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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 月 18 日，中国新

闻出版研究院公布了第十四次全
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结果显示，
2016 年我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
读方式的接触率连续 8 年上升，
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网络
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
阅读、光盘阅读、Pad 阅读等）达
到 68.2%。

通过进一步对各类数字化阅
读载体的接触情况进行分析，
2016 年我国成年国民的网络在
线阅读接触率和手机阅读接触率
均有所上升，其他数字化阅读方
式的接触率有所下降。其中，2016
年我国成年国民网络在线阅读接
触率达到 55.3%，而手机阅读接
触率为 66.1%。特别值得一提的
是，我国成年国民的手机阅读接
触率已经连续三年超过网络在线
阅读接触率，并逐渐拉开距离。

对微信使用情况的考察发
现，六成以上成年国民进行过微
信阅读。从微信阅读使用频次与
时长来看，2016 年我国成年手机
阅读接触群体的微信阅读使用频
次为每天 3.29 次，每天时长为 26
分钟。

从城乡来看，农村居民微信
阅读时长超过城镇居民。从性别
来看，女性居民微信阅读时长略
高于男性居民。

电子书阅读情况统计分析显
示，2016 年我国成年国民电子书
阅读率为 28.3%，人均电子书阅
读量为 3.21 本，与上年基本持
平。同时，我国数字化阅读接触者
对电子书的价格承受能力有所上
升，2016 年数字化阅读接触者能
够接受一本电子书的平均价格为
1.78 元。

此外，调查还发现，近两成国民有听书（有声阅
读）习惯，近一半听书者选择收听评书联播，情感故
事则是听书者的最爱。而在有过听书行为的国民
中，人均花费在听书上的费用为 6.81 元。

不过，虽说受数字媒介迅猛发展的影响，传统
纸质媒介受到了不小的挑战。但对我国国民倾向的
阅读形式的研究发现，51.6%的成年国民更倾向于

“拿一本纸质图书阅读”。2016 年我国国民人均图书
阅读量为 7.86 本，超四成的成年国民认为自己的阅
读数量较少，近七成的成年国民希望当地有关部门
举办阅读活动。

据了解，全国国民阅读调查自 1999 年开始启动，
至今已持续开展了 14 次。此次调查从 2016 年 8 月开
始全面启动，严格遵循“同口径、可比性”原则，继续沿
用四套问卷进行全年龄段人口的调查，执行样本城市
为 52 个，共覆盖了我国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收
回调查的有效样本量为 22415 个。 （张思玮）

承柳怀祖先生赐赠
新作《北京正负电子对撞
机工程建设亲历记———
柳怀祖的回忆》，捧在手
上沉甸甸，心中感觉热乎
乎。待到读罢掩卷，更是
进入关于科学与人生的
默默遐思。

当今 50 岁以上的学
界同仁和科学粉丝，谁能
不知道这项上世纪 80 年
代几乎人人关心的工程
呢？如果说一定要举出哪
个科研项目能够作为改
革开放初期中国科学的
符号，非此工程莫属。未
能参与其间的圈外人，大
多从媒体报道略知一二。
即使如此，也是那个理想
主义年代欢欣鼓舞的一
个重要源头。柳先生作为
自始至终的参与者，上可

以直达“天廷”，向小平同志直接汇报；下能
够搬砖垒瓦，与普通员工共苦同甘；内可以
窥层峰堂奥，参与决策机密讨论；外能够行
走华府，与诺贝尔奖得主谈天论地。无论
作为科研工作者还是科研组织者，一生中
能够有如此经历也就值了，更不要说又将
其秉笔直录，化作波澜壮阔的 30 万雄浑文
字。这部书好就好在亲身经历与准确的档
案材料交相辉映，经纬互鉴。柳先生重视
史实，即使是确凿的亲力亲为，也一定要爬
梳剔选，查阅尽可能多的佐证材料，体现出
彻底的“唯实求真”。柳先生谈到自己的回
忆与写作，总是慨叹：千万不要迷信自己的
记忆力。至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设的
起起落落又落落起起，建议读者认真研读。
反正我是将其作为大科学工程史读，作为
科学家传记读，作为物理学知识读，作为领
导艺术读，作为决策经验读，作为小平同志
以此工程引领对外开放的科学方法读。正
如鲁迅先生所说，不同人皆可从《红楼梦》
读出味道，凡是关心中国科学进步、关心中
国改革开放、关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朋
友，都可以从中“开卷而大益”也。

尼采有言：“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
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其表象，可以略作宽泛
之解，无非强调写作要凝结心血。柳先生家
学渊源，父亲为科学泰斗，天资聪颖，幼承
庭训，然自诞生起就饱尝战乱饥寒，颠沛流
离于生死，这种少年阅历让其对国家命运
有一种天生的使命与担当。终于盼来五星
红旗升起，终于成为中国科技大学的第一
届学生，从此与科学结缘。柳先生全程参加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建设，正是这段
经历，柳先生具有他人不可能有的特殊角
度，加之胸襟博大、敢作敢为，常有超越性
思维与创举，其叙述亦庄亦谐，常有忍俊莞
尔之处。也正是这项工程让柳先生实现人
生的重大转折，字里行间往往不经意间闪
露这种发自内心的自豪与感恩。

令人特别亲切的是，柳先生不仅注重
这项工程的“宏大叙事”，同时有许多看似
微小的具体细节，意旨深远。如他特意为
一位老同志讲公道话（早在当时就冒着风
险向几位高层领导大胆反映），明显是要在
更大范围公开澄清。虽然这位老同志早归
道山，然柳先生“修辞立其诚”，这对往者是
安慰，对生者是昭示。苍颉造字是让中国
人书写朗朗乾坤，汗青天地道义。

别看柳先生年过古稀，却不断开出新风
景。近年孜孜于中国科学院诸多史料的挖掘
与写作，让许多靠手中笔（现在更多是“手下
键”）讨点儿“知名度”者感到“压力山大”。柳
先生得意的是，每次写作都是一次“跨界”、
每部著作都是一次“穿越”，这使柳先生在不
同学术群体、不同年龄段拥有广泛的朋友，
所以充实而潇洒，永远一幅朝气蓬勃的美好
景象。一千年前的豪放派词家张元干云“天
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亦悲难诉”，我看张
大词家未免悲观，如果他生在今天，又读了
柳先生的新作，会不会改改词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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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你打算过什么样的人生？
日本网络剧《东京女子图鉴》自播出后许多

自媒体都作了评论，在豆瓣上拿下 8.7 分的高分。
剧集不长，内容也比较简单，却非常现实和真实。
小地方出生的女生斋藤绫因羡慕大城市的生活
独自来到东京，从 20 岁到 40 岁，她的工作和生
活环境越来越好，可感情上却不如意———没有找
到能给她“令人羡慕”生活的男人，一道阶层的门
槛将她拦住了。

不过，绫遇到的门槛，在“剩女”BJ 那儿没有
了。BJ 本名布丽吉特·琼斯，是英国女作家海伦·
菲尔丁所著《BJ 单身日记》系列小说中的女主人
公。布丽吉特是经济独立的职业女性，同时也是

“剩女”，她最终找到了离异的钻石王老五、“伦敦
最有价值的五十位单身汉”马克·达西。

BJ 不是灰姑娘，她的身上有许多令人感动的
特质。虽然现实不那么如意，但不妨碍我们对爱
憧憬，不屈尊，且内心强大。BBC 评出的一张“70
年来最具影响力女性排行榜”，榜单上只有一位
虚构人物，就是 BJ。可见其受欢迎程度。

多数人看到这部电影后，才对这位微胖界的
“剩女”BJ 印象深刻。事实上，《BJ 单身日记》最初是
在《独立报》及《每日电讯报》的专栏连载，风靡英
伦。1996 年结集出版后，小说长期居于英国各大畅
销书排行榜第一名，并获得英国国家图书奖之“年
度图书奖”，被誉为“现代版《傲慢与偏见》”。

生活还在继续，找到了真命天子并不意味着
是王子与公主式的幸福结局。《BJ 单身日记 2：理
性边缘》中，讲述了 BJ 与达西的感情
危机。

2013 年秋，海伦·菲尔丁推出了
BJ 系列的第三部———《BJ 单身日记
3：为君痴狂》。BJ 与马克·达西已育
有一双子女，达西意外去世后，BJ 不
得不直面单身母亲的重任，也是欢笑
与泪水、尴尬与沮丧并存。

三部小说以日记体的形式记录
下了 BJ 生活中的琐事、情感上的坎
坷，生动描摹了单身女性恋爱中的心
态变化，文字嬉笑怒骂、风趣幽默，从
中流露出的自我调侃与嘲讽，无疑是
抚慰女性读者，尤其是同为“BJ 们”
的一剂良药。

BJ 系列小说畅销全球 1500 万
册，或许正是因为读者认为 BJ 真实、
有趣，是有血有肉存在于她们 / 他们
身边的朋友，更多的时候 BJ 就是她
们 / 他们本人。女性不需要活成一个
完美的典型———何况，一个完美的典
型一定不会有趣、真实。

同样是日记，同样是英国作家，
2007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多丽丝·

莱辛的日记却是不同的。莱辛一生出版了五十余
部作品，其中有两部是以笔名简·萨默斯发表的，
即《简·萨默斯日记 I：好邻居日记》《简·萨默斯日
记 II：岁月无情》，日记主人简·萨默斯是一位精
神独立的中年女性。

简·萨默斯 50 多岁，拥有令人艳羡的时尚杂
志工作以及上流社会的社交圈。简也可以说是冷
酷无情的，对丈夫和母亲都相当冷淡，所在乎的
一切就是自己的工作和形象。当丈夫和母亲相继
去世后，她才开始对原本的情感和生活状态产生
了质疑与思考。

莱辛当然不是简单地让她反思过往的人生。
一次偶然的机会，简结识了老人莫迪，两位女性
之间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友谊和改变彼此人生态
度的关系。小说探讨了传统女性的处境、新时代
独立女性的特质和女性气质的回归、老年人生存
空间等问题。

主人公简内心独白的日记不仅仅是简自我发
现的旅程，也可以看作是莱辛自我发现的新探索。

“我在别人眼里是个自信能干的女人，生活完美
……可是究竟怎样才算真正地存在于这个世界？我
们怎样评价自己的存在？通过什么呢？工作吗？”

被如此现实的社会裹挟的男人和女人总是
不断在上演各种剧，有时悲惨，有时搞笑，还有愚
蠢、自私、平庸。生命的真正价值到底是什么，打
算过什么样的人生，是每个人在每个阶段都要不
断追问的。 （喜平）

书 Ba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工程建设亲历记———柳怀祖
的回忆》，柳怀祖口述，杨小
林、陈京辉访问整理，湖南教
育出版社 2016 年 11 月出版

自然的历史：伟大而神奇
姻本报记者 胡珉琦

《岁月无情》

《BJ 单身日记》

《好邻居日记》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始建于 1869 年，是目
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之一。提
到它，人们最先想到的应该是它超过 3200 万件
的藏品，尤其是那些非常珍贵的生物标本。

大家有所不知的是，在这个博物馆中还隐
藏着一个秘密宝库，那是一座拥有 50 万册藏书
的自然历史图书馆。从 1877 年开始，图书馆就
开始收集资料，包括大量书籍和杂志，内容不仅
仅涉及博物馆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自然科学的
历史。

《神奇的鸟类》和《伟大的海洋》正是来自该
图书馆近几年出版的“自然的历史”系列图书。

几世纪前的古籍仍魅力不减

与大部分偏重生物学解读的自然科普读物
不同，引进这一系列读本的出版社最初看中的
就是它的“历史背景”。

“这两本读本的核心并不是鸟类和海洋生
物本身，而是它们的发现者、研究者，以及最早
科学记录它们的古典书籍。”重庆大学出版社编
辑王思楠介绍。

这一系列图书所涉及的每一个物种背后，
记叙的是从文艺复兴时期到 20 世纪，博物学
家、探险家探索大自然的传奇故事。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书中包含了大量精美
的插图。16 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了科
学与艺术的巨大发展，当年，那些大博物学
家、探险家所著的书籍，几乎每一本都是自然
历史与艺术合一的杰作。那些插画有的出自
作者本人，有的是由他们同样才华横溢的家
人帮助完成。

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鱼类部研究馆馆长梅
拉尼·L. J. 斯蒂斯尼提到，到了 20 世纪初，随着
摄影技术的进步，照片开始取代精心绘制插画
的方法来描述新物种。“从 20 世纪到现在，发现
新物种的速度有增无减，用照片来描述新物种
的方法固然准确，但却失去了许多书中所选科
学插画的艺术韵味。”

王思楠表示，书中所使用的每一张插图均
来自于图书馆的珍本收藏馆，每一张都由专业
摄影师至少耗时两三个小时翻拍完成，“要知道
那是普通观众无法轻易接触到的历史顶级科学
绘画作品”。

思想与艺术的结合，让这一系列图书充满
了人文主义色彩。作者通过对几个世纪前的古
籍进行新的挖掘和展示，证明时至今日，它们仍
拥有着巨大的生命力。

从鸟类到海洋

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生物馆藏里面，
鸟类标本是最多姿多彩的，它涵盖了现今全世
界鸟种类的 99%，包括那些稀有的、已经灭绝的
鸟类。

试想下，历史上如果没有鸟类标本，鸟类插
画师就没有可以绘制的“模特”，研究者也就没
有新种可以描述。但是，在自然科学发展史上，
在野外采集标本的采集师们必须冒着生命危险
艰苦地工作，且未必有回报。

比如，19 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人约翰·古
尔德带着动物标本剥制师约翰·吉尔伯特和团
队两次深入广袤的澳洲，吉尔伯特所采集到的
澳大利亚鸟类和兽类的新物种比其他任何采集
者都多，为《澳大利亚鸟类》出版作出了巨大的
贡献。但这一路异常艰险，吉尔伯特在一次原住
民袭击中，被长矛击中后不幸去世。以他名字命
名的鸟类居然仅有一种，后人只为他留下了“为
科学献身，光荣而伟大”的墓志铭。

在《神奇的鸟类》这本书中，图书馆甄选了

博物馆珍藏的 40 本与鸟类有关的珍本图书，来
挖掘故事，《澳大利亚鸟类》只是其中之一。

根据博物馆脊椎动物学部鸟类学分部标本
馆主管保罗·斯维特介绍，世界上最早关于鸟类
学的著作可追溯到 16 世纪，由贝隆、格斯纳和
阿尔德罗万迪共同撰写。到了 18 世纪，随着探
险家们对美洲、非洲、亚洲和太平洋的持续探
索，欧洲收藏家的收藏柜里才有了新物种和来
自异国物种的标本。19 世纪，欧洲殖民者的殖
民地遍布全球，这是鸟类学发现的黄金时期，这
一时期参与研究的就包括了大名鼎鼎的达尔
文、华莱士、威尔逊等。

《伟大的海洋》里，故事的时间线索和《神奇
的鸟类》几乎是相同的，只是发现的内容从鸟类
到了更丰富而神秘的海洋世界。图书馆仍然选
择了 40 本与海洋有关的珍本图书，试图寻找早
期海洋先驱者的使命。

但有时，后来者对于这些先驱的认识是复
杂甚至矛盾的，比如，著有《北美西北沿海的海
洋哺乳动物及美国捕鲸业的报告》的 19 世纪美
国商船船长查尔斯·梅尔维尔·斯卡蒙。他经历

了那些年的海洋“淘金期”，一方面他航海技术
出众，且是一个天才的观察员，记录鲸、海豹、海
象这些海洋生物的习性、迁徙路线、食性、解剖
特征，另一方面他也积极参与捕猎活动，简直就
是一个残酷地把海洋哺乳动物捕捞到几乎灭绝
的记录者。他的故事被称为“猎人对猎物的爱”。

尽管两本图书的内容横跨几个世纪，但读
者不必为此感到苦恼，因为每个章节的设计都
是相互独立的，人们可以随时进入任何一个故
事之中。王思楠表示，由于原作者文本写作的风
格朴实、凝练，篇幅又比较短小，普通受众在阅
读上也不会有任何门槛。

科学艺术的吸引力

“一本书中的一幅绘画，一旦可以传递给新
的读者，就可能获得更为广泛的读者。这样就能
更好地向大众传播作者和插画师想要表达的信
息。都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吸引读者，这种魅力
远胜于单纯的文字描述，甚至是现代摄影难以
企及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学术图书馆哈罗
德·伯申斯坦研究室主任汤姆·拜恩说。

不得不提到的是，那些古籍的出版与当时
印刷技术的发展是相一致的，才使得每本书有
更多的、华丽的插图。为此，博物馆文物保护员
芭芭拉·罗兹还特地用三篇文章来尝试解说这
些印刷品的制作，向读者科普，书籍印刷处理技
术是如何从最早的带有木版插图的少量印刷版
本，到雕版和平版印刷术时代，再到今天的科学
图鉴的。

也许是受此影响，这一系列图书的中译本
制作非常考究，不仅对原版图书进行了全新的
图文排版和色彩设计，在印刷上也是颇下功夫。

王思楠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为了最大
程度地保证那些珍贵插图的色彩还原度，中译
本专门定制了一种涂布纸。之前，广告海报、杂
志内页所选用的涂布纸多是铜版纸，虽然色彩
还原度好，但纸张亮度也很高。想要充分表现古
典科学绘画的气质，必须降低纸张的亮度，尽可
能减少反光。目前，这种定制的涂布纸已经越来
越受到国内诸多博物学书籍的青睐。

“唯有了解，我们才会关心；唯有关心，我们
才会行动；唯有行动，生命才会有希望。”珍妮·
古道尔的话是王思楠最喜欢的自然格言。“我们
尽最大努力希望去重现当年伟大的科学家和艺
术家所描述与绘制的自然世界，是期待能够激
发更多读者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行动起来保
护它的今天和未来。”

《伟大的海洋》，［美］梅拉尼·L. J. 斯
蒂斯尼著，祝茜等译，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1 月出版

《神奇的鸟类》，［美］保罗·斯维特著，梁
丹译，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1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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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特别亲切的是，柳先生不仅注重这项工程的“宏大叙事”，
同时有许多看似微小的具体细节，意旨深远。

本报讯 4 月 20 日，第二届海峡两岸网络原创
文学大赛（以下简称大赛）奖颁奖典礼在北京市新
闻出版广电局新闻中心举行。来自中国大陆、台湾、
香港、澳门等地区和加拿大、美国及其他地区的华
文作品共计 2135 部作品参与角逐，最终叙事散文

《一生不负少年头》获大佳散文一等奖，小说《对决》
获大佳小说金奖。

大赛 10 位终评评委之一、主办单位中国出版
集团公司副总裁潘凯雄在颁奖会上说：“有人称赞
网络文学充满了想象，有人批评网络文学充满垃
圾；但无论如何，网络文学是一个巨大的存在，无论
是作品、创作者、读者可以用数以亿计来形容，我们
必须正视这个巨大的存在。”

同时，网络文学的蓬勃发展还有一个意想不
到的影响则是在文化走出去层面，“网络文学在
今天已然是中国文化走出去一个重要的样式，有
人笑言中国的网络文学堪比韩剧在世界的影
响。”潘凯雄说。

在本次颁奖会上，第三届海峡两岸新媒体原创
文学大赛也正式启动。据主办方介绍，大赛在引导
网络作家创作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优秀
网络文学作品的同时，也在探索建立网络文学作品
的评价标准和体系。潘凯雄说：“相较于传统文学，
网络文学有自己的特点，譬如高度的想象力、譬如
民间的狂欢，而这些还需要发掘和研究。”

近几年，网络文学作品已从野蛮生长阶段走入
IP 开发阶段，众多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被改编成游
戏、影视、动漫、有声书，从《何以笙箫默》到《花千
骨》，再到《盗墓笔记》《琅琊榜》等作品无不见证了
网络文学的成功，同时也为网络文学市场引流，带
来更多的读者，拓宽了用户规模。

据主办方介绍，大赛在追求网络文学的社会影
响和价值外，也非常关注网络文学更长远的发展，
对获奖作品从文学 IP 的开发、授权与合作，从内容
生产，到用户培养，再到衍生产品的设计改编、互
动、质量、市场投放，发行和出版等各个环节进行系
统规划和介入，全方位立体挖掘版权价值。（李芸）

海峡两岸网络原创
文学大赛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