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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XIANDAIJINBAO

10 天时间，甬城两
位小学生“作家”先后
出书，引来社会各界的
关 注 和 热 议（本 报
2018 年 12 月 27 日、
2019 年 1月 6日曾报
道）。其中，“宁波六年
级小学生出诗文集《流
年》”一文经新华社客
户端转载，日点击量一
下突破了七十万次，更
是引来近 900 条跟帖
评论。一时间，“别人
家”的孩子如何，引起
了多方关注及家长羡
慕。可随着新闻的发
酵，也开始有不同声音
传出：给孩子出书是出
于鼓励写作，还是拔苗
助长？新闻评论员杨朝
清就金报文章专门写
了“用什么心态看待

‘小学生出书’”一文，
被新浪热评等十多家
媒体转发后，孩子出书
再度成为社会热门话
题。当下，孩子出书的
现象多吗？各方专家又
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记者 朱立奇

出版界人士

小朋友出书不多见
费用在五万元上下

关于儿童出书的话题，金报记者先后采访了数
位省内外出版界人士。

宁波本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出版社主任向
记者透露，目前家长给孩子自费出书的现象并不是
常态，就他所在的出版社统计，近些年给孩子出书
的次数，一年都不一定有一本。“至于费用，那和成
年人自行出书费用差不多，一本书在5万元左右，程
序上与成年人自费出书也并无二致。根据字数的多
少来收费，如诗集、诗歌集会相对便宜些，如果是小
说，甚至是长篇小说肯定收费会贵一些。”该出版社
主任还透露，与小学生出书相比，他们接到的业务
更多的是来自即将毕业的高中学子，“他们出书是
希望能够为未来学业之路，打些基础。”

江西省某出版社负责人夏耀在采访中表示，这
些年经他手完成的小朋友出版书籍的次数并不多，
频率也不是很高，连“副业”都算不上。大部分都是
孩子从小喜欢写作，家长们也愿意给孩子留点回
忆，鼓励孩子保持写作热情，然后主动联系出版社
出书。“说到底，孩子出书，家长们的态度才最关键。
另外，如果孩子的作品比较成熟，获得过一些不错
的奖项，那么就可以与出版社谈一谈，进行一些项
目上的操作。换而言之，如果全自费，家长起码要准
备五万元的经费。”该负责人坦言，其本人作为家长
也有过给自家孩子出书的想法，他身边其他家长也
有过出书的念头，最后没有成形，一来是经费问题，
二来孩子的作品没有达到一定规模，更没有获得比
较有认识度的奖项。

调查
出书可不是件容易事

儿童出书，其实是近些年一直被讨论的话题。家长支
持，家庭经济收入增加，给孩子出一本书，似乎成了件“家
常便饭”的事。不过，本报记者通过实地采访和了解，发现
想给孩子出本书，其实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2018年12月27日，在本报刊发的“宁波六年级小学
生出诗文集《流年》”一文中，主人公吴思瑜小朋友，其实从
二年级就开始了写作。《流年》收录了278首诗、31篇散
文、1篇小说，三百多篇文字作品，可谓是实打实的日常积
累。采访中，记者得知吴思瑜能够在六年级出书，与家长的
支持是分不开的——母亲是一位摄影师，在吴思瑜还很小
的时候就出了两本摄影集，被其视为偶像妈妈；外婆是一
位老师，教了一辈子书，吴思瑜小时候写下的点滴文字，都
是外婆一张一张收集起来的。而平日里只要有写作的灵
感，无论是在外面游玩，还是在饭桌上，吴思瑜都会拿出笔
和纸进行创作。对于孩子的这种行为，家里人不仅没有反
对，反而认真鼓励，这就给孩子带来了非常好的引导。

值得一提的是，吴思瑜的父母经常推荐她看一些大作
家的诗，从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读起，再到后来的纳兰性
德、白落梅、顾城、海子等等。大师们的作品，给思瑜打开了
艺术创作的一扇窗。

对话
一颗平常心对待即可

采访中，吴思瑜妈妈的心态很平和。她认为，诗文集
的出版是对孩子喜欢阅读、写作的一种鼓励，无所谓成绩，
更不是什么成就。作为家长希望孩子能继续热爱阅读，就
足够了。“女儿曾问我，‘妈妈，我什么时候能出书’，我也明
确回答，出书，得要有作品，不可能平白无故地出书。于是，
女儿便不断加强阅读与写作能力，至于出书后带来的一些
议论，我们也作好了心理准备。一切都是给孩子一份美好
的回忆，至于未来会如何，并没有多作考虑。”吴思瑜妈妈
反复强调，关于孩子出书，平常心对待即可。

吴思瑜就读的鄞州区东湖小学，对于学生出书这件
事，给出反应也非常平静。吴思瑜的班主任章婷老师表示，
学校的语文课，教授给孩子们都是一样的知识，从没有厚
此薄彼。要说有特别之处，就是平时的课堂作文教学上，会
引导学生多关注生活，从优秀书籍、日常生活中寻找一些
作文的源头活水。在作文教学方法上，告诉孩子们要结合
阅读教学展开习作。每周保证一篇写作，草稿本写好后面
批，再誊抄到大作文本，并针对性作出评语。教学上一般关
注学生的写作兴趣和阅读品位。“老师们正常教学，鼓励孩
子们写作，如果能在小学期间出本书，这是孩子天性的一
种发挥，值得鼓励，但也不必太过诧异，仅此而已。”对于自
己的学生出书一事，章婷老师的评价，理性客观。

本报曾报道两位
小朋友出书一事

观点

孩子作品出版，有人认为是鼓励

小学生出书，你是赞
又拿省级大奖又拿省级大奖，，又出书又出书《《蓝哈欠和蓝哈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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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真正像个孩子
让童年真正成为童年

国内孩子出书的情况如何？
2016年4月，山西12岁小男孩写
万字武侠小说；2018 年 5 月重庆
12 岁小学生出书《欣语欣情》回
归自己的小学时代；2018 年 6 月
东台六年级小学生出版《笔尖上
的成长》……记者打开网络搜
索，发现近些年关于小学生出书
的事例已并不少见，就孩子出书
话题的讨论也是争论不休。

有人赞同，自然也有人反
对。不少人认为，并不是所有孩
子的作品都值得鼓励和推荐，
花钱为孩子的“才华”或虚荣心
买单，是拔苗助长，还可能害了
孩子。“很多小朋友的文笔都是
很嫩的，无法达到出书的基本
要求，这就有可能出现一些比
较急功近利的家长自己代笔，
甚至找人代笔替孩子出书，一
旦开了这种先河，可就彻底违
背初衷了。”家长施鹏飞表达了
自己的忧虑。

此前，吴思瑜出书的报道刊
发后，时事评论员杨朝清特地刊
发了评论：要尊重孩子成长的节
奏与规律，让孩子真正像个孩
子，让童年真正成为童年。

杨朝清不禁发问，知行合一
为何这么难？许多时候，家长们
并非不懂得快乐成长对于孩子
的意义，而是担忧孩子将来在社
会流动中“人往低处走”，陷入

“出身越差，上的学校越差，将来
找的工作越差”的“下沉螺旋”之
中；在价值排序中，快乐成长不
得不让位于教育竞争。在中国人
的人格建构模式里，子女作为父
母血脉的延续，承载着一个家庭
乃至家族厚重的期望。当这种期
望没有得到合适的疏解，不仅会
让孩子们不堪重负，也会让家长
们紧张、焦虑，让双方都难以过
上快乐的生活。面对他人的围观
与赞誉，面对唾手可得的名利，
家长们拥有笃定的信仰和强大
的内心世界，比“小学生出书”更
加珍贵。

愈发多的讨论，愈发多的留
言，或许证明了孩子们出书这件
事，正在成为一种独特的现象。
至于这种现象是好是坏，仁者见
仁，智者见智。

旁观者感受

86岁老人担忧
孩子过早成熟

前些日子，本报先后刊发的关于小朋友
出书的报道，引来了不少甬城市民的关注。中
国有句老话：隔辈亲，亲又亲。小朋友出书不
仅是孩子和家长关注的，上了年纪的“奶奶”
甚至“太奶奶”辈分的老人们也非常关注。金
报忠实读者，现年86岁的孙贤芳老奶奶就给
报社打来电话，表达了自己对于小朋友出书
的看法。

孙奶奶回顾起自己少年时期的情景，由
于旧社会重男轻女等封建观念阻挠，考上了
学校却没能念成书，感到十分遗憾。她也表达
了自己对于现在的孩子能畅游在知识的海洋
中的赞叹和感慨。老奶奶感叹道，现在小孩子
个个有书读，能读到好书，甚至出书，这是时
代的进步，但她话锋一转，也说出了自己的担
忧；“现在的小朋友，平日里的读书压力就不
小了，有了闲暇时间最好能够多休息，或者和
别的孩子一起玩耍就挺好。出一本书粗略计
算，起码要上百篇的作品，这得耗费大量的时
间。还有我看到这些出书的小学生，从报道的
图片上看，都是很可爱的孩子，希望这些孩子
能够继续保持他们的天真无邪，不要过早地

‘成熟’。”
电话里，孙奶奶一直把“年岁太小”，还只

是“孩子”挂在嘴边。在她看来，出书是个别现
象算正常，也能理解，但更多想表达的还是让
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享受童年乐趣。

宁波作家

孩子出书是好事
但不可操之过急

作为宁波知名作家，鄞州区作协副主席徐海
蛟在写作之余也会教导一些小朋友写文章、诗
歌。在徐海蛟看来，孩子出书跟出版业发达与
否，家长们意愿等各种因素有关，应该是共同推
动而形成的。随着越来越多的80后升格当上爸
妈，“家长”的概念已经不再局限于曾经的“传
统”、“刻板”印象，这些家长对于给孩子出书的
态度也很开放。而家庭条件的富裕，也让孩子们
出书，变得相对容易和普遍。“前几天，现代金报
所关注的王梓烨小朋友出书并获奖的新闻报
道，则是一个相对不同的案例。王梓烨的《蓝哈
欠和绿哈欠》是经过一些正规机构和权威专家
老师鉴定过的，算是一个比较优秀的作品。我觉
得这样的一个作品呈现出来，对孩子的当下，甚
至是人生旅程来说都是一个特别好的经历。出
书对于小朋友人本人而言，鼓励和鼓舞的作用
肯定是巨大的。对于很多成年人而言，出书就是
一个梦想，更何况孩子呢？”徐海蛟给出了自己
的看法。

采访过程中，徐海蛟也坦言，由于出版行业
已经逐渐形成市场，家长给孩子出一本书的确
是容易了。如果大家（家长们）纷纷跟风，跑去给
自家的孩子出一本书或者自费去出一本书，这
并不是什么太好的事情。这会让孩子感觉到出
书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一件事得来容易就不
太珍惜。”徐海蛟希望孩子们能保留一份天真，
继续保留对于文字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幻想。

评论

吴思瑜与她所出的诗集吴思瑜与她所出的诗集《《流年流年》》家长供图家长供图

？成还是反对
写作，也有人觉得是拔苗助长

绿哈欠绿哈欠》》的王梓烨小朋友的王梓烨小朋友 家长供图家长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