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3 年，叶圣陶所著的《稻草人》出版，这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童话集。百年来，中国儿童阅读生机蓬勃，涌现出一批批优秀作品，走出一条绚丽辉煌又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这些优秀儿

童阅读作品拥抱儿童，深入童心，扎根中国大地，紧贴儿童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感动和影响了无数少年儿童，成为一代人的共同记忆，也成为常读常新的经典著作。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追梦路上”栏目推出特别策划，关注儿童阅读、关爱儿童成长，讲述 5 位业界人士推广儿童阅读、滋养儿童心灵的故事。优秀的儿童阅读作品让人终身

受益，愿未来有更多人投身儿童阅读事业，在孩子们心里播下热爱的种子，开出绚烂的花朵。 ——编 者

5 月 21 日，恰逢小满。一阵雷雨

过后，77 岁的蔡皋来到精心打理的楼

顶花园，仔细观察满园花草。青翠的

枝叶、多彩的花瓣，在水珠的点缀下愈

发精致可爱。拿出随身携带的笔记

本，老人用笔描绘雨后植物的姿态，用

心和它们对话。

“人心如植物，皆向阳而生。无论

人 还 是 植 物 ，生 长 的 力 量 都 来 源 于

根。”蔡皋说，目前她正围绕“根”这一

主题收集素材，开展全新创作。

蔡皋，湖南长沙人。上世纪 70 年

代末，她开始从事图书美术编辑和儿

童插画创作，推出了数十本绘本作品，

包括《桃花源的故事》《花木兰》等。她

的作品，往往富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

化特色，融合了自然之美、生活之美，

基调温暖美好，深受少年儿童喜欢，也

治愈了不少成年人。

1993 年，蔡皋创作的《荒原狐精》

获得第十四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儿童

图书展（BIB）“金苹果”奖，她成为获

得该奖项的第一位中国人。

随着年岁渐长，蔡皋被读者们亲

切地称为“绘本奶奶”。“我总是怀着最

朴素的念头，要给孩子们创作一本本

童话书，把自己的生活体验通过绘本

的形式表达出来，把中国传统文化的

力量传给一代又一代人。”

儿时外婆口中吟唱的民间童谣，

让蔡皋受用一生，也为她的创作提供

了源源不断的养分。数十年来，她把

传统文化中的美和力量，化作一个又

一个故事、人物，传递着向上向善的人

生观、价值观。她的画作，融合了民间

绘画风格，线条真挚、色彩饱满、童趣

十足。

“我创作的绘本里，没有一个细

节是多余的，每一笔都有我埋下的心

思，等着读者来发掘。”蔡皋未曾接受

过正规的美术教育，日常生活和大自

然就是她的美术老师。她花时间经

营楼顶的“百草园”，感知草木的生命

力；她走进夜色中的闹市，观察和倾

听年轻人的生活……这些扑面而来

的生活气息，都被她记录在随身携带

的笔记本上，用热爱生活的心

发现美好、定格美好。

“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

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蔡皋

每天仍然坚持阅读、坚持记录、

坚持创作，“在孩子的心间点一

盏灯，让他们循着光亮前行，追寻

人生的光明。”

“绘本奶奶”蔡皋：

在孩子心间
点一盏灯
本报记者 王云娜

很多个夜晚，点开手机上那个

憨态可掬的光头戴眼镜图标，在亲

切温暖的声线中，孩子们满怀期待

地踏上神奇之旅，完成一次次开拓

想象、认知世界的听读体验，伴着美

好的故事进入梦乡。

如今，在手机上听故事，已成为

很多孩子的习惯。对于一些年轻家

长而言，“凯叔讲故事”并不陌生。

《凯叔西游记》《凯叔三国演义》

《口袋神探》《神奇图书馆》……这是

创始人王凯 9 年来倾力打造的“凯叔

讲故事”系列产品。从初始一个人单

打独斗，到后来一支队伍集成作战，

他在儿童有声阅读领域越做越大。

王凯曾是著名主持人、影视配

音专家，名副其实的“金嗓子”，踏入

儿童有声阅读领域却是一个偶然。

王 凯 笑 言 ，女 儿 是“ 故 事 吃

货”。“当时，孩子每天缠着我讲故

事，不在家时也要求把故事录好。”

他说，他将录制的故事音频分享到

孩子的幼儿园群，意外收获了一批

忠实小粉丝，并亲切喊他为凯叔。

为方便孩子们听故事，他注册了“凯

叔讲故事”微信公众号，并于 2014 年

4月创办“凯叔讲故事”品牌。

“我们中华文化里面有很多优

秀传统经典名著，却少有专门针对

儿童的版本。”王凯决定要用孩子们

听得懂的语汇，把经典名著讲给孩

子们听。

他最开始做的是《西游记》的原

创性改编。写作、打样和录制足足用

了 3 年时间，王凯写出 70 多万字，把

西游记改编成适合孩子听的版本，帮

助孩子打开欣赏古典文学的大门。

《凯 叔 西 游 记》系 列 自 上 线 以

来，收听量近 8 亿次，受欢迎程度可

见一斑。几年来，王凯和团队通过

原创改编及精湛演绎，将名著、国学

经典、红色故事等内容讲给孩子听，

推动中华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代

代传承。

至今，“凯叔讲故事”APP 已上

传儿童内容超 4.3 万集。在发挥儿

童优质原创内容的优势下，“王凯讲

故事”始于音频，不止于音频，如今

已经衍生出图书、硬件、动画片以及

更多元的业务形态。

如今，王凯依然活跃在内容创作

生产的一线，用一个个好故事陪伴孩

子们的童年。“创造优质内容，让孩子

在快乐中成长，是我们的永恒追求。”

他说，希望通过不断努力，让孩子们

阅听到更多优质的儿童故事，引导大

家爱上阅读，健康成长。

儿童有声阅读推广人王凯：

用美好的故事
陪伴童年
本报记者 潘俊强

“今天孩子的课外读物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多，问题是如何让他们在学

业之外的有限时间里，读到应当在青

少年时代阅读的好书，那些能对他们

的生命产生正向能量、触摸到人类精

神天空的好书，让他们成长为充满热

情、善意、有大情怀的人。”

74 岁的梅子涵满头华发，每当谈

到要让孩子读好书时，那份天真、热情、

乐观，便绽放在脸上，不会随着岁月而

衰减、消逝。“我们都要来当‘点灯人’

‘摆渡船’‘种树的人’……”他说。

“点灯人”等意象，是梅子涵近些

年来反复提到的。他认为，在推广儿

童阅读的漫漫长路上，学校、老师、家

长都应合力扮演“点灯人”的角色，作

为儿童文学作家的他更是责无旁贷。

梅子涵走上儿童文学创作道路，

有些偶然。他是新中国同龄人，大学

时代开始文学创作，有写给成年人阅

读的小说，也有儿童文学。短篇《马老

师喜欢的》获得了 1980 年度儿童文学

大奖，此后多年，对于儿童文学意义的

思考与认知，让他作出了选择，并越来

越专注而坚定。《女儿的故事》《戴小桥

和他的哥们儿》……一本本写下来，直

到现在。

“文学阅读不能变成语文课本的

学习，不能划出统一标准，应是松弛、

有余地的，每个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

段会有不同的理解，有人看到屋檐、门

槛，有人注意到树梢、天空。不是非要

看 到 哪 一 种 ，才 算 实 现 了 阅 读 的 目

标。”梅子涵说。

从上世纪末陆续在几家电台和报

纸上开辟专栏推荐童书开始，近 20 年

来，推广儿童阅读逐渐成了梅子涵的主

业之一。启蒙儿童亲近母语，与出版社

合力开展“摆渡船”阅读论坛活动……

梅子涵想让更多孩子在短暂而珍贵的

童年时代，读到美丽而伟大的作品。

“阅读是日常的一日三餐，不是嘉

年华，不能搞仪式。”梅子涵又一遍细

细讲起斯蒂文森的儿童诗《点灯的人》

和让·焦诺的《种树的男人》的故事情

节。那个每天日落后扛着梯子走来点

亮街灯的成年人，成了照亮一个孩子

的人生榜样；那个在荒野里不断种树

的无名牧羊人，终有一天会让世界葱

茏起来。“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实现无穷

大的改变，但一定能实现一些意义，比

如让孩子在阅读里感受温暖和善意，

更有想象力，开心而健康地笑一笑，都

是很大的意义。”

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

拥抱阅读
感受温暖
本报记者 姜泓冰

2009 年，带着封皮都被翻掉的

《十万个为什么》，刚参加工作的王

慧第一次走进少年儿童出版社自然

读物编辑室，请编辑们给自己少时

珍藏签名。一屋子编辑乐了，大笔

一挥给新同事签了名。

如今，王慧已是少年儿童出版

社十万个为什么分社副总编辑。14
年间，她想方设法买齐所有版本的

《十万个为什么》，珍而重之收藏。

“《十万个为什么》陪伴了几代人，凝

聚了太多美好的记忆。”王慧说。

《十万个为什么》是少年儿童出

版社 1961 年编辑出版的一套青少

年科普读物。60 多年来，这套书先

后出版了 6 个版本，累计发行量近 2
亿册，成为中国科普图书中最响亮

的品牌之一，影响几代青少年走上

了爱科学、爱探索的道路。

进社不久，王慧便赶上《十万个

为什么》第六版启动编纂。与旧版

相比，第六版内容近九成都是全新

的 。 其 中 收 纳 的 4000 余 个“ 为 什

么”，部分选自面向全国少年儿童征

集而来的问题。

大家对这套书的热爱让王慧深

深感动。当时，出版社走访 40 多所

中小学校，发放 1 万多份问卷，收到

3 万多份回答，不少问卷是老师与

孩子们自发复印的。一位老师将几

包问卷直接背到出版社，说孩子们

很期待自己的问题入选。

作者们同样全情投入。115 位

两院院士担任编委，700 多位来自世

界各地、各学科的科学家与科普作

家共同参与，这在我国科普出版史

上是空前的。“不少科学家都跟我们

说，他们想把这套书献给当代青少

年，也献给童年时的自己。”王慧说。

“现在总有人问，当大家习惯在

互联网寻找答案时，《十万个为什

么》还要不要做下去？其实这套书

最有价值的，是给孩子们构建起完

整的知识体系。”王慧说。

比如，恐龙为何灭绝？《十万个

为什么》不是简单地告诉大家耳熟

能详的小行星撞地球之说，还会告

诉孩子们火山喷发、气温降低等答

案。编辑与科学家们在编纂之初就

达成共识：不回避尚无结论的问题、

不绕开有争议性的问题，如实把研

究进展和发展方向告诉孩子。

如今，第七版编纂工作也将启

动。“科普图书编辑是一份永远可以

保持新鲜感的工作。”王慧说，既要

关注科技最新发展，又要了解儿童

阅读习惯变化趋势，“我很期待，再

次开启这场独一无二的创造之旅。”

《十万个为什么》编辑王慧：

用图书对话
儿童的好奇心

本报记者 曹玲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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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语：儿童阅读理想景象的

构筑，需要多方参与，学校、家庭、

社会都能够有所作为。让我们为

此努力，为孩子们创造更加丰富

而美好的阅读世界。

“

”
“

”“

”

“

”

寄语：“一蔸雨水一蔸禾”，每

个人头顶上都有一块天，都会有

雨水的滋润。希望小朋友们热爱

阅读、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好

好耕耘自己的梦想。

寄语：阅读是一种受益终身

的习惯。通过阅读，可以品味一

位作家丰沛的情感、深刻的思

考、毕生的经历、天马行空的想

象。希望小朋友在阅读中获取

思想和知识，收获快乐与成长。

寄语：阅读具有安静人心

的力量。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

进 图 书 馆 ，发 现 阅 读 、享 受 阅

读、在书香中看到更大的世界，

拥抱更广阔的天地。

寄语：好奇心是孩子探索

世界的重要驱动力。激发孩子

的好奇心，让他们在好奇中探

索 世 界 ，在 科 学 中 理 解 世 界 。

好奇不停，探索不息。

“图书车来了！”

5 月 22 日下午 3 点，广州市从

化区麻村小学里，来自区图书馆的

智能流动图书车如约而至。孩子们

不顾阴沉沉的天气，兴高采烈地跑

过来，认真翻找自己喜欢的图书，眼

神里满是按捺不住的热切和好奇。

没一会儿，豆大的雨点砸了下

来 ，一 些 还 在 挑 书 的 孩 子 舍 不 得

走。来送书的从化区图书馆馆长邱

跃赶紧招呼他们上车避雨，顺便讲

解起如何快速找到想要的图书：“要

学会看书上的标签，前面的字母代

表同一类图书……”

这样的“移动图书馆”，已经在

从化的田间地头、乡村校园走过整

整三十载，流动图书车也先后更换

了三代。现在的图书车载书量达到

3000 册，自助借还书机等先进设备

一应俱全。

30 年来，流动图书车一直坚守

与孩子们的约定，风雨不改。邱跃

告诉我们，目前图书车在从化全区

设有 12 个校园流通点，两周轮流一

次，定期为孩子们送上满满当当的

“精神食粮”。

说 起 为 啥 要 做 青 少 年 阅 读 推

广，邱跃告诉我们，他和同事发现，

来图书馆的主要是周边城区居民，

很少见到乡村学校的孩子过来，因

为一趟要跑十几公里，来回折腾大

半天，很不方便。

“十几年前，少儿图书借阅量已

占到全馆外借总量的七成，但借书

的基本是城区青少年。”邱跃说，“从

那时开始，我们就决定，要走出去，

寻找乡村中最旺盛的阅读需求，也

就是乡村中小学生读者。”

“为人找书、为书找人，归根到底

是让书与人相遇。”这是邱跃常跟同

事们说的话。“还记得刚推广图书车

的时候，一次借阅量不过十来本，很

多人以为我们是在作秀。后来一年

年时间久了，图书车越来越受欢迎，

有时一所小学一次能借上千本书。”

2022 年 ，邱 跃 被 评 为 广 东“最

美少儿阅读推广馆员”。对于阅读

推广这条路，邱跃非常坚定：“时代

在发展，变化很多，但图书和阅读仍

然很重要，它具有安静人心的力量，

能让孩子们看到更大的世界。”

如今的从化区，在流动图书车

带动下，80 多座学校分馆如雨后春

笋般出现，学校分馆与流动图书车

的外借量，已经超过区图书馆的外

借量。午后课间，孩子们也总是期

待着邱馆长和流动图书车的到来。

少儿阅读推广员邱跃：

让更多好书
与孩子相遇

本报记者 姜晓丹

蔡蔡 皋皋

梅子梅子涵涵

邱邱 跃跃

王王 慧慧

王王 凯凯

播下热爱的种子 开出绚烂的花朵

努力提供更多优秀儿童阅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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