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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海 观 潮 读 家 之 言

畅销书应向
“长销书”转型

□史一棋

“公众需要能将宇宙奥秘娓娓道来
的‘说书人’，而理想的‘说书人’自然是
既业有专精又善于将其通俗化的优秀
科学家。”正如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
教授卞毓麟所说，相关图书创作需要专
职从事科普创作的队伍。

在大众阅读方面，我们能看到剑桥
大学理论物理学博士克里斯托弗·加尔
法德撰写的《极简宇宙史》（上海三联书
店），书中极少出现令文科生眼花缭乱
的公式，用场景化的描述展现了理论物
理学之美。作者目前主要致力于向公
众传播现代科学知识，并长期做客法国
电视台和广播节目。

我们也能看到《幽灵般的超距作用》
（人民邮电出版社）这样更偏重宇宙学、
物理学的作品，作者乔治·马瑟是《科学
美国人》专栏科普作家。在这本书中，作

者以幽默的语言、充满智慧的隐喻及大
量真实的故事，穿行于物理学前沿领域
的荆棘丛林中。正如本书译者梁焰所
说，相比科学家，科普作家更知道怎样讲
故事、写人物容易引人入胜。

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我国也逐渐
涌现出一批科普作家。截至目前，“到
宇宙去旅行”丛书（人民邮电出版社）已
出版包括《邮票上的天文学》《时间的故
事》《穿梭宇宙岛》《星座趣谈》等多部原
创图书。新近出版的《通往宇宙的窗
口》由天文学家、科普作家李元主编。
该书责任编辑毕颖介绍，相比《时间简
史》这种晦涩、深奥的图书，这套丛书受
众面更广，通过邮票、走进世界著名天
文馆和天文台等形式，为读者打开天文
科普的窗口。

（据《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太好了！都是畅销书！”近日的一
个上午，在市图书馆内，老城区的王洛
娟打开手机微信，在超星电子图书借阅
机上轻松“扫一扫”，不到1分钟，就把
20多本最新电子书收入“囊”中。

该自助借阅设备可供选择的图书
有3000余册，全为中国图书馆学会阅
读推广委员会推介的最新畅销书。读
者可通过两种方式分享：用微信“扫一
扫”扫描图书二维码，下载后可在线阅
读；下载超星移动图书馆客户端，扫描
图书二维码，即可把电子书下载到手机
上，可离线阅读。

“每月 15 日更新，每次更新 150
册，涵盖健康、小说传记、励志、文学名
著、少儿教育、历史地理、科学技术等
12个类别。这种方式迎合了读者的移
动阅读习惯，让阅读不受时间、地点限
制，而且不用付费。”市图书馆副馆长宋
润芳介绍。

其实，电子图书借阅机只是市图书

馆自助服务升级的一个缩影。
自助查询、期刊电子书、24小时自

助还书机、24小时自助图书馆、微信公
众号云阅读……在市图书馆，很多读者
通过自助设备办证、查询、借还图书、续
借图书，在自助图书馆查阅电子报纸，
工作人员则腾出时间为大家推介书目，
解答读者问题。

宋润芳介绍，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与应用，市图书馆积极牵手互联网，利
用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手段，建立官方网
站和微博、微信公众服务平台，打造手
机移动图书馆，建立移动阅读平台。读
者可在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上实
现馆藏查询、图书续借、到期提醒、电子
图书链接、数字资源在线阅读、活动公
告、报名预约、咨询反馈等，方便快捷地
享受公共文化服务。

在享受方便快捷的自助服务的同
时，读者也可免费使用市图书馆的海量
数字资源。

目前，市图书馆的数字资源已达到
20TB，数据库包括：CNKI 中国知网、
超星名师讲坛、博看期刊数据库、人大
复印资料、政府公开信息、点点动漫、时
夕乐听网。

其中，“牡丹文献中心”数据库为我
市地方特色文献数据库，涵盖牡丹史
料、牡丹人物、牡丹文学、牡丹谱录、栽
培技术等10余项内容，从不同的角度
对涉及牡丹文化方面的资料进行全面
搜集，从而满足不同人群对牡丹文献的
不同需求。

博看期刊数据库共分为10个子数
据库，收录内容涉及党政、时事、军事、
管理、财经、文摘、文学、情感、家庭、健

康、时尚、娱乐、科技、教育等 40 多类
2700 多种主流畅销人文期刊，总计超
过170万篇文章，是现今最大最全的人
文畅销期刊数据库。

点点动漫数据库包含点点电子书
库阅读软件和数字动漫书籍及阅读平
台，有“文化·国学库”“风趣·幽默库”

“历史·神话库”三大类别共计5880册
正版电子动漫图书，通过公共电子阅览
室和图书馆网站为广大少年儿童读者
提供公益性阅览服务。

这些数字资源在局域网环境下
使用，读者可在市图书馆电子阅览室
下载。

本报记者 常书香 通讯员 刘海阳

近年，兴起了不小的“出书热”。但凡是在某一个领域取
得了点成就、出了点名气的人，就得写本书。似乎不出一本
著作，总觉得少了什么。

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客观地讲，这是图书出版大繁荣、文
艺创作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创作与需求都十分旺盛的重要表
现。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为加快创作速度，追求所谓
的“著作等身”，创作当恪守的底线也屡屡面临挑战：某知名“80
后”文学作家被指作品内容大量复制抄袭；某著名书法家被疑
著作剽窃研究生论文；部分出版物虽避开了“字不够，图来凑”
的纠结，但仍不免有“用一种书制造另一种书”的尴尬。

为此，有专家疾呼，当前的图书出版市场，在一定程度上
陷入了“看似无拘无束实则根底薄弱”的窘境：一方面是出版
物数量急速增加，但另一方面是质量良莠不齐、质量堪忧。

如何防范？坚持正确的创作初衷是第一要义。环顾当
下，虽然大部分作者还是为了立说传言而著，但也不排除为
扬名显利而著，“为名利写，写名利，请名利评判”，最终，导致
整体图书质量的下降。

对此，前辈已经为我们做出了示范。多年前，贺敬之就
曾评价自己执笔的《白毛女》，认为“这部歌剧是为人民写，写
人民，请人民评判”。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从《暴风骤
雨》到《王贵与李香香》，从《兄妹开荒》到《小二黑结婚》，在

“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放歌”的潮流下，一大批感人肺腑、脍炙
人口、深入人心的优秀文艺作品，唤起中华民族团结进取、抗
击敌寇的革命激情。历史告诉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需要文艺工作者怀敬畏之心，文艺作品秉恭谨之态，
在此基础上力促创造性转化，力争创新性发展，而不能注重
一时而无视传承、追求数量而忽略质量。

同时，不浮躁，坚持沉潜之心搞创作也至关重要。遏制
创作功利化趋势，就要冲破心浮气躁的障碍，摧毁追名逐利
的“心墙”。

路遥啃着馍写出《平凡的世界》，陈忠实只身回到乡下祖屋
创作《白鹿原》，贾平凹在深度调研当地方言文化后才搦管操觚

《秦腔》，这三部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都是潜心定力搞创作的
代表。当下，心无旁骛谋创作是最稀缺的态度，那些“网红”写
手应争取向“长红”作家靠拢，畅销书也应朝“长销书”转型。

当然，要根治创作功利化的宿疾，不仅需要作者的诚心，也
需要出版社严格把关。出版社不能在蝇头小利中迷失方向，任
由低质量文艺作品流向市场。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
前途的灯火。”鲁迅先生的话至今看起来都还有很强的针对
性。与其将文字匆忙推出付梓，不如多多回炉、悉心雕琢，让文
艺的火光更多地迸发喷薄，把创作的激情引入更广阔的心灵天
地，这才是对读者负责、对市场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

（据《人民日报》）

隋代以后，西苑逐渐成了洛
阳种植牡丹最多的地方。唐代及
武周时，武则天在西苑基础上建
了神都苑，大量种植牡丹；宋代，
西苑东北一隅是牡丹极盛的董家
花园；明、清时，董家花园又变成

了李家花园。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是牡丹苗圃和牡丹基因库，
1999年成为国家牡丹园。

明、清时的李家花园有八景，曰：第一春宫、凝碧飞、石头芙
蓉、刘公遗墨、新篁绕翠、三秀涵雅、凤鸣宝花、凤阁刻石。据
传，清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三月初三午时，李家花园牡
丹盛开，有凤凰飞至园中树上与群鸟合鸣，此乃祥瑞之兆。年
届九十的花园主人李献廷于是大会群贤以示庆贺，命名凤凰驻
足之处为“凤鸣岗”，并请当时的雕塑大师索执信创作了大型雕
塑“凤鸣宝花”，立于凤鸣岗之巅，在其侧建“凤鸣阁”。但是，这
些都在1945年5月被日本的飞机炸毁。近年，“凤鸣宝花”雕
塑已经恢复，清代“凤鸣宝花”雕塑人索执信的第十代传人、洛
阳当代雕塑家索望先生重新创作了“凤鸣宝花”。

话说隋炀帝自从有了西苑，就日日夜夜沉醉在这里的美
景和美女之中，经常带着后妃宫女、歌舞乐班在此观赏游玩，
宫苑亭阁里、舟船车辇上，仙乐袅袅，羽裳飘飘，彻夜不息。

隋炀帝还爱湖，他作湖上曲《望江南》八阕，分别吟唱了湖
上月、湖上柳、湖上雪、湖上草、湖上花、湖上女、湖上酒、湖上
水。他在一首《东宫春》中吟道：“洛阳城边朝日晖，天渊池前
春燕归。含露桃花开未飞，临风杨柳自依依。小苑花红洛水
绿，清歌婉转繁弦促。长袖逶迤动珠玉，千年万岁阳春曲。”

关于隋炀帝陶醉于西苑牡丹，有一个故事堪为传奇。传
说，隋炀帝一宠妃站在西苑楼阁上观赏牡丹时说：“牡丹为花
中之王，颜色虽好，可惜楼高花低，看不清楚，辜负了那天香国
色，如果牡丹高如楼台就好啦。”这位妃子顺嘴胡言无异于梦
中呓语，周围的人皆一笑置之无人理会。谁知，隋炀帝闻听此
言却认真起来，也许是这位妃子的话挑起了他不着边际的狂
想，或者迎合了他无限膨胀的欲念，他立即命花师：“栽种12
株高齐楼台的牡丹，每株开三色花，违令者斩。”

隋炀帝的御旨令花工们大惊失色，皆不敢言。还是太监
刘天照想出了一个主意，即诏令天下花师会聚洛阳，集众智而
行。炀帝采纳了此议，各地花师应诏而来。来自山东曹州的
花师齐鲁恒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牡丹嫁接在树上试一试。
于是，他用杏、桃、梨、枣、桑、槐、椿等10种树木各20棵嫁接
牡丹，又选 10 人各嫁接一棵，结果唯齐鲁恒一人嫁接成功。
他在椿树上嫁接的牡丹高齐楼台，那位妃子的呓语在隋炀帝
的操作下竟鬼使神差地变成了现实。

不过这终究是一个传奇故事，从现代生物学的角度看，亲
缘关系如此疏远的植物种要嫁接成活是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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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载

宇宙那么大，我们去看看
“宇宙的广袤真实地摆在我的眼前，即便作为中华民族第一个飞天的人，我已经跑到离地球表面

400公里的空间，可以称为太空人了，但是实际上在浩瀚的宇宙面前，我仅像一粒尘埃……”在正在
热播的《朗读者》节目中，“中国载人航天第一人”杨利伟的著作《天地九重》中的文字，被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飞行学院的学生们朗读出来。

自年幼望着夜空中星汉灿烂时起，每个人就对宇宙充满好奇。不能像杨利伟一样幸运地踏上太空
之旅，我们至少能通过图文并茂的天文书了解宇宙。在天文书中，不仅有皓月星辰的灿烂图景，也有物
理理论、数学公式，读懂它们，宇宙将在你眼里换一番景象，崭新的宇宙观也将在脑海中建立起来。

尽管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在不断深
入，但对于每个个体来说，从门外汉到天
文爱好者，要读懂宇宙并非易事。百科
全书是向读者普及相关知识的一种重要
形式。目前，国内出版的天文学专题百
科全书正越来越贴近读者，尤其对于小
读者来说，能从中获得趣味盎然的阅读
体验。

《中国儿童视听百科·飞向太空》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就是一套由
众多科普作家和天文学家打造的中国
原创科普启蒙百科类图书。“今天翻开
这部‘天书’，踏进那触手可及的深邃世
界，明天的你也许将飞往外星，与那里
的居民进行一场友好谈判。”这是该书
编委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自远
饱含深情地为小读者写的一段话。

图文并茂是天文图书的重要特点，
而《中国儿童视听百科·飞向太空》通过

《书中玩游戏》《“码上”看影片》《奇思怪
问》等栏目设置，让增强现实场景、精彩
视频和孩子关心的代表问题在书中交互
呈现，使得全书互动性增强。与市场上
较为常见的引进版图书不同，这本书在
框架总体设计上，把中国的航天发展知
识内容作为重点，设计了长征火箭、神舟
飞船、中国探月工程等主题页，向小读者
播下中国“航天梦”的种子。

“在今后的几十年里，中国将比其他
国家更能推动我们对宇宙的理解和对空
间的探索。因为它有传统，有资源，有飞
速的发展，以及巨大数字人口带来的智
力资源。”英国皇家学会会长马丁·里斯
在《DK宇宙大百科》（电子工业出版社）
序言中有感而发地写道。

《DK 宇宙大百科》一书系统而通
俗地介绍了宇宙的演化、发展、现状和
未来预测。该书策划编辑苏琪说，书
中 80 多万字用两年翻译出来，书中名
词由中国天文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
定，权威性强；书中引用了欧美发达国
家权威机构提供的 1000 多幅图片和
图表，其中众多图片的珍贵程度，一般
图书难以企及。

精美绝伦的图像，配以生动、专业、
简明的语言，用画册来解读宇宙中蕴含
的丰富信息，是近年受天文爱好者在读
图时代追捧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中一
些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画册，非常具有收
藏价值。

由后浪出版公司策划出版的《行
星》《宇宙》（江西人民出版社）分别由
200 多张精美图片构成。一般的纸质
图书都是平面产品，但通过精心编排，
能够向读者呈现立体感。阅读《宇宙》
和《行星》，就能在脑海中建立起对宇宙
的直观印象。该书营销编辑杨宝云介

绍，《宇宙》将星球按照与地球的距离排
列，从月亮到太阳系外，再到银河系外，
一直到宇宙尽头。“在这样的图片组织
形式下，远离地球你能看到什么样的宇
宙景观，《宇宙》这种画册给出了最好的
答案。”杨宝云说。

用世界一流设备拍摄的精美图片，
搭配兼具探索精神与浪漫情怀的文字，
除《宇宙》《行星》之外，《地球与太空：美
国宇航局珍贵摄影集》（北京联合出版
公司）、《通过哈勃看宇宙》（上海科学技
术文献出版社）等书在视觉冲击力方面
也非常突出。

百科全书
打开一扇“天窗”

精美画册带来视觉冲击

科普需要原创声音

市图书馆自助服务升级
手机扫一扫，海量数字资源可免费使用

杨利伟以坦率而真挚的方式，通过《天地九重》讲述
了自己的成长历程，回顾了一个小城少年如何成为军
人、成为一个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如何通过艰难的、接
近完美的训练，终于成就了自己见证和创造奇迹的人
生。扫二维码阅读该书书摘《非常生活 非常感受》

短网址：http://shouji.lyd.com.cn/n/797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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