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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江边论道

一本图书，特别是好书，如果仅仅在书店绽放一次，不但

是对出版资源的巨大浪费，也是对读者多种文化需求的漠视。

而出版文创产品，恰恰就成为连接作者与读者、编者与读者的

一种全新的纽带。

■来论

■观察

中央网信办近
日发布了《关于加
强“自媒体”管理
的通知》。新规从
加强谣言管理、强
化资质认证、规范
账号运营等 13 个
方面入手，要求网
站平台压实信息内

容管理主体责任，以对“自媒体”常态化的
管理制度，推动形成良好网络舆论生态。

从逻辑上来看，13 条措施的出台，
反证了传播场域在地的实况，说明网络催
化的谣言和误导信息有振荡上行之势，

“自媒体”尤甚，从而进入到了规制必涉
的常态之境。

社会常识有曰：道义性出自紧迫性。
稍加冷静观察不难得出结论：谣言正上升
为当代社会与公民生态场中的一个痛点，
成为很大的技术—伦理复合性问题。为

此，国家立法与政府规制，紧随技术的快速
演进，也进入了密集、近控的功能释放区
间。仅就网管规制而言，2018 年以来，中
央网信办就出台了多部规章，规制对象各
有不同，今年则落在了“自媒体”上。

“自媒体”谣言人人责之。以往认
为，似乎只有坏人才会制造谣言。但就人
性而言，善意与恶意的行为出发点，均有
着产生谣言的动能。网络统计资料表明，
由中性乃至善意出发而制发的不实信息，
在不实信息总量中占有三成左右的比例，
过去此类信息被称作“传言”，但传言并
非无害，在流变中极易产生形异，从而演
变出有害的各类谣言亚种。由此可知，谣
言并非全系彼岸之人放火，完全可能由此
岸之人有意无意为之。

以往理论界很推崇“自净”的功能，
认为谣言与误导在传播中经广泛辨识后，
会得到自然矫直。可是严酷的事实证明，
信息场域自净的充要值，当下已衰减至微

效。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极速传播加持
下，严重社会后果产生之迅疾程度，已使
自净辨识无暇应对。这是因为，从概率角
度分析，微量的恶意在日益强大的信号增
强场域中，通过诉诸人类的恐惧本能、厌
恶的前置情愫——审丑等，大概率聚变为
瞬间巨量传播。

此外，人工智能的介入，使谣言的要
素备置成为易事，使人轻信。打个比方，
全能覆盖式谣言如同花哨的盲盒，遍布于
各式频谱场域，基本上可以细分出适宜各
种受众的信息片断与信息组合，个人受众
难以辨识。

客观来看，就趋势而言，谣言的增量
将数倍于真实信息，这是因为当下细分的
受众受体，各自极其容易、几无成本地都
被赋予了信息反噬能力。正常信息通过各
种反噬之后，羼入的元素杂多，从而不再
客观，直至误导和有害。

当下，各国立法机构都致力于网络行

为规则的制定。要看到信息领域处于缺陷
型场域的常态，如果想要这种常态不至于
演化成危害社会的异态，就必须在治理方
面留足适时、适当干预的接口，这在各类
不同制度条件下均成为治世要件。不久
前，法国大规模骤然骚乱与迅速平息的决
定性要件，都取决于对网络“自媒体”的
是否放任与有效管控，俾可资明鉴。

《关于加强“自媒体”管理的通知》
13 条措施的伦理背景，还在于传播伦理
观的亟待更新。善与恶、好与坏、责与无
责、技艺与意识等，在传播中很难再有非
A即B的择定判断。传播场域的约束性端
口急需前移，如同自然环境，如果人人有
意无意污染，则环境无从治理。且在网络
上长期以来欠缺“行为边界”，致大量

“自媒体”心无下限，专戳用户的痛点、
爽点，以情绪为食饵，即使不违法，也违
背伦理道德，这并非全以责人，无以责己
之境，恐应整体应之、肃之、律之。

对“自媒体”规制的常态之境
□江作苏 陈妮

眼下，出版文创虽然不是什么新鲜事
物，但是因为它是嫁接在图书上的衍生
品，时常能引发广大读者关注，特别是在
一些节假日或重要历史事件的时间节点，
那些契合节点的出版文创爆款，还会是网
友和消费者热议的话题。由此看来，优质
的出版文创，不是可有可无的图书加持和
点缀，而是出版机构新的经济增长点。

近日，一则《在上海最高书店遇见国
漫大牌！三毛能看还能“吃”》 的新闻
引发了笔者对持续多年的出版文创如何
继续提升其品质、契合读者阅读共情的
思考。

据报道，今年正值三毛形象诞生 88
周年之际，《三毛漫画全集》全9册不久
前在上海最高书店朵云书院旗舰店首发。
选择在上海最高的网红书店首发，本身就
具备诸多看点。而蔚为大观的《三毛漫画
全集》，首发之日还配备了一个三毛漫画
精品展，同时，新研发的三毛文创冰淇淋
引发了读者兴趣，不少小朋友纷纷选购。
冰淇淋呈现了可爱的三毛形象，分榛仁巧
克力、牛奶香草口味，将美好的阅读时光
定格在甜蜜滋味中。

可以设想，在上海最高的书店，小读
者在家长的带领下，一边翻阅《三毛漫画
全集》，一边吃着可爱的三毛冰淇淋，这

该是一种多么惬意的阅读场景呢！
对于出版机构来讲，把出版的名著和

畅销书进行多维度、多场景开发，也是一
种大势所趋。众所周知，出版一本图书精
品，要倾注出版人大量的心血。有的图
书选题，更会是举全社之力，上下联
动，方才取得了不俗的出版业绩。不
过，一本图书，特别是好书，如果仅仅
在书店绽放一次，不但是对出版资源的
巨大浪费，也是对读者多种文化需求的
漠视。而出版文创产品，恰恰就成为连
接作者与读者、编者与读者的一种全新
的纽带。有的读者本身就是相关图书的
忠实粉丝，而出版文创会让他“爱屋及
乌”，还会尽情地拥抱该图书的文创产
品；有的读者，本身不是读者，会因为

喜爱相关的出版文创，而最终追本溯
源，成为该产品的源头——图书的粉丝，
由此完成了客户向读者的转变。

三毛冰淇淋系列产品，会让小读者在
好玩、有趣、好吃中度过难忘的阅读时
光，最终会热情拥抱 《三毛漫画全集》。
从三毛冰淇淋，笔者想到，出版此书的少
年儿童出版社还可以继续研发三毛文创系
列产品，比如三毛笔盒、三毛手提袋、三
毛手机壳、三毛背包、三毛雨伞等。

其实，如同上海的少年儿童出版社一
样，有不少出版机构自身拥有多年的传统
出版 IP，如何让其走出出版深闺，拥抱
新时代的年轻读者，是一道既现实又迫切
的必答题。

如今出版文创早已不是出版社的累

赘，而是跨越式、持续性、多业态发展的
一个必然选择。为此，很多出版机构进行
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探索。

近年来，在出版文创做得风生水起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一个仅仅18平方米
的小屋，门上挂着“朝花夕拾文创咖啡供
销社”的牌子，屋内摆放着各式各样“人
文之宝”文创产品，最贵的文创高达几千
元。吧台上也充满了有趣的菜单，如文豪
盲盒、老人与海、张飞拿铁、神曲目录。
看得出，该社文创将自身出版的名著进行
了极为广泛的挖掘，特别是不少有关《红
楼梦》 和鲁迅作品的文创，十分新颖别
致。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人民文
学出版社“人文之宝”品牌产品就多达
566 种，销售 18 万余件，累计销售额近
2900万元。

笔者认为，要让文创产品与当代读者
的文化追求息息相关，与读者的文化生活
高度契合，尤其需要打共情牌，打文化
牌，让文创产品的商业价值、文化价值深
入绽放，形成规模化、产业化，与图书出
版形成互补互促的关系，进一步放大图书
的价值。在此意义上，三毛冰淇淋的上
市，或许对出版文创有一些新的启发。因
为优质的文创，不但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还能唤醒其阅读的渴望。

出版文创需要与读者打共情牌
□赵强

书无穷尽时，但惜夏日长。在这炎热
的季节，阅读可以凝神静气、自生凉意。
暑期正是培养孩子阅读习惯的好时机，不
少学校给学生们开列书单，很多家长也跟
孩子一同捧起了书本。（8月15日《光明
日报》）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贯彻落实去年印
发的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2022 年
版）》关于“倡导少做题、多读书、好读
书、读好书、读整本书，注重阅读引导，
培养读书兴趣，提高读书品位，培养整本
书阅读的习惯”的要求，不少学校都要求

学生在暑假阅读中增加“读整本书”，并
开出了书单。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2022 年
版）》中的“第四学段目标”指出，学生
应“每学年阅读两三部名著，探索个性的
阅读方法，分享阅读感受，开展专题探
究，建构阅读整本书的经验。感受经典名
著的艺术魅力，丰富自己精神世界”。为
此，有学校给孩子们开列的暑期书单里，
经典著作占比较大，如《时间简史》《三
国演义》等。

研究表明，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提

升阅读能力，能增强语言能力，学会与
人交往乃至增强文化自信，挺起“精神
脊梁”。正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
自有颜如玉”，时至今日，读书已不再那
么功利，但我们仍需要从阅读中获得更
多人生体验和聪明智慧，并汲取其中的
养分。

然而，我国儿童青少年阅读状况依然
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第二十次全国国民阅
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未成年人阅读能力
平稳提升，阅读率和阅读量均较往年有所
增加。2022 年，我国未成年人图书阅读

率为84.2%，人均图书阅读量为11.14本。
而 2021 年我国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为
83.9%，人均图书阅读量为10.93本，可见
在阅读上，孩子们还需加油。

而利用暑假阅读尤其是“整本书阅
读”就显得非常重要。暑假时间较长，使

“整本书阅读”成为可能。如今，很多家
长对孩子的学业忧心忡忡，舍不得花时间
让孩子阅读。而阅读是培养青少年文化自
信的精神摇篮，用阅读丰盈青少年的精神
世界，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因此，让孩子

“整本书阅读”能受益终身。

“整本书阅读”，可使孩子受益终身
□刘天放

在扫描影像中，元刻明递修本 《汉
书》，字体端庄秀丽，泛黄的纸张写满了年
代感。这本藏于如皋图书馆的古籍，入选第
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在穿上“数字化”
的外衣后，进入大众视野。（8月15日《南
通日报》）

古籍，那些装载着岁月痕迹和智慧结晶
的文字，一直是我们连接历史的纽带。然
而，如何让这些“沉睡”的珍宝重新焕发光
彩，成为当下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如皋图
书馆所实施的珍贵古籍数字化计划，不仅将
古籍赋予了新的生命，更在文化传承方面探
索出了新路。

纸张的老化、时间的侵蚀，使得古籍
宝贵的资料逐渐面临破损和丢失的风险，
珍贵古籍的数字化，恰恰为这些古老的文
字带来了全新的生命。通过高分辨率的扫
描技术，古籍的内容被还原得栩栩如生，
同时数字化的形式也让这些文字的传播更
为便捷。这不仅是对古籍本身的保护，更
是对中华文化的传承，能够让更多人了
解、学习、研究。

如皋图书馆的古籍数字化项目，是科技
与文化的美妙融合。通过专业的扫描仪，珍
贵古籍被还原成高清的图像，这种数字化的
手段使得古籍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被
广泛传播。从古籍室的书架到互联网上的数
据库，古籍通过数字技术走近大众。科技的
赋能不仅仅是数字化的过程，更是让文化以
更富活力的方式传承下去。

从纸质到数字，这其中涉及的技术问题
和人力投入都不容小觑。每一本古籍的每一
页都需要进行扫描，这项繁琐的工作需要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正是这种技术和人力的结
合，让珍贵古籍得以重新呈现。无论是研究
者、历史爱好者还是普通读者，都可以通过
网络平台访问这些珍贵的古籍。这不仅丰富
了个人的知识体验，也让古籍的文化内涵得
以更广泛地传播。

古籍数字化的步伐正在加速，然而这只
是一个开始。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我们有
理由相信，古籍将会在未来发挥更大的作
用。我们可以期待更多的古籍被还原，更多
的文化宝藏被挖掘。与此同时，作为古籍数
字化的推动者，我们也要认识到，这是一项
充满责任的工作。保护和利用古籍，是一项
需要长期投入和坚定信念的事业。只有将技
术与情感相结合，才能让这项工作取得更大
的成就。

古籍数字化不仅让古籍走出了“深闺高
阁”，更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的活力。在科技
的引领下，文化传承的舞台更加广阔。

古籍数字化：让文化
传承的舞台更加宽广
□孙维国

近期，“结婚登报”在全国有流行趋
势，“纸”上公告以其少有的庄重、浪漫、
镌刻，直击“90后”“00后”新人对仪式感
的强大需求。据说，有的报社因此提高了结
婚公告价格。（8月3日 上游新闻）

在民国时期，“结婚登报”就是很时尚
的事儿。改革开放以来，“结婚登报”一度
流行，有的单位还作为一种职工福利；送
一则纸媒结婚公告，往往成为亲友礼物。
近10年来，随着婚礼个性化多元化，以及
互联网阅读盛行，“结婚登报”已经少有人
问津。

那么，“结婚登报”为何重新热起来
呢？笔者以为，首先是其较高的收藏价
值。有人说，报纸有什么可以保存的，网
上一搜都有，其实，很多东西，一旦时间
长了，网上搜不出、搜不全，如果还在的
话，怎么能跟报纸相比，那是有板有眼有
型有色，它可以用手触摸，随时展开来看，
如果保存科学，百年之后依然有模有样。报
纸档案与电子档案感觉还是有较大区别，而
且电子档案必须凭借屏幕看，时间长了少了
一种怀旧感。

其次是庄重感。纸媒的口碑向来很好，
因为纸媒内容相对严肃、权威，从来不“糊
弄”读者。网络媒体虽然传播快、影响广，
有时动感强，但网络生态有时不免鱼龙混
杂、以讹传讹，给人的可靠程度不如纸媒。
同时，纸媒电子版兼具网媒功能。结婚乃很
严肃的终身大事，与纸媒搭配，也表现出当
代青年人对婚姻的珍重，何况纸媒在网上也
就成了网媒，集两者之优点。

所以，笔者以为，对于纸质媒体或者说
纸质载体，我们不能妄自菲薄。尤其像一些
官媒，无论是人力投入还是梯队培养、内容
采集、技术推进等方面，要进一步在深度报
道、理论引导、独家视角等方面继续狠下功
夫。也不能唯经济效益论，要把社会效益放
在首位。须知，在众声喧哗中，往往是纸媒
一锤定音。

“结婚登报热”让我们看到纸媒“又
一村”。

“结婚登报热”
彰显纸媒公信力
□林上军

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中
央外办、外交部、教育部等10部门联合
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论坛活动规范管理
的通知》。《通知》要求，论坛活动名称不
得随意冠以“中国”“中华”“全国”“国
际”“世界”“峰会”“高端”“高峰”“巅
峰”等字样。

对此，有媒体评论说，论坛活动绝不
是越多越好，而是必须规范有序、名副其
实。各地各部门应坚持问题导向、标本兼
治，强化联合整治举措，建立健全管理长
效机制，深入治理论坛活动过多过滥问
题，推动论坛活动不断提高质量，使其充
分发挥促进发展进步的价值作用。

尹志烨/视觉中国

深入治理
论坛活动过多过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