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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海 观 潮
书界动态

14日，第七届老舍散文奖颁奖仪式举行，实力作家与
文学新人竞相争辉、共放异彩是本届老舍散文奖的一大
特色。

周大新的《在苏格拉底被囚处》、张亚丽的《京城的告
密》、马步升的《鸠摩罗什的法种与舌头》、怡霖的《苍穹之
王》、王必胜的《单位》、刘醒龙的《抱着父亲回故乡》、田珍颖
的《冬天的记忆》、任林举的《西塘的心思》、杨文丰的《雾霾
批判书——自然笔记》、杜怀超的《苍耳：消失或重现》等10
篇作品获奖。 （据《中国新闻出版报》）

第七届老舍散文奖颁奖

迁都洛阳前的北魏帝国是啥样？为何要迁都洛阳？佛都
洛阳有哪些历史遗迹？近日，我市历史文化学者、洛阳师范
学院特聘教授、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段宇京的新书《泱泱
帝都 北魏洛阳》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为你还原一
个真实的北魏洛阳。

北魏是洛阳建都史上分量很重的一个朝代，在洛阳建
都41年，其许多重要改革均在洛阳完成，民族大融合、尊崇
佛教、石刻造像艺术等都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北魏在洛
阳的历史，鲜有专著论述。

《泱泱帝都 北魏洛阳》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
史典籍为经，以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为纬，详细介绍了北魏
王朝定都洛阳之后的历史和成就，真实还原北魏洛阳城的都
城建设布局、里坊设置和民族融合、佛都洛阳的盛况，考证北
魏洛阳的重点寺庙、王公贵族及名人住宅等。

该书还重点介绍了洛阳遗留的北魏遗址、文物分布和
保护现状，集合整理了流散于国内外的经典传世文物，给后
人留下研究线索和资料。该书是我市研究北魏在洛阳建都
历史的首部完整著作，保留典籍史料的原文记载，行文通俗
易懂。 （常书香）

段宇京
《泱泱帝都北魏洛阳》出版

2014年度英国布克文学奖14日揭晓，澳大利亚作家
理查德·弗拉纳根凭小说《崎路向北》折桂。

其他入围本年度布克文学奖决赛的作品还包括往届布
克奖得主英国作家霍华德·雅各布森的反乌托邦小说《J》，
英籍印度裔作家尼尔·慕克吉的小说《别人的生活》以及英
国作家艾莉·史密斯的作品《怎样两者兼顾》。

今年首次进入决赛的两部美国小说分别是约书亚·弗
里斯的《择时重生》和卡伦·乔伊·福勒的《人皆癫狂》。

一年一度的布克奖于1969年开始颁发，被誉为英语小
说界最高奖项，也是世界文坛上影响力最大的文学奖之一。

（据新华社）

澳大利亚作家
弗拉纳根获布克文学奖

新书排行榜
2014年9月

■虚构类图书

排名 书名 出版社 作者

1 诡案组系列-诡案组外传 湖南文艺出版社 求无欲
2 红颜露水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张小娴
3 意林-星愿大陆(4)：永恒星钻

吉林摄影出版社 彭柳蓉
4 故事会2014年合订本69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故事会》编辑部
5 寻找爱情的邹小姐(全二册) 新世界出版社

匪我思存
6 意林-花与梦旅人(3) 吉林摄影出版社 陈心昭
7 世界上所有童话都是写给大人看的

天津人民出版社 陈谌
8 傲慢与偏见 南海出版公司 简·奥斯丁
9 和珅：帝王心腹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李师江
10紫阳花日记 南海出版公司 渡边淳一

■非虚构类图书

■备注
以上数据来自开卷公司“开卷全国图书零售市场观测系

统”。该系统自1998年起建立，目前已涵盖2000多家书店，新
书排行榜由这些书店的所有图书零售数据汇总整合而成。

虚构类图书是指作品基于想象而不是现实。
非虚构类图书内容是关于现实生活知识的，包括除虚

构类外的所有类别的图书。
以上两类图书均面向成人阅读。

排名 书名 出版社 作者

1 秘密实践版 湖南文艺出版社 朗达·拜恩
2 刘铁军图说肝肾就要这样补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刘铁军
3 人性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戴尔·卡耐基
4 心理操控的艺术 湖南文艺出版社 冈田尊司
5 爸爸去哪儿第二季：丛林奇遇 青岛出版社

《爸爸去哪儿》栏目组
6 微尘众：红楼梦小人物（1）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蒋勋
7 酵素 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 江晃荣
8 品读国学经典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夏海
9 五脏排毒一身轻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石晶明
10 知日·杂货 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苏静

新媒体浏览方便了。文字正在被
乐于感官享受的人们逐渐抛弃，读书
正在被现代人冷落、漠视，现代人更倾
向于通过画面、图像、声音、光电等形
式接受信息，一些人认为阅读纸质图
书与观看电子（电视）屏幕只不过形式
不同而已，只要能学到知识，何乐而不
为呢？

娱乐性强了。随着各种现代传播
技术和传播工具的出现，印刷术退至
我们文化的边缘，以电视和网络为代
表的新媒体占据了文化的中心，公众
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性都出
现了危险的退步。信息时代各种各样
的新媒体带给我们的是支离破碎的时
间和被割裂的注意力，把我们的文化
变成娱乐业的广阔舞台，人们正在失
去严肃思考和认真行动的能力。

问题来了。在新媒体影响下成长
的一代，不少人因为放弃了读书，也就
放弃了客观和理性的思维，丧失了严
肃、有序和具有逻辑性的公众话语。他
们的价值观背离社会道德，甚至发生
严重扭曲。

当今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
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习惯。我们
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将“都
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
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
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事实上，各种各样的新媒体导致
了支离破碎的时间和被割裂的注意
力，海量信息纷繁复杂，然而读书、尤
其是读经典著作恰能培养人的逻辑思
维能力，是精神发育的过程，浅阅读无
法达到这一效果。

前已述及，不同空间的遗存“共时
性”问题是令考古人挠头的一大难题。

我们虽摸索出了“搭桥法（桥联法）”，即
通过器物（主要是日用陶器）间的相似
度来推断所属遗存的共时性，但说到底
还是推断，不是确证，结论的不确定性
是可以想见的。不要说相似相近，即便
是看起来相同的器物就一定是同时的
吗？时空差，文化谱系的差异，历史文化
发展的不平衡性，都会使文化现象变得
错综复杂，让人眼花缭乱。

对二里头文化第四期与二里岗下
层文化早段（约为偃师商城第一期）究
竟是前后相继还是至少有一段时间共
存，就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问题的症结
主要在于已发表的材料中，尚缺乏能够
确证二者早晚关系的层位依据，目前的
研究还仅限于陶器形制风格上的排比

推断。
这里，我们不拟过多涉及学者们通

过日用陶器来分辨夏商王朝的丰硕成
果。夏商分界研究的每一家都认为自己
有过硬的以陶器为中心的文化因素分
析上的证据。

正因为每一家都能拿出自认为过
硬的证据，才让我们对这种证据的可信
度及其立论前提产生怀疑。显然，其立
论前提是，日用的、锅碗瓢盆的风格是
以改朝换代为转移的。我们曾对王湾三
期文化晚期至二里岗文化早期的陶器
群组合演变情况做过梳理。发现从以陶
器为主的文化特征上看，这一长时段的
文化演进过程是渐进的，其间缺乏大的
突变和质变现象。

可以认为，在相关文化分期与谱系
研究乃至文化归属问题上的种种歧
见，也应主要归因于该地域文化发展
上的渐进性或曰连续性。不同发展阶
段的考古学文化面貌既以当地先行
文化为主源，随时间的推移按惯性连
续演进，又不断吸纳新的文化因素，
形成各阶段的特色。尽管有族群甚至
王朝的更替，但它们没有像美索不达
米亚和埃及那样由于外族入侵而导致
文化上的大断裂。这种连续性的特征，
应是中国上古史上这一社会剧变时期
人们共同体的分化与重组的真实写
照。后世中国王朝更迭而文化内核大
致不易，其渊源或可上溯至该时期，也
未可知。

4444 不堪重负的陶器

每日连载

今年，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第十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成年人
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77本；人均每天读书13.43分钟；人均每天上网50.78分钟；仅
有21%的国民对个人阅读情况表示满意。

读书的好处，古人已经说过很多。而眼下，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手机、网络、电视等媒
介来获取信息、了解知识。本次调查显示：64%的国民常用电子方式阅读，仍有35%的人
坚守纸质阅读。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怎样阅读呢？

新媒体浏览怎么了？

显然，轻松愉快是大多数受访者最希望得到的阅读体验，而对经典理论的阅读则集中在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受访者中。

你爱读哪些书？

新媒体时代
我们我们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读书

自古以来，读书一直是整个社会倡导的活动，更不要说，先哲对读书的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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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艺术

历史文化 41.8%
人物传记

1
37.1%

养生保健 36.3%
工作类 31.1%
游历探险

财政经济

科学普及

语言文字

科学技术

29.4%
27.9%
25.6%
22.4%
20.6%

另外，军事外交类，哲学宗教类，政治法学类
也有大约10%的受访者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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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选2 轻松休闲 70.6%

幽默搞笑 47.4%

新潮时尚 42.2%

经典作品

(网络文学、心灵鸡汤)

(文学、哲学、历史等各类经典)
38.1%

经济分析 30.0%

时政解读、严肃文学、技术介绍、
漫画小品也是受访者比较喜欢的
类型

经典阅读值得提倡 经典著作，代表了文化中最高端的那一部分，经典阅读值得提倡。

开卷有益，丰富人生

你
为
什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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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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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71.1%

悠闲时间，轻松读书 58.3%

增加知识，赶上时代 48.8%
生活习惯，就是喜欢

陶冶情操，完善人格

排遣无聊，随便阅读

升职升级，必须读书

某书热门，不读落伍

上司推荐，必定要读

38.4%

33.8%

30.2%

23.3%

12.6%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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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出现，对经典作品阅读的影响非常大。因
为新媒体不仅有文字、有图画，还有音频、视频等各种多媒体技术，所
以趣味性也大大增加了。但这种在新媒体上的阅读方式，过分的便捷
化、舒适化、趣味化、碎片化，成为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一个灾难。

现在很多年轻人已经习惯了这种消遣式的阅读，我们提醒大家，
在新媒体时代也要坚持阅读经典。当然，以新媒体为载体的阅读最大
的好处是让人们的文化生活更加地民主化了。但我们在看到好处的
同时，也要看到它带来的问题。 （据人民网）

制图 赵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