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展台设计、交流方式、选题角度、童书新趋势等方面，参加博洛尼亚童书展的中国出版人都有新的收获。本报采访了数位出

版人，一起聊聊各自的参展体验和感悟。

第61届博洛尼亚童书展于4月8日~11日在意大利博洛尼亚会展中心举办。童书展首次从3月移至4月，为全球童书界提供了开展版权交易、

对话以及激发新思想的机会。与童书展同期举办的博洛尼亚图书峰会暨展览会和博洛尼亚授权交易会也吸引了众多人气。

今年有100个国家和地区的1523家参展商亮相，数量多于去年（90个国家和地区的1456家参展商），甚至多于2019年（1442家参展商）。主宾国

斯洛文尼亚展示了59位斯洛文尼亚插画家的作品。菲律宾、白俄罗斯、安哥拉等众多亚欧非国家均首次参展。

在书展服务中心的插画师咖啡区举办的书展开幕式更是人流如织，数百位书业人士出席，只有1/3的人有座位。版权中心设有150个洽谈桌，

供儿童和大众出版商洽谈版权。版权中心内还摆放了书架和海报栏。版权中心旁边的影视版权中心，则聚焦跨平台改编与合作。

本届童书展共举办360多场论坛，围绕用户习惯数据、移民的声音、播客、儿童有声书，以及AI对插画师和图书生产的影响等话题展开讨论，还

举办了版贸培训及自出版等主题的会议。主办方增加了漫画角的展区面积，参展商从40家增至70家。

据《书商》杂志报道，英国出版人在童书展上发现，青少年、爱情类、漫画类、图画小说版权交易活跃，绘本版权交易稳定，但小学中高年级读物

（MG）由于没有新作者和作品涌现，更加难卖。与之相比，青少年图书板块在BookTok热潮下有不少新作亮相，出版商对青少年恐怖小说和以人物

为主导的MG小说感兴趣。BookTok热潮将催生更多当代爱情小说出炉。此外，企鹅兰登童书出版公司在童书展开幕之前上演“帽子戏法”，签下3

部青少年小说新作的全球版权，其中两部是青少年爱情奇幻小说，一部是惊悚爱情类跨界小说，这也是目前英国童书市场上的热门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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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博洛尼亚童书展看全球童书趋势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渠竞帆

孩子需要有温度的情感 AI无法取代插画师
■马兴民（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有限公司总经理）

我们在童书展上举办了“我不是天才”系

列新书发布会暨版权输出签约活动。这个系

列的选题策划起始于2019年上海童书展，此后

即使是疫情期间，与外方都保持高频次的线上

交流，终于在本届博洛尼亚童书展之前出版，

并在书展期间签约意大利语版和土耳其语版

输出。书展上约见了60余家海外出版社，初步

达成近60项版权输出意向、近30项版权引进

意向，与法、意、土、英等国多家合作出版社达

成了新的国际合作选题策划和出版意向，与瑞

典、法国敲定了新的国际营销推广规划，找到

了未来可以合作的多位优秀海外插画家。

全球童书出版受新媒体时代冲击，然而孩

子对图画类产品的阅读偏好愈加明显，图画书

几乎占据了主流阅读市场。本届童书展也传

达出这一趋势，各大出版机构主推的图书产品

基本以图画书、漫画或图文结合的图画小说和

科普书等为主，纯文字产品相对较少。由此导

致图画成为超越内容之上的又一重要竞争领

域，各大出版社无论是在展台的视觉设计、图

书封面的创新装帧以及色彩语言的表达运用

上，都凸显极强的冲击力和艺术感，更显质感。

近年来，我们更加关注国际合作出版、中

国文化的国际表达以及优秀世界文化的本地

化创作和同步出版。中少总社在策划的“熊猫

勇士”“小福尔摩斯”侦探小说系列的基础上，

与树上书屋公司耗时近五年策划了介绍意大

利文艺复兴三杰的传记丛书“我不是天才”，期

待这种合作方式继续下去，开辟更多的写作方

向和领域，让这些作品成为联结全世界孩子心

灵、加深认识和了解彼此的纽带。

今年各国参展商的展位设计更加务实，突

出版权贸易和国际合作两大核心主题。我们与

很多合作伙伴重新见面，发现了一些优秀的青

年插画家、优秀的原创童书。同时，也充分意识

到与DK、企鹅兰登等国际知名出版品牌在样书

陈列、展位布置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今后会更

注重细节上的把控。经历了多场商务洽谈，我

们意识到会前与客户做好充分沟通的必要性，

充分考虑约见地点和时间安排的合理性，未来

会争取打好提前量，提高版权交易的成功率。

中国少儿书无论是内容题材还是插画设

计，都越来越丰富，已成为国际少儿出版行业

一股重要力量。在此过程中，我们与世界少儿

出版业强化了交流，也发现在色彩运用、装帧

设计、选题方向上可以更具创造性的部分。

我们还发现，国际图书出版越来越艺术化、

丰富化、多元化，甚至出现了各种元素的堆叠，

容易让人产生眼花缭乱的感觉。相比之下，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更追求意境和留白，形成了独

特的气韵。比如水墨画，有时反而容易从一堆

复杂的产品中脱颖而出。中少总社在挖掘我国

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对出版形式

和内容表达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出版

了一系列有关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作品，将开

辟出一条特色鲜明的发展之路。

坚持精品化和品牌化，是“人口红利”渐消

的当下少儿出版的应对措施之一。谈到AI技

术对插画师的影响，目前AI的发展确实能为插

画师提供很多灵感。然而本次童书展上百花齐

放的插画作品中没有找到AI的痕迹，体现人本

身思想和情感的作品反而更多了，处处体现着

人性的光辉，童趣无穷。在展会一年一度的插

画墙上，依旧琳琅满目，闪耀着插画师对童书插

画创作的热情。孩子需要的情感是要有温度

的，在童书插画创作中，想与孩子产生共鸣，是

需要人来亲自表达的，AI虽然迅速发展，但在短

期内还不能替代童书插画的创作。

真诚交流 尽力尝试 促成版权交易
■闵 蓉（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副社长）

本届博洛尼亚童书展让我印象深刻的有

两点，一是专业论坛、对谈类活动很多，每场都

有很多观众，没有座位的人就席地而坐；二是

很多年轻人在接收稿件的展台前排队，看稿的

编辑认真给予反馈。中国展区举办了多场活

动，都非常吸引我。

从展台设计来看，今年博洛尼亚童书展更

具开放性，各展台之间很少有装饰性的遮挡，

特装展台较少。有的出版社非常有创新精神，

选题角度、图画表现形式都值得学习，我印象

较深的是一套讲形状的科普绘本，在阅读时惊

讶于创作者的巧思。我还看到麦克米伦的新

科普图书品牌“霓虹鱿鱼”，这个品牌旗下主要

出版科普类儿童图书，其视角独特、图画精美、

版式优美而新颖，颇具吸引力。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在维护既有书系的前

提下，会加深与国外出版社和画家的深度合

作，发挥各自优势，把更好的图书带给读者。

这样的合作时间成本很高，作品达到接近理想

的状态，背后是创作团队成百次的沟通、交流

甚至争吵。

此外，我们与愚一和郁蓉正进行的合作也

有一些创新——更多创作者以遴选方式加入项

目，以最擅长的方式搭配国内非遗项目进行表达

和创作。这种形式可以让新生力量在相当长时

间里得到前辈的指导，这样持续的学习机会非常

难得。同时，主创团队的国际视野有助于创作出

兼顾国内文化传承与国际影响力的图书。

今年国内多家单位以设立展台、举办展览

和论坛等方式积极加入，这说明博洛尼亚童书

展作为童书界的国际盛会，已被国内熟知，同

时注重通过创新吸引更多出版从业者关注和

参与。展场几年前只提供基础的食物，如披

萨、面包等，今年食物更丰富，中午有很多人坐

在室外，边吃边讨论。

版权交易中一要真诚，二要多尝试。以前

我不好意思对推荐过来的版权书说“不”，担心

让对方下不来台。现在发现不拒绝意味着双

方都需要承担时间和期待上的双重损失。多

尝试则是抓住机会推荐原创图书版权，不同出

版社、不同编辑喜好不同。我们要相信自己，

在博洛尼亚童书展上尽力推荐，就算对方没有

兴趣，那至少可以知道对方的出书方向和喜

好，未来做推荐就能更有的放矢。

书展上可以感受到中国童书出版人、版权

人、作家、插画家对童书出版都有非凡的热情，

每天中国展区的活动络绎不绝，可能是整个展

场最多的。

我认为，AI技术迭代不会取代插画师这一

职业，因为插画师的工作是创意性的劳动，这

是无法被技术取代的。作为出版商和读者，我

们期待看到插画师能够在当下的时代进行富

有创意的、新颖的艺术创作，而非仅仅基于已

有风格和画作进行技术处理。少儿出版应大

力发掘和培养更多新的创作者，用新的技法和

工具去创作新的故事和插画。AI技术应成为

协助我们工作的工具，但同时我们也要关注技

术，对版权有更细致的划分和辨别，以保护创

作者的创意和权利。这样才能让少儿出版和

创作者更好地发展下去。

海外更加关注中国原创童书作品

童书展期间，苏少社重点推荐“金山银山·

我和自然”“童心筑梦·美丽新时代”等具有国

际视野的原创绘本、科普精品系列，以及著名

作家曹文轩、黄蓓佳、金波和中青年作家赵菱、

杨娟的儿童文学精品。我们希望通过展会平

台，以童书为切口，讲好中国故事，增进不同国

家之间的文化交流。

印象最深的是，海外出版社代表对我们的

原创童书更加关注和喜爱。最让我感动的是

苏少社生态文明原创绘本《村庄变了》版权输

出 10 国后，海外合作伙伴第一时间翻译、出

版。在活动现场这本书得到多国海外出版人

的高度评价和广泛关注。展会期间，《村庄变

了》又成功输出法语版。另外，海外儿童文学

作家、评论家、读者也非常关注中国的儿童文

学作家及作品。

“我不是天才”系列图书版权输出签约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博洛

尼亚童书展上，中国少年儿童新

闻出版总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少总社”）携百余种原创优秀图

书重磅亮相，中少总社的主题出

版、图画书、卡通动漫、儿童文学、

少儿科普等不同品类的百余种优

秀图书得到广泛关注，中少总社与

多家海外出版社初步达成了版权

输出及引进意向。于4月9日举办

了“我不是天才”系列新书发布会

暨版权输出签约仪式。出席活动

的嘉宾包括中少总社总经理马兴

民以及图书中心总监缪惟等中方

代表，树上书社创始人皮耶·多美

尼科·巴卡拉里奥、蒙达多利出版

集团总编辑恩里科·拉卡、“我不是

天才”系列图书绘者詹卢卡·加罗

法洛和安吉拉·桑柯诺等意方嘉

宾，以及土耳其图书出版与插画经

纪公司 ZNN NETWORK 创始

人努尔古尔·塞内菲。

马兴民作了致辞，并与皮耶

先生一起为新书揭幕。现场播放

的视频展示了“我不是天才”系列

图书创作过程和精彩内容，引发

热烈反响。随后，嘉宾围绕“我不

是天才”系列图书的创作理念、国

际合作及文化交流等议题展开深

入研讨。最后，马兴民、皮耶与拉

卡共同签署了“我不是天才”系列

图书意文版版权输出协议，并与

塞内菲签署了土耳其语版权输出

协议。现场还发布了“我不是天

才”系列第二辑·科学家的合作出

版计划。 （陆云）

“曹文轩国际绘本”项目签约暨
《迷路》德语版首发式举办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4月9

日，曹文轩国际绘本系列合作项

目签约仪式举行，项目第一本书

《迷路》德语版首次亮相，中文版

将同步推出。参加活动的有著

名作家曹文轩，德国莱比锡童书

出版社社长雷曼，德国海格立斯

贸易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蔡鸿

君，江西出版集团代表团团长、

江西教育出版社社长熊炽，二十

一世纪出版社副社长闵蓉。

曹文轩国际绘本系列是二

十一世纪出版社策划的一套面

向世界、共创精品的绘本系列，

旨在让孩子通过阅读感受文化

的碰撞和融合，拓展视野，丰盈

心灵。这也是集团原创精品“走

出去”战略的重要实践。

在签约仪式上，熊炽、闵蓉、

曹文轩分别作了精彩发言，雷曼

分享了出版这部绘本的精彩故

事。作为项目策划之一，德国海

格立斯贸易文化有限公司总经

理蔡鸿君回顾了合作过程，分享

了从推荐原创作品《夏天》在德

国出版，到推动中德最优秀的作

家、画家、翻译家联动，共同走向

世界的故事。

最后，中德出版社交流了未

来的推广计划，表示将联合中德

权威少儿阅读机构，如德国青少

年文学研究院等专业机构，共同

推进图书的海外宣传和推荐，助

力中国绘本站在更大的国际舞

台，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深厚

底蕴与独特魅力。 （乐 毅）

接力社举办“中外图画书联袂创作探索之路”活动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4月8

日，接力出版社主办的“中外图

画书联袂创作的探索之路”活动

在中国联合展台活动区举行。

活动以“中外图画书联袂创

作的探索之路”为题，旨在推动

中外各国间童书出版交流与合

作，为世界少年儿童读者提供更

多 高 品 质 的 、内 容 丰 富 的 作

品。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国际

安徒生奖得主曹文轩，儿童文

学作家、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

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图画书创作

研究中心主任陈晖，人民文学

出版社总编辑李红强，接力出

版社副总编辑唐玲及少儿分社

社长李雅宁，以及法国儿童文

学作家、世界之路出版社出版人

阿兰·塞尔，意大利君提出版社

儿童和青少年读物事业部高级

编辑亚历山德拉·格内奇-鲁斯

科内，韩国读书熊出版社总编辑

禹智英等中外嘉宾，围绕中外图

画书联袂创作中备受青睐的主

题，以及中外合作的意义和经验

等话题展开热烈讨论。

中外嘉宾认为，中外作家、

画家联袂创作图画书促进了不

同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为图画

书带来新创意新视角，为中外少

年儿童读者提供更多丰富、宝贵

的图画书阅读资源，丰富了图画

书的内容和形式，增进了中外图

画书创作界、出版界的交流与合

作，对于推动中外图画书创作与

发展，增进各国少年儿童之间的

沟通具有重要意义。 （陆 云）

《村庄变了》多语种新书亮相书展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4月9

日，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以下简称“苏少社”）举办“让世

界读懂‘美丽中国’——《村庄变

了》多语种新书发布会”。

此次苏少社借《村庄变了》10

个语种新书出版、发行之机，邀请

海内外出版人、专家，从多个维度

深入解读这部中国原创生态主题

绘本。中宣部进出口管理局副局

长、一级巡视员赵海云，凤凰出

版传媒集团总经理李贞强，国际

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原主席、

著名童书出版人海飞，国际儿童

读物联盟前主席、生命树文化促

进中心理事长张明舟，著名绘本

插画家周翔，意大利世界中国出

版社社长胡兰波、总编辑莱雅，

《村庄变了》英文版译者、著名翻

译家汪海岚，沙特数字未来公司

编辑莫西·哈提卜，以及国内外出

版同行、媒体代表等出席了活

动。李贞强、海飞、张明舟分别致

辞，越南芝文化股份公司社长阮

丽芝、印度通用图书总裁高崖等

海外出版人分别通过视频及留

言形式表示祝贺。莱雅分享了

《村庄变了》意文版两个月完成

出版这段具有“中国速度”的出

版故事。莫西·哈提卜表示，《村

庄变了》无论是主题还是内容都

非常符合阿拉伯国家的文化和价

值观，会成为阿拉伯读者喜爱的

绘本。 （乐毅）

汤汤作品海外交流推介暨签约分享会举办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4月8

日，“中国童话的奇妙之花——

汤汤作品海外交流推介暨签约

分享会”在中国展台举行。浙江

出版联合集团董事长程为民，著

名出版人、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

国分会原主席海飞，中、意、印各

国出版界代表，以及作家汤汤等

嘉宾出席活动。

作为中国当代标杆性的童

话作家，汤汤的作品和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紧密相连，其代表

作《水妖喀喀莎》具有浓郁的东

方气韵，三度摘得中国儿童文

学最高奖项——全国优秀儿童

文学奖，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

与认可。早在 2016 年 7 月，浙

江集团旗下浙江少年儿童出版

社就与汤汤合作成立作家工作

室，迄今已出版图书品种 40 余

种，其中 20 个图书品种授权英

语、法语、西班牙语等7个语种，

发行至英国、澳大利亚、新西

兰、美国、加拿大、法国等 11 个

国家。

据悉，汤汤作品还将亮相法

国巴黎书展，于 4 月 12 日举办

“汤汤‘奇幻童年故事本’法语版

新书首发暨中法儿童文学文化

对谈”活动。 （陆 云）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4月7日至

10日，中国外文局组团参加2024年意

大利博洛尼亚童书展。中国外文局综

合业务部、国图集团、外文出版社、海豚

出版社等相关单位人员参加。中国外

文局展台共展出精品图书数百种，富有

中国元素的童书吸引了各国出版商的

关注。参展期间，外文局展台接待了多

国合作伙伴，成功达成中国原创儿童文

学、图画书、少儿科普等类图书的多项

版权输出和国际合作出版意向。

4月8日，海豚出版社举办了“与

世界一起《吸呼》——‘中国最美的书’

全球版权推介会”，中国外文局副局长

刘大为视频致辞。《吸呼》作者胡一凡

现场介绍了创作理念和出版情况。来

自巴西、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出版

机构负责人和知名童书推广人进行了

观点分享，并表达了出版意向。书展

期间，该书正式签约输出 2 个国家。

出访期间，团组在米兰拜访了意大利

知名出版机构白星出版社，介绍了中

国外文局、外文出版社的主要业务板

块，重点介绍了文学文化类图书和城

记类图书出版情况。 （乐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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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看点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北京出版

集团在童书展上重点展出涵盖主题

类、文学类、科普类、传统文化类、语

言学习、低幼启蒙等类别共 60 余种

精品图书，充分体现了集团在少儿出

版领域的丰硕成果，更向世界展现了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展会现场，众

多海外同仁驻足翻阅，洽谈合作。书

展现场，集团还与意大利白星出版集

团举行“耗子丫丫的故事”系列作品

意大利文版版权签约仪式。

在“世界少儿出版发展”论坛上，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爱军应邀出

席并作主题发言。他表示，在持续近

20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少儿出版进

入内容为王、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

新阶段。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是大势

所趋，打造优质原创内容是重要根

基，创新阅读推广模式是内生动力。

让本土优秀的图书“走出去”，把国外

优秀的图书“引进来”，这是大家共同

的心愿，也是世界少儿图书高质量发

展的必然选择。 （乐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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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红（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对外合作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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