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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杰米里·里夫金的 《零成本社会》（中信出
版社出版），不啻于被动进行了一场头脑风暴。从

“过于乐观、夸大其词”的不相信到“等等，还有
破绽”的质疑，直到“似乎是这样”、“或者这真
是我们的未来”的半默认，对于这个世界的观念
犹如坐了过山车，剧烈起伏，真是一次很特别的
读书经历。

杰米里·里夫金做了
一件事，他收拢所有新生
的萌芽，构建起一个梦幻
般的未来——协同共享。

物联网的传感器实时
分析各节点发回的大数
据，不断优化编程，在传
输过程消耗的87%的能源
被大大降低，3D 打印所
使用的材料是过去传统制
造的 1/10，生产率大幅
提升，整个经济体内生
产和分销产品和服务的
边 际 成 本 降 至 趋 近 于
零，每个人就近生产自
己消费的东西，整个的
社会生产变得轻盈。在
这里出版社设置了一个
小噱头，因为没有真正
的“零成本”，我们所能
达到的只是“零边际成
本”（在经济学和金融学中，边
际成本指每一单位新增生产的产品或购买的产品
带来新成本的增量。在规模经济中，第1万辆汽车
的成本比只生产一辆低得多）。

亿万消费者在网上以近于免费的方式制作或
分享音乐、视频和知识，人们通过社交媒体、租
赁商、合作组织以极低或零成本共享汽车、房
屋、服装，协同开发软件，交换劳动时间，开放
式网络课程慕课让知识产权概念变得更加开放。
市场经济中的交换法则失效，三五十年后资本主

义即将逝去，私有权成为历史，从繁重劳动中解
放出来的人们投身于文化活动，追求超然于世的
崇高目标，“最优公共福利”成为现实。

这很像是一个梦想，听起来非常接近经典社
会主义甚至是共产主义。他的理论让无数人感到
难以置信和颠覆，因为原有的信仰系统和世界观
面临毁灭性破坏，因为决定未来的不是资本主义

制 度 赖 以 存 在 的 “ 自 私 自
利 ”

的人性，而是新的通信∕
能源矩阵？

相对于生产和消费，里夫金异常看重“通用
技术平台”，他认为，每一种伟大的经济范式都要
具备三个要素——通信媒介、能源和运输系统，
通信管理经济活动，能源生成信息和动力，物流
使得经济活动在整个价值链中进行。传统社会是
印刷术、风力和水力；19 世纪初，蒸汽印刷和电

报被发明，铁路机车被联网，与丰富的煤炭资源
一起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英国成为世界霸
主；20 世纪，集中供电、电话、广播和电视与廉
价石油及道路系统的内燃机车融合，完成了第二
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奠定了美国的世界领导
地位；如今有了互联网、太阳能和风能以及靠传
感器监测整个的生产生活的物联网，“第三次工业
革命”就呼之欲出。

书中还有些有趣的说法，比如说图书印刷关
闭了部分公共交流的渠道，再如资

源丰富时，专利和版权
意识没有用武之地，让
人联想到网络文学正在
起到的作用。

杰米里·里夫金是当
代重要思想家之一、华
盛顿特区经济趋势基金
会主席，他的 20 部著作
被翻译成 35 种语言在全
球发行。其 2012 年关于
后碳时期可持续发展经
济模式的研究 《第三次
工业革命》 获得了中国
总理李克强、德国总理
默克尔、法国总统奥朗
德的肯定。

如果历史真的如此
演变，向零边际成本社
会迈进，中国将得到新
的机会。让人印象深刻
的是他引用乔纳森·罗的
说法：“公共权益共享是

比政府和市场更基础的东西。它拥有广阔的覆盖
范围，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遗产，在使用它时我
们通常无须缴纳费用。大气和海洋，语言和文
化，人类的知识和智慧宝库，群体的非正式支持
系统，我们迫切需要的和平和宁静，生命的遗传
基因，这些都是公共权益共享的各个方面。”

手机读书者众，“沉思者”越来越少

打小爱书的文君，到了而立之年，对阅读却有着爱恨不能的复杂
感觉。说他爱看书吧，要么没时间，要么精力难以集中，提不起兴趣，
反正就是坐不下来仔细看本书；
可要说他不爱看书吧，他手机里建
立了专门的文件夹存储喜欢看的
书；他订阅的微信公众号中有不少
与读书有关的公号向他推荐书单。
要说这不是在看书未免让人觉得委
屈，看的毕竟都是字啊！可自个儿想
想都觉得跟看纸书阅读差了那么一点
点。

“我现在的状态，能算成一个爱
阅读的人吗？”文君的困惑，也是时
下许多人的困惑。大家都承认阅读是
一种有益的人生习惯，奈何拿起书来
困难重重，找不到感觉，全民阅读当
然很好，要找到一条全民悦读的路，
却并不容易。

阅读方式的改变，不是个别现
象。如今，从刚识字的小孩到中青
年人，人们习惯了手机阅读。在地铁里、公交车上、等车时、聚餐时，甚
至马路上匆匆而行的人群里，低头刷屏的人随处可见，很多人不是在追
剧，就是在看手机书。调查数据也支持了这一现象：2013年，有44.4%的
成年国民进行过网络在线阅读，41.9%的国民进行过手机阅读。

文君在手机上阅读的内容中，最多的当数各种小说，诸如玄幻小
说、盗墓笔记、青春言情、穿越剧等作品，他都看得兴致勃勃，还有
一大类是微信上的一些美文，总之都是些被称作“轻阅读”、“浅阅
读”的东西。文君也承认，这些阅读内容中，人文阅读、经典阅读和
严肃读物的分量已经非常小，“看多了这些东西之后，再想读些内容
严肃或是艰深沉重的书，读起来就有些费劲，看不下去了。”

若把电子阅读、手机阅读、网络阅读算进来的话，现在人们
阅读总量并不少，但阅读状态和内容发生了深刻变化。专家分析
认为，随着“低头一族”越来越多，获取的信息量越来越大
了，只是“沉思者”似乎越来越少了。换句话说，更多的是跳
跃化、碎片化、缩略化的阅读，消遣阅读占了心灵阅读的上
风，追求更多的是短暂的视觉快感和心理愉悦。

读与不读的纠结

中国人一直讲究耕读传家或诗书传家，可为什么
如今传统阅读的爱好者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对

读书提不起兴趣呢？
一个常见的理由是：太忙了没有时间。今

年 31 岁的罗女士感叹，这些年来，自己的阅
读范围仅限于在网上看新闻，在单位看报

纸，刚毕业时要全力以赴适应工作，之
后又谈恋爱、结婚、生孩子。特别

是孩子出生后，每天的生活轨
迹“两点一线”，哪里还有

时间安心读书？
另 一

类理由是读纸书对环境要求要更高，不如看电子书方便。的确，纸
书需要有光线，临睡前躺在被子里看上一段怕是要受到制约；纸书还
比较重，背在书包里很沉，价格更贵还不能更新内容；再说了，地铁、公
交上那么拥挤，腾出只手来刷刷手机还算凑和，拿本书来看委实不太方
便；还有，如果在聚会中，无聊时看看手机也还说得过去，掏本书出来看更
易被朋友指责；另外，纸书的内容通常相对严肃，在比较嘈杂的环境里，在
手机上看看轻松的小说还行，看纸书则需要更强的定力。

“好书太少”的抱怨也不绝于耳。“内容雷同的书层出不穷，价格在
上升，质量却没有明显提高。自从穿越剧热播后，穿越类的快餐书籍也频
频现身市场，作为消遣的书，有多少人愿意花钱买着看呢？”文君说。

不过，对大多数人来说，读纸书和读电子书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会
根据情况做出不同选择，即便是爱读纸书的，如果出门在外不方便时，也
不排斥在手机或者电子阅读器上读点文章，而一位声称基本不读纸书的史

女士也表示，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多读
点纸书，“看到她在看书比我自己看
书还令我高兴。”史女士的说法印证
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对于很多父母
来说，尽管他们已经习惯于阅读电子
书，不过，在教育孩子上，他们反而
趋于保守——更希望孩子们阅读纸质
图书，这表明，从内心深处来说，很
多人对于纸质书阅读能培养人沉静气
质和人文修养这一说法还是基本认

可的。不过，对于有很强阅读愿望的青少年来说，又面临着一个现实问
题：学业太重，课外书往往又不直接在考试范围中，因此不论从时间还
是从精力上来说，都缺乏阅读的动力。

全民阅读，如何不只是一个愿景？

全民阅读正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然而，要想让人自觉主动地拿
起书本来阅读，却也并非易事。有专家就认为，阅读不但需要个人增
加定力，从阅读中寻找更多的乐趣，也需要社会创造良好环境，让
全社会更多地弥漫书香。

近期，记者走访了北京一些图书馆发现，虽然很多人在抱怨
读纸书的人越来越少，但是在图书馆的各个阅览室里，很少有空
座位，读者中，不仅有岁数偏大的老年人，有年轻的学生，同
样也有中青年，大家自觉把手机调为静音，静悄悄的阅览室里
阅读氛围浓郁。另外，在图书馆的自助借书机旁，经常需要排
队，每个人手里都抱着厚厚的书。

“我也想读书，可是如果买书太多的话，也会成为一笔
不小的花销，希望能多一些相对廉价又方便的读书场所。”
一些受访对象流露出希望城市扩充借书场所和设施的
愿望，希望能有更多可以让人安静阅读的场所向公众
开放：“我习惯在安静的场所里读书，可是如今城市
的喧嚣已经很难让我能静下心来阅读。”还有的
受访对象建议，应激励具有相当阅读品位的精
品图书的出版，并通过更受欢迎的方式向读
者推荐。

现代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建议，要区
分开功利性读书和非功利性读书，鼓
励大家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多
读一些好书，让公众的非
功利性阅读成为一
种风尚。

责编：张稚丹 邮箱：zzd_110608@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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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阅读全民阅读””已经连续两年写入已经连续两年写入《《政府工作政府工作
报告报告》，》，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然而国民年人均纸质图书然而国民年人均纸质图书

阅读量仍然仅在阅读量仍然仅在55本上下本上下。。是什么导致我们读纸书少是什么导致我们读纸书少？？大家所罗大家所罗
列的理由不一而足列的理由不一而足，，从忙到累到没好书从忙到累到没好书，，哪个才是阅读的致命伤哪个才是阅读的致命伤？？

从阅读到悦读，
你需要几个理由？

本报记者 叶晓楠

从从阅读阅读到到悦读悦读，，
你你需要几个理由需要几个理由？？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叶晓楠叶晓楠

对于没有勇气挣脱现实牢笼、勇
敢踏上“间隔年”旅程的我来说，看
看《迟到的间隔年》，再看看《间隔年
之后》，未尝不是一种补偿。出走，无
疑是一件让人向往的浪漫事；可出走
之后如何回归，是我最关注的问题。

《间隔年之后》是一本自传体旅行
游记，主要讲述了作者孙东纯的“后
间隔年”时光——在日本4年的旅居故
事。孙东纯被誉为“中国间隔年第一
人”，他于 4 年前首次把“间隔年”

（Gap Year，是西方年轻人结束学业
后，先不进入职场，而是做一个长期
旅行，以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 这一
概念介绍给国内的年轻人。

读过 《迟到的间隔年》 的人，无
不怀着一颗蠢蠢欲动的心，跃跃欲试
地要踏上远方；可回归以后的生活会
怎样？还能安于从前的生活状态吗？
许多人都告诉了我们该怎么出去，却
没有人告诉我们如何回来。《间隔年之
后》将近3个月的环日本太平洋海岸线
骑行经历为主线，穿插记录了他初来
日本的种种见闻，努力融入全新环
境、迥异文化过程中遭遇的各种囧

事、趣事，与妻子沙弥香的幸福生活点滴等。孙东纯用亲身体验告诉我
们：间隔年与其说是让人看到一个新世界，不如说是让人遇到一个新的
自己。而出走，是为了更好地回来。

与通行的游记相比，《间隔年之后》是一本平淡之书，既没有华丽的
场景，也缺乏冒险的经历。但掩卷细细品咂，却渗出隽永悠长的况味。
孙东纯的文字和他的行走生活一样，朴实真切。因为出行并非为着一份
刺激，一份猎奇，追逐太阳一路狂奔的意义最终是为了收获人生的温暖
与成长。在火烧云烧透整个天空的冲绳，孙东纯明白“好风景要牵着另
一个人的手一起欣赏”，从而懂得婚姻也是一场生死相随的旅行；在太平
洋岸遇见退休后默默相依的老人，孙东纯明白，“相比路途上的风景，家
中的人与事则更为重要”。

旅行是为了与美好的事物相遇，而成功的回归，则是以积极的心态
创造更为美好的生活。当你行走在路上时，请不要忘记出发前的初衷。

出
走
是
为
了

更
好
地
回
归

更
好
地
回
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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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

轻盈飞进新世界轻盈飞进新世界？？
张稚丹张稚丹

我的读书生涯，大体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求
学阶段，一是研究阶段。求学阶段读书漫无边际，没
有明确的目的，为求知欲望和个人兴趣所支配。有两
本科普杂志印象很深，一本是《知识就是力量》，一本
是《大众科学》。我每期必读，从中得到许多自然科学
知识，一度萌发了将来做天文学家的想法。

后转而对数学产生了兴趣，还看过俄文版的数学
著作，写了一篇 《奇数、偶数筛选法》 的文章，不知
天高地厚地寄给 《中国科学》 杂志，结果被退回来
了，但那时的编辑涵养特高，不是在统一打印的退稿
信中填上作者名字，而是亲笔写信，说了退稿原因和
充满鼓励的话，至今难忘。数学兴趣渐渐淡了，又转
向文学著作，普希金的诗与小说，对我特别有震撼
力。有一次，晚自修看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忘了
下课时间，一直看到凌晨4时，大门锁了，不得不翻墙
回宿舍，被夜巡的校保卫科同志“抓住”了，第二天
写了一份检讨书。我开始模仿普希金诗歌 《小鸟》 写
了第一首诗。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我在大学校
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变成铅字的 《在太空翱翔》 小诗。
这对我的人生道路发生了重大影响，虽然后来没有成
为诗人，但从文的道路已经确定。这一时期的读书，
让我探索自己的潜能，寻找适合自己的职业。如果

《中国科学》 发表了我那篇 《奇数、偶数筛选法》，也
许我会选择数学研究了。而如海绵吸水般地大量吸取
知识，打下了使我一生受用的学养基础。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求学时代读书，我翻破了一
本书：《康熙字典》。我的父亲是农民，但他却懂得字
典对读书人的重要。解放初，我刚考上义乌中学，他
用15斤白米，在县城一年一次的农历十月十五大集市上，换来这本世界书局
1936年出版的二手《康熙字典》。从开始不知道怎么查，到后来离不开它，碰
到生字就去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康熙字典》翻破了，又修补，我的知
识宝库中的汉字词汇量，随之不断丰富，阅读能力日益增强。我是历史学教
授，却成了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古文献功底得益于《康熙字典》匪浅。

学术研究阶段的读书，与求学阶段完全不同，围绕既定的学术方向，只
读与专业相关的古书与近人的论著。上世纪60年代初，著名学者、原中华书
局总编傅璇琮先生指点我：“可选择《宋史职官志补正》作为苦练基本功的阵
地，把握现存的所有宋代官制史的资料。” 于是我开始了 《宋史职官志补
正》 工作。头 3 年，我把精力集中在一字一句地啃十二卷本的 《宋史·职官
志》。刚开始，几乎不敢去碰，因为我对宋代官制所知甚少，《宋史·职官志》
仿佛句句是真理。通过反复阅读，并围绕每一段文字，搜集、阅读、摘抄

《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职官分纪》《吏部条法》《庆元条法事类》
《宋朝奏议》《宋史》等史籍，《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类书以及宋人文集、笔
记、方志等史料中的宋及宋以前的官制史料，做了500多万字的宋代官制史料
的分类笔记。最终历时5年，完成了近3000条补正条目、50余万字的 《宋史
职官补正》书稿。5年时间，《宋史·职官志》读破了，才算读懂，奠定了我深
入研究宋代和中国历代官制的坚实基础。在当今“知识爆炸”的时代，书籍
堆积如山，而人的精力有限，我们必须镇定地把握住自己：有的书要翻破，
有的书要读破，有的书可以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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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不觉春已深，一寸光阴一寸金。不是道人来引笑，周情孔思正追寻。
——唐·王贞白《白鹿洞二首》 边宝华书

书法家简介 边宝华，字守和，笔名一方，号养心堂主，1958年4月生，祖籍
甘肃灵台。师承佟韦、李铎先生，擅长行草、隶书，其书作奔放潇洒，质朴典
雅，气度浑厚，风格清新。现任于中国国家行政学院办公厅副主任、中国书法家
协会会员、中央国家机关书法家协会主席团常务副秘书长、中国画院常务理事、
荣宝斋签约书法家，编著有《边宝华书法作品集》等。作品多次入选由中国书协
主办的全国性书法展并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