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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论坛 

传统文化类童书“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探析 
——以广东地方社打造岭南文化精品图书为例 

◆钟蕴华 

（广东新世纪出版社）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和而不同”“以

和为贵”“天下大同”上至与我国的国家制度，下至与人们日常生活、学

习、工作都息息相关。文章从传统文化的历史背景、传统文化类童书市

场现状、地方社挖掘本土特色打造地方传统文化品牌等方面，在儿童图

书策划上探析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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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传统文化创造性地、创新性地传而统之，让读者掩卷
而思时，不自觉地找回看得见的情怀和乡愁，并用传统文化的思
想理念、传统美德、人文精神等精华精髓滋养心灵。笔者尝试分
析儿童图书市场上成功案例，并结合个人图书策划经验，从传统
文化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展开论述。 

一、传统文化童书市场的现状和传承瓶颈 
（一）传统文化童书市场现状 
开卷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 9 月，有关“传统文化”的图

书达 4713 个品种，销量前 100 位的少儿类图书占 85 个品种，销
量榜单前 20 位的全部是少儿类图书，其中湖南美术出版社的《中
华传统文化•经典国学丛书•三字经》（全彩绘注音版）以月销
12815 册，累计销量 191510 册占据榜首，加上网店和其他渠道
发行，可推算该品种图书销量接近 77 万册。显然，从规模到精
品，从社会影响力到销售数量，传统文化类图书市场基本被童书
占据。由此可见，深挖传统文化在童书市场大有可为，精品图书
还将得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 

然而，笔者发现，市场上的传统文化类图书集中在“四书五
经”、诸子百家、唐诗宋词、中华故事、《三字经》、成语等公版
图书上。开卷数据显示，前 100 位传统文化类图书，公共版权图
书的彩绘版、注音版、有声朗读版等品种占 83%，表现形式雷同，
平均定价 15 元，多以低价策略占据市场。 

（二）寻找传统文化类图书出版空地 
近年，《我在故宫修文物》《六神磊磊读唐诗》《半小时漫画

中国史》等作品红遍大江南北，深受读者青睐。正如中国著名影
视编剧、作者梁晓声评价《我在故宫修文物》所说的“在目前这
么浮躁的时代，还有这样一些人，我心里是非常尊敬的。一生只
做一件事，修复师所做的事情，实际上是传统文化真正的守望
者。”这类作品均是有效进行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 

由此可见，只有另辟蹊径，从一个全新角度或全新表现方法，
展现传统文化的另外一面，才是传统文化类畅销书的制胜法宝。
而充分利用出版社地域优势和编辑专长，寻找当地传统文化空
地，也是重要条件。 

二、地方社如何打造岭南文化图书创新品牌 
（一）寻找岭南文化发展新坐标 
在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作上，全国各地均结合当地

文化真抓实干。2018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发表重要讲话，对广东提出“四个
走在全国前列”的要求，他特别指出广东要“实施中华优秀文化
传承工程，推动岭南文化传承创新。” 

广东，是古百越之地，广东音乐、岭南美术、地方戏曲、岭
南方言、书法、舞蹈、民间文艺等文化沉淀深厚，岭南文化基因
强大，如何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优秀岭南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
思想道德、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等各个环节，贯穿于启蒙教
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是广东
地区各出版社共同思考的问题。 

（二）地方社打造岭南文化图书新品牌 
笔者所在的新世纪出版社作为广东唯一一家专业的少儿出

版社，近年也尝试在粤语说书、广东音乐、岭南画派、木雕剪纸、
农民画等传统文化资源上，寻找青少年感兴趣的表现手法，让优
秀传统文化回归课堂、回归学生。自 2016 年起，笔者陆续策划
推出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粤语说书为展现形式的《童说岭南——听
彭嘉志讲古仔》系列（6 册）、结合岭南方言与广东音乐的《粤
韵唐诗》、以龙门农民画配儿童诗歌的《倾听春风的声音：农民
画改革童诗颂开放》等图书。其中《童说岭南——听彭嘉志讲古
仔》不仅获得广东省扶持文化走出去专项资金、广东省原创精品
出版、广东省委宣传部主题出版等 3 项扶持资金，目前总销量达
6 万册。《粤韵唐诗》入选 2018 年广东省教育厅暑期推荐书目，
出版一年销量 5.3 万册，两个品种的岭南文化类儿童图书均达到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接下来，笔者还将陆续推出以岭南画派与视觉转译岭南童谣
结合的《绘声绘色看方言》系列图书，以及从旅游、历史故事入
手，策划《行走大湾区》系列丛书，希望打造具有鲜明岭南风格、
让青少年喜闻乐见的传统文化图书品牌。 

三、“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未来方向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实际操作中，可以理解为让

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让传统文化内涵更好地融入生活场景。
如何结合儿童图书特点活化传统文化，笔者认为应当以下两个方
向进行探索。 

（一）细节入手活化传统文化 
笔者以为，把传统文化中与青少年有关的精髓提炼出来，通

过通俗易懂的方式，推出让青少年“悦读”的图书，需要策划编
辑善于站在读者的视觉设计细节。 

2017 年 8 月，笔者策划推出《粤韵唐诗》，通过【粤读分析】
栏目，分析诗句中与岭南地区历史、人物、饮食、语言等传统文
化相对应的知识点，书中配音频便于读者进行粤语跟读唐诗。
2018 年，编辑团队继续发掘其中可以活化的岭南特色元素，请
该书作者之一陈辉权为书中的唐诗增加广东音乐元素，于 2017
年下半年起，陆续为《池上》《游子吟》《惠州一绝食荔枝》等谱
曲，并请学生录制歌曲，通过进校园活动、上线 QQ 音乐、增加
原有二维码内容等方式，为读者“加餐”。一本书同时承载并有
机融合古典文学——唐诗、岭南特色曲艺——广东音乐、岭南方
言——粤语三大岭南特色项目，深受青少年读者喜爱。 

（二）巧用“出版+”战术 
2018 年 8 月南国书香节期间，笔者在现场随机抽取儿童图

书约 100 个品种，书中附着二维码的占 65%左右，大部分具有实
质内容，多以扫码免费听音频、看视频呈现，少量含有知识付费，
或结合 VR/AR 技术。事实证明，出版界已经迈进“出版+数字”
“出版+互联网”“出版+粉丝经济”的“出版+”时代。 

在图书内容质量过硬的前提下，二维码与图书的融合不妨在
听书领域进行拓宽，与微信读书、百道学习、喜马拉雅 FM 等
APP 合作，尝试把传统文化的内容纳入听书范围，可以想象，当
读者利用零碎时间，键入某一本图书，便突破文字表达的桎梏，
在生动的音频下感受更形象的阅读体验。 

其次，越来越多读者愿意为知识付费，书中二维码内容增加
作者问答、作者直播、读者圈等设置，也有可能为纸质书带来二
次收入。目前，笔者探索为 2016 年出版的传统文化类图书《童
说岭南：听彭嘉志讲古仔》增设粤语说书直播课程，让青少年读
者通过订购、预购直播课程，在家中学习粤语讲故事的技巧。 

笔者认为，紧贴时代潮流，充分利用“出版+”各种组合，
才能很好地让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