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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化创意产业是指依靠创意人的智慧、技能和天

赋，借助于高科技对文化资源进行创造和提升，通过知
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产生出高附加值产品，打造具有
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产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
文化创意产业包含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与智能产权三
项内容。文化创意产业属于知识密集型新兴产业，主要
有三方面的特征：

首先，文化创意产业具有高知识性特征。文化创意
产业一般是以文化、创意理念为核心，是人的知识、智
慧和灵感在特定行业的物化表现。文化创意产业与信
息技术、传播技术和自动化技术等的广泛应用密切相
关，呈现出高知识性、智能化的特征。

其次，文化创意产业具有高附加值特征。文化创意
产业处于技术创新和研发等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
是一种高附加值的产业。在文化创意产品价值中，科技
和文化的附加值比例明显高于普通的产品和服务。

第三，文化创意产业具有强融合性特征。文化创意
产业作为一种新兴的产业，它是经济、文化、技术等相
互融合的产物，具有高度的融合性、较强的渗透性和辐
射力，为发展新兴产业及其关联产业提供了良好条件。
文化创意产业在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推动区域经济
发展的同时，还可以辐射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全面提
升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

少儿文化创意产业，是指直接以少年儿童为服务
对象、消费群体，为少年儿童量身打造的文化创意产业。
少年儿童蓬勃向上的生命性与强烈的好奇心、趋新性、
求知欲，决定了少儿文化创意产业必然具有时尚性、前
卫性、探索性的特征。少年智则中国智，少年强则中国
强。一茬茬不断成长、发展、变化中的少年儿童决定了少
儿文化产业必然在整个文化产业中占有很大比重，属于
文化产业中的核心产业。中国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有3
亿多人，因而中国理应拥有全球最大的少儿文化创意产
业。据统计，现在城市儿童消费在家庭总支出中的比例
已超过33%，占人口的比重约20%左右。中国6岁以下儿
童的消费市场将达到5000亿元左右的规模，甚至在高
端市场占到90%以上的份额。中国目前正处于第四波婴
儿潮，未来的消费市场将非常巨大。调查显示，这一波婴
儿潮将带动国内消费进入加速期。中国传统家庭结构已
经发生重大变化，对于儿童，至少有6个人围着1个“小太阳”转。光是中
国国内城镇居民对童装的消费需求量，每年就高达8亿件左右。中国少
儿文化创意产业无疑市场巨大，前景广阔，将是永远的朝阳产业。

二
少儿文化创意产业可以分为以下四大类：
一是核心产业，即围绕着“作品”打造的主产业，包括图书出版、影

视、动漫、戏剧、游戏等。从传统平面阅读的纸质图书，到视、听结合的游
戏、影视，形成立体阅读产品，有的称其为“三维阅读”。如围绕《哈利·波
特》这一“作品”打造的少儿文化创意核心产品就有哈图书、哈电影、哈
DVD、哈录像带、哈电视片、哈唱片等。

二是延伸产业，即由核心产品（作品）延伸开发出来的亚产品，如电
子书、点读笔、手机阅读等。

三是附加产业，即以核心产品（作品）的艺术形象、品牌以及作家名
字为象征性符号与号召力的产品。如以哈利· 波特为形象制作的少儿
生活、学习必须品，包括：玩具、书包、服装、文具、儿童食品、饮料、广告
等。短短10年，《哈利·波特》的文化创意核心产品与附加产品已超过60
亿美元，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链。

四是综合产业，即以著名文学形象、品牌打造的跨行业、跨艺术的
综合性产品，如儿童主题公园、主题旅游、儿童培训机构、学校等。最成
功的无疑是迪斯尼乐园。想当年沃尔特·迪斯尼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卡
通画家，一只在墙角窜来窜去的小老鼠触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并成就了
他的第一部配音卡通片，很快风靡全球。米老鼠、唐老鸭这两个卡通形
象，成就了全球第一个集娱乐、影视、儿童产品、零售、主题乐园于一体
的少儿文化创意产业与跨国集团，仅靠收取艺术形象与品牌的版权费
就已财源滚滚。

就我国当代儿童文学的著名艺术形象与品牌而言，已有一些作品
正在被开发成少儿文化创意产业。但总体上看，我国的少儿文化创意产
业还刚刚起步，还在围绕图书的核心产品领域摸索，尚未进入延伸产
品、附加产品，更无综合产品。

三
我认为，当前我国的少儿文化创意产业需要从以下三方面加以努力：
第一，必须认清少儿文化创意产业的关键是品牌与艺术形象，而品

牌与艺术形象主要来自幻想文学。英美的迪斯尼、《哈利·波特》，日韩的
动漫、游戏，以及植物大战僵尸、愤怒的小鸟，水果忍者等，国内开发的
赛尔号、摩尔庄园、小花仙等产品，无一不是幻想文学。因为幻想文学最
能出故事、出形象，也最易激发起儿童好奇好动好玩好探索的那一根敏
感神经。

第二是花力气打造我们民族自己的幻想文学品牌与艺术形象资
源。这是少儿文化创意产业的重中之重、难中之难、关键之关键。文化创
意产业的核心是“内容”，关键是“艺术形象”。国际上一切成功的文化创
意产业，无不在品牌与形象上下足功夫，化大力气塑造一流的品牌、形
象，迪斯尼是如此，《哈利·波特》也是如此。没有真正为孩子们记得住、
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下的艺术形象，就没有少儿文化创意产业的一切。

在这方面，我们现在存在着三方面的误区：
一是本末倒置、急功近利、盲目开发。在手上还没有一流艺术形象或

形象还不成熟的情况下，误以为只要借助高科技、高投入，只要靠广告、
炒作，就能获得成功。当然这样做或许也能赢得一时的市场效益与媒体
吆喝，创意产业在初创阶段可能会出现“形式大于内容”乃至“形式打败
内容”，甚至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但可以预见，过不多久这类产品就必
然从畅销榜单上败下阵来。回顾近些年那些跟风热播影视片、争抢制作
的动漫书、快餐书，短期抢占市场很快赔本息鼓，这样的例子还少见吗？

二是外来和尚好念经，瞧不起我们民族自己的本土艺术形象，反倒
是老外“慧眼识珠”，把我国的花木兰、功夫熊猫、张天翼的宝葫芦等打
造成了大片与创意产品。

三是技术至上，认为只要掌握了数字化技术、信息技术、传播技术，
就有了一切。而实际上，技术永远只是工具、手段，文化创意产业永远是
创意第一、内容为王、品牌至上。举例来说，据统计我国现有大大小小
1000多所高校设有动漫专业，动漫制作人才层出不穷，但为什么我国
的动漫产业还是很难搞上去呢？多数只能做外来产品的代工业务，根本
原因就是缺乏优质的动漫内容，缺乏创意，缺乏孩子们真正喜欢的记得
住传得开的艺术形象。这就难免出现我们的不少动漫专业人才只能老
是给国外动漫公司的老板打工，而自己做不了老板。因而少儿文化创意
产业的成功之道永远是优质的内容、形象、品牌加上乘的技术。

第三是抓紧培养复合型出版专业人才。这里的复合型人才是指既
熟悉、把握儿童文学、幻想文学，又把握数字出版、计算机技术、网络技
术，懂得创意设计、产业开发的人才。加强复合型出版人才的培养，已成
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当务之急，也是发展的“瓶颈”。数字出版的兴起，少
儿文化创意产业的开发，必须有IT行业人员的参与，他们对网络技术
的掌握，对经营风险的认识，对财力的运用，都是传统出版从业人员无
法相比的。但同时，由于隔行如隔山，他们对儿童文学、幻想文学、少儿
出版、少儿阅读接受心理的专业知识可能知之甚少，这就必然会影响对
艺术形象与作品的认知价值、审美价值、人文价值的理解和开掘。因而，
理想的少儿出版与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应当是这两个行业人才的复合
与互补。少儿文化创意产业对于人才的要求更高、更全面、更专业。可以
预见，在未来的少儿出版业中，谁拥有这方面的复合型人才越多、越强，
谁就越能把握主动，赢得更多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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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万物有灵的生态秩序致敬
□崔昕平

地球——这太阳系最美丽、最独特的
蔚蓝星球正承载着从未有过的人口负荷。
我们可以在地图上插满坐标，让文明的印
记一步步深入蛮荒，我们可以征服猛兽凶
禽，让人类的疆域一点点封锁野性的冲
击。人类的索取与生态环境恶化是一个沉
重的话题。如何让孩子从小体验到生态环
境的重要，让孩子从小就建立起保护动

物、保护环境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正是我们的教育中亟待弥补的
一课。

《成长筑梦——生态文学儿童读物》（全6册，黑龙江教育出
版社2014年4月出版） 很好地为我们补上了这重要的一课。这套
儿童故事丛书将引人入胜的动物故事与生态保护话题创意地融合
在一起，用动物的传奇经历讲述了生态环境对动物的深刻影响，
让读者在扣人心弦的情节中感受动物主人公在大自然中的困境，
经历它们的艰难历程，在它们顽强成长的过程中体验成长的喜悦
和收获。

这套丛书共有6个分册，每个分册都围绕一种动物的生活展
开，在阅读过程中，一方面是拟人化的动物主人公在挫折中不断
成长，另一方面，是读者在情节的起伏中体验梦想的坚持不懈。

丛书中的每一个分册都有一个成长的主题，在《棕熊的回忆
中》，小棕熊的成长是一个不断丰富阅历、丰富知识的过程。它
的友善让它得到了丰富而美好的友情。在 《草原霸主狮子王》
中，小狮子的成长是在不断追逐梦想、勇敢迎接挑战中完成的。
最终小狮子成为新一代草原狮子王，而它经历的那些惊心动魄的
故事不但深深吸引了我们的阅读兴趣，更极大地感染了我们。在

《丛林之王老虎》中，两只小老虎慢慢脱离妈妈的保护，一点一
点地积累经验、建立自信，学会独自面对危险和磨难。在《国宝
大熊猫》中，成长是一个不断接纳爱、付出爱的过程。无论是不
可预料的灾难，还是变化不断的环境，父母的爱、同伴的爱朋友
的爱都是成长最有力的保障。在《大象成长记》中，小象充满探
索世界的好奇，它热心地帮助伙伴，牵挂生病的爷爷，它的成长
之路充满温情和感动。在《大白鲨历险记》中，两个小鲨鱼在为
家族寻找新海域的过程中懂得了责任的重要。

孩子的成长需要正确的引领，这些动物故事不但能给孩子有
益的启迪和教育，更能给孩子们传递一种正能量。

作者还在每一个主题中巧妙地嵌入生态环境的问题，通过小
动物的故事将每一个地域中的生态问题娓娓道来。在《大白鲨历
险记》中，我们了解到海洋污染的危害。在《国宝大熊猫》中，
我们了解到只有保护好熊猫赖以生存的原始竹林，才能让这个可
爱的物种自由地繁衍。在《丛林之王老虎》中，我们了解到老虎
的人工驯养和放归野外的艰难。

成长就是一个筑梦的过程，在成长中变得自信、勇敢，懂得
责任，学会担当。相信这套书的读者在阅读之后，还会种下一个
保护自然、爱护动物的博爱之梦。

■简 讯

儿童文学作家金曾豪的新作《凤凰的山谷》，是晨光出
版社“青青望天树·中国原创儿童生态文学精品书系”中的
一部作品。当这个长长的书系名称映入眼帘的时候，“生态
文学”4个字着实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

金曾豪创作过不少优秀的动物小说，如《狼的故事》
《苍狼》等。此番创作《凤凰的山谷》，可谓有着充足的前期
积淀。而生态文学最基本的特质在于，它不是以人类中心
主义为理论基础、以人类的利益为价值判断终极尺度的文
学，而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文学。儿童
生态文学的创作，不能局限在了解动物、关爱动物的层面，
而是要立足于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的关系。金曾豪的作品
很好地摹写了这一视角。在《凤凰的山谷》中，小山村的一
切景物都浑然而和谐地交织在一起：美丽灵秀的山村、“碧
水泱泱”的凤凰潭、“正值盛年”的樟树林、温顺的水牛“豆
豆”、活泼的小公鸡“赳赳”、护犊子的老母鸡“刘桂花”、好
动的小主人“奔奔”……一派田园牧歌式的美妙风貌。全景
式的写作手法，使动物与人的种种心理活动都跃然纸上，
身处其间的动物与动物、人与动物心灵相交，和谐相处，产
生了从未有过的畅然而惊喜的情感体验。一只“很小很小
的鸡”登上一头“很大很大的牛”的头，“豆豆”于是稳住脚
步，不让“赳赳”掉下来——描摹出憨态可掬而又生动温暖
的画面；龙年老汉对着水牛“豆豆”唠叨日常细事，“豆豆”
便认真听着，因为它“听得懂语调，听得懂由语调传达出来
的善意和亲切”—— 善意和亲切，是一切动物相互交流的
法宝。默契的交流之中，盈盈的爱意跨越一切界限，在人与
动物、动物与动物以及各种生物与自然之间氤氲。“在山野
里，如果你觉得孤独，就错了。这里必定有许多许多晶晶亮
的眼睛，在你看不见的地方监视着你呢。”这正是作家努力
营造的一个活生生的自然生态，芸芸众生，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

作品呈现出松弛自如的写作状态，一种介于口语与书
面语之间的语言习习的、娓娓的，切合着儿童的语感节奏，
如话家常，一股乡间独有的闲适、随性的气息缕缕而来。作
者描绘乡间景物与动物，充满了传神之笔。如写到水牛豆
豆从容的步伐，“脚下还有一种因为欢愉而产生的弹性”，
金曾豪的文字也美妙如斯，欢愉而充满弹性。作品有着让
人过目不忘的形象剪影，更有些让人过目不忘的句子、意
境。凭借多年创作动物小说的经验，无论是白狗、黄鼬、野
鸭，作家总能寥寥几笔就直入内心，将这一物象活灵活现
地展现出来。各种声音背后蕴含的感情都借助各种拟声词
在作者的笔下得到了传神的表达。耐心而细腻的写景，将
作家对自然生态的赞颂诉诸笔端。生态和谐之美如汩汩山

泉，自笔端莹莹流淌而出。作品的文字时而缠绵抒情，时而
随性延宕，时而又果断干练。阅读过程中，常常被作家简洁
质朴的文字“击中”，比如“秋天老了”。故事讲述的信手拈
来的小情趣也常常让人忍俊不禁。比如描述一只母鸡不断
换地儿下蛋，“浪漫得不得了”。这一切在并不紧张的情节
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有的语感跌宕。

“生态文学”创作，不是一个概念化的解说，而是对于
生命的思索，是很见创作者心中境界的。《凤凰的山谷》中
涌动着对一切生命的敬畏和讴歌。作品中写到，“在土地面
前，牛和庄稼人都乐于弯下腰来，他们是土地的崇拜者”；
龙年老汉在割掉了稻子后，会“猜想田地会有点累”。作品
中有对动物母爱天性的赞颂，为保护孩子，母鸡“刘桂花”
面对乌鸦、面对大白猪、甚至面对鹰都凛然不惧，以命相
搏，决绝到令对手震惊。作品中还有动物间质朴动人的亲

情与爱情，像举家营救儿子、牙齿咬出淋漓的鲜血的黄鼬，
像看到母鸭死去而愤然殉情的公鸭，像为营救母兔而数月
徘徊的公兔，还有为了小母牛一反常态发怒狂奔的水牛

“豆豆”，都提请我们以一种平等的眼光重新审视我们身边
的动物，以一种崇敬的心态重新解读我们称作“生命”的万
物。作品中还出现了一些带有传奇色彩的片段，如黄蛇循
着同伴的皮做成的琴的声音缓缓而来，并在蛇皮上做了一
次轻轻的长吻。奇幻的场景，道出的却是万物有情的天伦。

作品中，黄鼠狼、刺猬等各种天敌的轮番出场，不断打
破小乡村的宁静，推动着故事的演进。各种生物知识足够
令生活在城市中的孩子眼界大开。但是，即使是物种之间
的相互争斗、搏杀，也并没有显得多么血腥，只是维持着生
物链中的某种平衡。作者还有意识地编织了一个戏剧性的
情节，让曾婆婆多年前被乌鸦偷走的金戒指经过一番食物
链的轮回，长在了她挖出的萝卜上。一个看似巧合的故事
道出的却是自然万物因果关联、密不可分的平衡关系。

而一个具有现代商业头脑、充满贪欲的人的出现，将
这种平衡彻底打破，将老辈朴素的生态保护观全盘颠覆，
也将和谐与美好瞬间毁灭。一个所谓的“凤凰潭度假山庄”
的改造计划忽然降临在这片祥和而自有规则的宁静之中。
突然而至的贪欲，血腥的气息牵动故事急转直下，作家的
笔触忽然间变得触目惊心。力竭而死的公鸭跌落在湖里
时，作家写道“凤凰潭哆嗦了一下，像中了一支毒箭”。捍卫
凤凰潭的战争中，人与物的智斗最终以人的胜利而告终，
凶残的人将野鸭碾压得不成样子，将刺猬活活剥皮，将家
犬“银子”阉割致死，甚至连崖顶的瀑布也被破坏，小山村
的祥和友善瞬间幻灭得令人不忍直视。作家用90%的篇幅
描绘渲染的和谐美好，只因一个人的贪欲便毁灭殆尽，让
人在扼腕的同时震惊于人类的破坏能力，让人反思高智慧
灵长类动物的文明进步带给其他生灵的究竟是什么。文学
是生活的镜子，生态文学正是对于严峻生态现实的文学反
映。生态文学作品的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纯文学领域。它
唤起的是对整个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模式的批判，是人们
的生态良知。金曾豪的这部《凤凰的山谷》，恰恰契合了生
态文学代表作家卡森在《寂静的春天》里亮出的观点：“征
服自然的最终代价就是埋葬自己”。

当然，在作品 90%的篇幅中，故事主要矛盾冲突的始
终隐藏、蓄势不发，小的冲突与冲突之间没有紧密地衔接；
丰富的物种、全景式的呈现，都令作品头绪众多，需要慢慢
品读，才能勾勒出一个完整的乡间生态。这样的创作是带
有实验性的。应该说，金曾豪用他的写作实践，传达了生态
儿童文学创作样貌的一种可能。

金曾豪金曾豪《《凤凰的山谷凤凰的山谷》：》：

2014年的六一儿童节，对北京新教育实
验学校的孩子们来说，有些与众不同：这一
天，在新教育实验学校的报告厅内，一派欢声
笑语，大人和孩子们共同度过了一个充满书
香和温情的节日。原来，这里是儿童文学作家
童喜喜的新作“新教育的一年级”的新书发布
会现场。

“新教育的一年级”系列丛书，是童喜
喜5年来投身新教育第一线的创作成果。书
里温暖美好的故事，统统取材自“新教育实
验”中真实发生过的教育案例。这套图书按
照 12个月份分为 12本，讲述了新教育小学
一 （2） 班学生牛妞、安熊等孩子和花儿老
师之间发生的故事，可以说是为学龄儿童量
身打造的“入学必读书”。首创“童书即课
程”的方法，以时间为序，用数个故事形成
一个课程，对于当下孩子、父母、教师最感
兴趣或最为困扰的问题，都以孩子喜闻乐见
的方式，进行了准确有效的解答。书中还采
用了“故事套故事”的形式，精选众多经典
图画书以及作者原创的儿歌、童诗融入故事
中，让故事形式更加活泼、内涵更加丰富。

在首发式上，同时举办了“新孩子乡村阅
读公益行”的启动仪式。本次公益行活动，由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和“新教育研究院新父母
研究所”共同倡导。童喜喜将为100所乡村小
学进行 100 场免费阅读讲座，二十一世纪出
版社将为每一所学校捐赠 10 万元码洋优质
童书，并由新教育萤火虫义工团队进行持续
3 年的跟踪服务。希望通过持续推动乡村教
师、学生、父母共读，切实有效地助推乡村教
育，协助学校发展成为当地的乡村文化中心。

（童 迅）

“新教育的一年级”
系列新书首发

2014 年 5 月 30 日，在第 64 个国际儿童节来临之
际，由中国出版协会少年儿童读物委员会主办，中国
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和青少年阅读体验大世界承
办的“百种好书伴我成长”六一诵读会在京举行。中国
作协副主席高洪波，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出版管理
司巡视员朱启会，副司长王然，儿童文学作家金波，中
国版协少读工委主任、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
长李学谦，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总编辑邵若愚，二十
一世纪出版社总编辑王军，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总编辑王泳波，少年儿童出版社
总编辑周晴，明天出版社总编辑傅大伟等嘉宾出席了
活动。

现场，来自北京 8 所中小学和幼儿园的学生代
表，通过多种形式的美文诵读和舞台剧表演，在六一
来临之际，欢庆属于自己的节日。活动现场，学生们分
享了包括张之路的《弯弯》、秦文君的《小鸟公主》、高
洪波的《快乐小猪波波飞》、沈石溪的《狼王梦》、曹文
轩的《丁丁当当》、郑春华的《马口鸟力口》、杨红缨的

《笑猫日记》、张永军的《少年特种兵之海岛特种战》等
“向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图书”获奖作品。高洪波与现
场的小读者进行了趣味互动。现场的 6 家出版社社

长、总编辑作为版协少读工委成员单位代表向现场的
8所学校捐赠了优秀图书。诵读会在到场几位嘉宾与
小读者共同齐诵金波《绿叶的交响》中圆满结束。

一本好书可以愉悦身心、阳光童年，让孩子感受
到直抵心灵的欢乐与愉悦。一本好书可以触动心
灵、温暖童心，让孩子收获更多的智慧和见解。为
了让更多的中国孩子内心都能充满温暖和善意，版
协少读工委成员单位已经积极开展多项工作。中少
总社在全国举办“寻找最爱阅读的中国孩子”主题
系列活动，如“红袋鼠在行动”早期阅读专家讲座、讲
故事比赛已经走进全国150余家幼儿园，《儿童文学》
纯净阅读公益讲座也已经邀请多位儿童文学作家走
进全国多所小学，同时分别面向全国少年儿童和教师
开展了以“阅读与成长”为主题的“我与书的故事”征
文大奖赛和“寻找最会指导阅读的优秀教师”评选活
动。未来，百家出版社还将通过优秀少儿读物捐赠、知
名作家进校园、读书征文、主题演讲、经典诵读等丰富
多彩的阅读活动，与分布在全国各地，特别是老少边
穷地区的1000所小学共同开展“百社千校书香童年”
阅读活动。

（李墨波）

“百社千校书香童年”六一诵读会在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