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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大洋彼岸的亚马逊开始直接与作者签约，推出超
过100本纸质书和电子书。其高管罗素·格兰蒂尼第说：“出版
商的倒闭是大势所趋，是早晚的问题，出版过程中只有作者和
读者是真正必要的角色。”表露出取代出版商的野心，欧美出
版商大惊失色，一些连锁书店发起抵制活动，拒绝售卖亚马逊
出版的纸质书。

2014年3月，知名电商京东集团旗下的京东图书频道高调
宣布将推出自有品牌“京东出版”系列图书，首批图书有广受
关注的 《大卫·贝克汉姆》，“主要是应用京东自身的数据积累
和用户消费习惯来进行分析，从而与出版机构深度合作，打造
符合京东读者需求的优质图书作品。当当也于去年底打破自己

“不做出版”的承诺，与作家蒋一谈签约，推出售价为 0.99至
2.99元的单篇电子书；而豆瓣阅读更是早成为原创作家发表作
品的重要平台。

曾经隔岸观火、暗自庆幸的国内出版业终于面临着与国外
同行一样的问题：未来的出版链条中，还有我们的位置吗？

电商能否考虑书籍的文化价值？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胡坚表示，电商或数字出版平台
与作者直接签约，对传统出版更多是一种补充，目前民营书商
都不能独立做纸质出版，更别提刚刚进入出版领域的电商。

接力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黄集伟认为：“在现代出版逐步
演进、完善的途中，作者、出版社、中盘等不同分工，使得出
版成为一个合理的价值呈现体系。假使这个各司其职的传播模
型转而完全由渠道商控制，我们都知道，高度‘垄断’不利于
思想的自由生发和传播。它会不会只考虑书好不好卖，而不考
虑产品的文化价值？”

电商能颠覆出版业吗？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王为松说：
“最近在微信圈里看到一篇被多人转发的文章，说传统出版已
经走到尽头，马上要被新生的力量取代。一切这样的假设都把
编辑的环节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他们认为作者把书写出来，放
到网上，有读者购买就完了。”他以一本书举例：《古文字诂
林》的顾问和编委是古文字研究方面造诣最深的专家，当时有
人说，出版社一个字都不许动。“但第一卷看下来，责编就在
书稿中夹了大量浮签。因为除了对内容的审核外，还有大量编
辑体例、出版规范、注释索引等琐碎却见功夫的工作，责编以
自己的专业水准，赢得了作者的尊重。”

究竟是什么样的核心价值和作用，让出版社把自己留在出
版链条的中心位置呢？

出版不仅仅是“拿书（内容）来卖”

黄集伟表示，出版社的专业性，使得读者相信“这些文化
产品值得传播，值得阅读。出版社是价值的确认者，是专业的
生产者，是文化传播的践行者”。很多电子平台上的原创作
品，没有出版机构背书，读者不了解作者，对其内容就难有信
心。“一个研究者想要出版专著，他的首选一定是专业出版
社，而非销售商。图书有很多维度，除了市场、内容，出版商
还会考虑历史的维度。别人做没做过这个选题？我们的图书能
为读者提供什么新的文化体验、审美体验？一本图书，只有经
过从价值认定、市场需求、传播可能等多维度打造和思考，方
才基本成型。”

王为松认为，编辑的功能除了对书稿的编辑加工能力，还
有策划能力：“即在选题立项之初与作者沟通，确定写一本能
被读者和市场所接受的书——正是编辑和作者的良性互动，促

成了一些经典名著的出版。”针
对有网站高管提出，图书行业只
有作者和读者是最重要的，其他
的环节都不重要，王为松坦承，
单本图书的原创力主要是在于作
者，但一个好的出版社，在系列
图书方面对学科建设和门类布局
起着导向的作用。“譬如我们的

《中国通史》、《中华文化通志》、
《中国断代史》、《中国专题史》、
当代经济学丛书、东方编译所丛

书等图书在市场上有着持久广泛的影响力，这不是通过网络平
台把作者和读者简单联系起来就能做出来的。”

中信出版社副社长汪媛媛表示，一个好的编辑可以说是
“天天都在研究读者需要什么样的阅读。即使都是经济类图
书，哪些是方向，哪些是热点，都需要编辑的专业判断和前瞻
性的判断，而不是仅仅从历史销售数据中就能看出来的。这个
市场会回归到个体和每个人的内心，会更加专业。作者、出版
社、读者三者互动的基本模式也不会被颠覆。”

不惧“新玩家”

电商参与出版的新模式，也使出版人加快了变革的脚步
声。

中信出版集团对于数字出版早就过了“坐而论道”的阶
段，除了把纸质书做成数字阅读版本，去年中信开始做

“E-only”产品，也就是只有数字版本的图书。去年推的 《中
国故事》 产品线，包括几百个选题，都是 3～5 万字的轻阅
读，在亚马逊售价多为每本 2.99～5元，每条线上都有一些名
家作为主打。还推出《地铁大学》和《通识课堂》两个电子书
产品线，今年还打算做数字版 Mook 书。针对不同渠道的特
性，他们把这些产品推向不同平台。

“我们认为，数字出版业务从盈利能力到成长性都是非常
好的。因此中信负责数字出版的并不是一个附属的职能部门，
而是集团下属的一个独立的公司在运营。”汪媛媛说：“如今我
们纸质书和电子书的比例是 9∶1，几年内就会达到就是 4∶1
甚至 7∶3。美国的电子书份额发展到 25%，增速就在放缓了，
但我们认为中国市场有其独特之处，基于移动互联网的电子出
版具有极大的想象空间和市场潜力。”

京东商城出书，当当、

豆瓣推自有品牌电子书……

一时间，原本局限于销售一

隅的国内多家电商和数字出

版平台开始策划图书并担负

营销、发行的责任，与出版

社的“合作”仅剩购买书号

这一目的。

电商能否取代出版社？
宋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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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成，不知何许人也。原籍广东省中山县，但生
在北京，说一口北京话。自谓姓方，但其父其子都姓
孙。非学画者，而以画为业……”这是漫画家方成充满
调侃的自述。

每个和方成接触过的朋友，都能讲几个有关他幽默
的段子，譬如你给他打电话，他耳朵有点背，听不清你
的话，又不直说，就在那边儿自个儿嘟囔一句：“唉，
我就不愿意当老头，他们非让我当不可！等着，我给你
拿个耳朵去——”其实，这老人家去拿助听器了。听说
要给他拍照片，又说起来：“等会儿，等我先戴上眼镜
和假牙，戴上了，才像我。”

上世纪 30 年代，方成的家离市场很近，里面有个
小书铺，既卖书也收书，大部分都是线装书，价钱挺
贵。他当时也没什么钱，就看完一本，再卖给书铺，换
本别的。就这样，初中三年几乎把所有的中国古典小说
看了个遍。他说，在这些古典小说中，只要是打仗的、
滑稽的他都喜欢看。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
全传》、《西游记》、《聊斋》、《济公传》、《东周列国志》
等好几十种，还有现在都见不到的好多武侠小说。在这
些小说里，“最喜欢的还是《西游记》和《济公传》”。

方成说：“对于人的生活道路，我是想过的。我已
退休多年，有时总会回想往事。一件件算起来，有很多
次是因为偶然机遇，推我拐个弯走的。我上中学读理
科，考大学进理科，毕业后从事的还是理科——做化学
实验。过了4年，因为失恋，必须远离，去了上海，那
是倚仗我学得一门漫画技巧才敢去的。在上海就靠漫画

投稿谋生，否则无法生活。这门技
巧是在大学与同学合办壁报时，被安
排主持漫画稿，不料无人会画，只得
硬逼着自己学会画的。”

“读书不是一件可以被逼迫的事。”
方成说，他喜欢幽默，所以看幽默的书
就是一种享受。比如，他也迷上了朱德
庸的漫画，觉得幽默，好。“有时候累
了，看看朱德庸的漫画，就不累了；有时
候心烦睡不着，看看，就觉得心情舒畅
了，一下睡个好觉。”

如何才能在生活中学会幽默？方成说：
“就是要多看书、多学习，将幽默当成生活的
习惯。记得当年我和侯宝林等人在一起聊天
的时候，幽默细胞就经常出现，话语中的‘包
袱’多了，自然就成了幽默。”

方成还鼓励年轻人尝试换一种方式表达自
己的意思，“刚开始时不要怕说不好，就如开始
学游泳时，首先不要怕淹在水里，应先把头钻进
水中，在水中走几步，再学游泳。有信心之后学
就容易了”。

96岁的方成精神健朗，气色依然不错，大家都
向他讨教养生之道。“其实，比养生之道更重要的是
养心。性情好、精神好，人的身体就好。人生不如意
十之八九，不如意难免生气，伤肝又伤神，何不换个
角度幽它一默呢？”方成说。

方成：幽生活一默幽生活一默幽生活一默
郝 青 文/图

就读于宁波鄞州区俞家小学四年级的梁茜雅家里有
一个书柜，摆满她喜欢的图书，其中 《绿山墙的安
妮》、《查理和巧克力工厂》、《亲爱的汉修先生》、《格列
佛游记》 等国外读物占了半壁江山。据宁波大学园区
图书馆2013年至今的借阅档案显示，幼儿借阅排在前
20名的均为国外读本，国外读物在我们的少儿读物中
“唱起了主角”。

近年来我国的少儿读物市场比较繁荣，市场需
求量也较大。但在受读者欢迎的程度上，国产少儿
读物为何就不敌国外读物，让“洋书”成了绝对的
主角？

这需要从国产读物自身找原因。一些国产少
儿读物成了家长们眼中的“毒物”——充斥着恐
怖、暴力、凶杀、色情等内容，低俗化倾向明
显。即使不低俗，也可能没有多少有分量的实质

内容，孩子大略翻一会儿可以，让家长花钱买回家供孩
子细读，则要好好思量；一些国产少儿读物内容陈旧、
主题沉重，强调教化作用而偏重于说教，缺少阅读趣
味，难以吸引喜欢新鲜的少儿。

反观“洋书”，大多数让孩子们觉得“有想象力”、
“有神秘感”、“十分幽默”等。就连国外绘本故事书，
也让一些中国家长觉得“都是作者经过生活、学习的沉
淀总结出来的，而且他们的绘画都非常贴近故事，色彩、
线条、情节等比较能引起孩子们的注意力”。

眼看着我们的少儿对哈利·波特津津乐道，却不知
道“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等中国神话，我们能
心甘吗？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喝“洋奶”长
大的中国孩子不能没有中国文化的滋养。本土文化的
缺席，会让我们的孩子严重偏食，影响下一代精神
生命的健康成长。

对于2013年那场《中国汉字听写
大会》，许多人恐怕还记忆犹新。但在
看节目的过程中，对于许多生冷汉字，
已经不是一句“提笔忘字”就能解释通
的，要么根本不会，要么在读音上犯错
或在字形上分辨不清。是汉字变难
了？拿到叶昌元撰写的《汉字难在哪
儿》（开明出版社出版）后，我便有一睹
为快的欲望。

叶昌元 6 年前写过《字理——汉
字部件通解》，解释了所有汉字部件的
要素。他发现在浩繁的汉字发展演变
过程中，许多汉字的部件受到损坏或
变异，有必要进行梳理。这也是他写
作《汉字难在哪儿》的初衷。

鲁迅先生曾赞：“汉字具三美。意
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
美以感目，三也。”这三美应当就是我
们常说的汉字构成的三种形式：象形、
形声、会意。

的确，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
今天看那些象形字、形声字、会意字，
我们还会对其美轮美奂的结构、妙趣
天成的意蕴和抑扬顿挫的声调赞叹不
已。汉字在最初发明时并不难，笔画
简约，意会明了。因为古人在甲骨上
刻字、在青铜器上铸铭文很吃力，所以
总想简省部件，却又不能出错。这不
是偷懒，而是由当时书写工具的材质
决定的。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书写
工具的变化以及人们文字表述能力的
提高，之后，人们在容易刮削改正竹简
上写字，就不怕写错别字；纸张和毛笔
的诞生，则给了人笔走龙蛇的可能。

那么汉字为什么变难了？叶昌元
认为：一是汉字的部件增多了。现行
简体字的部件已有 270 多个，学习的
难度自然加大；二是经过历史演变，有
些字的结构变得模糊不清，不容易理
解；三是一部分错字的积淀，如假借字
久借不还、不顾字理的以简代繁等，对
人们正确地理解和掌握汉字构成极大
障碍。基于此，《汉字难在哪儿》通过

“象形衰减、变隶之繁、简化之乱、部件
趋同、部件错舛、部件省略、结构漫漶、
久借不还、造字异端”等章节，以详实
的资料、图片、碑帖和令人信服的见
解，为我们梳理了汉字构成的规律，进
而找到汉字变难的原因。

该如何化解汉字难呢？一个是汉
字的基本部件数量不能太多，规则要
明晰。再一个是消除假借字的影响，
可以在教学中，在教材、字典里提倡写

“正字”。
如今，大量的文字书写是在电脑

上依靠输入拼音或部件来完成的，汉
字笔画的多少已不影响汉字的书写速
度和难易，人们的文化程度也早已实
现质的飞跃，那么汉字会不会来一次
新的变革呢？对此，叶昌元建议，目前
最好的办法就是能够做到“简化”和

“繁化”并存。一方面，因为“汉字作为
我国的官方文字，我们要为其保存一
份完好的国家‘档案’。这份‘档案’中
的汉字必须是权威的、规范的、有理据
的、公允的。所谓公允，就是不迁就某
一特定的人群（比如文化程度特别低
的人群），也不照顾某些权威人士、领
导人的口味，也不偏倚某一方言区。”
另一方面，繁体字与简体字整合为一
体，可以让全世界的华人都使用一个
文本，这是最经济、最理想的局面。

汉字

为何变难？
柳 枢

少儿读物“洋书”何时不再唱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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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启亮和我是 1978年同时考进淮北
煤炭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想来是不同班
的缘故，同窗四载，我们之间好像都
没有说过几句话。毕业七八年后，我
去北京出差，他热情邀我去家里做
客，同游鲁迅故居，还陪我去听了
场音乐会。接触中才知道，我俩工
作之余都喜读书写作，尤爱散文。
这一共同的业余爱好，使得我们
之间一下便有了许多共同语言，
相见恨晚，相谈甚欢。在我住的
那 家 小 旅 馆 里 ， 我 们 相 互 勉
励，立下誓言：此生争取出本
散文集来。

因了散文的缘分，我和启
亮 的 同 窗 情 日 渐 浓 了 起 来 ，
此后不断音问，关注着对方
的散文。第一次在 《人民日
报》 上看见署名任启亮的
散文，我为之欣喜，拜读
后 便 给 他 打 去 电 话 。 以
后 ， 我 又 陆 续 在 《人 民
日报》《光明日报》《中华散文》 等
报刊杂志上见到了他的作品。一
次外出公干，住在宾馆里难以成
眠，未料竟在中央电视台的 《子
午书简》 栏目里，看到正在播
放启亮的散文，我兴奋得彻夜
难眠。

临 近 不 惑 之
年，

我出版了第
一 本 散 文
集。启亮收
到书后打来
祝贺电话。
我问他何时
也出集子？
他说虽然一
直在写，但
还不够出本
散文集的。

启 亮
写 得 不 多
的原因，他

虽然未说，但我深知那是工作太忙的缘
故。位置越高，责任越大，肯定经常忙
到昏天黑地，身心疲惫。回到家里，往
往是既无心力，更无心境去写什么散文
了。

去年夏天，大学的老师和同学在沈阳
小聚，启亮携来了他的名为《一路风景》的
散文集，我俩 20 多年前的相约，终于双双

实现了。通读后发现，启亮和我走的竟是同一条路
子，就是所谓的传统散文。我总觉得，不论潮流如何
花样翻新，不管时代怎样日新月异，那朴实无华、真
诚自然、袒露心灵的传统散文之花，依
然会散发出迷人的芳香。

北京公交车站的站台广告北京公交车站的站台广告 和冠欣和冠欣摄摄

何勇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