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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童书圈这10年
流量时代来得如此迅猛

■权惠娟（乐乐趣低幼童书总监）

10年前的我 2013年，我还是个

刚入行一两年的新人编辑，那时的

童书市场是安静、内敛的，但又

充满生机。那会儿双 11 刚开

始，我们早早就把自己想要的

书加在购物车里，然后等双11

那天赶紧下单。有时候大家还

需要相互凑单。我们编辑平时

查询竞品，也只是依靠当当和去实

体书店，看看谁又出了什么新品。那

时大家好像没有营销的概念，只知道把书上

架信息补充好，等着读者来挑选。

那时我们内部一周还会开小型的头脑风

暴选题会，不限主题，大家畅想自己想做的书

的样子。正因为不设限，也没有外部信息干

扰，很多后来卖得很好的选题都是靠我们头

脑风暴想出来的。那一段时间的工作状态满

足了我对编辑职业所有美好的设想，我身边

很多工作10年左右的同事也因这样的氛围留

在了这个行业。

10年之大变化 这段美好的时光我记得

延续到了2015年前后。我第一次去参加了法

兰克福书展，那时的版权引进还是良性的竞

争，大家各自挑选适合自己出版方向的选题

回来引进出版。

等到我2017年第二次去法兰克福，我明

显地感觉到，国内的出版人当时有点“疯狂”，

每家都开始大量往回买版权。国外出版人也

感受到中国市场的热情，开始出现跨国的战

略合作。

就这样“疯狂”了两三年，直到疫情来临，

虽然没有办法参加国际书展，但从线上约见和

返回的资料来看，优质版权越来越少，少了让

人惊喜的感觉。但国内原创力量越来越强大，

每一年都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新书和作者出现，

这极大鼓舞了童书出版人。

经历过的深刻事件 一是，震惊

于我们投资的英国编辑部的工业

化流程和出版效率。当时我们自

己做揭秘系列，一年也就那么五

六本，但英国编辑部他们整合了

全球顶级的作者和插画师，高效的

出版效率让这个数量一年间达到

了20多本！而且还不只是制作这一

个单一产品线！这让我感受到了工业化

出版的巨大力量和魅力。二是，近年涌现的一

些小而美的图书品牌，比如狐狸家、米莱童书

等，这些风格各异又有自己调性的出版品牌，

让我感受到了童书行业的生机勃勃。

经历过的低迷时段 疫情三年，流量时代

来得如此迅猛，许多非常优质的好书被沉

没。记得当时有一个达人以非常低的价格在

抖音直播卖书一天卖了1个亿。听到这个消

息时我觉得非常心酸和难过，这不是一种健

康的销售方式，书这种具有精神文化属性的

商品竟然没有了文化属性，就像超市卫生纸

打折促销一样。有时我们都互相调侃自己是

“纸的搬运工”，从版权方或者内容创作者手

中取得授权，在经过一系列的营销和推荐后，

最后不得不低价卖给读者。

前一阵看了出版界前辈耕林总编辑敖德

的采访，我也感到深深的迷茫，在这个流量时

代，书带来的精神文化属性去哪儿了呢？

最得意的作品 最近的作品算是《身体大

发现》。2021年西安封城时，我在家经常刷小

红书的种草，发现了《身体大发现》。这是一

套绝版书，市面上已经不销售了，很多妈妈都

在高价求二手书甚至自己去复印。我蹲守妈

妈群很久才高价抢到了一套二手书，在看到

内容后第一时间就决定引进它。

因为这套书“来源于小红书”，所以我们

把这套书的首发也选在了小红书，请到一位

知名的母婴博主为它代言。在绝版时，她就

是这套书的“野生代言人”。正因为这套书非

常优质的内容，是每个妈妈看到后会发自内

心去购买的好书，陆续地，其他一些优质博主

也开始种草晒图，再加上小红书特有的推流

搜索机制，很快就建立了一个《身体大发现》

的口碑矩阵，销量很快上去了。同时，微信公

众号和快团团也在辅助配合，持续发力，这套

书成了一套真正口口相传的“口碑产品”。关

于这套书未来的预期，我非常乐观。

今年正在酝酿的大项目 有一个策划了

几年的IP，叫“莉莉兰的小虫虫”马上要发布

了。讲的是一群可爱萌动的小虫虫，它们每

一天都充满好奇，用自己的方式探索着这个

奇妙的自然世界。另外，它还是“小猪佩奇”

的编剧克里斯·帕克的作品，期待这个IP能带

来更多惊喜。

对自己的状态是否满意 可以打 80 分

吧。工作这么多年，有时自己的思维和逻辑会

被固化，未来希望挑战更多的新鲜事物，接触

更多类型的合作方和出版人，也希望通过合作

带来更多的外部视角和思考方式，沉淀一下自

己的内心世界。

理想中的童书生态圈 希望作者、编辑、

发行、营销推广等大家坐在一起都是笑盈盈

的，不再为破价、流量等这些事叹气。

希望可以尽快出台关于图书价格保护

的政策，让作者、编辑可以精心去策划更多

优质的内容，使书充分发挥精神文化的传播

属性。

这样，读者可以买到自己的真正喜欢的

书，而不是被流量推送到面前的书，也可以激

励内容创作者创作更优质的内容。

度过迷茫期，进入快乐放松的创作状态
■九 儿（绘本作家、画家）

10年前的我 十年前的 2013 年，我开始

接触儿童绘本，刚刚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绘

本《妹妹的大南瓜》。我认识图画书和开始创

作是同时发生的，所以，一种新鲜感伴随一见

倾心的喜爱，我就像小学生一样，一边学习一

边开始做“作业”。当时的图画书市场环境我

其实并不太了解，但我觉得是自己比较喜欢

的状态，虽然书印的不多，首印几千册，版税

也不多，但自己的作品被读者一本一本买回

家的感觉让我很踏实。

我也能感受到创作者在创作中的探索，

在这个期间，很多有经验的优秀前辈起到了

非常好的引领作用。有好多书被大家熟知并

喜爱，比如周翔老师的《荷花镇的早市》《一团

青菜成了精》，朱成梁老师的《团圆》，于大武

老师的《中轴线上的城市——北京》，王早早

和黄丽老师的《安的种子》等等，这些优秀的

图画书历经了时间的考验，一直被读者所喜

爱，也鼓舞了创作者。

10 年之大变化 中 国 原 创 图 画 书 从

2007 年起步，10 余年得到了快速发展。原

创图画书作品越来越多。尤其是我开始进

行图画书创作的这些年，是童书行业相当繁

盛的时期。

2014 年~2019 年，我看到的形容图画书

市场最多的词语就是“井喷式发展”。以

2014 年为例，国内图画书引进 2000 种，原创

2000种，童书出版4万种，图画书占1/10。这

样的数字确实惊人，尤其是在每年的上海国

际童书展期间，能充分感受大家对图画书的

热情。

这固然是好事——有创作，才有思考，才

会不断进步，才会有好作品。当然作为作者

也会焦虑，因为上千种图画书，真正浮出被大

家记住，一年也不过几十种，而且很多题材在

重复出版。如何创作出优质的、在书海中能

够浮现不被淹没的书，是每一个出版社和作

者都需努力的方向。然而，如何解决“数量”

与“质量”之间的矛盾，也是现阶段中国童书

面临的巨大挑战。

好在大家靠着对图画书的热爱，不断学

习成长，优秀的年轻作者带着新鲜的气质和

观念加入童书创作队伍，并获得各类国内外

大奖，比如黑眯的《辫子》，于虹呈《盘中餐》，

还有近期吴亚男和柳垄沙的作品《不一样的

1》刚刚出版就包揽了国内外很多大奖。中国

本土关于图画书的评选以及奖项也越来越

多，图书的延伸阅读也越来越丰富，中国进入

高速发展的“童书大时代”。

经历过的深刻事件 有意思的事很多，太

多了也就不那么深刻，但是有一件事，我一直

都难以忘怀。

那是2016年，为了创作《鄂温克的驼鹿》，

我跟随动物文学作家黑鹤去了大兴安岭森林

腹地，在使鹿鄂温克老人巴拉杰伊的驯鹿营

地体验生活，我们住在简易的帐篷里。除了

熟悉驯鹿和认识森林植被，每天我还负责洗

餐具，然后放在帐篷外的桌子上。一天早晨，

我看到碗里落了一些树叶，还有些属于森林

的细碎东西，于是我从旁边的水桶取水刷

碗。这时，巴拉杰伊老人看到了，非常愤怒，

大声训斥我：“森林里没有脏东西，不要浪费

水来刷碗。”

当时我吓坏了，这句话一直印在我心里，

每每想起都会感叹，人与自然最好的状态也

许就在这句话里，真正融入自然，成为自然的

一部分。在森林中生活的使鹿鄂温克人，只

取生活所需，不滥杀。他们对待自然的态度，

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非常遗憾，在这本书

出版前，巴拉杰伊老人没有看到就随风逝去，

真正融入到她守护的山林中。

经历过的低迷时段 从2014年底到2015

年，是我最困惑最迷茫的一段时间。那时我

与著名幻想儿童文学作家彭懿老师合作图

画书《妖怪山》。彭老师的故事小朋友很喜

欢。这是一个比较玄幻的故事，也比较特

殊，是有关“走出心灵困境”的救赎题材。出

版社对这本书的宣传方式和力度前所未有，

就像在平静的湖水里投入巨石。在当年没

有主播和平台低价包销的情况下，这本书成

为爆火的产品。

作为这本书的图画作者，被关注的感觉

让我非常紧张，我知道我做得不够好，我可能

更喜欢慢慢成长，慢慢被创作温热的感觉。

这段时间，我在思考为什么做图画书，我喜欢

的到底是什么。结论是：我喜欢讲故事。

与其继续等待作家或出版社约稿并不停

歇地去呈现，不如自己去寻找内心深处最想

表达的故事。此时，我遇到了蒙古族动物文

学作家黑鹤。他笔下来自荒野的故事让我非

常震撼。我的奶奶是蒙古族，我从小生活在

科尔沁草原尾部，在村子不远的后山坡还有

一片辽阔的森林，我喜欢草原和森林。黑鹤

在他的小说中呈现的人与自然的故事，自己

对待万物生灵的态度，是生活在城市的孩子

需要了解的。

于是，我们开始了合作。用3年时间出版

了我们的第一本现实题材图画书《鄂温克的

驼鹿》。这本书

得到了读者的

喜爱，获得第

十四届文津

图书奖，且版

权 已 输 出 到

10 个国家，并

在国外获得了很

多奖项，实现了原创

图画书真正地走出去。

我从等待故事到自己寻找故事，用了3年

时间。当然，我也开始讲述自己内心的故事，

比如我的无字书《布莱克先生和他的狗》。布

莱克也度过了最迷茫的时期，进入到快乐放

松的创作状态，如我一样。

对童书行业的理解 最近这三四年最明

显的感觉是，图画书从“数量”到“质量”的转

变中，取得了明显效果。虽然创作者队伍在

壮大，优秀的年轻作家画家不断涌现，很多

领域的专家、艺术家也投入到绘本的创作

中，但童书市场却从数量“井喷”状态渐渐冷

静下来。无论是出版社、作者还是读者，能

感觉到大家在热情和理性两端，做到了很好

的平衡。

与创作的冷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卖书方

式变得热闹。这一点我不太懂，但一些拼低

价卖书的现象让我觉得做书似乎不那么纯粹

了，变得很功利，甚至有点廉价，当然这只是

某些时刻的感受。

书卖得好固然是可遇不可求的好事情，

但一本书最体面的方式还是它真正被读者需

要，真心喜欢、迫切想要阅读以及像要认识一

位新朋友那样期待拥有它，并花时间与之交

流。而不是因为宣传，价格便宜，造成跟风购

买，放在家里集尘蒙灰。

对自己的状态是否满意 比较满意。如

果出书是为了自己的欢喜。那已经达到。我

机缘巧合地从雕塑设计领域进入到图画书创

作领域，11年出版了17本书，得了很多奖，版

权输出到多个国家，我觉得自己得到的比付

出的多，很幸运。感恩出版社、领域内的专家

以及读者，他们给了我很多鼓励和帮助。

理想中的童书生态圈 希望童书更加多

元化，原创图画书越来越好，中国的孩子更需

要阅读中国自己的图画书。

希望盗版图书、影印书以及随意打折等

问题能得到解决，以此保护出版社和作者的

合法权益，保护图书生态圈的纯净和不断向

好的生命力。

直播电商后，下一个流量出口在哪里？
■戴迪玲（大眼鸟童书总经理）

10 年 前 的 我

10 年前，我刚好从

工作了 10 年的童

趣公司跳槽到接力

出版社，这是我职

业 生 涯 的 一 个 新 起

点，也是一个非常重要

的转折点。

这两家出版机构在 10 年前

均处在少儿出版机构开卷排名

前 10，有着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和非常高的品牌知名度，然而两

家机构风格迥异，包括运营模

式、管理方式、产品结构、渠道

结构等方面都极具自己的特色。

因此对我个人而言，这次跳

槽的意义，关键词是适应、挑战

与成长。

彼时的童书圈，正处在中国

童书出版的第2个黄金10年，总

体感受是欣欣向荣、蓬勃发展

的。做书的人更关注内容本身，

未被渠道完全裹挟；写书的人埋

头写稿，几乎不用被喧嚣的市场

所打扰；卖书的人较为从容，因

为各渠道的确定性都比较大；读

书的人较为淡定，知道在哪里买

书、如何挑选自己喜欢的书。

经历过的深刻事件 公众

号的威力：一些曾经卖不动的

书、一些码洋超高的书、一些非

常小众的书突然能卖了，公众

号兼具销售与推广功能的特

性，一度让出版人兴奋不已。

漫画书的风靡：在10年前甚

至5年前，漫画书一度不被市场

认可，不被读者接受，然而近5年

来，漫画风席卷整个童书出版

圈，几乎万物皆可漫画。

原创力量越来越强劲：近十

年来，少儿图书市场原创力量的

成长不可忽视。开卷数据显示，

近5年，原创少儿图书市场份额

较为稳定，始终保持在 60%左

右，2022年中国大陆原创少儿作

家 作 品 码 洋 分 布 占 比 为

61.47%。从畅销书数量来看，原

创图书占据了更多席位：畅销榜

TOP100中，有66部原创优秀作

品；畅销榜TOP10中，原创图书

占据了8个席位。

我是在 10 年前开始大量策

划原创选题，选题方向从儿童

文学、科普百科、绘本到卡通动

漫等几个大的门类几乎都有涉

猎。其间也推出了一些双效俱

佳的畅销作品，如“刘心武爷爷

讲红楼梦”“郑春华奇妙绘本系

列”等等。

“米小圈”现象：我相信“米

小圈”现象一定会是中国童书出

版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存在。

中信童书的崛起：中信曾经

在童书圈几进几出，没有翻起浪

花，然而在这个十年里，小中信

发展成了童书的 TOP 品牌，这

一现象确实值得津津乐道。

经历过的低迷时段 困惑

一：低价倾销。可能我的困惑

也是同行的困惑，最大的困惑

且是困惑了很多年并未得到解

决并越演越烈的事件就是“低

价倾销”。

在传统电商为王的时代，

低价促销就是很多出版机构面

临的经营困局。公众号兴起的

那几年，公众号大 V 们的精品

选品策略为出版机构赢回了一

些利润空间，然而这几年直播

电商及短视频电商的爆火，又

再次将出版机构推入火坑，利

润被挤压殆尽。

从企业经营者的角度看，

如没有利润，企业将无法生存；

而从编辑的角度看，辛辛苦苦

做出来的书，要不成为库存，要

不被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

职业热情受到打击，职业坚守

产生动摇。

困惑二：直播

电商之后，下一个

流 量 出 口 在 哪

里 ？ 眼 下 渠 道 的

“选品逻辑”替代了

之前的“发货逻辑”，

导致新书印出来就在库

房放着，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发

出去。由此引发了选题危机、

发货危机、库存危机、回款危机

等一系列风险。

销售人员都牢牢盯着那几

个带货达人，哪怕彻夜蹲守直

播间，于是再也没有人去书店

巡店，没有人在意当当京东的

资源位，没有人愿意去跟公众

号 达 人 深 谈 内 容 创 意 …… 然

而，直播电商总有式微的时候，

接下来，图书销售的流量出口

将在哪里？

最得意的作品 我想说说这

10年中的我的“高光3年”吧。

2017年初，本人策划操盘的

“汪汪队”系列图书上市，半年码

洋过亿元，成为当年的现象级畅

销书。2017年底2018年初，本人

策划操盘的“汉声中国童话”系

列上市，当年码洋超5000万元，

是当年的超级畅销书。2018 年

中，本人策划操盘的“刘心武爷

爷讲红楼梦”系列上市，半年销

量超30万册，引爆社群公众号。

2019 年中，我策划操盘的

“汉声数学图画书”系列上市，当

年码洋超3000万元，长期占据畅

销榜单。其间这些案例都曾被

多家行业媒体报道过，在此不再

赘述。现在回想，我归结为“天

时地利人和”：个人经验的积累、

平台的加持、大环境的拉动，缺

一不可。策划到位、产品过硬、

渠道策略得当、营销推广得力、

团队配合默契，任何一个环节不

顺畅，都不可能把一套书打爆。

对童书行业的理解 10 年

前：关键词——专注、发展。大

环境向好，出版人普遍更专注、

图发展，也更关注图书内容本

身，笃信“内容为王”，至于能不

能卖好，始终认为只要全力做

好营销推广，好书总会被看见。

现在：关键词——焦虑、迷

茫。大环境下行，出版人普遍陷

入各种焦虑。是好书就能卖得

好吗？太多好书无缘得见天

日。卖得好的就是好书吗？很

多超级畅销书都是“武汉书”。

当内容被渠道深深裹挟，做书的

陷入迷茫，写书的不再单纯，卖

书的天天抓狂。很多人入局，更

多人出走。

今年正在酝酿的大项目 我

们正在策划一套原创读物，这是

一套极具出版价值、有益于小读

者且未被渠道左右的童书。

对自己的状态是否满意 比

较满意。出版了一批不错的童

书，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

友，实现了一定的社会价值和自

我价值，站在了一个新的职业起

点，迎接新一轮的挑战。

理想中的童书生态圈 童

书圈就是为儿童服务的人，希

望 整 个 圈 子 是 平 和 的 、单 纯

的、健康的、向上的。

编 辑 们 可 以 安 安 心 心 做

书，不用被渠道裹挟，不用被

价格羁绊，不用被利润捆绑。

销 售 们 可 以 踏 踏 实 实 卖

书 ，市 场 不 被 同 质 化 产 品 充

斥，不被盗版书倾入，不被武

汉书占领，不被大 V 们利用。

出版人们可以本本分分做

事，“聚人心、启民智、传文化、

续文明”，创立一个健康有序

的市场环境，让图书这一特殊

的商品不沦为引流的工具，让

出版人这一特殊的职业得到应

有的荣光与尊重。

（上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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