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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中旬，以“新时代·新阅读·
新向往”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数字阅
读大会在杭州举办。据大会发布的

《2017 年度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 显
示，2017年，以音频为主要传播载体
的知识付费服务发展迅速，成为行业
增长点，贡献了约 10 亿元的收入规
模，成为推动市场增长的中坚力量，
而有声书阅读市场2017年的市场规模
达到40.6亿元，增长率为39.7%。

说到“听书”，我们会想起过去在
书场或者广播上听评书，那是识字率
不高或图书不普及时的现象。如今我
们说的“听书”，指一种一人或多人依
据文稿并借助不同声音表情和录音格
式录制的图书作品，它是现代人的一
种读书选择。据尼尔森英国书类和消
费调查显示，过去 4年，全球有声书
每年都有两位数的增长，它或者会成
为全球出版业未来几年的发展核心。

“听书热”接受还是排斥

“我最早关注到听书其实是从自
己家老人开始的。老人由于眼睛的问
题所以选择了听书，比如在网上听名
著等。当时我意识到听书可能会是一
个产业，但没想到它的发展这么快，
各大门户网站、各大出版社都开始布
局听书产业，现在听书俨然变成了一
个必然了。但我不太接受，还是喜欢
读纸质图书。”一位出版社的工作人
员这样说。

“我很喜欢听书，每天从起床到
上班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在上班
的路上就可以听 1个小时左右，大约
一周就可以听完一本图书，对于我来
说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式。”某位听
书爱好者说。

据第十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成
果显示，2017年，我国有两成以上的
国民有听书习惯。其中，成年国民的
听书率为 22.8%，较 2016 年的平均水
平 （17.0%） 提高了 5.8个百分点。其

中选择“移动有声APP平台”听书的
国民比率比上年增加了3.9%，选择通
过广播听书的比例比 2016 年的 8.4%
下降了 1%，选择通过“微信语音推
送”听书的比例比 2016 年的 3.6%增
长了1.7%。

听书市场的壮大，本质上是和我
国生产力及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分
不开的。民众的物质生活丰富了之
后，精神需求自然也会提升，大家开
始更多地接受适合当下生活方式与阅
读需求的结合。

知乎出版业务负责人黄涛说，听
书这种方式对于环境、时间的要求都
比较灵活，读者可以选择自己合适的
时间与节奏去听，随心所欲，解放双
手。我们观察到了用户对于有声读物
需求和接受度的上升，所以今年初知
乎就推出了有声书。“知乎·读书会”
是我们推出的会员服务，我们邀请数
百位行业大咖作为领读人，以音频形
式解读经典书籍，同时搭配数百本严
选电子书、知乎原创书免费阅读等权
益。我们希望为会员提供从听到读、
再到独立思考的成长体验。

听书读书 互补还是有别

虽然“听书”目前具备了一定的
市场规模，但现阶段市场上优质、精
良的听书产品还是比较缺乏。对于听
书与读书的关系，行业内的人士怎样
看待呢？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社长、总编
辑刘海涛说：“我认为听书的出现是
科技发展的必然，而且是内容制作方
不可忽视、必须涉猎的一个非常重要
的市场和领域，但是在内容选取和制
作过程方面是有门槛的。读书与听书
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第一是获取知
识的介质不同，知识的记载方式是通
过介质来实现的，读书是纸质介质，
而听书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才出现的，
通过声音的方式来获取信息，获取知
识；第二是体验感不同，读书更多是
一种深层次的阅读，而听书容易流于
碎片化。对于一本图书来说，完全靠
听，如果音频的制作又仅仅只是朗读
的话，我觉得阅读的体验感肯定不如

读书，除非将来听书的制作很精良。
目前的年轻人接受听书类的产品可能
会更快一些，但是更多的人还是陶醉
于手捧一本书，闻着墨香，翻着书的
感觉，所以两者获取知识的愉悦感、
体验感差别不小。”

在读书的过程中，纸张上的文字
带给读者更多遐想与思考的空间。看
书时，当我们的眼睛定格在某一段文
字上时，此时我们是需要沉思的；而
对于目前市场上的听书产品来说，往
往是一听而过，即使反复听也未必会
有感觉。并且听书时阅读节奏是被别
人牵着走，如果碰上一个自己不喜欢
的声音和表达方式，体验不会很好。
所以听书类产品还需更多的打磨以及
精良的制作。

知乎出版业务负责人黄涛认为：
听书和读书应该是互补、共存的一种
状态，因为本质上都是为阅读和知识
的传递服务的。首先，听书也是阅读
的一种方式，出于用户对不同时间、
阅读场景和内容深度做出不同的选
择；其次，从听书这个过程来说，我
们认为听书加入了人的声音，也就具
有了语气、停顿这些从纯文字书籍上
难以表现出的对读者理解内容的引
导，避免了纯文字的枯燥无味。

声音版权 保护更要开发

民众不同的阅读需求需要多样化
的载体形式来满足，声音产品是目前
被广泛使用的新形式之一。

相对于纸质图书的版权来说，声
音产品拥有更加复杂的版权。声音版
权是独立于出版社与作者签约的独家
出版权之外的。一个出版社出版了某
位作者的图书，但并不代表拥有其作
品的声音改编权，这需要出版社与作
者单独签约。

拿到了声音改编权，由于制作技
术成本等方面的原因，出版社通常会
交与第三方合作平台去制作，此时又
涉及到了朗读者的声音版权以及音频
制作方的版权。

作为国家级“数字影音互动科技
与标准重点实验室”牵头单位中国民
主法制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刘海涛
说：“我们出版社牵头成立了国家级
的重点实验室，我们拥有自己的技
术，拥有自己的声音专利，可以为精
良的听书制作提供技术支持。”

他建议，第一，希望国家尽快地
修改和完善著作权法；第二，希望国
家在声音方面的科研工作要加大投
入，让我们自己的声音在自己的通道
上跑，形成我们自己的声音标准，这
样才能使我们国家的声音产品形成一
个合力。另外，对声音的版权保护还
是要加强，在保护的同时更要开发。

连日来，手捧《红色家书》，一
页页翻，一个个故事诵读。“共产主
义不死”的呼喊，“叫一切不合理的
制度毁灭，叫一切反革命势力死
亡，为了后一代的幸福自由，我们
愿意把牢底坐穿”的高唱，刺破黑
夜，划破长空，撞击着我的灵魂，
震撼着我的心灵。

他们都还年轻呀！牺牲时，平
均年龄只有30岁，最大的刘伯坚烈
士才40岁，最小的邹子侃烈士仅有
20 岁。为推翻旧制度，建立新中
国，解救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他
们奉献出青春和生命。

他们有知识。大多数人接受过
高等教育，有的甚至还是名牌大学
的高才生。刘谦初先齐鲁大学后北
京燕大毕业，李鸣可是黄埔四期，
作家殷夫 《自由与爱情》 的译作，
在翻译界作为一个样板广为传诵。
他们为了共产主义选择了杀身成仁。

他们有理想。毛泽建在遗书中
写到“革命轻易的成功，千万不要
作这样的奢望。但是，人民总归要
做主人，共产主义事业终究要胜
利，只要革命成功了，就是万死也
无恨，到那天，我们会在九泉下开
欢庆会的。”这是烈士对共产主义的
信仰和对革命必胜的信念。

他们有情。邓雅声在给恩师的
绝笔信中留下了：“所念不敢忘者，
只高堂老母耳，兼之芳年弱妹，红
闺少妇，黄口孤女，茕茕诸息，皆
为雅声一身之是依……言念及此，
雅声心虽木石，亦垂泪如丝矣！”。
母子情、父女情、兄妹情、夫妻
情，一一数来。

他们有义。夏明翰烈士的“砍

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
翰，还有后来人”的英雄情怀深深
鼓舞着后继者。

他们有爱。刘愿庵烈士“我在
拘囚中与临死时，没有你的一点纪
念物，这是心中很难过的一件事。
但是你的心是紧紧系在我的心中
的，我最后一刹那的呼吸，是念着
你的名字，因为你是在这个宇宙中
最爱我、最了解我的一个。”夫妻之
爱跃然纸上。

他们铮铮铁骨。尽管身陷囹
圄，方志敏烈士的“只能砍下我们
的头颅，决不能丝毫动摇我们的信
仰”掷地有声。

他们是国之栋梁，他们是民族
精英，他们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诵
读 《红色家书》，是对英烈的缅怀、
告慰和永久的纪念。抚今追昔，97
年过去。尽管烈士离我们越来越
远，但烈士为之奋斗、牺牲的理想
却越来越近……

林风眠诞辰118周年之际，《一
代 宗 师 林 风 眠 油 画 水 粉 遗 珍 画
选》 日前出版发行。画选选取了林

风眠 1958 年至 1965 年期间创作的
111 幅 油 画 和 水 粉 ， 题 材 囊 括 静
物、人物、风景等。

林风眠是“中西融合”艺术理
念的倡导者、开拓者和最重要的代
表人物。他19岁赴法国，在第戎国
立高等美术学院、巴黎国立高等美
术学院深造，1925年回国后出任国
立艺术专门学校校长，1928年赴杭
州主持创办国立艺术院 （中国美术
学院前身） 并任院长，李可染、王
朝闻、苏天赐、赵无极、朱德群、
吴冠中等著名画家都是国立艺术院
的杰出代表。

仕女人物以及各类静物画和风
景画是林风眠的代表题材，作品力
求打破中西艺术界限，将东方神韵
与西方现代艺术形式统一，充满诗
意孤寂之风，其创新精神对后辈画
家产生深远影响。 （嘉 敏）

按照王国维“凡一代有一代之
文学”的理论逻辑，电视艺术当可
视为“一代之文学”，电视剧艺术是
其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电视剧
艺术的研究面临着极其特殊的具体
困难。任何真诚的、有深度的研究
都必须建立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
作为受众面最大、传播最迅捷、生
产周期较短的艺术样态，电视剧产
量巨大，再加上中短篇电视剧极其
少见、长篇电视剧占绝对主角且越
来越长，电视剧“文本”可谓“卷
轶浩繁”，要对如此海量的电视剧文
本进行细读，何其难哉。除此之
外，电视剧艺术的综合性特质要求
研究者必须具备综合性理论素养。

读 完 《剧 变 之 思 —— 戴 清 剧
评》 最真切的体味便是，在这一颇
具难度的领域，戴清以清澈的艺术
之思、清醒的理论自觉、清晰的价
值判断、清明的学术规范，对电视
剧艺术展开了颇具深度的清朗言说。

“剧变”当然是电视剧之变，创
作主体的艺术手段、传播主体的技
术进步、接受主体的审美习惯等电
视剧艺术生产链条诸环节，都在发
生着剧变。对这种种剧变进行理论
梳理，具有超越电视剧艺术本身的

引领价值。戴清对这种剧变的深思
深究，对现象、类型和个案的深入剖
析，体现了她对理论工作之于电视剧
艺术的重要性、有效性的执著和自
信。《软权力和文化软实力——以美
剧在中国传播为例》等文章所呈现的
视野广度和理论深度，正是对电视
剧艺术理论工作自身价值的确认。

面对电视剧这一极具市场属性
的研究对象，戴清保持了独立于市
场逻辑的理论思考，不亦步亦趋；
面对众声喧哗的批评场域，保持了
学院派批评家的理论定力，不人云
亦云。如 《对电视剧 〈乡村爱情故
事 3〉“小品化”创作倾向的反思》
一文，对“小品化”这一东北农村
题材电视剧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
令人信服的辨析，指出电视剧要健
康发展须克服和超越“小品化”，可
谓切中肯綮。

电视剧艺术确实存在诸多症
候，批评家的职责便是指出问题、
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基于强
烈的理论自觉和使命意识、高度的
自我意识和审美理想，戴清对电视
剧艺术的症候保持着高度敏感。开
篇之作《时代需求与现实困境》，解
读了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面对时代
需求、大众需求、媒介逻辑合围时

出现的应对不力；再如 《试析国产
现实题材电视剧真善美的价值缺
失》，直指局部真实与整体失真，虽
善不真、美善失调和偶像化、定型
化、喜感化等电视剧创作中的重大
问题。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戴清正是
通过剖析症候、提出对策，实现了
对电视剧艺术这“一代之文学”的
观照和对“剧变”时代的思考。

“音乐人小柯说，AI 小冰的
歌声很美，但声音单薄，下面没
有气息，人歌唱时会有呼吸换气
的声音。我们才发现，原来被当
杂质处理掉的人类的不完美，恰
恰是人工智能需要学习的最珍贵
的部分。”5月19日知乎年度最大
品牌盛典“第五届盐Club新知青
年大会”上，微软小冰全球负责
人李笛的知识分享振聋发聩。

这一天，至少有 7000人来到
北京 751 时尚广场。场内分享新
知，场外的“新知市集”同样热
火朝天，中科院物理所把实验室
搬来，带领大家一起探寻“点水
成冰”和“跳舞沙画”的秘密，
携程的“人生海海海洋馆”、娱乐
资本论的“有毒海豚趴”、新潮传
媒的“答疑电梯间”、天仪研究院
SPACETY的“宇宙访客”、DICE
的“桌游挑战”等展位，带来一
场高密度、多元有趣的知识盛

宴。知乎创始人兼 CEO 周源说，
新知青年无关年龄和职业，而特
指对世界保持好奇心、独立思
考，面对未知、工作、生活不断
探索的状态。

作为全国知名的大型知识内
容生产和交流平台，知乎认为，
知识如盐，在这个世界不可或
缺，并让世界变得更有味道。在
垃圾泛滥的互联网信息海洋中，
真正有价值的信息是稀缺品。于
是知乎提供了一个产生、分享和
传播知识内容的工具，将每个人
大脑中的知识——被系统化、组
织化的高质量信息——聚集起
来，为人人所用，帮助人们更好
地认识世界。这个上线于2010年
底的网站，如今注册用户已达到
95%，机构用户已达到 14000 家，
前不久还诞生了第 1 亿个回答，
知乎从服务一部分人的知识社区
迈向普惠内容平台。

“法治文化历史回顾暨‘中国注释
法学文库’出版专家座谈会”近日在
京举行。

商务印书馆与广州大学于 2013年
开始合作“中国注释法学文库”校勘
项目，至今已出版《票据法原理》《大
清著作权释义》《刑事诉讼法通义》

《公证法释义与实务》 等 13 种，该丛
书收录了 1949年以前注释法学的部分
重点著作，覆盖了现代法体系中的诸
多法律部门，是法学研究方法在注释
法学和历史法学上的一次融合。

法律移植过程中文化语境不一
样，所以需要注释。注释法学涵盖的
面很广，既包括了法条的注释，也包
括了带有评价性的注释。12、13 世纪
带动罗马法复兴的就是注释法学，西
方法传入中国时也始于注释法学。上
世纪二三十年代，近代法学的先驱孟
森、张君劢、郑競毅等人尝试将注释
法学引入中国，并体现出中国要素，
该套丛书代表了当时法律研究的最高
水平。丛书的编辑出版让民国时期注
释法学著作以简化字横排版形式重
现，突破既定法学研究的范式，是打
通部门法与法理学、法史学的一次有
益的尝试。与会专家指出：普及中国
法治文化需要参酌历史，回眸清末与
近代中国，该丛书出版具有历史镜鉴
与现实价值。 （周征鸿）

听
书

：
解
放
双
手
与
双
眼

□

董

超听
书

：
解
放
双
手
与
双
眼

□

董

超

懒人听书、喜马拉雅FM、有声小说大全、听书宝……曾几何时，有声
书阅读（以下简称“听书”）居然成为我们身边一股阅读潮流，逐渐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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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根发

《一代宗师林风眠油画
水粉遗珍画选》出版

探寻法学传统知识如盐
□ 张稚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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