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出版业正在进行数字化转型，这已经是不争

的事实。许多专业人士对专业出版、教育出版的

数字化演进所取得的业绩给出了几乎是激动人心

的评价，对大众出版也表示了乐观的估计和展望,

表达了欣喜之感。在几乎所有以数字化出版为主

题的论坛上，专家们在演讲中都要重复地不厌其

烦地指出，出版数字化转型不可阻挡，出版业剩

下的几乎只有顺昌逆亡的选择。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出版数字化转型还处于

进行之中。我在2008年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

《数字出版：距离成熟还有长路要走》。5年过

去，数字出版毫无疑问还有长路要走。转型的现

在进行时态告诉我们，作为一种全新介质的出版

行为，数字出版的成熟程度还远远不能与传统纸

介质出版比肩。因而，我们在为数字出版的某些

奇迹惊呼与赞叹的同时，决不能就此满足从而停

止探讨的步伐。一部科技发展史告诉我们，质疑

与不满，进而推动不断的探讨，乃是人类科技进

步的内在逻辑。

倘若我们能理解人类科技进步这一内在逻辑，

那么，对于数字出版的某些质疑与不满，就不会简

单地被看做是保守主义的灰暗心态和时代落伍者的

酸葡萄心理。对于出版数字化转型，我曾经表达过

这样的看法，那就是：数字化潮流，浩浩荡荡，顺

之者未必昌，逆之者一定亡。为什么顺之者未必

昌？因为成就一份事业不仅要看是否做了正确的事

情，还要看是否在正确地做事情。

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就能看得出，问题永远处

于解决与未解决之中。记得电子邮件最初使用时，

人们欢呼这是一项伟大的创新，我们中国人亲切地

称之为伊妹儿。紧接着就产生了垃圾邮件，伊妹儿

就受到了警惕，电邮创新好像就没那么伟大了，提

供电邮的网站就有了过滤垃圾邮件、欺骗性邮件乃

至攻击性邮件的责任。网络阅读遇到的问题几乎一

直如影随形地跟着网络出版，网络阅读已经成为比

较普遍的阅读，而网络阅读中的不可靠又随处可

见。最近在网上看到揭露网络出版的问题。一些无

良出版商利用开放获取模式，欺骗研究者，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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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学术交流中没有经验的研究人员作者，出

版由研究人员作者付费的假冒期刊。这些期刊的

总部许多都宣称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或者澳大

利亚，但实际上却在巴基斯坦、印度或者尼日利

亚运作。无良出版商向研究者们发送垃圾邮件，

招揽论文，但却绝口不提需要作者缴费的事。之

后，等到文章被接受出版时，作者们才被告知

需要缴纳一般为1800美元的费用。学术出版挑选

最好研究成果的职能正在消失，他们几乎愿意接

收全部的文章，只要作者愿意出钱就好了。这样

的事情的结果是，作者们失去了保持质量的强劲

内在推动力，而读者在这些文章面前也失去了阅

读的可靠感觉。据说，在印度新的无良出版商或

期刊每周都有涌现，他们的出现是因为市场的需

要——成百上千个印度和其邻国的科学家需要把

自己的作品发表出来，以此获得职称和晋升。在

这个过程中，人们对出版业的权威性、公信力迅

速大打折扣。

在人们为出版数字化转型欢欣鼓舞的时

候，我举出这样一个实例，不免有些扫兴。我也

很喜欢出版数字化转型，总在为接踵而至的数字

出版创新激动不已。但这些扫兴的实例却是必须

设法解决的事实。我们要使得数字化出版顺之者

比较昌，就得以必不可少的忧患意识来清醒认识

数字出版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以实事求是的态度

来解决数字出版目前尚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二

出版数字化转型与阅读文化重建的问题，

显然是数字出版实践中最需要讨论的问题。阅读

问题从来就是出版业发展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问

题。阅读是出版业传播知识文化的功能最直接的

现实。出版业人士通常所说的“读者是上帝”、

“上帝”的满意度，亦即受众阅读的满意度，应

当是出版业发展评价的主要内容之一。从出版数

字化转型给人们的阅读带来的一系列变化，进而

讨论阅读文化重建的理念和实践，显然有利于客

观审视数字出版发展的现状，有利于人们趋利避

害地接受数字出版，有利于从根本意义上不断改

进和完善数字出版业态。

在数字化转型中，人们在为阅读效率的极

大提高欢欣鼓舞的同时，也为阅读的碎片化问

题、浏览式阅读问题、实用主义阅读问题以及浅

阅读、泛阅读、读图、读视频、网络狂欢等等负

面问题表示了深刻的忧虑。然而，更为深刻的问

题是，随着数字化转型的达尔文主义被人们所接

受，数字化带来的这些负面问题，似乎已经被众

多的读者忽略不计或者说就此接受，甚至包括原

先的许多忧虑者。对于原先那些忧虑乃至抱怨，

似乎可以用得上“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

重山”“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

样一些诗句来嘲笑和自嘲。也就是说，忧虑者尽

管忧虑，抱怨者尽管抱怨，数字阅读中上述那些

负面问题依旧快乐地进行。这样的态度一方面体

现了人类与生俱来的乐于迎接新事物的乐天心

态，另一方面也表明，在新事物成为潮流时，许

多人很自然会出现的从众心理、盲目状态、犬儒

主义。

正因为此，在人们为数字出版的某些神奇

现象啧啧称奇而狂欢的今天，作为有责任感的出

版人和出版理论研究者，更应当针对出版业这一

带根本性的问题进行严肃的讨论。鉴于出版数

字化转型对传统的阅读文化正在造成致命的冲击

乃至消解，故而这种讨论具有价值体系重建的意

义，可以称之为阅读文化重建。

三

阅读文化问题，主要涉及到阅读的意义、

阅读的价值、阅读的方式、阅读的选择、阅读的

环境等。其中，核心的是阅读的价值问题。

下面从专业出版、教育出版、大众出版三

种出版类型的数字出版看看对阅读价值带来的问

题。

首先从数字化专业出版来看阅读方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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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数字化专业出版最为令人心仪的是其为

读者提供解决方案的高效出版与阅读的神话。人

们总是感兴趣于阅读效率的提高，惊讶于相关知

识检索能力的提升。数字专业出版确实有效解决

了这方面的实用性需求。然而，专业阅读并不仅

仅要解决阅读速度和效率提高的问题，也不只是

需要解决检索需求问题。在专业阅读过程中，还

有相当多元价值的东西可以在阅读中获得。当一

位博士研究生就一部博士论文的写作从专业数字

出版商获得解决方案的同时，极有可能的是，他

将因此失去了一系列完整的专业阅读的机会。就

拿最为抽象的数学来说，哈尔莫斯就说过：“数

学是一种别具匠心的艺术。”波莱尔说过：“数

学是一门艺术，因为它主要是思维的创造，靠才

智取得进展，很多进展出自人类脑海深处，只有

美学标准才是最后的鉴定者。”菲尔兹数学奖获

得者丘成桐教授认为数学是一门非常漂亮的艺

术，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数学领域取得如此大

的成就。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种学科都具

有各自的艺术魅力。如果人们的专业阅读仅仅满

足于各种知识元的检索和知识云朵的解决，如果

人们把专业出版和专业阅读仅仅看成是知识处理

过程，那么，人类社会将陷入科学主义的泥淖，

各种学科发展过程中的完整性研究将被忽略，思

维科学将遭到弱化，蕴含于学科研究成果中的不

可或缺的人文精神将遭到遗弃，而人类社会的发

展必将是残缺的。为此，我们要说，数字化专业

出版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如果只是满足于解决方

案的获得，极有可能给读者造成多方面的损失，

特别是人文精神和思维科学方面的损失。

教育出版在数字化转型中的阅读问题与专

业出版比较类似，但层次更为丰富，问题更为复

杂。现代教育事业越来越需要弘扬人文精神，需

要对人的素质的全面培养，需要更多的人与人的

交流，而不仅仅是知识、技能的学习和升学。数

字教育出版在这方面有可能造成阅读上的很大损

失。快速的检索在为学生提供现成答案、提高学

习效率的同时，正好违反了教育的基本规律。当

然，通过数字化出版来提高学习效率是必要的，我

们都在享受提高效率的好处。但是，我们不能把学

习简单化，把阅读简单化，更不能为了提高出版的

效率而造成阅读学习的简单化。

大众出版的阅读通常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

实用的，一类是休闲的。休闲的大众阅读主要是指

读者为了休闲、审美、娱乐、愉悦等目的的阅读。

实用的大众阅读即指读者通过阅读获得思想文化上

的教益、写作艺术的修养以及各类知识的认知。许

多时候实用与休闲交融于大众的阅读生活中。诚

然，在电子阅读器上人们已经可以读到很多很好的

小说、人物传记和文化读物，读了之后一样会有很

好的收获。但是，目前对于大众阅读影响最大的是

移动阅读而不是电子书，移动阅读包括移动阅读碎

片式信息、原创园地的海量文字以及视频、读图、

播客、微博乃至短信，凡此种种的数字出版物，充

斥大众阅读的时空，这就不能不予以认真对待。尽

管大众阅读与专业阅读、教育阅读的专门性要求不

同，但求开卷有益，通常无所谓碎片还是完整，浏

览还是专注，浅阅读还是深阅读，泛读还是研读，

可大众阅读事关国民素质的养成，又绝非无可无

不可之事。在大众阅读过程中，如果普通大众读者

总是处于碎片式的移动阅读状态、鼠标快速浏览状

态、只言片语的浅表性阅读层面，更有甚者，如果

总是处于道听途说、街谈巷议、张口就来的即时性

阅读状态，缺少必要的完整性，缺乏真挚的感受，

无意于深致的体验，加上数字出版传输的便捷和样

式的新鲜，使得大众中潜心阅读者越来越少而走马

观花者、道听途说者越来越多，则不仅实用性阅读

的收获无从谈起，就连休闲性的阅读享受也会堕入

混乱之中，作为以提高国民素质为目的的大众阅读

则可能南其辕而北其辙，适得其反，误入歧途。

四

我们之所以要针对出版数字化转型来讨论阅

读文化重建的问题，乃是因为出版业的每一次重要

创新，都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阅读行为。从数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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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逐渐进入人们的日常阅读的过程来看，由于拥有

许多技术手段的支撑，数字出版使得读者的被动、

被选择、被接受的程度空前上升。这一问题也应当

在阅读文化重建时加以讨论。

在一个文明社会里，应当予以大众进行阅读选

择的自由，并且建立起保障这一自由的秩序。尽管

一个人从小阅读或许是被动的，是被选择的过程，

但是，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却是从被选择到自主选择

的过程，自主选择的能力越强，个人的阅读能力就

越强，阅读心态、阅读心智也越成熟，而社会的阅

读文化也就越成熟。

然而，在数字出版阅读上，人们在阅读的选

择方式上出现了由主动选择向被动阅读反向发展的

趋势。在很多时候，人们在网络上接受的是侵入式

阅读，广场式阅读，甚至还会出现反复冲击式的阅

读。此类阅读信息服务体现了出版主体传播能力的

提高和服务意识的强化，事实上读者从来就需要不

断地接受各种信息从而做出阅读的选择。但是，

问题在于，在电脑上，读者经常需要停下已经开始

的阅读，对于屏幕上忽然跳出的一个又一个八卦的

新闻标题做出阅读与否的选择，当读者正在倾尽心

血研读一部专著或者倾情体验一部纯情文学作品的

时候，忽然遭到屏幕上倏然闪出的颇具情色冲击力

的广告冲击，主动的阅读与被动的阅读经常面临博

弈。更不要说在博客世界里那种竟日进行的广场式

阅读，在强化了阅读自由度的同时，阅读的主体性

同时也被消解了。

我们得承认，上述被动阅读的问题不是数字出

版的错，而是数字技术魔匣里经常会蹦出的怪物，

倘若理性的人类不加控制，那魔匣里指不定还要蹦

出什么匪夷所思的东西来。在这样的时代里，需要

我们对阅读的方式和环境保持必要的自主能力，也

需要数字出版者做出共同的努力，在发展数字出版

的同时，不断地优化我们的阅读方式和环境。

五

数字出版最为引为骄傲自豪的是速度问题。数

字出版的阅读速度无疑也得到了极大提高，阅读

的快与慢也就形成了激烈矛盾。在传统出版条件

下，人们讨论阅读的快与慢这对矛盾，仅仅在于

治学修养的不同需要上。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

阅读的快与慢矛盾则几乎达到“生存还是死亡”

的激烈程度。

为此，一个时期以来，国际读书界出现了一

个慢阅读运动。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有一位教授

托马斯正在大力开展慢阅读的实践。他主张细细

阅读一本好书，反对一目十行。他说，慢阅读能

唤回阅读的愉悦，从高品质的文字中找到乐趣和

意义。他严厉批评学校鼓励学生开展阅读速度和

阅读数量的竞赛，认为只是对阅读价值的破坏。

托马斯教授还在课堂上开展慢阅读教学。他鼓励

学生回到传统阅读中去——大声诵读甚至背诵，

要求学生“琢磨”和“品味”文字。可想而知，

已经习惯在网上快速浏览网页的年轻大学生们，

再次面对纸质读物时，竟然出现了注意力很难集

中的阅读障碍——托马斯说，“我想他们已经意

识到自己在一目十行中失去了多少。”他要求学

生一定要慢阅读。前不久也有大学教授跟我说，

现在学生都没必要去图书馆，就在数字图书馆上

边直接借阅图书。我想这也很好，节约跑路借书

的时间，有相当的好处。但是我们要谈的还都是

阅读方式的问题。由于网络化借书的便捷，学生

们现在屏幕上读书效果如何，会对我们的阅读带

来哪些影响，需要认真讨论。加拿大约翰·米德

马还以《慢阅读》为名出版了一本专著，力挺慢

阅读。书中展开对慢阅读的价值分析，继而把慢

阅读引申到作者与读者乃至与社会的关系上来看

待。

一直以来，许多文化名人都主张缓慢生活，

他们的一些主张可以对今天在数字化条件下忙碌

生活的人们有所启悟。米兰·昆德拉有一部专著

专门讨论缓慢生活的意义，书名叫《缓慢》。他

写道：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呢？古时候闲逛的人

都去了哪里？民歌小调中游手好闲的英雄，这些

漫游各地磨坊的流浪汉去了哪里？他们随着乡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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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道、草原、林地空间和大自然一起消失了吗？米

兰·昆德拉为田园风情的消失唱了一曲幽怨的挽

歌。现代化、数字化进程必然不断加快整个经济社

会发展的速度。人们已经开始抱怨生活节奏快得令

人喘不过气来，似乎都知道不快不行，可又不知道

为什么要这么着急。阅读速度当然不可能幸免于其

间。为了人的全面发展，我们不能一味地以快为

美，而必须解决以人为本，科学解决好速度的控制

问题，努力做到该快则快，该慢则慢。阅读文化的

重建也应当作如是观。

六

在出版数字化转型中提出阅读文化重建问

题，本质上是对社会阅读以及出版业坚守和弘扬人

文精神的呼唤和引导。 

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社会阅

读以及出版业首先是人文精神的弘扬，其次才是知

识、信息的传播。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一定程

度上造成了人文精神的嬗变、解构乃至丧失，这是

人类社会无可奈何的悲哀。人们已经被市场竞争、

效率至上弄得相当疲惫，现在又要被数字技术搞得

如此这般的支离破碎、踉踉跄跄，且不说那些急功

近利的专业阅读、教育阅读，就连大众阅读的休闲

式阅读，情意绵绵的阅读，思考人类命运的阅读，

都变得匆匆太匆匆，好像明天立刻就要获得一个重

大发现，然而这分明不过是人生应有的精神休憩。

重建阅读文化，必须在人文精神的导引下，建立合

理的阅读价值取向，构建多元的阅读方式，改善阅

读环境，减少阅读的盲目性、从众性，增强阅读的

理性、自主性。

重建阅读文化，则需要在出版数字化的各种

载体和传播方式运行中建立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

的阅读评价体系。此类阅读评价体系在纸介质出版

的传统格局里业已形成，而这是成熟的阅读文化所

必须的。尽管这种评价也许对大众阅读的自由度有

所压制，容易造成社会管理机构权力的滥用，造

成过于强化精英阶层权威的僵化现象，然而，这

毕竟是文明社会在无序与有序、理性与非理性一系

列悖论面前的理智选择。数字出版特别是当前的网

络出版，还没有形成应有的书评制度，这就不是一

个完善的阅读文化环境。诚实的作者和读者在这种

缺少标准、缺少价值评价的困境中会感到严重的困

惑。不道德的作者和无良出版商却可以在系统内耍

阴谋、玩阴招而无须担心受到正面力量的谴责，如

此便将对人类社会正当的出版和阅读形成严重的威

胁。作者和出版者应当抵制不受任何价值观、道德

观和行为准则拘束的出版方式的诱惑。为此，出版

界和阅读界要立足于建立行业规则，提高行业识别

出版舞弊行为的能力，建立起开放的评价环境，让

亿万热情的网民睁大眼睛审视出版物的质量，发出

批评的声音，从而建立起有序的阅读文化环境。

七

解铃还须系铃人。解决数字出版派生出来的

阅读问题，还应当通过数字出版理念和技术的改进

和创新来解决。这一轮出版的技术革命乃是在新技

术引领下发生的，基本上是数字技术有何发明，数

字出版物读者便去尝试进而被吸引、被接受。可是

任何先进技术都存在着正面作用与负面作用的两重

性，人文精神将要求我们趋利避害，不能让技术的

负面作用肆意放大。阅读文化重建，正在对数字技

术提出要求，数字出版业不能不负起相当的责任。

审视直至目前为止的数字出版与阅读状况，至

少可以提炼出以下需要反思的问题：1.提供解决方

案的服务并非数字化专业出版的全部，专业出版的

全面价值和严肃性需要得到维护；2.数字化教育出

版要把引导学生深度阅读、慢阅读作为业务突破的

重点方向；3.数字化大众出版要提倡开卷有益，倡

导品味和价值的提升，可以有原创园地海量文字上

传，更需要强化网络出版的编辑环节；4.网络出版

与阅读应当建立起以诚实为基础、内容为导向的作

品评价体系，数字图书馆要把那些无良出版商从目

录中删除；5.为确保用户阅读选择的自主权而建立

更加健全有序的网络环境；6.网络技术提供商、移

出版转型与阅读文化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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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技术运营商有责任为建立网络阅读环境和移动阅

读环境的秩序而努力。

总之，在数字化时代，数字出版业较之于出

版业以往任何时候的社会责任都要重大而复杂，服

务于社会阅读的责任也空前地受到高度关注，而目

前正遭到相当广泛的质疑和批评。但无论遭到怎样

的批评和质疑，绝大多数人士并不会因此诅咒数字

出版，更不会诅咒数字出版的命运。《第一财经

日报》曾于2006年3月28日发表一篇文章《因为互

联网，我们需要做得更多》，其中，美国《华尔街

日报》运营副总裁潘瑟艾罗说道：“内容是最重要

的。我们首先应该做出最棒的内容。至于读者的阅

读形式，我们不应该苛求。因为互联网，我们需要

做得更多。”正如他所说，我们希望数字出版在阅

读文化重建方面做得更多更主动一些。这是全社会

的文化自觉，也是读者维护阅读权益的需求，无

疑，更是包括数字出版业在内的整个出版界无可推

卸的责任。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韬奋基金会理事长）

*本文为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数字出版内容国际传播平台应用示

范》阶段成果，课题编号：2012BAH23F04

□ 特稿

旧派小说之一：政治小说

20世纪的前50年，旧派小说占领了很大的读者市场，涌现了政治小说、谴责小

说、言情小说、社会小说、黑幕小说、社会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等诸多种

类。其中，政治小说由于有“舆论界之骄子”——梁启超的极富煽动性的鼓吹和几位

著名职业政治家的撰作，影响极为巨大。戊戌政变失败后，梁启超认为其原因在于忽

视了“新民之道”，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将小说的功用拔

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因而引出了政治小说的风潮。政治小说是日本19世纪80年代的特

产，重要作品有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和柴四郎的《佳人奇遇》。后者由梁启超翻

译后自1898年12月起在《清议报》连载，反响巨大。1901年广智书局出版了该书单行

本，1902年编入商务印书馆的“说部丛书”，到1906年11月曾重印过6版。继梁启超起

而撰写政治小说的有资产阶级革命派政治家蔡元培和陈天华。陈天华的《狮子吼》充

满浪漫主义精神，是清末影响最大的政治小说。政治小说随着启蒙主义的理想光辉而

出现，曾一度震动过国人的心灵，但它过分偏重宣扬政治理想，缺乏小说的神采和审

美趣味，因此很快成为过眼烟云。

（摘编自武汉大学出版社《畅销书风貌》）

出 版 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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