笔来为

孩子们写作，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

为把童书出版尽快抓上去，1978年10月11日至19

日，国家出版局在庐山召开了全国少年儿童出版工作

座谈会，会议制订了1978年至1980年三年重点少儿读物

的出版规划，提出1979年六一儿童节前出版1 000种童

书、三年内为少儿出版29套丛书的规划。1978年年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童书出版迎来了前所未有的

发展期。1978年到1999年的二十一年，不但是整个出版

业的辉煌发展期，也是童书出版走向繁荣的时期。二十

年来，童书种数从1977年的752种发展到1998年的6 293

种，印数从1.95亿册增长到2.43亿册，再版率从7%上升

到45.9%，印张数从3.48亿印张增长到8.05亿印张。1977

年至1998年，全国总计出版童书75 553种，总印数83.08

亿册，188.04亿印张，比1950年至1976年的出版数量，种

数增长3.1倍，总印数增长3.4倍，总印张增长5.2倍，图

书的质量也有了显著提高，出版了不少精品。[1](15)值得

一提的是，1992年6月北京国际儿童图书博览会签订了版

权贸易和合作出版合同、协议及意向书150多份。[2]1995

年至1998年间，全国少儿出版界与国外出版社进行的版权

贸易有800多项，[1](10)这是中国童书“走出去”的第一步。

第四阶段，进入21世纪至今，是我国童书出版迅猛

发展的阶段。国际童书出版机构看好中国潜力巨大的童

书市场，高度重视与中国的合作，大量国外优秀的童书

被引入中国，中国原创童书也开始走出国门，实现版

权输出，出口到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

韩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特别是在2013年“一带一

路”倡议下，越来越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我

国童书出口的目标市场。[3]这一时期，“哈利·波特”

系列、“丁丁历险记”系列、“林格伦作品”系列、

“冒险小虎队”系列、“蓝精灵”系列、“斯皮鲁”系

列、“贝贝熊”系列、“彩乌鸦”系列等欧美畅销童书

的引进，激发了本土原创童书的创作和出版。据国家

新闻出版署发布的《2017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

2017年，全国共出版新版图书25.5万种，较2016年降低

2.8%，但重印图书25.7万种，增长8.4%；总印数92.4亿

册，总印张808.0亿印张，定价总金额1 731.3亿元。图书

出版实现营业收入879.6亿元，利润总额137.5亿元。2017

年，全国出版童书2.3万种，重印童书2.0万种。童书单品

种平均印数19 323册。而且进入新世纪的2002年至2017

年，童书零售市场连续15年增幅超过10%，郑渊洁、曹

文轩、杨红樱、沈石溪、伍美珍、北猫、杨鹏等童书作

家都位列作家富豪排行榜，2016年曹文轩摘得国际安徒

生奖，成为第一位获得国际童书大奖的作家。无疑，21

世纪的近20年，童书出版产业在整个出版产业中占据了

明显优势，成为出版产业中最具有生命力的一部分，也

为构建儿童阅读文化扮演了重要角色。

二、70年童书出版的主题、形态和传播方

式的演变

第一阶段，童书主题比较集中，形态和传播方式也

相对单一。从内容和主题看，童书主要有歌颂领袖和英

雄人物的红色主题读物、红色儿童文学作品和知识读物

三种。童书出版的形态主要有三种：一是插图书，二是

纯文字书，三是连环画（也称为小人书）。 其中，小

人书也被儿童文学界和童书出版界认为是新中国成立后

的原创图画书，但笔者认为，小人书不能简单地归于图

画书或原创绘本，因为小人书与真正的图画书和绘本存

在较大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创作

初衷不一样，也就是读者概念和对象不一样。1949年的

连环画，内容大抵以神怪和武侠故事为主，完全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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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消闲的工具。新中国成立初期，旧连环画有牢固的

群众基础，在数量上也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在全国各大

城市，有害的旧连环画占总数的8%以上。[4]新中国成立

后，连环画经过改造，有的成为扫盲读物，有的成了儿

童读物，承担起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工具角色。二是它

们的主题和题材也不一样。图画书（绘本）是西方童书

的一个品种，是一种综合运用图画和文字，共同创造故

事的，以图为主、以文为辅的书。图画书大多以大幅独

立的图画为主体，以孩子熟悉的生活事物为题材，以亲子

共同阅读为阅读方式，被视为幼儿学习的适宜读物。[5]欧

美图画书的故事大多是生活故事和童话故事，其题材都

与儿童的思维和生活密切相关。三是它们所起到的作用

和价值不一样。小人书是教育主题，承担着主流意识形

态的灌输作用，因此，一般都是成人作品的改编，带着明

显的教化作用，而绘本是以美育人，主要为亲子启蒙。

第二阶段，童书主题、形态和传播方式都相对固

定。回顾新中国成立后的童书发展，发展相对缓慢，少

数儿童读物的形态和传播方式也相对单一，但也在艰辛

探索中不断前行。

第三阶段，童书主题丰富多元，形式也相对多样，

但传播方式依旧比较传统。从内容和主题看，这一时

期的童书以儿童文学作品为主，科普和科幻童书开始成

为比较重要的门类，教育色彩浓厚的童书也占据相当的

比例。从形态看，以纯文字书、插图书、图画书为主。

纯文字童书主要是儿童文学和科普作品，这一时期，受

到大的文学环境的带动和影响，不少作家热心为儿童写

作，葛翠林、金波、孙幼军、曹文轩、秦文君、张之

路、黄蓓佳、常新港、刘健屏和吴然等纷纷投入写作，

儿童文学创作和出版出现了一个高潮，叶永烈、郑渊洁

的幻想文学和童话赢得了儿童读者的喜爱并成为畅销书

作家，郑渊洁童话首次实现书刊互动，成为儿童文学创

作和出版的新形态和新方式。小人书在这一时期正常出

版，但已经更多地考虑儿童阅读的需要，从内容筛选到

制作形式都尽可能考虑儿童的趣味，因此，小人书无疑

成为童书出版的一种自觉的形态，小人书和从欧美引进

的图画书一起构成了一种相互映衬的视觉类童书（或称

读图类童书）。这一时期，童书市场还有日本漫画书，

以及受日本漫画影响而产生的国产漫画和卡通读物，以

及影视同期书。从传播方式看，这一时期的童书主要是

通过新华书店传播、销售到读者手中，网络书店还未形

成，儿童阅读也以纸质童书阅读为主。

第四阶段，童书出版主题更加丰富，形态和传播方

式也更加多元。在主题方面，童书出版既有主题出版，

包括革命战争题材和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也有重述历

史和表现传统文化题材的图书；还有科普读物和纯美的

儿童文学作品。启蒙类童书、科普知识类童书、文学类

童书、游戏益智类童书等，各种内容和题材都可以在童

书中呈现。在形态方面，原创图画书和引进图画书一道

构成了精彩的图画书世界。当然，纯文字书是主流，儿

童文学类童书成为童书中最具有读者号召力和市场效应

的童书种类。插图类童书的形式也逐渐多样化，有漫画

书、美绘本、插图书、桥梁书等，都是图文结合的童

书。其中，欧美图画书（绘本）也开始大量走进儿童读

者的视野，桥梁书因为介于图画书与纯文字书之间，成

为小学低年级学生过渡性读物。

此外，也有其他使用了塑料、布和金属等不同材质

和形式的适合幼儿的童书，还有立体书、AR童书、电子

书、有声读物（听书）等。利用AR技术设计的童书，能

有效改善书籍的平面符号给儿童带来的距离感，更容易

让儿童感到有趣，进而愿意动手尝试操作，搭载AR方式

的内容呈现，可以极其形象地展示诸如太空、恐龙、地

球全貌等内容，素材更加形象和丰富。如中信出版社出

版的“科学跑出来了”系列童书就成为AR童书的爆款。

VR技术在童书出版中也得到运用，如北京少年儿童出

版社与易视互动合作编制的“大开眼界：恐龙世界大冒

险”系列丛书就很好地利用了VR技术。这套童书通过手

机APP和附赠的VR眼镜实现了跨载体媒介融合，由此创

造出虚拟的恐龙世界，极大地提升了少年儿童读者的阅

读体验。

这一时期，从传播方式看，童书出版正随着新媒介

的发展，进入“大营销”阶段。新媒介环境下，传统

的图书推广和营销方式发生了巨变。童书有新华书店渠

道、网店渠道、各大线下和线上零售渠道、出版社自营

渠道和学校直营渠道，还有社会阅读推广机构的宣传营

销渠道，也有微博、微信和公众号的营销。新媒介最大

的特点是打破了传统和新兴媒介的边界，融合生成了新

的媒介渠道，个性化、群体化、自媒体的营销媒体应运

而生。[6]

因此，童书出版随着整个出版形态的数字化转型，

自然进入了数字出版阶段，童书有能力实现纸书与手机

等数字媒体终端的自由转换，通过AR或者APP等方式，

实现多屏互动和多媒体互动。于是，在传播与接受方

面，童书的电子书阅读、Kindle、iPad阅读和手机阅读成

为一种普遍现象，且朗读和有声阅读成为一个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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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70年童书出版主题、形态和传播方式

演变的内在原因

70年童书出版每一个阶段发生的主题、形态和传播

方式的演变，均是有特定原因的，有的是政策性原因，

有的是其他原因。

1. 政治意识形态与政策的变化

童书出版的主题、形态和传播方式的演变有一个重

要因素，就是政治意识形态和出版政策的变化与调整。

从70年发展过程中畅销书的出版传播历程发现，[7]政治

意识形态直接影响了图书的主题、出版业的文化选择，

也直接影响了读者的接受。从红色儿童文学到党的十九

大以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题材、现实主义题材儿童文

学的出版，都表明童书受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的一个最大

表征，就是不同阶段对国家政策、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映

和表达。

其他出版政策的变化也对童书出版有深刻影响。如

2006年，为推动我国原创童书崛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

启动了“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其中就有一个

“一百”是文艺与少儿类原创图书。这一年，中宣部

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

年人出版物出版工作的意见》，表示要加大政策投入，

建立有利于未成年人优秀读物出版发行的长效机制。国

家新闻出版总署将在书号、刊号、版号等出版资源和资

金、评奖奖励等方面对未成年人出版物予以倾斜和支

持，鼓励多出精品。[8]这为后来的童书出版增速提供了

政策动力，童书出版迎来了“黄金十年”。

新时期以来，童书出版进入飞速发展期和繁荣升温

期，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即新闻出版管理机构的改革。

为加强对新闻出版业的管理，1985年7月，国家版权局成

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一些地区也先后成立了版

权局。1987年1月，国务院成立了新闻出版局。2001年3

月，经全国人大会议批准通过，新闻出版署改为新闻出

版总署。这一决定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出版业发展

的现状，经过慎重研究做出的，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

新闻出版业的高度重视，也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发展和加入WTO的需要。

2. 学校教育和社会儿童阅读环境的变化

童书出版的主题、形态和传播与接受也受到学校教

育的影响，学校教育的取向和方式以及对中小学生课

内外阅读的举措，对童书出版有很大的制约作用。学校

教育与童书出版协调行动，成为童书传播和接受的一个

重要渠道。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到了新时期，学校

教育和儿童阅读环境有了很大改变，启蒙思维和科学教

育理念得到重视，童书的主题发生了变化，传播和接受

更大众化。学校教育也越来越倡导儿童本位，倡导阅读

多元化，并尽可能地给儿童提供更多的接触优质童书的

机会，而社会阅读机构，包括社会儿童阅读推广活动也

越来越专业化，于是，童书出版进入了一个作者、出版

社、学校和社会儿童阅读推广紧密互动的一个阶段。

3. 家庭教育观念的变化和家长素养的提升

我国童书出版市场需求旺盛，充满活力，也充满机

遇，与民间的关注和重视是分不开的，这民间的力量就

来自社会大众、家庭和家长。中国历来有重视儿童教育

的传统，无论经济状况如何，社会与家庭在孩子文化学

习上的投入目标明确、意愿强烈，这很大程度上促进和

扩大了童书的消费。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

济的发展，城市中产阶级家庭数量的扩大，国民文化消

费力增长，家庭文化建设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目前城

市里大部分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少数家庭有两个孩子，

孩子自然成为家庭的核心，家长们在孩子的教育和成长

方面的投入可以说是不惜代价、全力以赴，为儿童成

长助力服务的童书出版自然从中受惠。“70后”和“80

后”逐渐成为幼儿和小学生家长，他们普遍接受过大学

教育，且相当一部分还接受了研究生教育，文化素质较

高，对儿童教育和家庭阅读很重视，也能比较好地理解

童书的作用和价值，他们愿意在童书购买方面投入，也

愿意亲身实践亲子阅读，自觉营造家庭阅读环境，同

时，“70后”和“80后”家长对童书的主题和形态也有

新的诉求。这都成为童书出版的主题、形态和传播方式

变革的外在驱动力。

4. 信息方式和传播媒介的变化

不同的信息方式和传播媒介对童书出版的影响和推

动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不同时代的出版传播生态环

境决定着不同时代童书出版的选题结构、主题内涵、出

版形态。

1949年至1977年近三十年间，大众媒介传播主要以

报刊为主，因此童书出版的宣传、传播主要通过纸质媒

介来进行。一些儿童文学作品和一些童书经过电影改

编，传播得更广泛。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一些主流

儿童文学作品，包括红色儿童文学经典，如《鸡毛信》

《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等改编成连环画后广受欢

迎，它们改编成电影后，更是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品。

1978年至1999年这二十一年，大众传播媒介除报

刊、电影外，电视也普及到每一个家庭。因此，这一



052   2019.9      书 业

阶段童书出版与报刊、电影和电视等媒介形成了互动。

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网络开始出现，童书出版未受影

响，但这一新的媒介对整个文学创作和出版的影响已见

端倪。2000年以后，童书出版的媒介环境大变，纸质媒

介和电影似乎已变成传统媒介，而网络、新媒介（包括

手机）等成为童书出版传播的主要方式，童书主要依托

网店销售，且电子书阅读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文

字、图像、影视和声音相结合的传播既便捷也易于接

受。2008年以后，网上书店一直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

开卷的调查数据显示，其每年保持20%的增长，2019年

网店销售童书占码洋比重达28.85%，可见网络传播媒介

对童书出版与传播的影响之大。

5. 出版的变革与监管

1949年以来，我国出版政策多有调整和变革。有学

者认为，自1978年以来，我国出版体制改革经历了四个

阶段：改革开放开始至1985年，重新确定出版方针；

1985年至1995年，出版业迅速发展，“一手抓繁荣，一

手抓管理”；1995年至2000年，出版工作转入理性发展

阶段，发行体制改革是“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

图书大市场”；2000年至2004年，集团化、股份制、转

制试点整体推出。[9]改革开放40年来，出版业逐渐由事

业单位到市场导向，再到媒介融合与资本化融合的转

型，其发展历程大致可以看出是由政治化向市场化逐渐

演进，且图书出版在政治和市场之间寻找平衡点和结合

点，开辟一个中间地带，即回到对读者及其阅读状况的

关注上来。出版业的这种变革对童书出版的影响是内在

的，也是外在的。当然，70年童书出版的主题、形态和

传播方式无论怎样变化，都要受到图书出版监管制度的

制约。

我国图书出版监管一直是相对严格的，主要表现在

五个方面：一是政府一直对出版业进行严格监管，不但

严格控制全国出版社的数量，还原则上不批准设立新的

出版社；二是对图书内容实行审查制度；三是以书号调

节的方式，对各出版社所出版图书的种类和数量实行计

划控制；四是对出版社的经营范围实行严格限制；五是

对图书的价格实行监管，尤其是对中小学教材实行国家

定价制度。此外，对中小学教材以及党和政府重要文件

的出版发行进行监管，对重大选题出版的出版发行进行

监管，对以版权贸易方式进行的出版活动进行监管，对

境外出版物进口和销售进行监管，对大型出版物的发行

进行监管。这些都对童书出版的主题、形式和传播方式

有影响。

整体回顾和梳理70年童书出版的发展，归纳其主

题、形态与传播方式的变革，不难发现，70年童书出版

取得了巨大成就。童书出版在为国家、社会培养高质

量、创新性人才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引领儿童成长，

塑造民族未来方面也发挥了巨大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童书出版逐渐由单一变得多元，由传统出版到融

合出版，由单纯卖纸书到提供知识服务产品，取得了持

续发展与进步。随着国际出版产业发展步伐的加快，中

国童书出版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从“引进来”到“走

出去”，从内容输出到品牌的输出，从建立国际出版分

支机构到实现本土化经营，在国际童书舞台上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

2017年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进入新时代，新时代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势在必行，童书出版产业也必将

进入新的发展期和繁荣期，这是一个值得重新定义的时

期。新时代刚刚启幕，童书出版产业的大发展是一个未

完成时，但有理由相信，童书出版会迎来新的发展机

遇，会形成新的格局，并创造新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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