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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读

视窗 ViewView

今 雨 轩

资 讯

□ 叶 子 彭训文

《阿拉伯的劳伦斯》，这是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徐楠最近在看的一本书。虽然

工作繁忙，他还是见缝插针挤时

间，每天阅读几页。他说：“高质

量的文化阅读带来打开眼界的

可能性，让我能够找到自己。”

刚刚过去的2017年，文化

阅读领域热点纷呈。《朗读者》

《白鹿原》等文化综艺节目和影

视剧热播、数字阅读用户规模

突破3亿、党的十九大报告及学

习辅导读物热销……高品质文

化阅读正更加广泛地进入人们

日常生活。

形式更活 品质更优

文化阅读，指与阅读有关

的文化现象，包括书籍、文化类

影视剧、电视节目等。梳理

2017年中国文化阅读领域的诸

多事件，其亮点主要有以下几

个方面。

首先，国家在推广全民阅

读方面推出“大礼包”。

“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

上海“快闪书店”、深圳读书月、

合肥全球首家共享书店……

2017年，全民阅读活动在各大

城市火热开展。为这些活动提

供支撑的，是相关政策的接连

出台。《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

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

书馆法》等法律的通过和施行，

更加明确了政府、图书馆等机

构在服务全民阅读、推进公共

文化建设方面的职责。

“政府等相关机构现在愿

意为全民阅读买单，促进了全

民阅读环境的形成。”中文在线

教育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杜嘉，

负责接洽图书资源的政府购买

工作，他认为，政府支持力度加

大是2017年公共文化领域最

重要的变化。

其次，时代在变，阅读载体

和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也在

变。2017年，中国数字阅读用

户规模突破3亿，电子阅读应用

层出不穷，还与社交场景紧密

结合，形成线上的“读书会”“书

友群”。“忙时读屏，闲时读书”

正在成为很多人的阅读常态。

阅读载体变化，也导致了

内容付费经济发展壮大。2017

年9月，一名北京大学教授网络

课程价值3000万元的消息刷

屏朋友圈。随着“喜马拉雅

FM”“分答”“知乎live”“得到”

等内容付费平台不断涌现，内

容付费领域从最初的商业财

经、技能培养等向更丰富的细

分领域扩展，知识付费成为文

化消费新的增长点，并推动着

传统出版业转型升级。

再次，文化节目、文化类影

视剧成为人们文化阅读新渠

道。从《中国诗词大会》中的飞

花令成为全民游戏，到《朗读

者》里的经典美文再次进入大

众视野，再到近期热播的《国家

宝藏》让历史文物“活起来”，许

多网友表示，“如今看节目也能

学到好多知识”。“附庸风雅总

比附庸恶俗和丑陋好，在这个

过程中，人们渐渐会变成真风

雅，探究其中真正有价值的文

化遗产。”徐楠说。

同时，《芳华》《白鹿原》等

影视剧热播热映，同样带动了

原著的热销。徐楠认为，这些

影视剧创新之处在于，本着对

历史和现实负责的态度进行创

作，并未一味地歌颂或谴责，而

是创造机会、条件，让人们去面

对真实，做出自己的评判。

净化自我 触动灵魂

夜幕降临，位于北京市东城

区美术馆东街22号的三联韬奋

书店总店里更热闹了，很多下班

人群都爱到这里看书、买书。

三年前，这家书店升级成

为全国首家24小时书店。度过

曾经面临的实体书店危机后，

如今它华丽变身，成为北京市

著名文化地标。

“我们希望把书店打造成

为北京的精神地标，让不眠灯

光陪护守夜读者潜心前行，引

领手不释卷蔚然成风，让更多

的人从知识中汲取力量。”三联

韬奋书店总经理郝大超表示，

书店如今不仅经营哲学社会科

学、文学、艺术图书，还兼及音

像制品、文化创意产品销售，每

年举办百余场各类讲座、新书

发布、研讨、展览等活动，“人气

可以说越来越旺”。

不仅是三联韬奋书店，每

逢周末，北京的言几又、单向

街、万圣书园等书店，都成为爱

书人的聚集地，一些读书会等

文化交流活动也在此举办。共

同的阅读兴趣和价值取向，让

不少人成为挚交。

“在碎片化阅读、娱乐化日

趋严重的当下，我们必须要重

视文化阅读的高品质。”杜嘉认

为，精神文化产品的高品质与

形式无关，但在内容上至少有

两点要求。一是与国家、社会

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相吻合，

“应该是弘扬正能量的，鼓励人

们积极向上、奋发有为，能够让

读者追求不断实现自我提升的

内容”。二是在文笔或创作方

式上要能够引人深思，触动人

的灵魂，促进读者真正领会其

文化内涵和精髓。

徐楠对此十分赞同。他认

为，精神文化产品的高质量体

现为关注人的价值、呵护人的

尊严、对美的表现和理解等。

“高品质文化阅读应该具

有人文情怀和自我净化功能，

真实面对人性和人生，让人们

能看到千姿百态，找到打开自

己的可能性。”徐楠说。

政府扶持 各方引导

在人们阅读过程中，阅读

形式常被认为会影响阅读的品

质。徐楠认为，阅读是一种综

合性体验，翻书的乐趣是屏幕

取代不了的。郝大超也认为，

对于高品质图书，读者更偏爱

阅读纸质版。

不过，比较亚马逊发布的

电子书2017年度阅读榜单和

三联韬奋书店销售量前列的图

书，书目区别并不太大。

杜嘉认为，数字阅读的优

势是便捷、海量、实时、方便，纸

书则在深度阅读、研究型阅读

方面占据优势。“泛阅读和深阅

读应该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相

得益彰。”他说，“电子出版也

有很多正式出版物，二者只是

载体不同，没有内容区别。”

“政府应继续加大公共数

字文化建设，购买更多公共数

字文化产品。”杜嘉同时建议，

应继续扶持实体书店成长，可

实行低租金甚至零租金，并把

实体书店建设与城市规划结合

起来，明确各个城市的实体书

店保有量。

他表示，现在很多移动应

用中充斥低俗、玄幻类作品，应

强调出版社、平台的责任担当

和创新，引导积极向上、有思想

深度的出版物占领市场。

徐楠提醒，如今各级政府

推进文化建设速度很快，但不

能忽视质量，更不要违背文化发

展规律、学术研究规律。他举例

说，一些基础性阅读文本如翻译

作品质量不高，主要原因是缺乏

有力支持，使译者无法静下心来

翻译，造成一些普及性文本数量

很多但精品很少。

“提高人们文化阅读水平，

每个相关环节都不可或缺。”徐楠

表示，相关部门应做好规划，建

立健全相关保障制度。他建议

从基础教育环节抓起，将初中

等教育贯穿整个国民教育体

系；同时建立活跃而宽松的民

间平台，让高等教育从事者有

情怀和兴趣做文化普及工作。

在全社会营造全民阅读氛

围、保持住人们对文化阅读的

兴趣同样重要。在这个过程

中，一些文学、文化大师的榜样

作用明显。刚刚过去的 2017

年，语言学家周有光、红学家

冯其庸、诗人余光中相继离世，

留下无尽叹惋。

“大师对一个时代的影响

是多方面的，他们的学习能力、

扎实研究成果、人格、人生追求

和境界，都会让人们对学术、对

文化产生‘了解之同情’和亲和

力，进而提升人们伦理道德水

平和思想境界。”徐楠举例说，

冯其庸的红学著作很多人没看

过，但他在商品经济浪潮中全

身心守护中国传统文化，这种

精神本身就具有普遍意义。“每

个人都应该尽好自身责任，向

大师看齐，这个时代才可能出

现更多大师。”

□ 彭家河

瓦是乡村的外衣。

当我再次提起瓦的时候，

已远在他乡。多年没有回老家

那个小山村，想起故乡，眼前还

是当年离开时的景象。绿水青

山不见苍老，而我却早生华发。

在川北延绵而舒缓的群山

中，村落就像灌木丛，一簇一簇

地分布其间。远远望去，几面

灰白的墙壁和青黑的瓦顶在墨

绿的草木间若隐若现，仿佛被

弯曲山路串起的葫芦挂在重峦

之中。早年经常在深山中负重

前行，窄窄的山路总不见头，有

时要找一个歇脚的石头都非常

难。我上初中时隔几周的周

末，都要与父亲一道从周边剑

阁或阆中的乡场上背小百货回

村代销，有次父亲特地称了我

背的货物，居然有一百八十

斤。在山路上走得精疲力竭快

要倒下时，转过一个山湾，突现

一片竹林，便心头暗喜。川北

农家都喜欢在屋后栽慈竹，可

就地取材编背篼、撮箕、席子

等。果然，浓密的竹叶间透出

一行行落满竹叶的青瓦，看到

瓦缝间飘散着绺绺灰白的炊

烟，顿时就有了到家的感觉。

不管主人熟不熟识，暑天都可

以到人家檐下歇凉，雨天可过

去躲雨，如果正好赶上吃饭时

间，主人家也不会在乎一碗酸

菜稀饭。看到了瓦，也就看到

了家，心里就踏实了。

在乡下时，盯着瓦顶发呆

的时候也不少。早年乡下没有

通电，也没有多少书看，特别是

感冒生病后，能做的事就只有

躺在床上数檩子、椽子和亮

瓦。川北多柏树，檩子都是去

皮粗略打整的小柏树，椽子则

是柏木板，年辰一久，灰尘和油

烟就把檩子、椽子染成与老瓦

一样的黑色。在漆黑的房顶

上，只有几片亮瓦可以透些光

亮进来，不过瓦上的落叶和瓦

下的蛛网已让光线更加昏暗。

亮瓦是玻璃制成的，能透光，但

看不到瓦外的天空以及树木，

要凭借瓦上的声响，才知道房

顶上的过客。如果声音是一路

“咵、咵、咵”地传过来，那一定

是一只无聊的猫；如果是急促

的沙沙声，肯定是心慌的老鼠

在顺着瓦沟跑。更多的时候，

只是听听瓦上难以理喻的风，

听风在房顶与瓦说些悄悄话。

瓦与风总有说不完的话。

人听到的，只是极少极少。瓦

与风一般都是轻轻絮语。我

想，他们谈论的，无非是坎上庄

稼的长势啊、西河里的鱼啊、二

帽岭上的花啊，因为每年春节

前，我爹都要上房扫瓦，扫下的

就是麦子、鱼骨头、小树枝这

些。瓦仿佛是从不喜欢外出的

主妇，风就是一年四季在外面

闯荡的男人，一回来就带些外

面的小玩意，讲讲外面的小故

事，把瓦哄得服服帖帖。当然，

有时候瓦与风也会吵嘴甚至打

架，夜里总有些瓦从瓦楞间翻

起来，与风纠缠，有的还从房顶

上落下，摔得粉身碎骨。听到

“啪”的一声刺耳脆响，瓦下的

主人都会心头一紧，然后不问

青红皂白，对着房顶就大骂风，

肯定是风的不对，瓦成天默默

不语任劳任怨，风过来一会儿，

房顶就不得安宁，瓦还要跳楼

寻短，难道不是风的错吗？这

些，风能说得清吗？风可能受

了委屈，一路呜呜着跑了。落

下房顶的瓦摔得四分五裂，抛

弃在路边。别的瓦仍然低眉信

首，与属于自己的那一绺风继

续私语，或许他们对风对瓦的

性格早已习惯，总有几片瓦会

与风一起私奔，也总有几片瓦

会宁如玉碎。乡下的故事，不

就是这样的吗？

瓦只要上了房，盖在檩椽

上，往往就是一辈子。要么是

仰瓦，要么是扣瓦，仰瓦要上大

下小，扣瓦要上小下大。有时，

房脊梁上还会垒一排立瓦。每

一片仰瓦的大头都要压在上一

片仰瓦的小头下，每一片扣瓦

的小头都要压在上一片扣瓦的

大头下，而且所有的扣瓦都要

压住仰瓦的边沿，这样严严实

实，一丝不苟，才能遮风挡雨，

营造一个温暖的家。瓦有瓦的

命运，瓦也有瓦的规矩，乡下人

肯定早就读懂了这些。

瓦下的孩子都一辈一辈长

大，离开了瓦屋，走出了大山。

估计都没有多少闲暇回一次老

家，更没有多少机会再在瓦下

静坐。我相信，每一片青瓦下，

都沉睡着一粒怀乡的种子，总

有一天，他们会在风中醒来，听

听风中的故事。我相信，每一

条都市大街上，都有来自乡下

的孩子，总有一天，他们会怀念

瓦下听风的日子。

□ 贾平凡

刚刚过去的一年，读了那

些好书？当我扪心自问时，惊

觉自己蹉跎了岁月，辜负了韶

华。年岁徒长，而胸无点墨，不

少现代人正患着程度不一的知

识匮乏焦虑症。也正因此，每

到岁尾年初，一些媒体或出版

机构评选的“年度好书”常常引

起公众关注：即使没读过，好歹

也知道个书名，待有空闲时间

再读。殊不知，很多人等待多

时，也不会买一本书。

如今，市场经济的效率意

识、生活节奏的快马加鞭、网络

时代的信息爆炸、知识生产的

支离破碎，严重挤压了现代人

的阅读空间：我们应如何对待

精神生活，安顿心灵家园？网

络时代，在信息过剩的知识生

产和消费环境中，我们应如何

看待阅读？如果不理顺这些问

题，我们将难以在信息芜杂的

当下社会里进行高品质阅读。

德国思想家本雅明在《机

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提

出了“灵晕”这一概念。“灵晕”

是指人们在带着感情或者意识

亲自去凝视或聆听一个事物

时，跟所看和所听对象之间形

成的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关

系。随着机械复制时代到来，

可视听之物泛滥，感官刺激更

是唾手可得，“消费”和“占有”

便成为人们感受事物的主要方

式。人们越来越无力和事物建

立独一无二的观看或聆听关

系。当“灵晕”逐渐消散，取而

代之的是一种“不走心”的知识

生产和传播方式。本雅明哀

叹，机械复制时代，同时也是一

个“灵晕”消失的时代。

回顾历史，阅读媒介从未

停止变迁脚步。从前，它们是

甲骨和竹简，是纸张和印刷机，

是电视机和收音机，是照相机

和电视机，现在它们是电脑、手

机和互联网。技术革新和进步

让知识生产和传播路径越来越

便捷，读“屏”时代已经来临，历

史大趋势不可逆转。

2017年世界读书日前夕，

第 14 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

果显示，51.6%的成年中国国人

倾向纸质阅读，有9.8%倾向于

“网络在线阅读”，有 33.8%倾

向于“手机阅读”，有3.8%倾向

于“在电子阅读器上阅读”。

“屏”阅读，已与传统的“纸”阅

读平分秋色。

读屏时代，阅读问题凸

显。比如，青少年严重依赖网

络，凡事一搜了之，成为被电子

屏夺走的一代；碎片化阅读让

现代人的思考成为无源之水，

进而造成整个社会风气浮躁；

知识付费正成为互联网产业新

风口，但迎合用户需求的内容

质量参差不齐；网购书店严重

挤压线下实体书店生存空间，

公众公共阅读空间萎缩；学院

派经典巨著艰深晦涩，令普通

大众望而却步。本雅明时代，

互联网还没有出现，但他的哀

叹 在 今 天 依 然 有 重 要 现 实

意义。

但若因此就将读屏与碎片

化的浅阅读画上等号，认为只

有读纸质书才是高品质的阅

读，未免太过简单粗暴。

事实上，无需将读屏和读

书割裂对立，不同人群选择不

同阅读方式，无可厚非。“布衣

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有人

在纸质书中嗅到了书香，有人

喜欢在实体书店里寻找氛围，

也有人在手指翻飞的滑屏阅读

中找到快感。在互联网时代，

如果非要固守青灯古卷不可，

未免有些迂腐。

“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

是门槛最低的高贵，而思考正

是入门高贵的正确方式。

本报讯 2017 年北京动

漫游戏产业企业总产值达

627 亿元，相比 2016 年增长

约 20%，再创历史新高。原

创研发企业网络游戏出口金

额约为 116.09 亿元，与 2016

年的 60.2 亿元相比增长了

约 93%。

相关数据显示，北京已成

为全国动漫游戏产业的研发中

心。近年来，北京市涌现出了

一批全国知名的动漫游戏企业

和优秀产品，形成了包含创作、

出版、运营、发行以及产品开发

的全产业链，成为全国动漫游

戏产业的研发中心。

据了解，动漫游戏已成为

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去的主要力

量。北京市实力雄厚的企业积

极收购海外的研发和发行公

司，布局全球动漫游戏市场。

以智明星通、昆仑游戏、完美世

界、猎豹移动为首的原创研发

企业网络游戏出口金额约为

116.09亿元。目前，北京已经

形成了以电子竞技为核心的新

生态圈。

2017年电子竞技规模迅

速扩张，呈现移动化、年轻化趋

势。众多动漫游戏企业加大对

电竞赛事的投入，通过赛事提

高产品的知名度和用户覆盖

率。2017年电竞赛事持续火

爆，完美世界举办的亚洲邀请

赛、京东举办的京东杯2017中

国电子竞技嘉年华，特别是《英

雄联盟》总决赛以及《王者荣

耀》移动电竞赛事总决赛在北

京举办，推动了电子竞技产业

链的完善。 （魏 薇）

本报讯 西藏自治区古

籍保护中心编著的《西藏自治

区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图录》《西藏阿里地区古籍目

录》等6册西藏古籍普查成果

丛书近日出版发行，标志着西

藏自治区9年古籍普查取得了

阶段性成果。

据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

中心副主任边巴次仁介绍，西

藏古籍收藏单位主要以寺院

为主，数量达到千余家，覆盖

自治区所有地市的74个县，目前，

西藏古籍普查工作已完成65%。

此次整理出版的藏文古

籍目录在传统藏文目录学的

基础上，应用现代古籍文献编

目形式，附加了文献的开本、

版框、字行、字体以及成书年

代和内容，古籍图录则更直观

展现了各地方不同年代、不同

版本和装帧形式的古籍文献

特色，对于广大藏学研究者尤

其是藏文古籍文献研究者和

爱好者来说是个福音。

（琼达卓嘎）

读书是门槛最低的高贵

北京动漫游戏产业产值创新高

2018 拥抱高品质文化阅读

瓦 下 听 风

冰雪草原上的骆驼文化节冰雪草原上的骆驼文化节
1月9日，内蒙古苏尼特右旗第12届骆驼文化节在苏尼特右旗赛汉塔拉镇举行。来自鄂尔多

斯、呼伦贝尔以及苏尼特和乌珠穆沁草原的牧民带着200多峰骆驼在白雪覆盖的草原上进行骆驼

选美、骆驼竞速等比赛。文化节还举行了赛马、搏克等蒙古族传统体育活动。图为一名蒙古族

小朋友和骆驼合影。 新华社记者 连 振 摄

西藏古籍普查完成过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