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家什》
黄孝纪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以自己的故乡湘南

山 区 八 公 分 村 为 样 本 ，以 上

世 纪 70 至 90 年 代 为 历 史 背

景，选取乡村常见的 60 余件

老 家 什 为 写 作 主 角 ，讲 述 了

这 些 老 物 件 儿 背 后 的 那 乡 、

那 人 ，还 有 那 纯 朴 而 温 暖 的

故事，斑驳的画面闪烁跳动，

如同儿时场院里放映的老电

影，简朴而温暖。 （晓阳）

本书精心选取了与长城

有关的 50 件文物，如《寰宇全

图》地球册中的中国地图页、

老戏曲年画《孟姜女万里寻夫

全部》、匈奴人面青铜革带装

饰物等，通过这些文物，将长

城过往的故事娓娓道来。作

者别样的视角将给读者带来

新知的惊喜。

《长城的故事》
[英] 威廉·林赛 著 吴琪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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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邓崎凡

无元宇宙不产业。经历了 2021 的爆发

元年，元宇宙的产业热度还在持续增长。如

今，在出版行业，元宇宙不仅是一个人人谈论

的概念，更成为大家争先的实践。

日前，中信出版社与伊势集团旗下的

Eggor 项目达成独家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宣

布，将在 Web3.0（运行在区块链技术上的去

中心化互联网）、元宇宙、数字艺术品、区块

链实体应用等领域开展合作；更早的时候，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国民阅读研究与促进

中心和中国出版网联合发起元宇宙出版与

阅读实验室……

元宇宙新书发布会、元宇宙书店、数字藏

品、创作融合……行业玩家纷纷加码元宇宙，

“元宇宙+出版”已经给行业带来了看得见的改

变，大家都希望在这场行业重塑中占得先机。

重塑传统业务形态

什么是元宇宙？

在记者的通信采访中，中国出版网副总

编辑、虚拟现实产业联盟新闻出版专委会主

任委员王扬表示，元宇宙概念在学界和产业

界都没有统一的说法，元宇宙、互联网 3.0、全

真互联网等概念表达的意思基本相同，它不

是一项技术，而是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

云计算、虚拟现实等技术的综合应用。

最直观的改变首先体现在相关图书的大

热。据中译出版社总编辑乔卫兵今年 8月份

的统计，市面上名字带有“元宇宙”3 个字的

图书大概有 70种，其中，该社的《元宇宙》《元

宇宙通证》《元宇宙大投资》“元宇宙三部曲”，

合计销量已达 50 万册。百道图书影响力数

据平台的统计则显示，以“元宇宙”为书名的

图书全国一共出版了不少于 150种。

元宇宙已经开始重塑出版行业传统业务

形态。今年，不少出版单位“试水”元宇宙。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大圣哲》新书分享会在

元宇宙平台 Cryptovoxels 上举行，同时举办

围绕该书内容的主题大展“一本书照亮你我

的存在”。中译出版社的《产业元宇宙》新书

发布会同样在元宇宙平台举办。

此外，元宇宙书店也已落地。武汉理工

数字传播工程有限公司推出了元宇宙品牌沐

然星元宇宙书店。元宇宙书店是基于出版机

构的自营书店，而不是将出版机构的图书上

架至第三方平台。通过数字孪生、三维重建、

元宇宙通行证等技术，元宇宙书店可以栩栩

如生地还原书店的内部实景，让读者在“逛”

的过程中，不但可以实现“沉浸化”，还可以进

行社交、在线交易。

“元宇宙图书基于纸质出版物，但区别于

当前市面的融合出版物。”该集团副总裁、首

席运营官陈旻麒对记者表示，每本元宇宙图

书都包含了可供读者交互体验的元素，提升

了阅读的趣味性与互动性。

融合不止于数字藏品

什么是 2022年最火的元宇宙概念产品？

答案是数字藏品。今年，出版行业开始

大量涉足数字藏品领域。

百道网近期对今年出版行业有代表性的

数字藏品进行了一个总结：年初，北京长江新

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推出的数字藏品“贰

拾年光阴的故事”，定价 19.9 元、限量 8888
份，上线仅 20 秒就宣告售罄；人民文学出版

社限量发售正子公也《三国志》数字藏品，售

价 19.9 元，60 秒销售破 995000 元；海峡出版

发行集团数字藏品《天下妈祖》（盲盒）上线发

行，6000份藏品上线 5分钟即售罄……

第三方机构月狐的报告显示，除了在数

字藏品一级市场售卖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之

外，国内与数字藏品关联而带动的市场规模

预计 2026 年将达到 926.3 亿元，为市场带来

近千亿元规模的增量。

出版业与元宇宙融合，“数字藏品是一个

开端。”陈旻麒说。

AIGC（AI生产内容）创作、AR 和 VR（虚

拟现实/增强现实）等应用被认为是元宇宙给

出版行业带来的一项显著改变。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今年开展的首届虚

拟现实新闻出版融合发展案例征集，收到了

100余项相关应用案例，如教育出版单位利用

虚拟现实技术的 VR 教育、VR 职业培训等。

据掌阅科技相关人士对《工人日报》记者的描

绘：未来 AIGC 技术发展成熟后，理想的状态

下能够将文本故事转换成视频和 3D内容。

传统模式面临重启

未来，元宇宙还会给出版业带来哪些更

深层次的改变？

“个人化出版、泛在化出版、智能化出版，必

将使元宇宙时代的出版发生根本性变革。”中国

新闻出版研究院出版研究所所长徐升国表示。

从时间线上看，元宇宙发展可大致划分为三个

阶段：2021~2030年早期阶段，2030~2040年中

期阶段，2040~2050年成熟阶段。这意味着未

来10年之内，传统出版模式将再次面临重启。

“出版社应尽快赶上，为融合发展、数字

出版发行转型升级奠定基础。”国家新闻出

版署科技与标准综合重点实验室区块链版权

中心主任刘天骄说。

产学研联动正在成为探索元宇宙落地的

重要方式。今年 8月，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国

民阅读研究与促进中心和中国出版网联合发

起元宇宙出版与阅读实验室。实验室以元宇

宙与出版融合发展为核心，重点围绕元宇宙出

版与阅读，构建线上系统与线下服务一体化服

务模式，提供智库支持、教育培训、版权保护等

服务。实验室将建设元宇宙资讯中心平台、出

版与阅读平台，在开展元宇宙相关课题研究、

技术人才培训等方面进行进一步探索。

“数字化转型出版行业走了十几年，如今

站到元宇宙起点，应该尽早布局，掌握先机。”

王扬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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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版行业，元宇宙不仅是一个人人谈论的概念，更成为大家争先的实践

“元宇宙+出版”，会带来什么样的风景？
生活的符号 文明的记忆

《山居杂忆》
高诵芬 徐家祯 著 花城出版社

本书是脱口秀鼻祖、电影

大师伍迪·艾伦的自传。从布

鲁克林贫穷且温馨的童年写

起，回顾两次大学退学的轻狂

时光、担任综艺编剧的青葱岁

月，以及和老一辈喜剧大师的

友谊。并着重书写了漫长且

辉煌的导演生涯，讲述了一个

纽约穷小子成长为幽默大师

的轨迹。

《毫无意义》
[美]伍迪·艾伦 著 新星出版社

《越过山顶的太阳》（浙江文艺出版社）是俞敏（笔名肃其

羽）的新诗著，是一部既有个人情感，又与集体“经验”交互融

汇的作品。

俞敏谦称自己“不是诗人，只是热爱”。事实上，俞敏在上

个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写诗，是杭州青年诗社早期的重要成

员，不张扬地做着他的诗歌梦想。我们之间无话不说，却从不

谈诗，都是隐匿的诗的笃行者。

初读和深读俞敏感受是不一样的。俞敏不善于大事件、大

场景，初读，像在听诗人述说对日常生活的感想。再读时，却感

觉自己被作者的那双眼睛紧紧地抓住，是诗的一部分，或是其

中的一行，或是其中的一个意象。我是落叶，还是诗人是落叶？

曲踡了一夜的落叶/尚未苏醒/晨曦熔岩般开始蚕食/街
面，星星点点的眼睛/透着惺忪的烟火气//早起的人们/拉扯

出几枝生活的花瓣/把希望交给明天/交给霞光里/一群冲天

而起的云雀……

俞敏的诗歌具有上世纪 80年代大学生诗歌的青春态，在

今天回过头去看，那个时代的文风和形式，正是那一代人独有

的进程，诗是他们心声的代言，书写了那个时代的记忆。

时至今日，俞敏的笔锋不减当年的冷静、细腻，他一直在

用自己的诗心抵抗着。不仅如此，《越过山顶的太阳》，又是在

试图突破以前的写作维度，从星辰到太阳，本身就是巨变，是

一个隐匿诗人数十年对诗歌长期思考和无限自信的勇气。

俞敏的诗里你会看到生命中理性的万物，看到的、听到

的、遗落在记忆里的，还有对未来的预见……诗人理性地按照

自己的方式存在着，或静默，或不徐不疾地行动着。当俞敏用

他充满力道的词语记录它们的时候，诗人独有的内心，把词

根、词素的渲染力成倍地扩张。即便在一首诗中，看似某几个

意象毫无关联，但当这些意象如一处处滴落在纸上的色彩，渐

渐交融混合在一起时，那重新显现的颜色，就是诗人袒露的心

绪在静静流淌。

一些诗看似时间和空间无序、跳跃，诗中出现的形象也彼

此丝毫无关，但这种无序、跳跃，其实是用诗的方式在解释一

种必然。事实上，这些毫无关联的事物并未刻意地铺陈，而是

俞敏在被诗眼注视下，顺应着诗心的律动，摘下了活在世俗间

的面具，把自我融进万物。唯有如此，才不辜负生命的真实，

抵达生命的真情。

也许江南的吴侬细语，赋予江南人的多情，在俞敏心

里，诗性是包容的，善良的；诗说的话，是华丽美妙的，是真

实的——哪怕这种华丽美妙和真实并不存在，也不影响它们

诗的存在，存在于诗的理想中——从而哺育着真、善、美，成就

真、善、美的土壤。

历代诗歌以诗的通达，始终激荡着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

与中国文化相随，见证五千年的中国文明。诗歌给予了我和俞

敏，以及千千万万中国诗人太多的深情祝福，梦想，一次又一次

地启航，给予我们对待学习、工作、生活的真诚和朴实——

无论到什么时候，诗歌一定被我们一如既往地热爱，一如

既往地追随，成就我们的，与众不同的特质。

被诗注视的历程
——品读《越过山顶的太阳》

木汀

“元宇宙+出版”，给行业发展带来

新气象。站在新起点上，出版行业面临

新的转型发展，大家纷纷加快布局，以掌

握先机。

阅 读 提 示

一个世纪的往事如过眼云

烟。本书一位“大家闺秀”的百

年家族记忆，有传统中国的温情

记录，也充满了人生的悲凉和慨

叹。书中记录有上百人，食物、

风俗习惯、长辈、师友，以及面

目鲜活的仆人，详实、生动且传

神……那些普通人、普通事，温

婉如水却浸透心扉。

刘建民

时近岁末，哩哩啦啦前后历时大半年

的蜗居装修总算结束了。

其实早就有装修的念头。只是因为

单位要进行老旧小区改造，且动静比较

大，上下水、暖气、外保温层、窗户等等都

要更新，所以自己迟迟不敢有所动作。直

到今年春夏之交，小区改造正式落实落

地，住了 20 多年的蜗居方能借势装修，以

省却不少麻烦。

现如今，装修说简单也真不复杂，找家

价位适中，施工靠谱的公司，方案由设计师

出，拣个看上去挺好的略加调整即可。

老屋装修本身虽说不复杂，但搬家却

很麻烦。如果只有一套房，那就得先坐着

房屋中介的电动自行车，去附近出租屋踅

摸临时落脚点。户型朝向、家具有无、租金

高低，少不了费心思，搭时间。

搬家时，最让人头疼的是书。几十年

下来，客厅、卧室、阳台积攒了不少书。要

一一打包，标上记号，少说装了有 20 个纸

箱。这些书，有积尘不薄颜面暗淡的，有塑

封完整光鲜如新的；有上面留下五颜六色

笔道，曾一翻再翻的；有仿佛读过，但丝毫

没有印象的，也还有似乎从未过手翻览的，

哪怕是序与跋。

打包装箱时，曾想着淘汰些无用之书，

可翻来覆去哪一本都割舍不得，瞧哪一本

都有可取之处，值得将来翻一翻，品一品，

增长见识，颐养心情。于是全部装箱，为此

还额外付给搬家公司一份钱，理由无它，书

太沉。

装修完毕，又额外增添费用把书搬回

家。拆箱归置时，发现居室逼仄，实在不能

为每本书找到合适的位置，于是发下狠心

要淘汰一批。

其实，剔除一部分书的念头早前也曾

浮现过。可总觉得自己多年积攒下的书，

每一册都有价值和意义，每回扔之前都有

无数的反驳理由涌上，诸如，书里面写的那

么多内容自己都不晓得，等老了退休后一

定细读，等闲下来一定会翻翻，于是淘汰

书、扔书的念头土崩瓦解。

剔下来的头一批书，我用手机拍下其

封面，传给了一位好读书，曾因藏书超万

册而入选京城藏书状元的朋友，想着这批

书也许在他那里发一回热。朋友回微信

说：谢谢，那些书我都不要了。每年买了

不少书，看得很少，好多新书连塑封都没

打开。

也曾想借助网络，把书卖给有需要的

人，可一想到下单、寄书也不轻松，还要注

册成为经营者，于是网上卖书的想法虽然

很美但也只是一个想法而已。

朋友的微信提醒了我，跟随我这么多

年的书，有些我以前没有读，眼下不会读，

将来更不可能读。莫言说过，读书，要看财

力、时间和精力。即将进入退休生活的我

会拥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与书相对“相

看两不厌”吗？古人云：老骥伏枥，志在千

里。我能老当益壮，志在千卷否？想到这

里，难免气短。

归置中，我把书分成了两类，自己掏钱

买的书和作者朋友送的书。

送的书大部分有作者签名，署在惠存、

教正、一哂等常用字眼的后面。这些书凝

结着深浅不一的情谊，轻易不能舍弃。

那些与我断舍离的书，大多是我工作

后买的。上大学时买的书几乎没有剔除一

本，概因那时没收入，全靠父母支持、哥姐

帮衬，买的书不多，又都是挑了又挑的精

品。进入我剔除名单的书，只有一个标准：

今后会读吗？真的会再捧起来吗？如果不

是，那无论怎么权威无论什么专业，一律舍

弃，否则既是对居室空间的浪费，也是对书

本身的浪费与辜负。

剪不断理还乱的剔书

近日，记者途经海淀，看到“不再繁华”
有些日子的中关村显得很是冷清。也许是
疫情的原因，也许是寒冷的天气，街面上不
仅人迹稀少，连马路上行进的车辆也骤减。

感触之余，对书情有独钟的我，想到了
中关村街里的那家书店——那家号称“中

国最美书店”之一的书店。它还好吗？于
是，记者移步前往一探。

书店依旧是靓丽的模样，虽然没有了

往日人潮涌动打卡的场景，但明亮的店内
并不乏读者安坐阅读，静谧中透着温馨。

有道是一间书店会温暖一座城：只要
爱阅读的人在，明天一定会更好。

图为店内一阅读区。
本报记者 欧阳 摄

《劳动者的星辰》（上海人民出版社）一

书，作者稍显特殊：布展工、育儿嫂、地摊小

贩、顶棚匠、业余演员······他们的身份正如

书名所直截了当点明的，普通、平凡，是或许

需要“呐喊”才能被关注到的劳动者们。在他

们的笔尖下，流淌的多为自身生活的纪实，满

载着务工岁月中的酸甜和喜悲。这些经历和

感触化作点点星辰，绘就出新工人文学叙事

中的剪影，有艰辛，也有温情。

《“北漂”们的日子》记录了作为“北漂”的

“我”和周遭的一群外来务工者辗转谋生的故

事；《工棚记狗》《工棚记鼠》讲述了简陋、单调

生活中一群“糙汉”对生灵的温柔与细腻；背

井离乡的《暗夜前行》未必都能换来一片光明

前景；《一个四川月嫂的江湖往事》里，所有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所有为此承受的苦难都内

化为更坚忍的力量。

对时光流转间“变”与“不变”的精确捕捉

所激起的共情，也让工友们书写出的故事真

挚动人。《三个人，一棵树，四十年》诉说了经

过人世沉浮，少年情谊从天长地久化为一声

唏嘘；《红薯粉条》回忆了童年时期的贫穷所

带来的艰辛，对父母恩情的感念真切深厚。

书中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行走在故事

中的工友们，用流畅、平实的语言印刻下了属

于这一代人的痕迹。谋生、记录、写作，以或

柔软或犀利的笔触讲述自己的生活，是他们

从自发到自觉的坚持。

在面向文学时，工友们似乎短暂地脱离

了布展工、育儿嫂、顶棚匠这些职业所带来的

身份印记，成了作者，或者说作家，而事实上，

多重身份早已水乳交融、密不可分。在文学

作品中刻意制造辛苦经历未免矫情，以独一

无二的亲历者视角记录劳动者的真实生活和

心路历程更显可贵，此类兼具文学价值和社

会价值的作品更有力量。

在劳动者这一广袤概念的笼罩下，书写

本书的工友们只是万千人中的一员，而他们

恰好用手中的笔记录下了那份属于自己的星

辰。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本书又在呈现一种

观照，一种对每个个体特殊性的真诚观照。

普通与不普通之间的交融“在场”，也是这本

书的魅力所在。

“普通劳动者的每一次书写都是生活的

齿轮刻下的印痕。这些以文学之名留下的

‘星辰’，既见证了大多数人的生活，又留下了

丰富的时代声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研究员，曾多次与工友们讨论文学的张慧瑜

教授如是说。

仰望星空和回望来路一样，都会有或明

或暗的星辰闪着永恒的光。愿这星辰给所有

风尘仆仆中的人们以慰藉，在浪潮中被看见。

每颗星都值得被看见
时斓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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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里温馨的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