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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听课，再看书，颠覆知识生产模式

8月，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图书
馆馆长陈思和等三位学者合著的新书
《中国文学课》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
版。这本书有个特别之处——在成书
前，就已被数十万网友熟知了。

先开课，再出书。近两年，许多高校

学者试水这种知识生产模式，文学、哲学、
心理学……学者们用口语来表达，根据听
众的反馈对书稿进行调整。此外，微信读
书、喜马拉雅等数字阅读平台汇聚大量人
气，用户动辄上亿，让学者与大众保持

“亲密接触”，知识内容在互动中产生。

赵丽华认为，“逆出版”是数字
传播时代的出版现象。有声阅读产
品跳过印刷书的思维惯性和版权谈
判，寻求自己的独立性，既追求了商
业价值，也创新了内容和形式。这种

“逆出版”给传统出版以及知识生产
模式带来了挑战，互联网语境下，知
识生产的逻辑正在发生变革，许多人
正在主动求变，融入数字传播时代。

文字本身就是声音，重新认识声音的价值

2017年，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
系教授陈平原等人主编的“漫说文化
丛书”时隔近 30年重新出版。出版
机构邀请专业播音人士朗读全部文
章，并转换为二维码附在书上。

“某种意义上，科技正在改变国
人的阅读习惯，一个明显的例子便是

‘听书’成了时尚。”为重版作序，陈平
原着重提及了“听书”这件事，他认为
这关乎白话文“上口”与“入耳”之间
的关系。

事实上，目前的听书行为，既有
长处也有短板。作为优势，人们可
以边听书边做其他事，非常适合需

要处理多任务的现代社会。作为劣
势，声音产品非线性、碎片化的特性，
也影响了有声阅读的广度和深度。赵
丽华指出，目前有声阅读内容多为通
俗故事等，这种通俗的特性有积极的
一面，有助于我们普及文化，推进全
民阅读。透过阅读方式的革新，重新
认识听书、朗读的价值，还有一个重
要的任务：重现那些被遗忘的行为，
找回那些已消逝的习惯。 （陈雪）

从尝试到接受，听书渐成新的阅读习惯

2019 年是作家路遥 70 周年诞
辰，喜马拉雅推出他的长篇小说《平
凡的世界》有声书，截至目前，播放量
已达 1.6亿次，在喜马拉雅平台上位
居畅销榜第三位。

“有声阅读成为国民阅读的新增
长点。”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
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
2019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书报刊
和电子书阅读量均有所下降，成年国
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 4.65本，人
均电子书阅读量为 2.84本。与此同
时，成年国民和未成年人有声阅读量

继续较快增长，2019年有三成以上国
民有听书习惯，选择“移动有声App平
台”听书的国民比例较高。

细看“听书”数据，2019年，成年人的
听书率为30.3%，较2018年提高了4.3个
百分点。0岁至17岁未成年人的听书率
为34.7%，较2018年提高了8.5个百分点。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与发展，
中国的有声阅读逐渐从早期的有声报
纸、听书网站、播客平台、网络电台等形
式，转向移动听书时代。”中国传媒大学
编辑出版研究中心副教授赵丽华梳理
后发现，移动听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

段：2013年前后，蜻蜓 FM、喜马拉雅
FM等平台开始登上数字阅读舞台；
2015年开始，我国互联网上掀起一股
知识付费热潮；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
是又一个节点，全球有声阅读市场在原
有良性发展态势基础上，获得新一轮发
展，中国的有声阅读行业则在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两方面均有良好表现。

来自喜马拉雅的数据佐证了赵丽
华的判断。2020年1月至3月，喜马拉
雅平台有声阅读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
63%，总收听时长增长近 100%。人均
收听专辑数从 2019 年的 5.6 本升至
2020年的10.7本。

不足十年，从尝试到接受，听书，
正在成为一种新的阅读习惯。

唤醒被遗忘的阅读方式听听听书书书
书 不 仅 可 以 看 ，也 可 以

听。用耳朵“阅读”，正在成为

不少人新的阅读方式。2013

年，用手机听书还是一件新鲜

事儿，短短几年时间，它已成

为国民阅读的重要增长点，我

国 国 民 听 书 率 逐 年 走 高 。

2020年上半年，全球有声阅读

领域又迎来了发展的重要节

点。在我国，听书正在成为一

种国民阅读习惯，并出现了一

些新变化、新趋势。

茅奖作家迟子建长篇小说《烟火漫卷》出版
著名作家迟子建最新长篇小说

《烟火漫卷》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小说聚焦当下都市百姓生活，
描写了哈尔滨独特的城市景观与小
说人物复杂的命运。

小说中，车水马龙的街道，人声

鼎沸的早市，五光十色的灯光，中西
融合的老建筑，被历史遗留而又用作
他途的教堂、音乐厅等，一草一木、一
砖一石都注入了情感，作家用文字捕
捉哈尔滨这座城市的独特气息。“一
座自然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交融的冰

雪城市，一群形形色色笃定坚实的普
通都市人，于‘烟火漫卷’中焕发着勃
勃生机。”迟子建表示，小说将自己
生活了 30年的城市作为主体，试图
用文字刻画城市烟火气息中饱含的
丰富生活图景，抒写普通人的命运

交响曲。
迟子建从 1983年开始写作，至今

已发表 600余万字的文学作品，主要
作品有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
《群山之巅》《白雪乌鸦》等，多次获鲁
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 □史竞男

孔明新出版的这部《我
岭上》，是一部乡愁的结
集。乡愁，是孔明对故土家
乡的眷恋，是心灵深处的依
托，是风雨不动的永恒。 故
而梦绕魂牵的，便是其一生
情。此情多矣，亲情、乡情、
友情、师生情，等等等等，化
而成为不了情，在孔明心上
生根，笔下游走。这是多么
自豪的感情，又是多么豪迈
的正声——我岭上！

此岭乃蓝田东北之横
岭，岭接平川，岭对玉山，横
空而出，地护天爱，遂也卿云
烂兮，四季璨兮，神秀气灵，
多有诗情和禅意。她须臾不
离地满载着孔明少年的欢乐

和历程，放飞着孔明的未来与梦想。于是，后来出类
拔萃的孔明，对斯土斯人便情有独钟。这方厚土，坦
荡包容：万紫千红，不以其小而不至；雷云风雨，不以
其小而不临。春到人间，横岭之春便也浩荡。

于是，在孔明心中，春光明媚；在孔明笔下，春
意盎然。风景这边独好，横岭成了美之所在：写
景，则怡然传神；写人，则和蔼可亲；写事，则蕴智
含慧；写情，则出乎匠心。写所见，则别具一格；写
所闻，则温润可存；写所感，则超然物外；写天地，
则物我皆春。赏心焉，悦目焉，委曲婉转，独成波
澜。织作锦绣之文字，而成乡颂之佳篇。横岭，展
现出的是大美；乡情，呈现出的是缠绵。亲情，表现
的是至爱；师道，仰视的是尊严。芳邻，则是十步
之内，必有高谊；友朋，则是俊男靓女，姿态天然。

试取《我岭上》读之，可知月是故乡明；试取
《母校的回味》读之，则见寸草感春晖；试取《我妈》
《我爷》读之，则晓亲情之宝贵；试取《梅友》《明舍
雅集记》读之，则知友情之真挚；试取《佳人与佳
茗》读之，则可感柔情绰态，媚于语言；试取《云想
衣裳花想容》读之，则更是妙笔生花，若有神助。

孔明饱读诗书，心有灵犀，故而芳草斜阳寻常
物，解用多作了特异之文字。文字优美，文风独
特，优美得使人陶然其中，能与之同化；独特得能
使人如听东坡之言：“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
（柳永）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此文字文风，自
然地发扬光大于《我岭上》，收入佳作 40篇，合计 15
万言，墨香心亦香，文美情亦美。文中有诗，人在
诗中逍遥游；文中有画，人在画中自在行；文中有
哲理，人在哲理中左右逢源，颇得启迪。如此这
般，便是对精神的陶冶，人与梅花一样清。

《我岭上》，“唯文有华，秀于百卉”，实在是智
者的金玉良言，不敢独享。既逢人说项，将其推荐
于友朋，又作此拙文，分享于同道。或问孔明如何
人也，吾辑司空表圣《诗品》句以答之，曰：人淡如
菊，行气如虹；具备万物，好风相从；超心炼冶，积
健为雄；真力弥满，大河前横。

文不尽意，不如径读《我岭上》为是，方知吾言
之不谬也！ □杨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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