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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边论道■时评

古旧书的流通与价值再造是一篇大文章。如何在时间的

长河中，让图书的价值与魅力永存，就需要出版人在品质上加

大投入，应永葆一种职业追求，让自己经手的书即使若干年之

后，依然能为读者带来阅读价值。

■来论

《双周评论》专版关注近期新闻出
版广电行业的热点问题和新闻事件，也
关注宣传思想文化战线重大问题和宏
观政策。本版开设有《时评》《灼见》《来
论》《观察》《有话直说》《一家之言》《争
鸣》等栏目，单篇一般在600至1500字
之间，特别优秀稿件可以适当放宽。欢
迎行业人士及广大作者赐稿。

投稿邮箱：xwcbbpl@163.com

征稿启事

对很多读者来说，痴迷古旧书成为阅
读常态，一些以古旧书为主题的书市上人
潮涌动。在北京，“旧书新知·读书报
国”报国寺古旧书市给了爱书人很多惊
喜，从今年 3 月起固定于每周末开张，
将一直持续到金秋十月。在天津，“阅旧
知新 文古润津”海河旧书市集也将于3
月31 日拉开帷幕，让爱书人在故纸中感
知津沽文脉。

看似貌不惊人的古旧书市场，在全国
的图书市场上虽然不是占据着主流地位，
然而它不断增长的市场潜力不容小觑。它
不但能有效激活古旧书的价值，促使其再
流通、再增值，还能为新书的出版提供宝
贵的市场预期。更重要的是，古旧书在市
民中走俏，拓展了全民阅读的深度与广
度，让古旧书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得到更有效的传承。

有心人不难发现，京城兴起古旧书
热，还是近几年的事情。尤其是 2023 年
北京春、秋两季书市上，都设置了古旧书

展区，近90万读者走进书市现场，实现
旧书销售收入近400万元。

如果说，报国寺古旧书市和北京春、
秋两季书市是古旧书热潮的引爆点，那
么，在琉璃厂文化街常年坚守古旧书经营
的中国书店、潘家园的古旧书一条街、孔
夫子旧书网等古旧书专营机构就是京城古
旧书热的加速器。数据显示，北京去年古
旧书刊销售额已近亿元规模。

笔者以为，古旧书的魅力不仅仅在于
书籍本身，更因它所传递的文化符号、文
化故事、文化情怀而历久弥珍。在我国这
样一个出版大国，能成为当年畅销书的仅
仅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大部分会陆续成
为旧书。与其让这些没有被更多读者所知
晓的旧书变为库存甚至走入报废一途，不
如让它们在古旧书市场上流转起来。况且
更多时间的磨砺未必都是一把严酷的

“刀”，还是一个试金石。那些具有很高的
文化价值、阅读价值的图书，即便变成旧
书也能被激活。

古旧书市的火爆还启示我们，古旧书
的流通与价值再造是一篇大文章。正如每
个人都会变老一样，新书从出版之日起，
就会逐渐向旧书行列靠拢。如何在时间的
长河中，让图书的价值与魅力永存，就需
要出版人在品质上加大投入，应永葆一种
职业追求，让自己经手的书即使若干年之
后，依然能为读者带来阅读价值。

如今众多的读者涌进古旧书市，充
分说明在当下怀旧消费的热潮中，不单
是老物件、老品牌、老国货得到追捧，
那些承载着时代印记的古旧书也会让人
眼前一亮，同当代人特别是年轻人产生
强烈的共鸣。古旧书所蕴含的深深的文
化底蕴，本身带有的时代烙印，都让当
代读者感到欣慰。即使是这个书市上抢
手的连环画，都能让人无限感怀，得到
一种心灵慰藉。

让古旧书热潮激活更多阅读空间
□赵强

享乐园可不是好
进的，童话故事中匹
诺曹误入享乐园，不
仅长出了驴尾巴，还
长出了驴耳朵，悔之
不及。后来有公司把

“匹诺曹谎言”改编
成了网络游戏，重要
原因是原著中匹诺曹
的冒险经历跌宕起

伏，“被吞到鲸鱼的肚子里”就很适合魂类
游戏的改编。而且原著中的故事风格比较黑
暗荒诞，这使得游戏充满“魂味儿”。

说到“魂味儿”，我国古代文学中莫过
于庄周梦蝶。庄子运用浪漫的想象力和美
妙的文笔，通过对梦中变化为蝴蝶和梦醒
后蝴蝶复化为己的事件描述，提出了人不
可能确切地区分真实与虚幻，以及生死物
化的观点。虽然故事十分短小，但由于其
渗透了庄子哲学的精义，成为庄子诗化哲
学的代表。

在当下的信息环境之中，沉迷于享乐园
并非是一件完全文艺范的事儿。本来互联网
的主要功能不是娱乐，它是生产工具，也是
交流平台，其严肃性自不待言，稍有徧差，
造成的损失可不是闹着玩的。偏有很多轻信
者，陷入无度的信息享乐，忘记了畸形的信
息偏好，会把自己的本我侵蚀掉，不知不觉
像匹诺曹那样长出驴的尾巴和耳朵，成为异
样的识别标志，让人看了忍俊不禁。

在主体意识高扬的现代社会，不能忘
记再怎么高扬自我，接地气是非常重要的
处世前提，说话行事都要顾及自己的身份
立场，也要顾念他者的利益和感受，这就
必须区分真实、虚幻和生死物化之别。中
东的战端，俄乌的冲突，哪儿有虚幻容身
之处？一丁一点都是实实在在的利益，甚
至是生命之寄。

线下的残酷性，要求不得不经常置身于
线上环境的当代人，必须要清醒。而现在，
成年人暂不去论了，孩童们过早浸入了虚幻
的网络文化场景。他们打开屏幕，几乎看不
到什么实景节目，而从变形机器人到“魂味
儿”十足的虚拟空间野蛮膨胀，仅奥特曼就
衍生出78种，占领了孩子们的心灵，让他
们遨游于“魂味儿”之间。

这种享乐园不收门票，但它有烙印，岁
月流逝也会产生代际影响。从心理的角度
看，人的成长必然受信息裹挟，真实与虚幻
不分的儿童，想象力会丰富一些，不过情感
互通、素质养成、技能培育方面肯定是有待
补足的。常识告诉我们，上学时偏科很不
好，而少儿文化场景的“魂味儿”太重更不
好。很多孩子写作文时眼前的真事写不出，
而魔幻的打打杀杀却描绘生动，这是件令人
叹息的事。

媒介素养的早期养成，还没有真正被多
数人重视。当然不必大惊小怪于儿童看多了
魔幻性的节目，但是如果像放任匹诺曹进入
享乐园那样不管不顾，其前景虽然不会变成
驴，但心智是不是健全，那还真不好说。

当匹诺曹
进入享乐园
□江作苏

一位网友表示，其父亲在视频网站
被自动续费4年，支出近千元。在黑猫
投诉平台，关于自动续费的投诉多达
15 万条，音视频软件、办公软件等是
重灾区。（3月27日极目新闻）

2023 年 2 月，央视曾对 50 款热门
付费软件做过一项调查，发现七成以上
都有自动续费的功能，并且很多都存在
忽悠用户自动续费的嫌疑。有的只要购
买付费服务，就不经意被自动续费。一
旦消费者“中招”，付费容易退回难。

事实上，《电子商务法》规定，经
营者搭售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以显著方
式提请消费者注意。2022 年 5 月 1 日，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正式实施，
其中规定“网络交易经营者采取自动
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
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
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五日，以显著
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
选择”。

然而，一些手机应用的经营者，选
择用格式条款进行说明，恰恰是采取了

“最不显著”的提醒方式，使消费者落
入了陷阱。比如，有的订购会员的系统
界面上，有很小的一行字：“到期后自
动续费，可随时取消”，并且已被默认
勾选。用户不仔细看，根本不会注意到
那行字。无论是“默认勾选”自动续
费，还是“免费试用”后自动高价续
费，均违反了市场交易最基本、最重要
的诚信原则，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
公平交易权。

因此，整治强制自动续费，必须将
付费软件关进法治“笼子”，不能让其
成为“打不死的小强”。首先，应提高

《电子商务法》的执行力，维护网络消
费的公平和安全。同时，消费者一旦遭
遇默认勾选、自动续费、免费试用等消
费陷阱，应主动向有关部门举证投诉，
或运用法律武器，将侵权的网络服务提
供商告上法庭。不要因为“损失小”，
而放弃维权。

自动续费何以成
“打不死的小强”
□汪昌莲

宁海拥有宁波市最多的中国历史文化
名镇和传统古村，出版和正在编修的传统
村志仅占该县总村数的 6.6%。针对传统
村志编修“编而不优、修而不读”等难
题，宁海探索打造“数字村志”应用场
景，构建“数字村志”资源库，让资源得
以永久保存和开放利用。（3月24日《宁
波日报》）

村志乡土气息浓厚，文化意蕴悠长，
内容全面翔实，具有其他书籍不可替代的
作用，为乡村振兴提供丰厚的精神文化滋
养。然而村志的编修现状却不尽如人意。

把村庄历史文化的“根”抢救性地保存下
来，需要增强“等不及”“伤不起”的紧
迫感和使命感。

“数字村志”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村志
编修，不仅让村庄历史文化“活”下来，
也补齐了传统志书续修时间相对固定、资
料保存不易、更新慢等短板，实现了地方
志工作的数字化转型，让村志“火”起
来。“数字村志”以图片、音视频等多元
化形式，让受众直观感受村史、村情、村
韵，体验读志的沉浸感，让村志受到受众
的青睐。

地方志要打破卷帙浩繁、文字枯燥
的“老学究”刻板印象，技术手段只是
辅助，观念迭代升级才是关键。“数字村
志”具有记录碎片化、更新实时化、阅
读云端化、修用一体化、操作平台化等
优势，让村志更加触手可及。“数字村
志”改变的只是村志的打开方式，在文
字内容上还需以文化传承的使命感，传
承前人一丝不苟的编修精神。

让村志“活”下来，“火”起来，充
分发挥存史资政育人功能，“数字村志”
值得学习借鉴。

“数字村志”改变的只是打开方式
□杨朝清

据 《法治日报》 报
道，在微短剧所带来的短
而爽的视觉冲击和情绪快
感下，许多观众纷纷付费
解锁。然而，不仅支出费
用不低，付费开通后看不
了、自动续费不提醒、对
小程序消失维权无门等问
题也成为大家的吐槽点。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
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认
为，加强对网络微短剧的
内容监管至关重要，这既
涉及未成年人权利保护，
也涉及维护互联网传播秩
序和其他相关主体的合法
权利。建议强化对内容的
监管，既要清理低俗有害
的内容，也要加强对高质
量内容的推广。

视觉中国

微短剧：为何让
打工人欲罢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