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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那会儿，我特别喜欢看
学术读物，因此在阅读时，对那些

“某某编著”的署名毫无异感，而且
觉得那类读物视角独特、资讯丰
富，一本在手，尽可在所研读的领
域里，“一览众山小”，收货颇丰。
工作后，每年阅读大量书籍，但也
没对编著类心存芥蒂。

大约从十多年前开始，互联网
风起云涌，我发现那些编著类读
物，很多变得缺乏逻辑、语言风格
蹩脚、结构失衡，内容似曾相识。

网络的便捷、信息的海量，给
很多文抄公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的矿藏。于是一些图书公司、
图书工作室策划选题时，先看市场
上哪类读物畅销，然后就从网络上
搜取相关资料，从书店买回相应书
籍，东抄一点，西抄一点，最后合

成一本所谓的原创。当然，书名起
得绝对漂亮，甚至比那本同类的畅
销书还漂亮，定价要比同类书低不
少。奇怪的是，这类文抄公的汇编
书，打着某某编著的旗号，不是自
己独创的，竟然很多还是图书市场
上的畅销书。开始我不太了解这些
情况，无意中买回去仔细阅读时，
发现很多内容在网络上早就数不胜
数。

有一次在王府井书店，见到一
位曾经认识的写手，也是某图书公
司的人，在那里转悠。只见他不停
地在书海中搜寻，在本子上记些什
么，有时还用手机把某些篇章拍照
下来，忙了大半天。我回去后突然
想到，他也给我发过他的作品目
录，几乎都是编著，而且数量不
少。他本来不是学文科专业的，居
然在一些不知名的出版机构出版了
这么多编著类图书，可见，他对编
著情有独钟。

大家都知道，写一本有质量的
图书，要花费很多力气，甚至是毕
生的精力。而做编著，往往就是摘
抄汇编，把张三、李四、王五的同
类书的精华，不费任何力气信手拿
来，还不需要缴纳费用。而实施多
年的 《著作权法》 及其实施条例，
对编著类读物并没有太多的说明和
禁止边界，更无严格的处罚。

也有明眼的作者看到自己的著
作被肢解，并无偿使用在号称某某
编著的出版物中，但是由于诉讼费
用过高，程序繁多，往往不了了
之。有的专业出版机构发现自己的
出版物中有这类情况，也是无可奈
何。如此一来，在如今出版物数量
泛滥之时，打着编著旗号的作者和
机构比比皆是，文抄公“漫山遍
野”，读物的出版价值就实在值得商
榷了。

因为我有了买过、看过如今的
编著类出版物质量偏低、甚至似曾
相识的教训，因此目前无论买书还
是阅读，我几乎不会关注这类编著
类读物。当然这样也许会漏掉了一
两本编著类的好书，但是也实在没
有办法。我们每个人的时间都是宝
贵的，何必消耗时光看这类质量堪
忧、面目雷同、读之令人乏味的读
物呢？

2018 年 1 月“中国书店学习大
会”论坛上，来自百道新出版研究
院的程三国欣然梳理 2017 年中国书
店业大事：“国家对实体书店的扶持
政策纷纷落地”“西西弗开店过百
家”“共享书店、无人书店等新物种
书店不断涌现”……“整个实体书
店行业，呈现出多年未见的活跃、
进取、创新的面貌。”

诚如斯言。最近我们走访了北
京大大小小的实体书店，发现在经
历十余年行业衰退的寒冬后，它们
以崭新面貌和多元化的形态重新焕
发活力。

网上线下交融

“天猫精灵，历史类书籍在哪
里？”“直走到第二个书架左转。”

3 月 10 日，笔者来到北京市西
城区新华书店总店城市书房，市民
袁女士正与语音机器人“天猫精
灵”对话，询问 《万历十五年》 这
本书的位置。“特方便，还非常有
趣。”袁女士告诉笔者，书店有许多
智能服务，可以拿手机扫码买书，
还可以通过AR （增强现实技术） 观

看书籍的介绍视频。
“这是总店牵手阿里巴巴旗下科

技公司阿里云打造的‘智慧书店’”，
新华互联电子商务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许维华告诉笔者，“这些智能设
备只是外衣，真正的‘智慧’体现在它
强大的数据整合与分析能力，它有一
颗智慧的‘大脑’。”通过大数据分析
技术，“大脑”能知道哪类书最畅
销，哪类书被读者询问最多，哪个
作家的书最好卖。

如果说书店与电商间的竞争是
前几年热炒的话题，那么“线上线
下融合”才是如今的大势。随着人
们对文化体验的重视和消费结构升
级，阿里、京东、当当网等纷纷

“拥抱”线下实体书店，并利用自己
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方面
的优势，赋予书店新的内涵。

2016 年 9 月，当当网首个线上
线下融合书店“梅溪书院”落户长
沙。明亮的彩色玻璃墙搭配钢琴外
形，让四层高的书店极富现代感。
在这里，能买到最新出版的书籍，
同时享受到与网上同步的优惠价
格。“当网络与书店邂逅，梅花落满
溪畔。”一位读者如此评价。在当当
网 CEO李国庆看来，梅溪书院不仅
提供了线下社交与文化体验的平
台，还弥补了传统书店的时空限
制，截至 2017 年底，当当已在全国
开业 160 余家实体书店，覆盖成都、
长春、烟台、株洲等8座城市，单店
日均客流高达 3000-5000 人次。拥
有互联网“基因”的线上线下融合
书店为阅读提供了新可能。

出版社书店转型

当网上书店纷纷走到线下，传
统出版社书店该怎么办？

3 月 17 日上午，笔者来到位于
北京外国语大学附近的外研书店。
在二楼咖啡厅，来自澳大利亚的两
位著名作家理查德·弗兰纳根和亚历
克西斯·赖特正在讲述创作感悟，读
者们围坐一圈，有的倾听，有的
记录。屋外春雪纷飞，屋内书香四
溢。这是一场名为“文学之光”的
读书沙龙。

自 2016 年 9 月起，类似的文化
活动已在这里举行了100多场。

作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旗
下有着20多年历
史的老书店，近
两年，外研书店
在发挥传统外语
优势的同时，尝
试转型为一个综
合性的多元文化
服务空间，举办
文化活动是转型
的第一步。

“ 每 场 文 化
活动，我都希望
它 能 有 一 个 亮
点。”北京外研
书店副总经理付
帅说。目前，外
研书店已形成几
个固定的活动品
牌，如“致敬”
系列诗会、“国
际 诗 歌 之 夜 ”、

“费孝通思想研
究讲坛”等，这
些讲座大多是免
费的。

付 帅 介 绍
说，这些文化活
动的现场参与人
数过万，直播浏
览量超过 150 万
人次。“书店应该成为服务读者的窗
口和全民阅读的据点。”

2017 年底，外研书店成功入选
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新闻出
版广电局合办的“最北京”实体书
店评选活动。

同样入选的还有老牌出版社中
信 开 设 的 中 信 书 店（侨 福 芳 草 地
店）。作为一家以财经类图书为主的
出版社，近两年，中信将开书店的重
心从机场转移到城市写字楼。中信
书店总经理方希告诉笔者，人们不常
去实体书店的原因在于交通成本和
消费习惯，“当书店更贴近人们的工
作场所时，大部分人都不会拒绝。”

方希和她的团队发现，不同写
字楼书店的图书销售情况存在巨大
差异。“京城大厦店销售最好的往往
是大部头的社科类图书，而农业银
行店则是普通社科类和文学类图
书。”这种差异让中信书店找准了自
己的经营模式，即成为所在企业的

“文化部”。目前，为企业“量身打
造”的大量团购成为中信书店的一
个销售点。

在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国民阅
读研究与促进中心主任徐升国看
来，这些出版机构开办的书店不再
以传统的图书销售为主体，而是转
向以读者运营为中心，进而形成了
固定用户和新型阅读空间。

民营书店不忘情怀

从上海衡山路，到北京蓝色港
湾，从苏州金鸡湖畔，到广州太古
汇商场……近年来，这些寸土寸金
的繁华商圈频频出现如“西西弗”

“言几又”“方所”等民营书店的身
影。曾经因高房租而无奈搬离城市
中心的书店又“回来”了。

西西弗文化产业集团副总裁曹
晋锐道出了其中缘由：随着人们精

神文化方面的消费需求越来越多，
不少大型地产商在兴建楼盘时，会考
虑 引 进 一 两 家 连 锁 书 店 作 为“ 标
配”。香港太古地产的一位人士曾表
示，太古汇开到哪里，就会把“方所”
或者“Pageone”书店带到哪里，既吸
引人流，又能提升文化品位。

商业地产对文化消费的重视促
使民营书店重生。西西弗书店创始
人金伟竹曾告诉媒体，一些书店的

租金只相当于商场其他门类租金的
10%，甚至完全免租，大大减轻了书
店资金上的压力。

如果说连锁书店在与商业地产
的合作中找到了“横向”发展路
径，那么独立书店则通过专业化的

“纵向”发展耕耘出了一片天地。被
誉为“北京文化地标”的万圣书园
正是代表之一。

4月初，笔者来到位于北京市海
淀区成府路的万圣书园，迈入书店
的那一刻，马路上的喧嚣仿佛消失
了。狭长的过道两边排满落地书
架，人们仰着头小心翼翼地取书，
有人捧着书默默翻看。穿行在高企
屋顶的书架间，颇似“曲径通幽”。

很多人觉得，万圣书园的安静
源于它的纯粹。从 1993 年在人民大
学附近开设第一家书店以来，万圣
书园始终坚持做最专业的人文社科
类学术书店。在北京高校圈内流传
着这样一个说法——别的地方买不
到的书，可以到万圣去找找。

北大中文系的博士生王茗对此
感触颇深。一次，她想淘一本汪民
安编的《生产》第8辑，搜遍网上书
店都没有，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了
趟万圣，“没想到还真有，就剩最后
两本了。”王茗觉得，万圣对书籍选
择、分类的水平很高，“这背后凝聚
着店主海量的知识储备和多年的销
售经验。”国学大师季羡林就曾在一
场文化沙龙上赞叹，“万圣有其不可
替代的地位”。

苦心孤诣经营书店 25 年，万圣
书园创始人刘苏里深知这是一门要
在商业和情怀之间寻求平衡的生
意。不懂经营的人做不来，没有点
儿情怀的人也坚持不下去。“开书店
是个不挣钱的良心活儿。”这是实体
书店经营者们普遍的感慨。所幸，
最艰难的那几年已经过去了。在政
策利好与社会日渐浓厚的阅读氛围
推动下，苦苦坚守并积极转型的书
店人终于迎来了春天。

今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明确
提出，要“为人民过上美好生活提
供丰富精神食粮”。从线上线下融合
的智慧书店，到“老树新芽”的各
大出版社书店，再到商业与情怀并
举的民营书店，这些实体书店将如
星火点亮城市的精神空间。

5月2日，亚马逊中国携手中国扶贫基金会、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
究院联合发布针对中西部贫困地区的乡村儿童阅读报告。调查显示，中西
部贫困地区儿童的课外阅读资源匮乏，高达74%的受访乡村儿童一年阅读的
课外读物不足10本，更有超过36%的儿童一年只读了不到3本书；此外，超
过 71%的乡村家庭藏书不足 10本，一本课外读物都没有的乡村儿童占比接
近20%。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16年《中国城市儿童阅读调研报告》显示，
城市儿童年均阅读量在10本以上的占到了64.2%。

由于交通不便，这些乡镇普遍没有图书馆和书店，家长很少给孩子买
课外书。学校图书室或教室图书角成为获取课外读物的主要来源。但大部
分图书来自社会捐赠，没有根据年龄年级特点配备，不适合学生阅读。

报告指出，相比于简单的图书捐赠，建立更长久的课外阅读体系，即
丰富的课外阅读资源、辅助课外阅读激励和指导机制并行，逐步培养乡村
儿童阅读兴趣和习惯更为重要。在这方面，“书路计划”正在进行探索，除
每所电子图书馆配备Kindle电子书阅读器及出版社合作伙伴捐赠的500余本
适合儿童阅读的电子书外，还通过培训老师设立“护路”老师的机制，形
成课外阅读支持网络；面向项目受益学生征集“书路童行”作文，合集义
卖善款回馈给小作者们，激励学生对阅读和写作的兴趣。目前，“书路计
划”为中西部8个省份超过百所乡村学校建立了Kindle电子图书馆。（艳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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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学校自编国学读本，可是
对于那些远离当下语境的文言文，
老师基本不讲解，就是要求学生每
天背诵一段。孩子压根不懂，整日
里让他们死记硬背又有何益？我也
试图去找适合孩子的国学读本，可
是，找来的大都编写得不够用心。

《易中天中华经典故事》（上海
文艺出版社） 是一套我颇为中意的
国学解读本，包括《论语故事》《孟
子故事》《庄子故事》《禅宗故事》

《周易故事》，其中 《论语故事》 分
为上下两册。据易中天介绍，丛书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书目——《论
语》《庄子》《孟子》《六祖坛经》

《金刚经》《周易》 六本书的核心内
容以动漫形式集中呈现。

这套书从文本和动漫两个方面
进行了创新。书中有 102 个经典故
事，56 个中华智慧，215 个精选古
文片段和 700 个创意动漫，通俗易
懂又幽默风趣。书中融入了许多当
下元素，使之接地气去除陌生感。
本书有漫画书常用的插科打诨手
法，但是又非随意曲解。比如在说
子贡是饭桶时写道：子贡问：老
师，您看赐 （子贡名端木赐） 怎么
样？孔子说：你呀，还真是个东
西。子贡问：什么东西？孔子说：
高级饭桶。然后，本书给出了 《论
语》中的原文：“子贡问曰：赐也何
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
也？曰：瑚琏也。”本书解释道：器
是器物或器皿，也就是东西。瑚琏
是祭祀时盛放米饭之类的礼器，说
白了就是饭桶。但是用在了宗庙，
又很华美贵重，所以说是高级饭桶。

本书不仅没有信口胡诌，而且
还有意澄清人们的误区，比如学而
优则仕，不是“学习成绩好就可以
做官”的意思。优，不是优秀，而
是优裕。“朝三暮四”在《庄子》里
的本义是想不通，“沉鱼落雁”最初
并不是夸人漂亮，而是指因看到异
类而害怕。

此套书虽说是给青少年写的国
学普及本，但讲起大问题时，却又
一本正经、毫不含糊。比如人们常
说的孟子持性善论，易中天认为，
孟子持有的是人性向善论。孟子

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
本书言：人性本善吗？不，向善。
正如水，不是原本就在下面，而是
趋向低处；人也不是本来就善，是
趋向善良。那么，人为什么会趋向
于善？因为孟子认为人人皆有恻隐
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
之心。然而，孟子说的这些，真是
人类天生就有的吗？易中天经过一
番推理论证，得出孟子不过是一厢
情愿的结论：“孟子当然可以认为理
义就像清炖羊肉那样让他愉快，怎
能肯定别人也如此？”“当孟子用熊
掌与鱼来打比方时，问题就已经暴
露出来。没错，你可以主张仁义与
生命的关系好比熊掌与鱼。但，这
只是你的看法。你不能要求所有人
都同意。如果要求，那么请问，凭
什么可以证明仁义就是熊掌，生命
就是鱼？”易中天更是直言不讳地指
出：“所以，孔孟之道，也只是一家
之言。”

这套书不是简单地翻译原著，
或是对原著用白话兑点水，嬉笑调
侃一下，而是通过作者自己的理
解，在言说中形成一个个小的主题
和观点。比如说子路的故事，最终
得出主旨“尊严比生命更可贵”；讲
子贡的故事，总结为“做好自己更
重要”；讲颜回的故事，得出结论：

“知识未必改变命运”。有读者这样
评价这套书：“以前读过这些经典，
但易老师给了一个很奇特的角度去
理解。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能
够让人很快对经典感兴趣，这对年
轻人很重要。”

亦庄亦谐的
国学解读本

□ 夏学杰

“乡村儿童阅读报告”聚焦中西部看不见的盲人也能旅行，也能
有所收获？《让世界看见我》（中译
出版社） 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曹晟康 35 岁时，凭着不多的资金
和几个英语单词，用几年时间环游
了 35 个国家。旅行中，他曾经掉
下沟壑差点死去，也曾被辱骂推
搡，但也得到无数陌生人的帮助。
2016 年，他成为第一位登上非洲

“屋脊”乞力马扎罗山的中国盲
人。他说：既然我看不到世界，那
就让世界看见我。他8岁失明，像
很多盲人一样去学了按摩。炒股赔
了钱，他从去拉萨的旅行中得到力
量：陌生人给他鼓掌，一切都可以
重新再来。曹晟康是普通人，他以
按摩技术自傲，为国外华人知道他
的名字而沾沾自喜，认为别人的帮
助是理所当然的……在旅行中，他
逐步意识到自我的缺陷，生命在经
历艰难和卑微后绽放。（赵 青）

看不见的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