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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8 日，有机构发布的童书作家
榜单引发热议。在这份榜单上，为人熟
知的“童话大王”郑渊洁并未上榜。19
日，有网友发微博就此质疑郑渊洁，郑
渊洁则在当天晚间发长文回应此事，指
出榜单内部分童书作家，依靠进校园推
销获得高版税收入，质疑其做法有进校
园推销之嫌。该文章很快引发网友热
议。

郑渊洁 4 月 20 日接受记者采访时
称，在这份榜单发布前，榜单制作方曾
联系他核实版税收入，但当他得知童书
被专门从主榜单中剥离出来，他表示拒
绝上榜。郑渊洁认为，中国童书销售市
场存在泡沫，最主要的就是有部分童书
作者进入中小学兜售童书。

郑渊洁告诉记者，他早年间也曾受
出版社邀请参与这类以卖书为目的的校
园演讲，原本预计40分钟的演讲，主办
方却要求他只讲20分钟，“我问他们为什
么，对方回复我说‘您要给您卖书留时

间啊’。”因认为这种做法剥夺了孩子自
由选择书籍的权利，郑渊洁此后再没有
参与过这类活动。

郑渊洁称，这类进校园签售的行
为，更像是出版社、作家与学校三者

“合谋”运作，以演讲的形式卖书牟利。
“一般情况下是连续一周，每天上午、下
午各走访一个学校，”郑渊洁说。

在郑渊洁看来，作家进校园卖书，
会影响儿童阅读兴趣，也属于“进入中
小学校园推销商品”。

从 初 衷 看 ，
作家进校园为学
生讲成长经历、
讲故事、传递思
想，是颇有价值
的一件事。但将
卖书与讲座捆绑
在一起，还是有诸
多可商榷之处，比如有人提出，图书的

“商品属性”，明确违反了国家有关部门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入学校宣传、
推荐和推销任何教辅材料”的规定。

但也有观点认为，如果有学生觉
得确实需要购买图书，也无可厚非，
但必须有“自愿”前提。这就意味
着，在主管部门的规定与“作家进校
园”之间，还存在着较大的操作空
间，正是因为这个空间地带的模糊，
郑渊洁才会两度提出质疑。

就舆论的反馈看，人们不欢迎
的，并非“作家进校园”，也不完全无
法接受“开讲座顺便卖书”，而是反感
借用权力通道，让那些不愿意买书的
孩子在压力之下购买。这种“权力通
道”的构成，由出版机构、教育主管部
门、学校、老师等组成，对于学生而言，
上述组织、单位与个人，都能借用手中
权力，为“作家进校园”卖书创造通途。

所以，郑渊洁提出这个话题的讨
论重点，不是让作家晒税单，也不是
作家要不要进校园，而是彻底关闭这

个隐藏在幕后的权力通道，让学生自
主选择与哪些作家交流、自由决定是
否购买作家作品。

就媒体的报道看，作家进校园卖
书，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商业模
式”，比如“书店实现童书销售有效转
化的3种模式”被公开推广，“锁定名
家和校园”排在第一位；有老师拿打
印的书单交给学生，要求家长去指定
的书店买书……网友在相关新闻下的
留言，呈现出作家进校园卖书的“千
姿百态”。做法虽然花样百出，但无一
不有权力的影子在驱动。

其实，解决“作家进校园”的问
题争论很简单，如果确实相关规定不
允许，那不妨严格执行，只能开讲座不
许卖书，任何变相的卖书形式都要被禁
止。如果考虑到部分学生需求，那也一
定要遵循自愿原则，让学生自主决定。

作家与书，没有原罪；作家进校
园，本来也是好事一桩。但借用各种
权力影响来卖书，这让人生厌，希望
这种做法早点绝迹。

童书进校园
推广阅读推广阅读？？卖书生意卖书生意？？

4月19、20日，曹文轩参加了北大培
文的校园推广活动，记者由此致电北大
培文总裁高秀芹了解相关情况。

高秀芹介绍了曹文轩在郑州上课时
的“盛况”：“20日上午，曹老师在郑州北
大培文学校为 5000 个师生与家长讲了
写作，他通过三个放羊的小故事深入浅
出地给孩子讲写作，参加此次活动的学
校达近年来之最。”在北京、上海等这样
频繁举办活动、名家扎堆儿的地方，很难
想象到5000人参与活动的情况，在中国
二三线城市的地方学校，大家对著名作
家倾注了如此巨大的热情。

问及曹文轩及其他名家是否在校园
签售自己的书时，“到底有没有签名售
书，欢迎媒体采访听讲座的任何一位学
生、老师和家长，5000 人可以作证。”高
秀芹强调。

高秀芹也补充了 20 日活动的几个

细节：“20 日上午曹老师在郑州北大培
文学校讲座，现场气氛非常热烈，没有签
名环节，但是还是有很多人让签名，有曹
老师的书，也有孩子的练习本，虽然曹老
师很疲倦，还是很热心地签名，要离开校
园时，学校门口停的一辆急救车上还下
来两位医护人员，拿着曹老师的书要签
名，说他们家孩子喜欢曹老师的书。”

对于“名家进校园”，高秀芹认为非
常必要：“优秀作家到学校推广阅读，以
身说法，孩子们可以跟他们喜欢的作家
零距离接触，可以了解他们喜欢的作家
如何阅读和创作，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行
动，我想每个有分辨力的学校和家长都
会打心底里欢迎这种举动。我们希望社
会各界，政府、学校、家长、出版机构，以
及阅读推广机构能呼应需求，形成合力，
做好标准。”

据《成都商报》

4 月 19 日，大星文化、作家榜经典
文库发布了第13届作家榜，在今年新添
加的“童书作家榜”中，排名前三的作
家分别为杨红樱、北猫和曹文轩，郑渊
洁未在榜。

面对网友的质疑，郑渊洁发文章回
应中国童书销售泡沫极大，且多有“校
园卖书”的情况，因而自己主动退出榜

单评选，此外，郑渊洁也在文章里指出
童书作家曹文轩可能就有在校园里签售
自己作品的情况。曹文轩对此回应说，
不愿发声，让大家去判断。

郑渊洁的微博一石激起千层浪，事
件酝酿至今，不仅郑渊洁与曹文轩牵涉
其中，更是引发大众对于整个图书行
业、教育体系以及名家群体的讨论。

郑渊洁质疑“作家进校园卖童书”引热议

作家进校园，不能借用权力通道“卖书”

调
查

童书出版机构回应：“校园卖书”很常见

尽管互联网技术和智能手机的发展
正潜移默化改变着人们的阅读方式和阅
读习惯，但童书销售的规模仍然在整体
图书市场中占有绝对的优势。

2018年年底，京开研究院首次推出
童书市场年度报告，报告指出，2018年，
童书占据了整体图书市场24.5%的销售
规模，排名第一；与2017年相比，销售规
模占比和销售册数占比变化不是很大，
分别上升了1.6和0.6个百分点。另外，
今年1月，当当数字业务部总经理宋雯

洁在第七届当当童书编辑年会上透露，
2018年度，当当网全年童书占图书整体
销售的25.9%，年销售册数为6.2亿册。

童书销量保持高增长背后又有多少
是属于真正有效的阅读群体呢？郑渊洁
在其微博中称：“当我获悉中国作家榜制
榜方首次将童书作家销售排名从中国作
家榜主榜单中剥离出来后，我立即表示
拒绝上榜。制作方问为什么？我告诉他
们，中国的童书销售泡沫极大，甚至和不
法行为有牵连。”

郑渊洁此次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进
校园卖书”，记者致电一些图书出版
商，大家谈道：这个现象现在很常见，
图书尤其是童书的一个惯用销售套路就
是作家进校园开讲座，签售、学生买
书。有出版社指出这种行为在南方的三
四五线城市尤为常见，“中国最早一批童
书作家都进校园卖书。”某童书出版编辑
说，但当年相关的规定也没有严格制定。

记者也向在北京的两家出版社：人
民文学出版社与长江新世纪的工作人员
了解了相关情况。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谈道：
“在北京因为管得严，出版社主动联系
进校园是比较困难的，一般都是学校提
出有这个需求，学校有时候也是希望学
生能多接触点儿作家、能和作家有一个
深入交流。”

“像在地方上如果有学校的签售活

动一般也是当地新华书店、书城等组
织，我们出版社和当地书城都是正常结
算的、把书以固定的折扣批发给他们，
他们去哪儿销售、怎么销售是他们自己
决定，而且你从书店买书本来也是全
价，一般没有什么老师拿折扣的问题。
作家在其中也一般是配合宣传角色。”
该编辑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资组建的天天出
版社出版了很多曹文轩的童书，至于郑
渊洁提出的稿酬的税收单据的问题，该
编辑回应：“曹文轩在天天社的稿酬都
是天天社代缴税收的，有凭证可查。”

两个出版社的工作人员都谈到，其
实进校园的活动与在书店、商场的活动
没什么区别，一来出版社并不会给作者
钱，作者出了书有义务配合该出版社做
宣传，二来在书店等场所办活动也一般
不会给所谓的场地费。

童书销售规模在图书市场中占有绝对的优势

第13届作家榜发布2018年中国童书作家榜，杨红樱以5600万版税荣登榜首。

出版社回应“进校园卖书”

“优秀作家到学校推广阅读是非常有意义的行动”

曹文轩（左），郑渊洁（右）。

有网友对郑渊洁图书销量提出质疑，郑渊洁做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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