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哈画报 》的编辑创意从朋卜里来
张奇能 / 哈哈画报杂志社

摘 要 《哈哈画报 》的成功与其力图将期刊作为少儿获取知识的主

渠道的编辑创意分不开 。本文详细解读了 《哈哈画报》的形式创新 、形式

与内容的有机结合以及幽默趣味的有机融入 。

关健词 智慧契合 有机结合 趣味幽默

五年前 ,我到哈哈少儿频道旗下的《哈哈画报 》杂志社供职 ,任务是要对那

本定价三元的少年综合类杂志进行全方位的颠覆和打造 。 《哈哈画报》的读者

群体是小学生 ,尤其是中低年级的小学生 ,对于他们而言 ,增长知识是第一需

要。期刊市场上 ,叼 L杂志林林总总 ,令人眼花缭乱 ,怎样才能杀出一裂 血路 , ,

打造一本与众不同的少儿杂志呢?

总结 《哈哈画报》的编辑创意 ,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 智慧地契合 ,而不是 味地迎合

1.孩子最喜欢的是玩具还是书?

调查表明 ,孩子最喜欢的礼物是玩具 ,其次才是书。学龄前儿童的天性是

爱玩 ,那些刚从学龄前 “断奶” 的孩子 ,进入学校后仍然无比怀念无忧无虑的孩

童时代 , 因此 ,与其说给他们一本杂志 ,还不如给他们一个玩具 。对玩具的喜爱 ,

是人类的共性 。 不仅孩子喜欢玩具 ,青年人同样喜欢玩具 ,只不过是不同种类

的玩具而已。基于这样的现状 和需求 ,我们考虑何不给予孩子两全其美 的礼

物— 既 是玩具 ,也是杂志 ,即杂志与玩具的巧妙结合。

把玩具做成杂志 , 或者说 ,把杂志做成玩具。这是我们《哈哈画报 》的创

意理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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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报亭里 ,有的杂志附赠玩具 ,有的杂志

附赠化妆品 ,虽然玩具或化妆品和杂志被包装在

同一个塑封袋里 ,但留下明显的 “捆绑 ”痕迹 ,一

眼看去 ,就知道它们不是一个 “共同体”。有人是

为了玩具或者化妆品而买杂志 ,也有人是为了买

杂志而被搭卖了玩具或化妆品 。这就让人想到

了玩具书 ,再把 “玩具书”的概念扩展引人到 “玩

具杂志”中。

在 国外 ,玩具书早 己有之 ,又被称为 “立体

书”或 “可动书”。据考证 ,最早的立体书大约出

现在公元 13 世纪 ,它的雏形相当于我国用来测

定方 向的罗盘仪 。不过 ,那时的简单的立体书并

不是给少儿读者看的 , 而是用于研究星象 、占卜

吉凶的互动型教具 。到了 176 5 年 ,一本 以当时

最流行的哑剧主角 “小丑 ”的故事编制的立体书

出现工 它算得上是专门给儿童看的图书 ,但立

体部 分的设计 非常简单 ,仅限于掀起纸片的方

式。 直到十九世纪末 , 随着彩色印刷的兴起 ,儿

童玩具书才算真正显山露水 。但是 ,直到目前为

止 ,在期刊方面引人立体书的概 念 ,还是具有开

先河的意义的。

因此 ,我们毫不迟疑地将期刊也做 成了 “立

体书”。

2 .全面调动感官功能胜于单一使用

在确定了读者群体 的年龄段之后 ,我们必

须根据这个特定的年龄段读者来设计他们所喜

闻乐见的形式和内容。我们知道 ,孩子都喜欢玩

积木 ,搭建出各种各样 的形状和物体 ,这其实是

另外的一个空间一一笼三维空间。立体书的最大

特点就是具有空间感的阅读环境 ,它用空间感构

造氛围 ,让孩子在特定的环境中寻找隐蔽在具有

空间感的事物中的细枝末节。伴随着空间感而

来的是层次感 ,层次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空间 ,其

中似乎有着许多隐藏的秘密等待着敏锐的孩子

去发现 、去探寻 ,这又能够 引导孩子专注于发现

知识 。如此“折腾 ”一番 ,孩子就很容易把注意力

集中在杂志的内容上 ,进行更妖 更充分的阅读

和理解 。立体书的另一特点是给孩子的思维中

灌输了空间感的概念 。有研究表明 ,这种早期的

灌输和植人是必要的 ,将来肯定会有收获的时

长 我们知道 ,处于小学中低年级的孩子对空间

有一种特别新鲜好奇的感觉 ,这是其他年龄段的

人所不能比拟的。那么 ,抓住和利用这一特质 ,

制作更加符合他们年龄特征的杂志 ,实际上是在

走一条事半功倍之路 。

《哈哈画报 》有一句 自身宣传广告 语: 别以

为光用眼睛就可以看 《哈哈画报》了!前面提到

的国外的立体书 ,大多采用打开 窥视 、推开 、旋

转 、翻看 、折叠 、推起 、关闭 、拉 出、刮抓 、滑推等立

体化手段 ,形成一个立体空 间 ,多侧面地呈现丰

富多彩的内容 。但这些立体化手段的应用 ,无非

是调动了视觉和触觉功能 ,而人的其他感官功能

依旧闲置着。 《哈哈画报 》在设置立体化手段 的

时候 ,考虑到如何全面调动人的感官功能 ,进而

使杂志成为一本全立体的读物。从这一理念出

发 ,我们增加了音乐(听觉功能) 、气喇 嗅觉功能)

和食物(味觉功能)成分 ,可以调动阅读者的全部

感官功能 ,真正做到全身心地投人到阅读 中去 。

而且 ,听觉 、嗅觉和味觉功能的调动 , 已经超越了

视觉和触觉功能所局限的对纸质 的依赖 ,听觉

和嗅觉都通过空间的传递来接收信息 , 而味觉

的传递更有复杂的过程 ,我们并不是简单地在杂

志中夹送一颗糖 ,而是放置一些需要再加工的

食物 ,这些食物不能直接人 口, 比如青菜的种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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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要经过在花盆中播种 、发芽和成长的过程 ,直

到收获 以后 ,再经过烹调才能食用.再如腊八粥

的原材料 ,我们将每种原材料的样品放置在杂

志的相关内容页中.让叼 L读者亲眼目睹这些实

物 ,如果要食用 ,则还需添加同类原材料加工而

成 。这些显得有些复杂的过程 ,并没有让剑 L读

者感到繁琐 ,相反 ,恰恰激起了他们更加浓厚的

兴趣 。据我们调查反馈 ,有的少儿读者把青菜种

子埋人花盆 ,每天浇 水 ,甚至还施肥 ,看着小 菜

苗破土而出,慢慢长大 ,最后进行采摘 、洗涤和烹

调 。结果怎样和味道如何是次要的 ,重要的是参

与的过程无比美ha

实践证明 ,全面调动感官 功能胜于感官功

能的单一使用。此时有声胜无声 ,此时有招胜无

招 。编辑者的招数越多 ,少儿读者就越感兴趣 。

当然 ,也有家长担心 ,孩子拿到《哈哈画报 》,

最感兴趣的不是文字内容 ,而是立体设 计的形

式 ,到头来会不会舍本求末 、养成孩子贪玩的性

格? 情况正好相反 ,如果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拿到

一本图文并茂的杂志 ,他对图一点不感兴趣 ,对

文字则满心欢喜 ,那倒真的要担心孔 阅读并不

限于看文字 ,看图也是一种阅读的方式。过分强

调 “以文字 阅读为中j犷 ,是显而易见的功利主义

在作怪 。

几、 有机地结合 ,而不是简单地组合

1.注重形式 ,并不囿于形式

形式与内容 ,哪个更加重要? 有时候 ,形式

显得比内容更重要。 比如 ,少儿读者在挑选一本

杂志的时候 ,往往先看封面的图案和色彩 ,虽然

封面的图案和色彩也是 内容被传递的一个组成

部分 ,但似乎更多地显示出形式的元素 。尤其是

《哈哈画报》的封面 ,不仅采用活页式的圈装方

式 ,而且曾经采用三维塑料变幻图片,像看万花

筒一般 。这无疑是极具诱惑力的形式 ,难怪有家

长说 ,每次孩子拿到《哈哈画报》 ,盯住封面可以

安静半个小时以上 。

就杂志的内容而言 , 我们的策划理念是更

加注重内在关联 。如有一期杂志内的一篇文字

是介绍蛤俐的 ,标题叫《沉默的蛤捌 》,版面上有

三只鲜活可爱的蛤捌 ,壳盖能够打开 ,里面是相

关内容 。主要 目的在于告诉少儿读者 ,蛤俐不仅

是餐桌上的鲜美食物 ,同时还能用来检测河水中

是否含有毒性物质 。大家知道 ,蛤蛾是一种软体

动物 , 长有两片坚硬的外壳 ,能够微微地张开 口。

试想月= 下,当少儿读者在杂志上第一眼看到蛤州

的时候 ,肯定想打开外壳看个究竟 。这既是好奇

心驱使 ,也是人之常情 , 求知欲所支配 。打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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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里面是全新的知识。这样的创意设计 ,就不

仅仅是为了博取少儿读者的眼球和驱动少儿读

者的手指 ,而是相当于一位导游 , 引领读者步步

深人 ,获取新鲜的知识 ,好比在享用美味的蛤咧 。

形式理 应服务于 内容 , 但很多时候形式无

法有效地为内容服务 ,或者说 ,服务得根本不到

位 , 那就说明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形式 ,那就是编

辑的失职。

2.藕断丝连 ,并非自成一体

少儿读者往往有好动的特点 ,没有长久的耐

』合、不喜欢长篇大论 。为了使少儿读者能获得阅

读的愉悦感 ,我们便着力呈现他们喜闻乐见的版

块 — 豆 腐干式的文章组合。 纵观《哈哈画报 》

的排版方式 ,大标题下有几个中标题 , 中标题下

分别有几个小标题 ,均可独立成篇。我们采用藕

断丝连式的内在逻辑关联的串编法 ,将这些 “独

立小分陇 统一管辖起来 ,组成如同电脑键盘一

样的一个整体 ,每个键都有自身的功能 ,又能够

发挥整体的作用。 在 20 09 年的 6月号上 ,刊登

了` 篇题为《报纸的故事 》的文章 ,主要介绍报

纸的 “身世 ” 以及趣闻 ,其中有一页版面 ,介绍五

花八 门的报纸 ,美编别出心裁地将不同质地的报

纸串在一根 晾衣绳上 ,并用木夹子固定住 ,这些

报纸被悬挂在绳上 ,似乎在随风飘动 ,有的页角

折起 ,有的上下两端卷起 ,有的可以翻开阅读 ,有

的仅为单页 ,乍看起来 ,各不相干 ,但它们分别讲

述的是用手帕做 的报纸 、可以吃的报纸 、丝绸报

纸 、地毯报纸 、塑料报纸和夜光报纸等趣味性很

强的小故事。版面上的那根晾衣绳好像在 隐喻

着它 自身的使命 ,就是要把这些独立的 “豆腐干 ”

串起来 。

几、 趣味 作经 ,幽默作纬 ,绘 制知 识地

图

)

1.趣味不是胡椒面

毫无疑问 ,少儿读者最需要的精神食粮是

各类知识 ,但这些味道最好是甜的 ,闻起来最好

是香 的 ,如此 才易于为少儿读者所接受 。所 以 ,

我们认为 ,这种带香甜 味的食粮的包装物就是

趣味。处在小学中低年级的读者 ,他们欢迎的是

有趣味性的知识 ,这个年龄段的少年儿童往往有

挑食的习惯 ,在学习知识方面 同样如此 。其实 ,

我们不必苛求他们 ,那些带有苦味 、涩味的食粮

就让他们长大些再去补充和摄取吧 。

选择那些充满趣味的知识 内容 ,或者在介

绍某些知识的时候添加趣味的成分 ,这是我们编

辑《哈哈画报 》的主导思想 。在介绍有关床的知

识时 ,我们会将一些不是床的 “床 ”列人其中 ,如

胡床 、矿床 、东床 、河床 、牙床 、尿床等等 ,这是床

的概念的延伸和拓展 ,对于少儿读者涉猎更多的

知识是有益的 ,而且带有 “脑筋急转弯” 的风格 ,

会受到欢迎 。需要说明的是 ,趣味不是撒在食物

上的胡椒面 ,而是食物的一部执

2.幽默不是泡泡糖

保持幽默的风格 ,对J刁L读者的成长是非常

有裨益的。 幽默不是嘻嘻哈哈 ,不是油腔滑调 ,

幽默是一种智慧的火花 ,也是一门生活的艺术。

具有幽默型性格的人 ,常常乐观快乐 、思维敏捷 、

自信十足 ,想象力丰富 ,创造性也很强 。 幽默不

是泡泡糖 ,想吹一.个泡泡就随时可以吹出来的。

我们在表述知识的时候 ,尽量使用比较幽

默的方式 ,让少儿读者经常接触这类风格 ,潜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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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化地培养他们的幽默感 。这就好比补钙 ,不能等

到年纪老了才想起 ,要从娃娃做 起 ,婴幼儿也同样需

要补钙 。五年前 ,杂志全面改版 。在那时 ,我们就采

用幽默的方式呈现 ,如介绍大熊猫的基本情况 ,就

以“个人情况登记表”的表格来作拟人化表述 ,在 “电

话”一栏 ,是这样说明的:“无固定居所 ,无法装电话。”

在 “婚姻状况”一栏 ,又是这样填写的:“比较挑剔 ,不

一定结婚。”在 “健康状况”一栏 ,写明:“视觉较 差 ,

消化不 良, 并伴有性冷淡 、不孕不育等症 。” 同时 ,还

材 家族史” “病历卡” “厨师长特别推荐”等小版块 ,

读来饶有趣味 ,幽默之气氦氯而生 。

3 .浅显阅读最相宜

如果说 ,小学生的深度阅读是课本教材 ,那 么 ,

像《哈哈画报》这类科普杂志 ,无疑是浅阅读的适宜

读物。 浅阅读是近年来出现的新名词。 然而 ,浅阅

读的方 式却是由来已久 ,那些快餐式 、浏览式 、随意

性 、跳跃 性 、碎片化的阅读都是典型的浅阅读 ,只有

传统的青灯黄卷的经典阅读才称之为深阅读 。我们

无意再加重小学生的学习负担 ,所以 ,不提倡对杂志

作深阅读 ,仅作浅阅读而已。少儿读者在欣赏和摆

弄立体设计的同时 ,涉猎一些有趣的知识 ,也可以组

织一些竞赛类的活动 ,通过竞赛 ,加深对知识的理

解和记忆 ,在互动中漫慢掌握知识 ,增加自己的知识

库存量 。

此外 ,亲子阅读也是帮助少年儿童进行浅阅读

的有效方法 。据美国教育家研究和实验得出结论 ,

念书给孩子听的作用 “仅次于拥抱 ” ,在这样的 “拥抱 ”

下 ,孩子的阅读兴趣上来不 热情高涨 孔 慢慢 的 ,他

们对阅读的态度就从 “要我读 ”变成 “我要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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