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画书自有规律，目前最缺“导演”

原创图画书作品市场反映平淡，最主要是因

为创作意识没跟上。图画书与漫画、连环画、艺

术绘画、儿童文学等有本质的差异，有其独特的

艺术规律，往往是编辑、作者和插画家共同创作

的结晶。优秀的插画家不缺，缺的是懂图画书创

作规律的插画家，而优秀编辑作为整本书的“导

演”，人才尤为稀缺。

作为日本图画书界从业32年的领军人物，日

本福音馆执行总编辑唐亚明认为中国图画书创作

存在诸多误区：“一是图画书≠动漫，两者不是一

种艺术形式，画法和篇幅差别巨大。图画书页数

的限制是长期科学实验计算的结果，为了孩子们

能在有限的时间内集中精神听故事；二是图画书

≠儿童文学，有些人以为将经典文学作品切成小

段就是图画书，殊不知图画书有自己的语言、动感

和节奏；三是图画书≠插画，插图的构图与配色

基本是静态的，好的图画书会在孩子的脑海中

动；四是好图画书≠得奖作品，市场不成熟时，人

们会按照得奖、名气来挑选作品，但很多得奖作

品孩子们并不喜欢，因为评奖的是大人；五是原

创图画书≠翻译图画书。国内最需要的是中国自

己的原创图画书。图书好坏的标准，主要是看孩

子们是否喜欢。”

正如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所说：“一定要按

照图画书的艺术规律来进行创作。”国内不乏优秀

的画家、插画家，他们创作的都是精品大作，质量

上乘，但是因为没有掌握图画书创作规律，没有按

照图画书思维创作，所以画起图画书来就不尽如

人意了。如果他们掌握了图画书创作规律，按照

图画书思维来创作，他们会成为图画书艺术创作

的主要力量，原创图画书质量也会有大幅度提升。

而图画书思维的培养，重点不仅在插画家，更

重要的是编辑。白冰认为编辑作为沟通作者与画

家的桥梁，其培养需要优先重视。“有人觉得有画

家和作者就有书？其实不然！”唐亚明指出：“中国

绘画、文学都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功底，图画书

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除了引进时间短，最关键

是缺乏好编辑，就像一个电影没有导演，即使有再

好的演员、摄影师也不可能拍出一部好电影。好

的图画书编辑就是一个小型电影的导演，你需要

跟插画家‘讲戏’，插画家要让读者感动、惊喜或悲

伤。”“编辑的作用不光是策划，编辑是马拉松伴跑

的人，陪着作者，告诉他在哪儿喝口水、休息。编

辑不光是出题目、想点子，还要激发作者的灵感，

发现思想中的金矿，去芜存精。”

除了人才，印刷对图画书的影响也不可忽

视。知名插画家、《跟我去香港》作者虫虫认为，从

印刷技术、设备和纸张上来说，国内与国外并没有

什么差别，但是用料和管理细节差别较大，这就影

响了国内图画书印刷质量。为了降低成本，纸张、

颜料的选择标准就要降下来，如果印刷工人没有

经验，调出来的颜色可能根本就不是想要的颜色。

如何建立人才培养长效机制？

提供更多出版机会、交流平台、利益保障、宣

传评奖等，对于吸引优秀图画书人才，培养有图画

书思维的作者、插画家和编辑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李学谦认

为，除了中国画家自身需要成长，插画家在我国的

受重视程度不够，缺少发现机制，需要出版社提供

各种保障。“提供机会、利益保障和扩大影响，是中

少总社吸引和培养优秀图画书插画家的方式。一

是提供更多的机会，出版社要对图画书更加重视，

在选题等方面让插画家有更多机会；二是利益上

保障，用预付稿酬资助他们创作，给予相对舒适的

创作环境。中少总社每年提供200万元的创作基

金——原创图书出版基金，重点资助方向就是图

画书；三是帮助他们扩大影响，例如参加布拉迪斯

拉夫国际插画双年展、博洛尼亚书展，每年在

BIBF上举办插画展等。”李学谦呼吁政府和有关

部门要更加重视评奖。

“一些出版社‘去美编化’，有些出版社没有美

术编辑部、设计部，完全外包给公司，这种现象亟

需改变。”白冰指出，出版机构尤其是少儿类专业

出版社的美术工作至关重要，“首先要从观念上改

变。少儿图书中图片比例非常大，如果插画跟不

上，图画书的质量难以保证。不光是图画书，童

话、插图小说中的插图也很重要。”

图画书的收入方式也制约着插画家的专职化

与专业化，知名图画书插画家、《祭端午》作者薛

忠亮向记者透露，国内的图画书基本都是出版社

事先定好主题和文字，然后找插画师。插画师根

据主题，把一段段的文字内容做分镜，收入是根

据单页插图计价，从一百到几百元不等。但白冰

认为原创图画书最好实行版税制，有利于提高品

质、培养画家。据李学谦介绍，目前中少总社已经

开始采取版税制，签约作家与插画家的版税在

10%左右。

作家、画家和编辑之间的沟通需要常态化，原

创图画书需要交流的平台以及长效化的机制。除

了出版社，政府或者有关部门也应该来帮助推

动。作家要“走出去”，画家也要“走出去”。要给

他们参加国外书展与同国外艺术家交流的机会。

中国作家和国外插画师合作，对于提高原创图画

书的水平，也是一个新思路。

白冰希望要像宣传作家一样宣传插画师。他

还希望相关机构能够设立中国原创图画书艺术扶

持基金，扶持年轻作家及其作品，让其潜心深入生

活、体验生活，而不浮躁。

图画书正处于乱战当中，但这也给了优秀作

品和作者脱颖而出的机会。少儿阅读推广人王林

指出，“我们强调原创图画书，这和引进并不矛盾，

不是要求和国外图画书一争高下，关键是让孩子

们喜欢和享受阅读。我们生长在中国独特的艺术

环境中，为图画书的多元发展提供了新解释、新思

考和新形式，是为了繁荣，而不是为了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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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支持中国卖家“全球开店”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2月3日，在广州举办的亚马逊中国“全球开店”卖家峰会上，

亚马逊中国宣布推出一系列重磅升级举措，支持中国卖家通过“全球开店”业务轻松拓展

并高效运营全球业务，打造国际品牌，助力中国企业由“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品牌”。

这些举措包括推出面向欧洲市场的业务快速发展计划，助力中国卖家业务快速成长

并有效拓展多国市场；为中国卖家提供亚马逊10大站点上的品牌注册服务，加强卖家品

牌及版权保护；全球8大站点“秒杀”专区已陆续向中国卖家开放；即将在亚马逊德国和日

本站点推出全中文操作平台，包括注册、卖家管理中心和卖家支持服务。亚马逊美国和英

国站点的全中文操作平台已在2015年7月发布。2016年将大幅扩充中国团队，投入更多

资源优化卖家上线、卖家入驻和卖家支持等方面的流程及管理，为中国卖家提供更为优质

的服务。

亚马逊“全球开店”业务于2012年在中国发布。目前，包括亚马逊美国、加拿大、法

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日本、中国以及墨西哥在内的全球10大站点全面对中国

卖家开放。2015年中国卖家数量较2012年增长了13倍。在刚刚结束的2015亚马逊“黑

色星期五”促销季，中国卖家在北美市场及日本市场的销售额是去年同期的2.5倍。 （穆）

第十四届输出版引进版优秀图书揭晓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2月5日，第十四届输出版引进版

优秀图书推介活动颁奖典礼暨“一带一路”下的版权贸易研讨

会在京举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司司长周慧

琳，进口管理司副司长赵海云，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

秘书长刘建国，中国出版协会国际合作出版工作委员会主任

常振国，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院长范军等出席会议。会议

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主持。该活动由中国版协

国际合作出版工作委员会、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出版参考杂

志社联合主办。

活动最终推介输出版优秀图书100种，引进版优秀图书社

科类50种、科技类30种，推介输出引进的典型人物6名、版权经

理人10名。与上届相比，参评的出版单位数量和报送图书种数

均有所增加。

在“一带一路”下的版权贸易研讨会环节，五洲传播出版社

副社长荆孝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国际出版中心主任刘叶

华、爱思唯尔科技出版总监田慎鹏、《青铜葵花》（英国版）代理

人姜汉忠等嘉宾围绕“一带一路”背景下的版权贸易话题进行

经验交流和分享。 （梅 园）

国内首次发布互联网与国家治理报告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2月6日，第二届互联网与国家治

理智库论坛暨《互联网与国家治理年度报告（2015）》新书发布

会在京举行。这是国内首次向社会发布互联网与国家治理方

面的年度报告。论坛由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商务印书馆

和《网络传播》杂志社共同主办，中山大学互联网与治理研究中

心承办。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新闻信息传播局局长姜

军、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中山大学副校长马骏等出席发

布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山大学、复旦大学、

安徽大学、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等20多家高校和研究机构的50

余位智库专家出席会议。互联网与国家治理智库论坛从2014

年起每年举办一届，致力于促进互联网与国家治理领域跨学

科、跨界的交流、互动与合作。

《互联网与国家治理年度报告（2015）》以“网络空间法治

化”为主题，系统分析了互联网平台中国家、社会、公民的互动

机制，初步构建了一幅互联网与国家治理的理论版图。互联网

治理智库联盟也同时成立。 （梅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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