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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阅读在e时代续写“开卷有益”
2018年，我国数字阅读产业规模达到254.5亿元，同比增长19.6%，整体市场稳步增长

家住安徽省宣城市泾县泾川镇岩潭村的桂雪是安徽省宣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木壶艺术的技艺传承人，一块块不起
眼的木头，经过他的雕琢打磨，变身一把把古朴典雅的袖珍木壶。近10年来，桂雪潜心研究木壶工艺，逐渐摸索出自己
的木壶制作技艺。桂雪说，制作一件木壶需要经过选料、制胚、掏堂、凿把、修边、琢磨、抛光等十几道工序，制作难度大，
工期长。桂雪至今只做了约200把木壶。近年来，桂雪通过非遗展示、讲课交流等方式弘扬传统木壶技艺，让更多的人
了解这门手艺。图为桂雪在工作室内摆放自己的木壶作品。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摄

据新华社 2018年全国数字阅读
用户已达4.3亿人，人均数字阅读量
已达12.4本，人均单次的阅读时长达
到71.3分钟。由国家新闻出版署、浙
江省人民政府指导举办的第五届中
国数字阅读大会传来信息：我国数字
阅读保持了快速发展的势头。

古往今来，人类信奉“开卷有
益”。在“e 时代”，数字阅读能否延
续人类对阅读的神圣感？

数字科技：提供更多阅读可能
戴上增强现实眼镜，翻阅手中的

画册，原本的平面图像立即化为立体
模型。使用虚拟现实设备，观众立即
回到历史真实现场。一套集阅读、释
义、评测、互动于一体的“3D电子课
本”令孩子们爱不释手。一家听书企
业生产的孙悟空卡通玩具，居然还能
讲述《西游记》的故事。

本次大会设置了媒体融合、5G
让生活更美好、聆听经典等 13 个主
题展区，集中展示了我国数字阅读的
新产品、新服务，让人感到，数字阅读
壮大了读者队伍，为读者提供了更多
的阅读选择——

据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
布的《2018 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
从 2016 年到 2018 年，我国数字阅读
用户的年度同比增幅分别为12.3%、
13.4%和14.4%，呈现加速增长状态。

从时间段上看，与2017年相比，
数字阅读的“早读”读者快速增长，在
7－9点的“早高峰”时段进行数字阅
读的读者占总数的比例从 10%左右
跃升到了近 43%。午间阅读的读者
也翻了一番还多。

中国移动咪咕公司总经理刘昕
认为，图文、音频、视频以及增强现
实、虚拟现实等技术使阅读变得更立
体。随着5G技术落地、虚拟技术提
升和人工智能发展，数字阅读行业将
更好地提供沉浸式互动体验。

产业、公益：数字阅读前景看好
《2018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同时

显示，2018年，我国数字阅读产业规模
达到254.5亿元，同比增长19.6%，整体
市场稳步增长。而愿意付费阅读的读
者其占比也从2016年的60.3%增加到
66.4%。其中有68.7%的付费用户的愿
意付费区间在20元以上。

这意味着数字阅读产业的前景
继续看好。专家预测，面向未来，国
家政策仍将继续引导数字阅读质量
水平的稳步提升，我国数字阅读产业

发展重点将放在全民阅读、新兴出版
等方面。在国家政策引导下，产业将
得到持续发展。技术升级赋能深度
数字化将提升用户体验。

在公益方面，数字阅读产业正在
助力文化扶贫和教育资源均衡。中
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起了“公益
性阅读资源捐助活动”，全国十家数
字出版单位向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
州部分中小学捐赠了电子阅读器、在
线听书机、电子书等数字图书资源。
记者从大会上获悉，数字农家书屋和
数字阅读产品及活动既丰富了文化
扶贫的内容和形式，又提高了文化扶
贫工作的精准性。在国家深度贫困
地区的控辍保学、健康扶贫、搬迁人
口社会融入、引导贫困群众逐步接受
现代文化等脱贫攻坚工作中，数字阅
读激发着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守正创新：做好引领行稳致远
从纸质到数字、从读书到读屏，

阅读的方式不断翻新，但“开卷有益”
的宗旨始终如一。此次大会传递出
的一条重要信息就是：数字阅读产业
守正创新方能行稳致远。

伴随着耳熟能详的《少年中国说》
的朗诵，4月13日下午，“诗歌中国”专
场活动拉开了序幕。观众王瑞秋感慨
地说：“阅读不仅仅为我们的思想插上
翅膀，也为我们的感情插上翅膀。”

《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创建
纪实》《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解放
战争》《中国古代物质文化》《<资治
通鉴>与家国兴衰》……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百种优秀电子书在大会
集中上线，对扩大主题内容数字化传
播作出了有益尝试。

从2015年到2018年，我国数字阅
读作品中，网络原创作品占比从69%上
升到79.8%，增加了10个百分点，创作
者从480万上升到862万。知名网络
作家管平潮认为，好的网络文学要体
现正能量，好的网络作家要有情怀。

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可相辅相
成。中信出版集团副总编辑蒋蕾说，
读者在阅读《人类简史》时扫描书中
的二维码，就能观看导读课程，从而
加深阅读体会。亚马逊中国区副总
裁刘书说，电子书用户对经典作品仍
然喜爱。

“现在的阅读已经无时不在无
处不在，我们更要提供能够引领读
者情感梦想的阅读产品。”浙江文艺
出版社社长郑重说。

■冯源 唐弢 段菁菁

据新华社 江西省景德镇市有这
样一栋看似不起眼的老楼，里面暂时
存放着数不清的宝贝，还有一群满怀
理想的年轻人。

将3000多箱景德镇御窑厂考古
遗址中发掘的瓷器碎片进行清洗、分
类、统计数量、装袋、拍照、称重，这是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文物修复
中心实习生李晓爽与同事们每日循
环重复的工作。

“核查工作就像这些瓷器碎片一
样琐碎而繁杂，却是我梦寐以求的学
习机会。”23 岁的李晓爽说，每当面
对一块瓷片，都感觉是在与创造它的
工匠对话。

“明代，景德镇御窑厂制造的每
批瓷器都是挑选一部分上交，其余全
部打碎。透过每块碎片，我仿佛能看
到工匠为制作这件瓷器而反复试验，
最终却被迫将其打碎的场景。我们
正努力把瓷器修复完整。”李晓爽说。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文物
修复中心专家邬书荣介绍，目前文物
修复中心包括实习生在内共有30余

人，绝大部分都是“90后”，甚至还有
一些“00后”，“这些年轻人来上班的
第一天，我就告诉他们，这份工作必
须沉下心、戒浮躁。”

在文物修复现场，一位年轻人正
屏息凝神地拼对修复着一个明代空
白期的方胜绣墩。“刚开始它的碎片
铺满了整个桌子，现在我们就快把它
修复完成了。”龚尚开源说。

今年 21 岁的龚尚开源从去年 8
月开始在文物修复中心工作，瓷枕、
瓷瓶、瓷罐、绣墩……他和小伙伴们
合作修复了几十件瓷器。“出土后的
瓷片非常混乱，自己必须对碗、盘、
瓶、罐等器形都烂熟于心，耐心地从
细节找差别。”龚尚开源说。

21岁的邱楠琴说：“从小到大，文
物对我就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填报高
考志愿时我果断选择了相关专业。”
她表示，来到文物修复中心像是打开
了一个新世界大门，让她学到了书本
上没有的知识。“我刚工作时就开始
修复瓷枕，我一个人修复了将近 30
个，这种成就感前所未有。”■邬慧颖

据新华社 薄纱般的幕布后，一
位老先生唱起了老运河的故事；琴声
一转，舞台出现街市茶肆、商贩、商
贾、皮影、杂耍……大型运河民俗风
情剧《我家就在岸上住》，生动再现了
当年运河码头的独特景象。

济宁号称“运河之都”，处处流淌
着深深的运河记忆。竹竿巷位于济
宁大运河南岸，当年漕运繁盛时，南
方的漕粮船带来了大量的南方竹子，
巷名由此而来。竹艺，仍是许多人坚
守的传统手艺。

57岁的黄振一家在竹竿巷经营
竹子、竹器已有三代，他从事这一行
当有40多年。“我主要加工一些建筑
材料，大小竹竿多用于建筑工地。很
多顾客都是冲着竹竿巷的名号来
的。”他说。

济宁玉堂酱园是一家有 300 年
历史的“中华老字号”，是大运河文化
融南汇北的代表。据介绍，清朝康熙
年间，苏州的戴玉堂来济宁经营酱
菜，因为味甜没有市场。后转给别家
经营，融合南北风味，微甜微咸，成为
味压江南的贡品菜。

漫长的大运河沿线，台儿庄格外
厚重。这座在抗战时期因“台儿庄大
捷”闻名世界的鲁南重镇，如今一派
运河古城“一河渔火、十里歌声”的繁
华景象。

漫步台儿庄运河边，不时见到古
码头、古驳岸等水利设施，老街内日
昇昌记、谢裕大茶行等老字号招牌林
立，福建会馆、山西会馆等更是见证
了当年商务的繁荣。这些年，台儿庄
对运河大鼓、柳琴戏、洛房泥塑等非
物质文化遗产以及部分传统运河美
食进行了系统的挖掘和还原，让游客
在领略优美的水乡景色的同时，真切
感受运河文化风韵。

山东是大运河流经的重要省份，
历史文化遗存丰富。山东在2014年
大运河“申遗”成功后着手打造“大运
河历史文化长廊”，串起散落的历史
文化遗存。目前，已经打造出汶上南
旺枢纽考古遗址公园、台儿庄古城、
德州南运河段等一批文化遗产保护
利用的亮点工程。

位于济宁市汶上县的南旺枢纽
考古遗址公园3D影视展厅内，现代

声、光、电技术复原千年场景——从
济宁到临清的古运河河道上，过往船
只沿着 31 道大小闸门向上缓慢攀
爬，最终翻过水脊，汇入海河。

南旺分水枢纽是大运河全线科
技含量最高的“心脏工程”，在规划、
建筑等方面代表了17世纪世界工业
革命前土木工程技术的最高成就。
正是因为它的存在，确保了明清两代
大运河连续500多年畅通无阻。

南旺分水枢纽工程在清朝末年
荒废，为了更好地做好南旺枢纽阐释
和展示工作，充分体现大运河南旺

“水脊”的特点，汶上县近年来在对文
物进行优先保护的基础上，注重用现
代化的手段进行展示，打造南旺枢纽
考古遗址公园。

记者从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
解，“大运河历史文化长廊”建设规划
将以大运河山东段8个河段、15处遗
产点为中心，充分研究运河遗产的文
化内涵特点，在尊重历史、保持原貌
的基础上，以创新思路进行编制，以
激活运河文化遗产潜力，展示大运河
实际情况。 ■孙晓辉

据新华社 4月15日，“朝圣之路·
圣迹——从敦煌到伊比利亚半岛”展
览在敦煌莫高窟开幕。这一聚焦中
西艺术对话的巡回展已历时3年，敦
煌是最后一站。

此次展览共展出 50 余张图片。
展览分为“符号与图像”“生平叙述”

“想象的景观”和“当代目光”四大板
块，呈现了壁画艺术中的人物、经典
壁画及对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等。

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开凿
于公元4世纪至14世纪，这与西方中

世纪艺术的时间恰好呼应。此次展
览试图探索敦煌佛教艺术与西班牙
中世纪宗教艺术的共同点与融合处。

敦煌研究院副院长张先堂介绍，
敦煌佛教石窟艺术历史悠久，记录了
中国和印度、希腊、波斯、中亚等众多
国家和地区的多元文明形态，是全人
类的珍贵文化遗产。西班牙中世纪
天主教教堂艺术，则是欧洲天主教艺
术的代表之一。

“从比较文化学、比较艺术学角
度举办的本次展览，有助于人们从更

广阔的视野理解欧洲天主教教堂艺
术与亚洲佛教石窟艺术之间的本质
联系。”张先堂说。

“不论是敦煌的莫高窟艺术，还是
伊比利亚半岛的罗马艺术，都是全球
性的遗产，都是我们共同的语言，将
持续影响着我们。”策展人、马德里孔
子学院院长伊莎贝尔·塞尔维拉说。

据介绍，该展览曾在北京塞万提
斯学院、西班牙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
等地展出。此次展览是巡回展的最
后一站，展期70天。 ■张玉洁

“瓷都”景德镇：

有这样一批修文物的“90后”

“从敦煌到伊比利亚”展览亮相莫高窟

聚焦中西艺术对话

再现流淌的文化史诗
——山东加快打造“大运河历史文化长廊”

为陀螺立传与故乡和解

“公园里的那截老城墙没了，记
得刚工作时，我和老蒋、小马以及我
们三个人的女朋友，就曾爬上过这段
老城墙，或倚或靠或站，散漫地聊着
天，说着关于未来的事情，但显然那
时并不明确未来是什么样子。”读韩
浩月的新书《世间的陀螺》，脑中时常
会闪现出《小武》《站台》《任逍遥》《山
河故人》一类电影的画面。

在贾樟柯的这些电影里，当他

一次又一次返回故乡，用镜头记录
下山西小城人的生活境况，我们或
许能再一次理解何为王小波所说的

“沉默的大多数”——既是人，也包
括无声的县城。与北京、上海这些

“中国名片”相比，更多中国人的故
乡实则分散在其他角落。它们有的
成为了无数游子心中温暖的记忆，
有的亦包裹着不忍被揭开的隐痛。
或许，只有在讲述的过程中，讲述者

内心的焦灼不安才能平息，他们才
能最终与故乡和解。

《世间的陀螺》的作者韩浩月曾
在媒体上发表过大量的评论与随笔，
其中多以时评、影评为主，这本最新
的散文集则是他远离故乡二十年后
对亲人和故乡山东郯城的回忆、反思
和追问。书里的主要篇章曾在《财新
周刊》上连载一年，直面成长中的苦
痛，其真切的自白和克制的情感引发
了许多读者的共鸣。

本书分上下两辑，意图可谓十分
清晰：上辑“一生所爱，山河故人”意
在为家族中的亲人立传，以深情的笔
触，对父母、爷爷奶奶、三叔、六叔等
至亲，进行温暖但不失深刻的讲述，
回忆时间深处的往事，直面亲情中的
痛苦与困境，它们是一幕幕有关“爱
与黑暗的故事”；第二辑“我已与故乡
握手言和”则记录了作者从故乡的

“逃离者”到“批判者”再到“回归者”
这三个身份的转换过程，文字间充满
漂泊一代的回忆与向往、惆怅与失
落，是一份颇能引起漂泊者心灵共鸣
的文本。

书 名 为 什 么 要 叫《世 间 的 陀
螺》？韩浩月说，这个名字来源于书
里的一篇文章《他是世间一枚笨拙的
陀螺》，写的是作者的四叔，四叔也是
这本书中所有文章写作的缘起。韩
浩月说，他的四叔以及很多父辈们就
像陀螺一样在外力下旋转，这外力有
贫困、苦难，还有某种生存惯性。但
他觉得人应该要去主动寻找活着的
意义，寻找自己的节奏。

可是，其实作者也无法确定，陀
螺在快速旋转着的时候和被抽打着
无暇他顾的时候，究竟还有没有能力
思考存在的问题，“一个人在年轻的
时候，离开故乡与母亲，就像被一记
重重的、长长的鞭子甩打出去的陀

螺，借着惯力慢慢地滑远，他怎么可
能在这个过程里，会有心思去琢磨，
为何自己活得像一枚陀螺？”

在韩浩月眼中，离开了故乡母体
的自己其实也像一枚被长长的鞭子
抽打出去的陀螺，在孤独中同时也在
欢笑中旋转。幸而，写作可以是一件

“顺着早年留下的淡淡印痕找回出发
的原点”的事，在时间对自己的反复
打磨中，原先的那些尖锐、疼痛、寒
冷、挣扎也很神奇地消失了。作者在
书的序里坦言道：“一枚陀螺的勇气，
源自它所经历的疼痛。同样，它的释
然，也来自对过往深切的理解和深情
的拥抱。”或许只有隔着时间这道透
明玻璃，我们才能以平静的心态回顾
往事，把它当做标本，做成切片，放在
显微镜下分析一番后，最终得出“释
然”的结论。

在新书发布会现场，曾任北京晚
报“五色土”副刊编辑的李辉说，在读
到韩浩月写父亲的文章时忍不住落
泪了，“这本书讲的是亲人的遭遇，乡
愁留在每一个人心里”。乡愁的概念
是一个人对故乡抱有深厚的情感，所
以故乡的事总让人觉得生动和精
彩。老一代人像巴金、沈从文、黄永
玉、萧乾……不管是去上海还是北
京，他们也都是“北漂”，“黄永玉写的
就都是自己一生的经历”。

《世间的陀螺》里所写的故乡记
忆既不是悠长甜蜜的，也不是淡然清
新的。相反，我们会嗅到苦与痛的气
息——有命运的不幸，有亲人之间无
法消除的无奈，甚至死亡的阴影也在
常常徘徊。对此，韩浩月表示，有光
的地方就有阴影，把光明和阴影都写
进去，反而可以更多地获得光的招
引，“只有感受到了爱的缺失，这样才
能去寻找缺失的来源，这也是成长的
一个动力”。 ■曾子芊

《世间的陀螺》
韩浩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小说以过去十年“楼市”变迁
为轴线，描绘了新一代来都市逐梦
的青年男女，因为欲望、情感、阶层
的冲突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但同样
走过了一段起伏、悲欢，甚至颠倒
的人生路程，故事真实、残酷、令人
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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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伤的力量》
作者：朱莉娅·塞缪尔
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

《大城小室》
作者：姜立涵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在这本书中，我们会读到 15
则关于爱，失亲，面对自己的死亡
以及抚平悲伤的动人故事。这些
故事展示了悲伤如何揭开我们最
深的恐惧、撕掉我们自我保护的
外衣并使我们最真实的自我暴露
出来。

《风之书·生而自由：生活在北京的外国人》
桑德拉
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

另一种视角看北京

《风之书·生而自由：生活在北京
的外国人》的编辑推荐语中有这样一
句话：《海上钢琴师》说：“从岸上看海
与从海上看海肯定是不一样的。”同
样生活在北京，也许“老外”的北京与
我们的北京完全不一样。

是的，他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来到北京生活，在他们的国家里，这
不是大众的选择，而在北京，他们也
是少数人。如今的北京早已习惯了

外国人的出现，但与纽约、巴黎、伦敦
等城市相比，外国人还没到能够自然
融入人群的程度——我们虽不再大
惊小怪，他们却仍显眼。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下，这些
“洋北漂”和普通“北漂”在心理状态
和生活状态上有很大差异。他们是
画家、设计师、乐队主唱、演员、导
演、心理学家、赛车手、拳击手……
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他们来到北京，

有的作短暂停留，有的在这里定居，
有的为中国梦而努力，有的为是否
回到故乡而挣扎……《风之书·生而
自由：生活在北京的外国人》通过对
25 位生活在北京的外国人的采访，
反映了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和工作状
态及喜怒哀乐，尝试由此透视一个
时代的变化。

桑德拉本名孙泽华，是个年轻、
漂亮的女孩。在欧洲新闻社做记者
的经历让她善于观察和与人交谈，尤
其是那些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她在
北京认识许多外国朋友，他们来自不
同国家，从事不同工作，似乎每个人
身上都有与众不同的一面。

其中有许多啼笑皆非的事：麦
克交往了一个中国女朋友，分手的
原因是，女朋友想移民国外，而他坚
定地留在北京。伊恩放弃了做律
师，在北京的乐队弹贝斯，他说自己
不关心能不能赚钱，尤其是年轻的
时候。恺撒住在南锣鼓巷，经营着
胡同一日游，为不少中国人介绍北
京的风土人情。在中国传媒大学做
教授的约翰给中国学生们出题：你
的心之所爱是什么？大部分学生答
不上来。做戏剧的玛蒂娜曾经拒绝
投资人几百万投资，因为后者对她
的作品指手划脚，这背离了她创作
的初衷，她说，赚钱是为理想服务
的，而不是为了买那些自己不需要
的东西。

说起为何要提笔写这本书，桑德
拉觉得，根植于中国文化，后在欧洲
受到西方文化的熏陶，她既能理解中
国年轻人生存的焦虑，也感受得到外
国人在东方文化环境适应生活的不
易，让更多人了解中西方文化及差异
性是她的责任，也是她与生俱来的用
文字诉说的必然。从欧洲回北京生
活的日子，她遇到许多“洋北漂”，见

证了他们在这儿的欢喜与挣扎，有些
人在她生命中只存在了短暂时光，可
能这辈子，他们再也无法见到。法国
人本喜欢北京充满机遇的一面，在这
里，每个人都努力工作，即使今天失
业了，明天也可以再找一份工作，他
觉得这很像二战后蓬勃发展的法国。

《风之书·生而自由：生活在北京
的外国人》和此前出版的《羽之书·我
不可能成为一个作家》及即将出版的

《默之书·野孩子的默剧出走》共同构
成“独立日·少数人的生活”系列，本
书 25 位受访者的职业各异，均带有

“非主流”的特点。无论是画家、设计
师、乐队主唱，还是演员、导演、赛车
手、拳击手、健身撕裂狂人，从事这些
职业的人都和世俗眼光下的“成功人
士”相去甚远。在文化日益多元化的
当下，这些外国人能带给我们怎样的
启示？我们为什么要去关注少数人
的生活？

2012 年，桑德拉在比利时工作
时写过一本英文书 Hidden in China
Town（意 为“ 藏 在 唐 人 街 ”），在
iTunes出版，这本书讲述了在比利时
生活的华裔人群的生存状态。华裔
人群在当地，算是少数人群。回到
北京的她写外国人，也是在关注少
数人群。

或许桑德拉想要通过他们的故
事告诉我们，大多数人活得太拘谨，
为了迎合社会给我们定义的标准，为
了企及我们为自己设定的世俗理想，
为了寻找虚无缥缈的安稳与安全
感。生命短暂，要把时间花费在值得
的事情上。我们的爱就这么多，要用
在心之所向的生活上。不要等待，如
果你有想做的事情，马上去做。不要
胆怯，因为总有人与你价值观相左，
打击你、奚落你，因为他们惧怕这样
无畏的你，最终梦想成真。 ■夏安

《亲密不再遥不可及》是对一个
完整案例的呈现与讲解，作者生动
讲述了一个自闭症儿童及其家庭的
7次咨询经历。虽然是自闭症儿童
的治疗实录，但行文流畅，文字细
腻，过程详实，充满温情，读来宛如
一本亲子关系的小说。

《亲密不再遥不可及》
作者：易春丽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