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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4.9 元，没想到这么多。”
在朋友圈纷纷晒出网上消费年度账
单的时候，爱读书的高女士也悄悄
算了一下 2017 年买书的花销。与以
往不同的是，去年，50 多岁的高女
士学会了在网上买书，她的书几乎
都来自当当、京东、天猫书城等网
络渠道。

北京开卷公司发布的 《2017 年
中 国 图 书 零 售 市 场 报 告》 显 示 ，
2017 年，网络渠道依然是中国图书
零售市场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同比
增长 25.82%。越来越多像高女士这
样的爱书人，选择在网上买书。

三足鼎立，图书电商格局成型

从 1999 年当当率先进入网络图
书市场，到 2010 年京东图书正式上

线，再到 2012 年天猫商城推出图书
板块，国内网络图书销售“三足鼎
立”之势已成。

当当副总裁、出版物事业部总
经理陈立均告诉我们，2017 年，当
当图书交易规模高达400亿码洋，销
售图书11.89亿册。童书和小说发展
尤其迅速，2017 年的码洋均达到超
60%的增长。

当年京东图书品类上市，主要
还是出于商业考量。京东图书文娱
营销部总经理高燕说，对当当和亚
马逊中国的战略牵制只是次要因
素，最重要的是，“图书极大地降低
了新用户尝试京东的门槛，在京东
购 买 图 书 的 新 用 户 占 比 在
30%-40%”。2017 年京东 618“年中
购物节”，京东图书专区迎来 300 多
万人搬书，累计搬走 5904 吨书，可
以装满 6909 架波音 747 飞机，图书
文娱订单码洋高达22.7亿元。

起步晚、成长快，是出版机构
对天猫图书平台的直观印象。2016
年，天猫图书线上销售规模达到120
亿。2017 年，天猫图书实现码洋收
入350亿元，实洋180亿元，不知不
觉中改写了传统图书电商格局。与
传统图书电商相比，纯平台化运作
是天猫图书最显著的特点。天猫
3000 多个商家中，既有线下书店、
出版机构自建的旗舰店，也有大量
图书专营店，还有如博库网、文轩
网甚至当当、京东等大型垂直网
店，也吸引了“逻辑思维”“理想
国”等特色渠道加入。

从纸到屏，数字阅读正当时

“下一站，平安里。”地铁报站
提示声响起，小叶猛然反应过来，
赶紧收起手机，移到车门口。“好几
次我都因为在手机上看小说坐过站
了。”谈起自己的囧事，这个戴着黑
色鸭舌帽的年轻姑娘不好意思地笑
了。在她手机里，安装着掌阅、京
东阅读、当当云阅读、淘宝阅读等
五花八门的阅读软件。“有人说现代
人不爱读书，我不觉得。其实我们
很多人都在手机、电脑上看。”

不可否认，人们的阅读方式正
逐步从传统纸质书转向数字阅读。
推动数字阅读，为公众提供更多优
质的数字阅读资源，也就成为图书
电商的发展方向。

品牌升级后的当当云阅读形成
集“纸、电、书”于一体的全品类

“阅听”生态，拥有 50 万正版电子
书、听书、网文、漫画等数字读
物，吸引了 4000 万高知高收读者，
2017 年迎来爆发式增长，销售额增
长 126%，付费用户增长 72%，吸引
了成为全网最大的中文数字阅读社
区之一，成功进入全国阅读类 APP
排行TOP10。

京 东 2016 年 世 界 阅 读 日 推 出
JDRead首款阅读器，并与众多知名
作家合作推出电子书，包括中国首
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新晋诺
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石黑一雄等，让
更多严肃文学作品进入电子书领域。

天 猫 图 书 则 给 予 读 者 更 多 优
惠，用户在天猫购买部分纸质书
时，可以免费获得其电子版，并通
过阿里文学旗下的APP进行阅读。

线上线下，书香氛围暖人心

2500 平方米的图书空间，随处
可见宽敞的沙发，台阶上放着素雅
的干草垫，悠长的音乐包裹着淡淡
的花香。1 月 27 日晚上，重庆市民
小俞来到刚开业的当当书店全国首
家旗舰店，参加 《诗经》 品读会。

“来到这里，就像找到了精神的家
园。”作为文学爱好者的小俞说，

“感觉特别温暖。”
近年来，随着 O+O （Online+

Offline，线上线下融合） 理念的流
行，以及人们对消费体验的重视，
三大电商开始布局线下实体书店，
着力打造包含艺术、文创、智慧生
活等元素的城市文化空间，用文化
温暖都市生活的各个角落。

当当于 2015 年下半年提出“千
店计划”，至今，已在全国开设书店

（含书吧） 近 200 家。京东图书则与
南京高校的创客空间、上海亲子
园、北京 798 艺术区等合作，开店

30 多家。而致力于打造线上图书第
三方平台的天猫，也将在今年和传
统书店展开新零售合作，打造智慧
书店，构建无感支付书店及 24 小时
无人书店。

图书电商不仅为买书、读书提
供了物质上的便利，也在精神文化
层面引领着阅读风尚。

2017 年 5 月 31 日，首届“京东
文学奖”揭晓，《望春风》《乡村生
活图景》 等六部文学佳作最终胜
出。莫言、周国平、毕飞宇、蒋方
舟、史航、沈石溪、方文山等评
委，与千万读者一起，共襄此次文
学盛事。

评委莫言认为，京东文学奖对
促进文学的发展、调动作家创作的
积极性，将产生积极有益的影响。
当当则聘请当代著名作家刘震云担
任 2017 阅读大使，通过刘震云的
文化影响力，号召大家用阅读丈量
世界。

书到银幕，文娱产业全布局

“只有经历过岁月的洗礼，才能
沉淀美好的芳华。”2017年年末，冯
小刚导演的电影 《芳华》 一上映，
闵女士便带着父母走进影院。“太感
人了，我后来又特意去买了严歌苓
的小说。”据当当统计，电影上映期
间，小说 《芳华》 迅速攀升至当当
图书畅销榜和小说排行榜第1位。

《芳华》的成功正是全产业链时
代图书与影视、游戏等文娱联动的
一个缩影。近年来，IP （Intellectu-
al Property，知识产权） 经济大热，
不少文学作品成为影视“富矿”，被
开发成更多元的形式，为越来越多
人所熟知。国内大型图书电商平台
也跃跃欲试，积极布局自己的文娱
产业，赋能图书经济。

基于广泛的出版资源和作家资
源，当当吸纳和参股了众多优质
IP。据了解，当当已签下包括大冰
的 《好吗好的》 影视改编授权等 20
余部作品的出版、改编及投资权。

阿里文学宣布签约酒徒、何常
在、风行烈、安思源等作家，“文
学是 IP 培育的重要源头之一。”阿
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轮值总裁杨伟
东指出。

京东图书则宣布要做 IP 产业链
的版权桥梁，为文学、影视作品的
版权保护、开发衍生品提供平台。

回首近 20 年发展历程，从卖纸
质书到大力推动数字阅读，从线上
转战线下实体书店，从图书零售到
全面经营文娱产业，三大电商发展
图书产业的规模和劲头，似乎远远
超出了商业考量的范畴。它们在图
书领域的创举推动了社会文化生活
的繁荣，加速全民阅读时代的来临。

我最近在读一本历史书，开篇
有一段话：“我们坐上一辆破旧的大
众货车，去玛雅遗址所在的奇琴伊
察。我当时对中美洲文化一无所
知，甚至连‘中美洲’这个术语都
不熟悉。中美洲囊括了从墨西哥中
部到巴拿马的广大范围，涵盖了危
地马拉和伯利兹全境。”

作为一本历史书，这段话里怎
么会有这么多的地理信息呢？比如
玛雅遗址的位置，中美洲的地理范
围。由此，我们得以接触一个新鲜
的名词：历史地理学。

诚如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教
授唐晓峰在《给孩子的历史地理》（中
信出版集团）自序中所言，“历史地
理，不是地理加历史，而是研究历史
时期的地理问题。既可以研究自然
地理，也可以研究人文地理。”历史地
理仍属于地理学的研究范畴，只不
过它令历史与地理犬牙交错的部
分，更加完整、清晰、立体。

不过，《给孩子的历史地理》可
不是要给孩子们系统地讲“历史地
理”这门学科，而是以他们现有的
历史地理知识为基础，传递一个核
心观点：地理的问题离不开地，但
不是都在地上，还有一部分在人的
脑子里。例如看到前文我们便会
想：为什么中美洲会是玛雅文明的
发源地，它的范围是如何确立的
呢？所以说，历史地理学最重要的
不仅要懂知识，还要会讲道理。

为了适应孩子们的阅读理解，
唐晓峰并未生搬硬造学科知识，而
是专门挑选孩子们感兴趣的知识点
分析讲解。本书第一章“文明的空
间”，便是由地理布局，来看华夏文
明如何按源起头，再由点、线、面
相结合地发展，最终结网定型。

沿着书中“华夏文明的六大源
地”“文明核心区”“中国的两河文
明”以及“域外文明的三大通道”
等地理脉络，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文
明的流动性。比如中国的“两河流
域”，也就是长江和黄河养育了中华
的早期文明，这恰与世界的“幼发
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发展遥相
呼应。为了域外交流与经济发展，
除了沿河西走廊的丝绸之路以外，
海上丝绸之路亦功不可没。这些结
论都依据考古发现，反之，历史地
理的研究成果亦是考古的工具。

讲完河流、水域，我们有必要
谈谈山脉。华夏民族是“拜山主义
者”。唐晓峰说，“不懂高山文化，
就不懂得中国”。帝王们的巡山、封
禅，赋予了五岳的君王思想意义流
传至今。自然的高山，配以人文的
雄关，是中国高山文化的特点。

虽然山水有相逢，但对于华夏
来说，还是要分区而治才更安稳。
手握秦朝初年的三十六郡图，我们
不难发现“秦郡问题”是历史地理
研究的一个经典问题。在那个年
代，郡县时有增长，如何划分，对
统治者是个考验。不过，秦始皇依
据“因山川形便”和“犬牙交错”
两个基本策略，分得很自然，也很
方便。时至今日，地理分区引来了
方言、饮食以及服饰等各种日常生
活方式的认同，这也是拜祖先所赐。

由此，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话
题就来了。我们常说环境造就了
人，但这话到了地理学家嘴里便说
成：“人、地是一个系统，人的活
动，从大的历史到小的地方风俗，
都有环境的影响。”如果我们外出旅
游，会发现很多人文方面有意思的
事情。南方的桥与北方的不同，房
屋建筑的形状也迥异，甚至连动、
植物的样子也不太一样。很多海外
人士认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是狮
子，可北方人以为那是南方人传至
海外的，他们仍然认为老虎最有气
魄！唐晓峰说，中国山中不可无
虎。虎，对于我们来说，不仅是自
然生物，还是文化景观。

在日常生活里，人们最常接触
的地理工具是地图。看地图有门
道，为不同的目的绘制出的各类地
图，都是主观需求的产物。常年在
外行走的人，不仅依靠绘制的地
图，还擅长手绘地图以供自己的特
殊需要。这刚好应和了本书的主题
观点：地理的问题，不是都在地
上，有时它也在你的头脑里。

叶灵凤的 《读书随笔》，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8 年发行过
一套，总共 3 本。我手里却只有其
中一本，就是以比亚兹莱的版画

《Venus》 做封面、底色绯红的那一
册。1992年5月北京第2次印刷，定
价 7.40 元。有加印，时价不低，说
明当年受欢迎。

为什么我只有一本呢？因为它
是处理品。书是正版，但有装订错
误：215~246 页重复了，183~214 页
缺失。那时我还是学生，家境不
好，得从饭费里抠出买书钱。逛书
店，只为饱饱眼福。

当时书店的陈列不像现在是开
放式，你要隔着柜台张望，看着书
名和作者揣摩，有购买意向的，再
让营业员拿过来。

只有打折品，成堆地拢在一
处，谁都可以去翻翻。在那堆花里
胡哨、看上去就不咋样的处理品
里，《读书随笔》显得有点特别，仿
佛掉进鸡窝里的一只小凤凰。我并
不知道“叶灵凤”是谁，也不知道
让我一眼喜欢的封面画的作者是
谁，要到很久以后，我才会知道

“比亚兹莱”。
被它吸引是一种本能，拿到手

里翻了下。隔了几天，我又看到
它，还在那里。口袋里的元角分很
有限，大概犹豫了下，幸好最后还

是带上它回家了。
那 30 页缺了的我看不到，倒不

影响其他部分的阅读，这是随笔的
好处。32 开本，438 页，容纳了百
余篇文章，篇幅大多一两千字，有
些不过数百字。

前记是“丝韦”写的。丝韦是
香港文人，本名罗承动，又名罗
孚，丝韦是他沿用时间最长的笔
名。我那时候当然也不知道“丝
韦”是谁。丝韦介绍了叶灵凤的生
平，说他是画家、作家，也是藏书
家。丝韦还说，叶灵凤读书很杂，
古今中外，线装洋装，正经的和

“不正经”的书，他都爱读。
一篇篇读下来，我发觉，确如

丝韦所说，叶灵凤是个杂食型的读
书人，他的文章不见得有多少深
度，胜在随性自在，包罗万象，散
金碎玉，有趣得很。但凡读到什么
好书，有点什么感悟，就纷纷落笔
说与旁人听。一来二去，攒得就多
了。据说叶灵凤 1975 年离开人世之
时，仅遗留下的读书随笔之类的文
字，包括已出书和未出书的，就不
少于百万言。一辈子都在看书，真
当得起“书痴”之名呀！

以一个偏僻小镇女孩的视野去
看，叶灵凤提到的作家都是谁，那
些书籍具体都讲了啥，我几乎完全
懵懂，只好慢慢咀嚼，反复地读。

在这种懵懂里不由得生出了喜欢和
渴望，我想要知道更多，后来的后
来，现在的现在，我渐渐也读了许
多的书。

这些年里，不断搬迁，一路颠
簸，书是很累赘的东西，在每个停
靠又起身的地点，很多书只好被转
赠、被放弃。总有些书，舍不得
丢，比如这本《读书随笔》。这样的
书，一本串连一本，积攒成了我走
过的路。

大致算来，叶灵凤的 《读书随
笔》，已经跟随我 20 年，除了自然
氧化引起的泛黄，一切都好，每次
看到它，我都觉得很安慰。

办公室是中
枢部门，其作用
发挥得好坏，直
接决定了整个单
位工作的质量与
水平。因此，加
强办公室工作规
律研究，是我国
管理学尤其是行
政管理实践对理
论的要求。谢煜
桐教授最近出版
的 《办公室学》

（中共中央党校
出版社） 可谓拓
荒之作，开创了
中国办公室学之
先河。本书不局
限于介绍办公室
工作的具体内容
和要求，而是抓
住办公室“中枢
地位”的特点，
把办公室工作放
入领导、决策、
管 理 的 大 框 架
中，系统、全面

地阐述办公室工作的理论与实践。
譬如在《职能篇》中，作者谈到

当参谋是办公室一个往往被人忽视的
重要职能。通常，办公室同志重视的
是执行层面、事务层面的职能，这是
有偏颇的。发挥参谋作用，在办公室
负责同志的工作中应该占相当大的权
重。如何当好领导的参谋呢？一是要
把握领导的意图，善于站在领导的高
度和角度去思考问题；二是要熟悉方
方面面的问题，尽可能广泛地掌握信
息，对各个部门乃至单位全局的情况
都要有一个准确的把握；三是敢于直
言，要说真话、说实话。只要是出于
公心，对事业和单位的发展有利，是
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考虑和判断，就
可以大胆向领导进言，供领导参考。

本书虽名为 《办公室学》，却并
不是一本学术教材，而是用平实的语
言，以切身体会展开论述，让人感觉
亲切，进而领悟其中蕴含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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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的问题，

不都在地上
□ 夏丽柠

总有些书，

你舍不得丢
□ 林 颐

总有些书总有些书，，

你舍不得丢你舍不得丢
□ 林 颐

欢迎关注人民日报海外版文
艺部微信公号“文艺菜园”

我与书我与书

办
公
室
学
的
拓
荒
之
作

□

彭
忠
富

近日，由学者陈春生、余尘编校的
《潘焕龙文集》（中国致公出版社） 在潘焕
龙故里湖北罗田县首发。潘焕龙是清代诗
人和诗歌评论家。他 14岁考取秀才，32岁
中举，被道光帝外派河南洧川任县令。他
的 《卧园诗话》 是清代诗学研究的重要史
料，《四梅书屋诗钞》作为传世孤本被国家
图书馆典籍馆收藏。

（永 恒）

以人民网“做客名人之家”
“金台访谈录”“名人读经典”等
栏目为素材，由黄维主编的《独
家对话——做客名人之家》（人
民日报出版社） 日前出版。该书
记录了一大批文化名人如王蒙、
于蓝、姜昆、李雪健、冯骥才、
冯小刚、严歌苓、刘兰芳的故
事，还收入了方明、王刚、姚
晨、曹可凡等人朗读经典诗文的
二维码。

（陈 红）

湖南桑植，贺龙元帅的老家，10 年
苏区斗争，有5万多人参加了革命，1万
多人为共和国成立献出了生命。余艳报
告文学新作 《守望初心》 描写了这片土
地上的女性的泼辣、忠贞与执著。她们
有的参加了红军女儿队，洗衣服、救伤
员。“要吃辣椒不怕辣，要当红军不怕
杀，刀子架在脖子上，砍掉脑壳碗大个
疤”；有的送丈夫儿子去长征，忍受着白
匪的追捕、虐杀东躲西藏，喝着黑绿绿
的死水。红嫂们把寂寞化作怀念，用坚
贞把岁月等老。余艳用3年时间，采访了
近百位红军、红嫂，用激情和真情让这
些红嫂的故事留了下来，向历史致敬，
向平民英雄致敬。 （小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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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焕龙文集》在鄂首发《潘焕龙文集》在鄂首发

《守望初心》向历史致敬

余艳著 中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