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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上链接！”网络时代，直播带货风行。眼
下，图书与直播间也似乎正在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不只是专业主播，作家、图书编辑也可以现身直播
间，有效互动，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此外，有媒体报道，
有不少作家通过短视频，在购物直播平台推荐自己的书或
为其他书带货。

什么样的图书“直播带货”才能“破圈”？哪些直播
内容可以有效吸引读者？带着这些问题，中新网记者采访
了多位业内人士以及读者。

成为亮点的线上直播

在日前举行的第35届北京图书订货会上，直播间并不鲜
见。也有人认为，线上直播是本届图书订货会的一大亮点。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不少出版社都有直播活动，订货
会现场的直播间里，也有主播在声情并茂地推荐图书，为
网友讲解内容。

据媒体报道，此次订货会首次开通了“社长荐书”直
播间，邀请各大出版社的社长总编、专家学者走进直播间
荐书。

“很早之前，有些出版社就开始做直播了，但类型不
太一样。”有读者对记者说，其中，一部分直播就是单纯
地对讲座、对谈等文学活动进行直播，也有一些是直播带
货，也就是卖书。

她说，自己也会在网上的直播间买书，每次看直播，
最想了解的是图书内容、文学内涵，如果是童书，那么想
知道能对孩子有什么益处，适读年龄等，也能淘到好书。

直播带货 好书“出圈”

直播、短视频等网络时代流行的推介渠道，让优质图
书更容易出圈。《2022 年图书零售市场年度报告》 中的多
项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

比如，从 4 个渠道零售市场中动销图书的上市时间来
看，短视频电商中 2022 年上市新书无论是品种占比还是码
洋占比，均高于其他渠道。

上述报告提到，短视频渠道已经成为新书重要的宣发
渠道，从整体图书零售市场前 100 名非主题出版类新书的
销量分布来看，有 43 种新书在短视频电商的销量占比超过
50%。

2022 年虚构类销量前 100 名图书的作家中，有多位都
做客了某些品牌的直播间及短视频栏目，包括阿来、麦
家、梁晓声等，相应地也带动了这些作家图书的热销。

北京开卷研究咨询部经理冯小慧表示，同时，可以看
到一些新的文学作品通过头部主播的推荐都取得了不错的
成绩，如 《在岁月中远行》《命运》 等。

在日前举行的第六届“阅读 X”论坛上，冯小慧曾分
析，就营销方式而言，从早年的纸质书上架，到后来的图
文网页上架，再到短视频方式，进一步拉近了和读者之间
的距离。

“说到短视频，其实大家都会提到直播带货，回溯过
往 ， 我 们 可 以 从 数 据 中 看 到 一 个 ‘ 头 部 直 播 ’ 的 影 响
力。”她说。

“有文化”的图书直播带货

直播拉近了书与读者的距离，但进入直播间的图书，
并不一定都能引起读者关注。

有效的图书直播带货，整场直播往往拥有真诚、干货满
满的内容。有媒体提到，在介绍 《额尔古纳河右岸》 时，某
电商主播认真分享自己的阅读感受，打动了不少网友。

译林出版社总编辑袁楠表示：“我们深耕自有新媒体
矩阵建设，并在去年初成立新媒体营销运营中心，打破宣
发壁垒，努力实现图书出版宣传销售闭环，减少了内容触
达读者的中间环节。”

“新媒体为出版社提供了直接面向读者的更多可能。”
她说，“懂书且善于表达的主播把书的核心与精华，以及
读者可能最需要的点提炼出来，在面对面的沟通中与读者
及时互动，精准有效实现内容价值。”

另外，对主播而言，如何精准把握一本书的内涵和附
加价值，并找准它与读者实际需要的契合点，非常考验文
化功底。

“同样都是图书的直播带货，我更愿意围观有文化且
接地气的直播间，能从中了解到这本书本身的文化价值，
也想知道它对我有什么实际帮助。”有读者如是说。

对优质“内容”的坚持

有人认为，直播间是好书与读者相遇的平台，图书想
要通过直播带货破圈，必须有优质内容。但也有业内人士
表示，面对直播带货的风潮，要保持清醒。

对图书销售渠道而言，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看
来，不管是直播带货还是短视频，都是手段和过程。科技在
不断进步，它们不会是终极形式，很可能还会有新的变化。

“出版业要用好这些工具，同时要有理性的认识和判
断，就是说，我们在生产精神产品，不能让手段和形式带
着走，而是应该有自己的定力。”他表示。

作为知识和文化的载体，图书具有不同于其他商品的
特性，甚至有些时候，它们的形式本身就是“内容”，能
够吸引读者。

臧永清举例，“比如我们社做四大名著，《红楼梦》 有
大字本，也有精装书，可以收藏。下一步我们还要做线装
书。就是要关注读者需求，用形式促进产生新的内容，要
把这些资源充分利用好。”

某种意义上，直播带货其实是双向的。正如冯小慧所
说，我们有头部主播这样的外部资源，同时也有对内容价值
的坚持，有优质作品在手，最后才可能达成一个理想的效果。

《 古 诗 十 九 首 》 中 有 一 首

《东城高且长》，这是汉代文人的

一 首 在 墙 根 下 想 入 非 非 的 五 言

诗，也是由苦闷、哀伤到美妙遐

想的抒情诗，原诗如下：

东城高且长，逶迤自相属。

回风动地起，秋草萋已绿。

四时更变化，岁暮一何速！

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

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

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

被服罗裳衣，当户理清曲。

音响一何悲！弦急知柱促。

驰情整巾带，沉吟聊踯躅。

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

白话译文大意如下：

帝都洛阳东面的城墙又高又

长，弯弯曲曲又回环相连。墙下

那强劲的秋风旋转而起，把那葱

绿的青草吹得一片枯黄。四季的

交替变化，转瞬之间一年又很快

过去！名为晨风的鸷鸟在秋风中

忧伤地盘旋，蟋蟀的悲鸣更加局

促和伤感，这些都让人苦闷。为

什么不扫除所有的烦忧，敞开胸

怀去拥抱生活的乐趣呢，何必自

我约束！燕赵之地自古以来就有

很多美女，你看那个美女的肤色

如美玉般洁白滋润。她穿着的罗

衣正随风飘拂，她坐在窗前弹奏

着清商的曲子。那乐曲为何这样

悲伤呢，而且弦音又这样高亢激

越，是弦柱调得太过紧促的缘故吧。听着，听着，我神思飞

扬 ， 不 由 得 抚 弄 衣 带 ， 反 复 地 品 味 着 曲 子 的 含 意 而 踯 躅 不

前。我多么想与她化作双飞燕，衔泥筑巢永结同心！

此 诗 是 作 者 在 洛 阳 东 城 门 外 徘 徊 时 的 所 见 、 所 感 和 所

想。如果心无挂碍，心情愉悦，这肯定是一个美丽的秋天。

这 时 候 一 定 会 是 天 高 云 淡 ， 金 风 送 爽 ， 长 空 雁 阵 ， 鸷 鸟 翱

翔。可作者看到的是弯曲的城墙伸向远方又回环连接，这是

为后面的“何为自结束”埋下伏笔，意味着在这围墙内的生

活让人苦闷，墙外尽管“回风动地起”，但是也把生机勃勃的

青草吹得枯黄，吹得凄清，想想人生也会如此，就让人更郁

闷。即使这样，季节的变更依然“一何速”！无论是怅然若失

的作者，还是天空中盘旋的晨风鸟，抑或是在秋草中悲鸣的

蟋蟀，自然界的一切生命仿佛都在互相映照着，都沉浸在秋

意的瑟缩里，都感受着时光飞逝的迟暮之悲。

苦 闷 的 日 子 里 ， 城 墙 尽 管 又 高 又 长 ， 毕 竟 囚 禁 不 了 作

者，他徘徊在东城门外，仿佛在寻找什么，其实也是思索着

什么，这就是作者开始了自我的救赎。经过一番压抑之后，

作者似乎明白了什么，表现在语言上，就是诗风急转直下，

好像当头一喝：“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这时候，在他

的心里，前面“高且长”的东城，衰败的秋草，怀苦心的晨

风鸟，局促不安的蟋蟀，全被他抛于脑后。实际上，这是作

者自我斗争后的觉醒，他要终结那些苦闷，他不想再伤感，

他要放开自我，他要把一切烦忧抛弃，去寻求生活的乐趣。

恍 惚 中 ， 作 者 似 乎 做 到 了 ， 至 少 在 思 想 上 实 现 了 。 你

看，他立马想到了“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他好像看到

了一个燕赵佳人肤色白如玉，她穿着的罗衣在清风中飘拂，

那是多么的美妙动人！她坐在窗前弹奏着清商的曲子，那曲

子是那样的伤感，让人顿生爱怜。也许是因为琴瑟之柱调得

太紧促，使琴声变得高亢激越，这些都无所谓，让他听到入

迷就行。作者脑海中所想的，活灵活现，仿佛电影镜头一般

闪现，这正是梦中的细节。作者听着，听着，便开始无限遐

想 ， 手 情 不 自 禁 地 抚 弄 衣 带 ， 脑 海 里 反 反 复 复 地 品 味 着 曲

子，最后他只想与她化作双飞燕，永结同心。

毫无疑问，这是作者在秋日里的一个美梦。在他做梦的

时候，东城仍会是“高且长”，秋风仍会吹着那些枯草，鸷鸟

也许累了停下了盘旋，蟋蟀的鸣声只会越来越微弱。梦想的

人，终会有梦醒时分，他梦醒时也许发现自己正倚靠着城墙

流 口 水 ？ 一 只 蟋 蟀 正 懒 洋 洋 地 爬 过 他 的 手 背 ， 他 有 点 讨 厌

它，疑心是它搅扰了他的幽梦。而这个美妙的梦会不会让他

梦醒后倍觉悲凉？只有他自己知道。这场白日梦之后，秋意

肯定还不会加深得太快，但是冬天仍会如期而来，这个做梦

的人该干什么，他应该也不会忘记。在苦闷的年代，无法拥

有得意的人生，无法“荡涤放情志”，作者有了这次梦，也许

下次又会有另一个梦，现实的“局促”和束缚的“结束”，终

要等到社会变革的到来才会结束。

读 罢 触 景 生 情 的 《东 城 高 且 长》， 我 想 到 了 唐 朝 罗 隐 的

《自遣》：“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

醉，明日愁来明日愁。”人生苦短，无法改变时代，不如改变

自己，有时候的确需要像罗隐一样潇洒。而时机到来时，我

们何惧作一次突围，不要管它城墙有多高多长，有梦想就是

好 的 开 端 ， 熬 过 那 些 难 熬 的 日 子 ， 我 们 终 会 变 得 越 来 越 坚

强，雨过天晴之后，终会彩霞满天。热爱这个世界，热爱我

们的梦想，热爱我们的生活吧，让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笑看

风云，笑看人生。

在 70 多年的笔耕岁月中，任溶溶翻译
了大量英语、俄语、日语及意大利语等多
语种的儿童文学作品。他的翻译作品语种
多，数量大，最重要的是以高质量的翻译
为当代儿童文学提供了众多经典译本。《安
徒生童话》《夏洛的网》《柳林风声》《长袜
子 皮 皮》《木 偶 奇 遇 记》《小 飞 侠 彼 得 ·
潘》 等百多年来的儿童文学经典经由他的
翻译在几代读者中广为流传。他还自译、
自编、自费出版了十 多 本 儿 童 读 物 ， 如

《小鹿斑比》《小熊邦果》《小飞象》《小
兔顿拍》《柳树间的风》《快乐谷》《彼得
和狼》 等。任溶溶的译文通俗易读，亲切
幽默，富有感染力。他善于发现儿童生活
中充满童趣的语言、场面和情感体验，加
以定格、放大、渲染，从而表现童年独特
的生活情趣，恰如其分地做到了“紧贴儿
童的心”。他曾如此表达初衷：“我翻译许
多 国 家 的 儿 童 文 学 作 品 ， 只 希 望 我 国 小
朋 友 能 读 到 世 界 优 秀 的 儿 童 文 学 作 品 ，
只 希 望 我 国 小 朋 友 能 和 世 界 小 朋友一样
得到快乐，享受优秀的艺术作品。”他把一
个个妙趣横生的儿童文学人物带到中国孩
子面前，为孩子们打造一个五彩斑斓的文
学世界。

在翻译工作中，任溶溶感到为儿童翻
译书必须牢牢记住这是写中文，更注意中
文，注意祖国语文的规范化。在他看来，
儿童文学除了对儿童进行思想教育，并使
他们获得艺术享受之外，还要向他进行语
文教育。孩子学习中文阶段，一篇短文或
一部长篇小说都是在进行中文学习，因此

专职儿童文学的工作者都要有语文修养。
“我为什么搞儿童文学？因为儿童文学就好
像在跟小孩子聊天、讲故事，我喜欢随便
聊天，我用的文字也是大白话。”儿童文
学作品最麻烦的是常有文字游戏，碰到这
种情况就不能照字面译，要改成相应的、
在中文里也是有趣的东西，靠注释说明在
原文里某字和某字谐音、某字语义双关等
等，就会使作品乏味。译者既要对得起读
者，也要对得起作者，外国作家给儿童讲
故事，不但要让他们听懂，而且听得有味
道，改用中国话来讲，也同样要做到这一
点。

“翻译无非是借译者的口，说出原作者
用外语对外国读者说的话，连口气也要尽
可能像。我总觉得译者像个演员，经常要
揣摩不同作者的风格，善于用中文表达出
来。”任溶溶说，自己是代替外国人用中国
话讲他要讲的故事，Yes就是 Yes，No 就是
No。他尽自己的力量，原作是怎样就翻译
成怎样。

70 年 里 ， 任 溶 溶 翻 译 了 300 余 种 童
话 。 他 喜 欢 意 大 利 的 罗 大 里 、 英 国 的 达
尔、瑞典的林格伦。他说，自己天生就喜
欢儿童文学，没有从事儿童文学之前，一
生的道路就是为此做准备。

任溶溶翻译外国儿童文学作品，虽然
小说、童话、剧本等无所不译，但最感兴
趣的是翻译儿童诗。20 世纪 50 年代，他花
了很大力气译儿童诗，包括俄国叶尔肖夫
的 长 篇 童 话 诗 《小 驼 马》（即 《凤 羽 飞
马》），苏联马雅可夫斯基、马尔夏克、楚
科夫斯基、米哈尔科夫、巴尔托，意大利
罗大里的长短儿童诗。在外国儿童文学作
品中，儿童诗占很大的比重，有不少著名
儿童文学作家是诗人。这是因为儿童诗在
儿童文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儿童接受文
学作品是从催眠曲开始的，是从听作品开
始的，在识字以前听了大量儿歌和故事。
儿童善于背诵，儿歌有韵，即使无韵也有
节奏，容易记。并且儿童爱唱儿歌，这一
点中外相同。“不少外国儿童诗的确是好
诗，很有借鉴作用，值得介绍。”他说。

尽管诗的语言极难用别的语言代替，
译诗又要符合原意，又要符合整首译诗的
音节数和押韵等，任溶溶依旧坚持翻译儿
童诗的工作。在译诗的过程中，孩子们读
起来是否顺口，是任溶溶最关心的。在探
索儿童诗翻译的过程中，任溶溶接触到一
些有格律的外国儿童诗，他尽力在引进诗

体方面也进行尝试。任溶溶常跟青年读者
说，原诗的内容和结构，在翻译的诗里基
本上是保持的，但文字却是译者的了，它
甚至可能比原作的文字更好，当然，往往
是比原作的文字差。读者，特别是文艺工
作者，即使对译文不满意，也不妨硬着头
皮读一读，透过译文看看原作的内容和意
境，从中得到点什么。

对于写诗，任溶溶说：“诗要引人入
胜，儿童诗最好从题目起就吸引孩子，诗
的结尾又有回味。”除此之外，他认为诗的
巧妙构思不是外加的，得在生活中善于捕
捉那些巧妙的、可以入诗的东西，写下来
就可以成为巧妙的诗。他说：“我翻译诗的
过程是我学习的过程，我很有兴趣看一些
成功的儿童诗人如何从生活中取材，又怎
样巧妙地表现出来。这是为了提高自己的
眼力和功夫，使自己也善于从我们的生活
中取材，巧妙地表现。”

任溶溶好奇心强、创造力强，从不守
旧。他一直翻译人家的东西，有时感到很
不满足，觉得自己也有话要说，心想要是
让我写，一定换一种写法，保证孩子更喜
欢。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任溶溶常到孩子
们 的 集 会 上 去 讲 故 事 。 讲 外 国 故 事 讲 腻
了 ， 很 想 针 对 孩 子 们 的 情 况 讲 点 别 的 什
么，于是 《没头脑和不高兴》《一个天才杂
技演员》 就这样产生了。这两个童话都被
改编并拍成了美术片，一个拍动画片，一
个拍木偶片。尤其是 《没头脑和不高兴》，
在 1962 年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拍摄成动
画片之后，成为银幕上常映不衰的经典之
作，“没头脑”和“不高兴”的形象陪伴着
无数孩子度过快乐的童年时光。

对于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任溶溶认为
应该熟悉、借鉴外国儿童文学。比如现有
安徒生奖，两年评一次，评出来比较好的
作品，翻译工作者就应该及时介绍，应该
让中国作家参考。任先生说：“我感到在介
绍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方面要做的事很多，
世界上有不少有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还需
要介绍，同样重要的是给儿童文学工作者
整理出一套好书来。”这也是任溶溶对儿童
文学工作的夙愿之一。至于哪些作品介绍
给中国的读者，他选择的标准很简单，那
就是外国古典儿童文学作品，流传了多少
年，到现在还是有生命力的；还有一条标
准就是好玩、有趣。

但是任溶溶最关心的还是希望有人继
承翻译事业，出来一些专门翻译儿童文学

的翻译家。“现在这支翻译队伍人数太少
了。我们需要的是拿来主义，还需要更多
的思考。目前的儿童文学创作都很用功，
翻译成外文是另一种要求，要求对外文像
外 国 人 自 己 讲 话 一 样 ， 这 是 另 外 一 种 功
夫，是两样不同的事情。”

任溶溶八十载笔耕不辍，在儿童文学
翻译、创作和出版领域成就斐然，为儿童
文学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滋养了一代又
一代中国孩子的精神成长，也为众多创作
者开启了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他曾多次
获得重要儿童文学奖项，其中有“陈伯吹
儿童文学奖”杰出贡献奖、“宋庆龄儿童文
学奖”特殊贡献奖、中国翻译家协会“翻
译文化终身成就奖”“上海文艺家终身荣誉
奖”“儿童工作白玉兰奖”。任溶溶曾说：

“与儿童文学结缘是我一生的幸运，为了繁
荣儿童文学创作，我要不断地探索，不断
地创新。”任溶溶毕生的追求就是为孩子们
打 造 一 个 五 彩 斑 斓 的 文 学 世 界 。 他 做 到
了，无数的孩子在他用文字打造的文学世
界里快乐成长。

来源：21世纪英语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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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翻译让中国孩子读到世界优秀的儿童文学经典

任溶溶，本名任以奇，祖籍广东鹤
山。1945年从上海大夏大学中国文学系
毕业。1946 年 1 月，以易蓝的笔名在《新
文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第一篇儿童
文学翻译作品——土耳其作家萨德里·
埃特姆的小说《黏土做的炸肉片》，从此
开始了他的儿童文学翻译之路。

他是“没头脑”和“不高兴”之
父，翻译了 《夏洛的网》《安徒生童
话》等世界儿童文学经典，总字数逾
千万字。

他集翻译家、作家、诗人、编辑
家、出版家于一身。

他是“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先驱
者”，他的翻译和创作对中国当代儿童
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作品影响
了几代中国儿童的成长。

他就是任溶溶，一位文化智者，
一位童心永驻的快乐“老顽童”。2022
年 9月 22日任溶溶在上海辞世，享年
100岁。他的儿童文学作品成为几代人
难以忘怀的童年记忆。

任溶溶：

窗前春色 雅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