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守护童心而创立，因开放交流

而多彩。

自2014年升格为国际奖项永久

落户宝山，十年来，陈伯吹国际儿童

文学奖持续扩大全球传播力、影响

力，丰富传播形式渠道，成为上海文

化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组数据足以印证：十年来，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累计超过

50个参评国家，近1500部海外参评

作品。

作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影响力

最强的国际性儿童文学奖项之一，陈

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挖掘出一个个

生动具象的儿童文学故事，以接地

气、有灵气的叙事表达，汇聚起一批

忠实粉丝。众多获奖作品立足儿童

视角，既反映了社会热点问题，也浸

润着传统文化、风土人情。

虽是文学奖项，但其通过线上线

下的丰富载体活动，为孩子们构筑起

充满想象力的原创儿童文学阅读空

间，让他们身临其境地体会儿童文学

世界的奥妙，以此养成终身阅读的好

习惯，并积极营造培育亲子共读的良

好家庭教育氛围。

讲好讲活更多中国故事，孵化优

秀儿童文学作品，陈伯吹国际儿童文

学奖的温暖旅程仍在路上。

打开知名度
促进中外交流互鉴

如何更好地促进中外儿童文学

交流互鉴，是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

持续努力推动的方向之一。

作为大赛重要的品牌活动之一，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原

创插画展每年面向全

球专业插画师以及

所有爱阅读、爱

绘画的少年儿

童和绘画爱

好者征集作

品，激发参

与 者 的 创

作 力 、想

象 力 ，期

待培育出

未 来 的 插

画大师。

从最初

海 外 参 与 者

寥 寥 ，到 如 今

海 外 参 赛 选 手

过半，相关负责

人认为，这一变

化 离 不 开 大 赛

组 织 机 制 的 持

续 优 化 完 善 。

比如，最初向外

征集作品时，海外参赛选手需以中国

儿童文学作品为蓝本进行创作。如

今，插画展每年选取关键词。给定主

题后，插画师们有了更明确的创作方

向，也不会被束缚住想象力。

大赛以及原创插画展本身知名

度的打开同样吸引了不少海外选手

参赛。

始于1964年的意大利博洛尼亚

儿童图书展，是全球历史最悠久、规模

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少儿出版物博览

会之一。五年前，陈伯吹国际儿童文

学奖携原创插画展参展，由此将品牌

传播至海外。去年，陈伯吹国际儿童

文学奖形象宣传片再度亮相第59届

博洛尼亚童书展，向全球儿童文学出

版机构和创作者

发出诚挚邀约。

以 此 为 契

机，越来越多优

秀的插画师看到

了广袤的中国儿

童文学市场，跨

越山海的合作佳

话就此诞生。

意 大 利 插

画 师 克 里 斯 蒂

娜 · 拉 诺 特 ，曾

四 次 参 加 插 画

展 。 她 与 中 国

作 者 吴 文 漫 牵

手 合 作 的 作 品

《红裙子》，就是由陈伯吹国际儿童

文学奖原创插画展孵化、中国中福

会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第一部绘本作

品。“我能与中国儿童分享我的故

事了。”每当有人问起感受，她都会

这样兴奋地回答。她的部分作品也

被收藏于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

览馆，供观众欣赏参观。

《红裙子》的出版，正是文学奖促

进中外儿童文学、插画创作、出版、教

育、研究、推广领域交流合作的一次

有益探索。

丰实作家库
讲好讲活中国故事

提升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的

品牌影响力，获奖作家的全球知名度

是绕不开的关键衡量指标。

凯特 ·迪卡米洛、迈克尔 ·莫波格

等一批国际知名儿童文学领域的杰

出工作者，先后被授予年度作家奖及

特殊贡献奖。在世界范围内广受赞

誉的儿童文学作家们，以其影响力为

大奖注入含金量。

走向世界的中

国作家们，也成为

文学奖的“最佳

代 言 人 ”。

2016年，刚

斩获陈伯

吹 国 际

儿童文

学奖不

久，中

国 作

家 曹

文轩便

问 鼎 国

际 安 徒

生奖。这

是 中 国 作

家首次获此

殊荣。

以曹文

轩为代表的

一批实力派

儿童文学作

家 走 向 世

界，让越来越多中国儿童文学作品

进入全球读者的视野。比如，曹文

轩的作品被不少海外出版社购买版

权，并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等多

种文字。

关注大咖的同时，陈伯吹国际儿

童文学奖也将目光投注于那些“小荷

才露尖尖角”的青年儿童文学作家。

在相关负责人看来，唯有夯实儿童文

学创作队伍建设，才能打磨出更多具

有中国情怀、世界视野的经典作品，

提升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的竞争

力、传播力和影响力。

曾以《橘子味的夏天》获得陈伯

吹儿童文学奖优秀作品的青年作家

庞婕蕾说，“长期从事写作，会有许多

孤独、迷茫、焦灼、不确定的时刻，来

自权威评委的认可是莫大的鼓舞。”

时隔多年，她依然能记起站在聚光灯

下领取证书时的那份怦然心跳。

不少国际评委认为，中国青年儿

童文学作家的笔触细腻、情感丰富，

但还需要加强想象力的锻炼。想要

产出优秀的作品，善于观察的眼睛和

充满想象力的思维缺一不可。

对此，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儿童

图书展现场近距离领略各国儿童文

学魅力的工作人员也深有感触。在

他们看来，无论是内容创意，或是绘

本形式，年轻一代的儿童文学作家

们还需要跳出条条框框，为中国故

事赋予新的生命力。因此，每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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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读经典 点亮童心”陈伯吹国际儿童文

学奖经典作品诵读展演活动亮相上海书展。

位于上海宝山罗店的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馆

学奖评审期间，组委会从全球范围

内邀请各路大咖为青年作家们指点

迷津，打破想象力的边界，触摸更多

创新可能。

为培养更多的未来儿童文学作

家，大赛还走进校园、社区，组织“‘笔

尖上的童心’陈伯吹儿童文学创作大

赛”等，由此激发广大少年儿童创作

热情。

十年来，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

先后累计开展各类活动超过800项，

参与人数超千万人次。这些活动不

仅让更多少年儿童从阅读和美育中

汲取营养，更不断提升文学奖的公众

知晓度和美誉度。

做厚品牌力
丰沛市民美育课堂

人们常说，艺术源于生活，而艺

术也要回归生活。

过去，大量优秀的获奖绘本、画

作被整齐地放置于一排排书架上。

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虽为

此辟出一隅，可参观市民人数毕竟

有限，优秀作品很难走出场馆，走进

生活。

如今，人们邂逅陈伯吹国际儿童

文学奖的方式不止于一本书、一幅

画。从最美作业簿到上海自然博物

馆内的昆虫主题插画展，近年来，在

宝山区相关部门的积极推动下，陈伯

吹国际儿童文学奖持续丰富传播载

体渠道。

金秋时节，位于美兰湖畔的大隐

书局迎来新载体进驻。全国首个儿

童文学主题馆“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

馆”正式开馆。占地面积约800平方

米的主题馆，藏有约12000册儿童文

学图书供借阅，全年将流通5万余册

图书。未来，这里还将打造成为全球

儿童文学创作的学术交流中心。

以陈伯吹出生的宝山为起点，文

学奖的活动印迹遍布上海。从上海

中心52层的朵云书店到每逢周末人

气爆棚的上海图书馆东馆，一个个市

民文化休闲新地标，都成了文学奖获

奖作品的巡展地。其中不少地标更

为此树起专属书架，提升获奖作品的

标识度。巡展内容也不局限于绘本、

画作。更多儿童文学名家受邀参加

各类阅读推广讲座。在充满趣味的

图书分享中，优秀作品有了更多接驳

市场的机遇。

文学奖的品牌影响力还一路拓

至长三角地区。从浙江省宁波市图

书馆到江苏省盐城市少儿图书馆，一

次次生动的阅读分享活动，持续扩大

文学奖的品牌影响力。

文学奖相关活动也主动走进校

园。今年，宝山区率先在全市首创美

育新实践，从历年文学奖原创插画展

获奖作品中优中选优，选出18幅主

题积极向上、画面充满想象力的插画

作品，作为作业簿封面，设计打造“原

创插画系列作业簿”，并在宝山区中

小学试点推广。

同时，围绕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

奖等品牌，宝山区先后开设“小小插

画师”亲子课堂，推出“宝山名家庞婕

蕾‘风信子 · 创意写作营’”等系列活

动，激发青少年的艺术创作热情，为

小读者们带来独特的阅读体验。大

量优质美育资源进学校、进课堂，与

学生们近距离接触，让孩子们解锁艺

术的全新打开方式，拓展艺术教育新

空间。

今年举办的上海书展上，陈伯吹

童书屋首次结合ChatGPT新技术新

应用，开发“遇见AI一起绘画”。通

过互动设备输入关键词，观众可与人

工智能“共创”生成插画，并将在后续

巡展中展出。

牢记“为小孩子写大文学”的创

设宗旨和初心，宝山区还将持续提升

文学奖的品牌影响力，推动全球儿童

文学的交流互鉴，加快推进获奖作品

IP开发和影视创作，统筹规划、破圈

跨界，力争将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

打造成为上海“让世界读懂中国”的

文化名片。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滋养了

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茁壮成长。恰

逢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落户宝山

十年。笔者邀请中国海洋大学讲席

教授、国际格林奖获得者朱自强共同

研讨这一文学奖的“下一程”该走向

何方。

笔者：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原
创插画展是一个观察大赛全球影响力

的重要剖面。从最初海外参与者寥

寥，到如今占比过半，您认为该赛事对

海外作者的吸引力何在？

朱自强：优质的文学奖项的影响
力总是逐渐积蓄起来的。陈伯吹国际

儿童文学奖也是如此。它的前身“陈

伯吹儿童文学奖”设立于1981年，是

一个较有影响力的国内奖项。随着中

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奖项升级为

国际奖项的条件已经成熟。2014年，

其升级为国际奖项。在这件事上，我

们看到了文学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是

有联系的。

中国的快速发展是陈伯吹国际儿

童文学奖对海外作者产生吸引力的重

要外在原因。而内在原因则在于陈伯

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的评选质量。

以我作为评审主席的2022年度

绘本奖的评选来说，终评委员会的5

名评委，其中既有儿童文学专业教授，

图画书研究领域的专家，也有绘本作

家和阅读推广人。丰富、多元的评委

会组成结构，让评审工作得以在遵循

绘本普遍的艺术创作规律的基础上，

秉持多元的艺术价值观，保持了入选

作品在创意、题材、表现手法、艺术风

格等方面的多样性。一个艺术视野狭

窄的评奖是难以获得广泛的国际影响

力的。

笔者：近年来，借助大赛溢出效
应，中国作家纷纷带着优秀的儿童文

学作品登上国际舞台。您认为大赛还

应在哪些方面发力，加强国际传播能

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朱自强：近20年来，随着中国在

全球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儿童文学与

国际的交流越来越广泛深入。再加

上一批优秀的作家创作出了具有较

高艺术质量的作品，使得一批作家及

其作品走出了国门，产生了一定的国

际影响。

对于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来

说，一方面要借助中国儿童文学已有

的国际影响，修炼内功，继续发现、评

出好作品。评奖是一个综合性、系统

性的工作，作品的广泛征集，初评工作

的严谨细致，终评环节的充分研读和

深入讨论，都是一个优质的文学奖项

必不可少的条件。扎扎实实地做好这

些工作，评出好作品，就为加强国际传

播、扩大国际影响力奠定了基础。

笔者：从“最美作业簿”、上海书
展上的陈伯吹童书屋到长三角地区

巡展，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近来

持续推陈出新。您认为，接下来还

应聚焦于哪些领域创新传播方式，

持续提升其全球影响力？

朱自强：要进一步提升陈伯吹
国际儿童文学奖在国内乃至在国际

上的影响力，我觉得还有一些新的

工作可以做。比如，在每届评奖结

束后，不仅举办颁奖典礼，而且结合

着颁奖典礼举办获奖作品研讨会；

以奖项的名义举办面向儿童文学作

者和编辑的儿童文学创作工作坊、

绘本创作工作坊；组织获奖作家演

讲等。如果有条件，还可以在意大

利博洛尼亚童书展、法兰克福书展

等国际书展上举办获奖作品发布

会、研讨会等活动，直接让获奖作品

与从事图书出版、评论的海外从业

者见面，给予获奖作品更多“走出

去”的机会。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原创插画展

专家视点

www.wh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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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的梦想从这里扬帆起航
为小孩子写大文学。
为了这句温暖的承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泰斗陈伯吹倾尽其一生。
1981年，从宝山走出的陈伯吹，将多年积攒下的5.5万元稿酬悉数捐

出，设立“儿童文学园丁奖”。
经40余年发展，“儿童文学园丁奖”发展为“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

今年恰逢该奖项落户宝山区的第十个年头，以此为契机回溯梳理该文学奖
品牌建设历程，有助于更好地擦亮这一重要文化品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上海精彩，助力打造文化自信自强的上海样本。

拓宽艺术视野
提升全球影响力

宝山

上海书展上的陈伯吹童书屋，以新颖独特的互动活动，点燃孩子们的儿童文学热情。

来自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的定制版作业

簿，成为宝山区首创的美育新实践。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原创插

画展上，市民正在欣赏优秀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