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法律顾问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电话：（8610）85869176

■2024年9月5日 ■星期四 ■责编：李国生 ■版式：乔磊 ■责校：姚亚莉 ■邮箱：xwcbbpl@163.com
双周评论/专版 03

■一家之言

■江边论道■时评

如果一场图书直播带货想要收到良好的效果，就需要为走

进直播间的读者提供真诚且干货满满的内容。它离不开作家、

嘉宾及主播的努力，同时，也需要广大读者给予善意的理解与

有力的支持。

和一般为童年“造梦”的儿童文学作
品不同，马瑞翎的儿童小说《冉里的树皮
衣》（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24年7月
出版）有着鲜明的现实底色。它以哀牢山
脉群山之间一个哈尼族寨子为背景，以男
孩冉里的视角呈现独特地域风貌和哈尼
族特色民俗文化，在一年的故事时间里记
录发生在冉里身上、身边的人和事，细腻
地勾勒出冉里的成长轨迹。在这里，冉里
和我们见过的大多数孩子一样，有来自父

母的疼爱，有无忧无虑的生活，有小伙伴
之间的“相爱相杀”，也有对未知世界的
憧憬与好奇；所不同的是，冉里的生活
里还有被看作“禁地”的龙林、古老的
树皮衣和不可触犯的诸多“禁忌”，所有
这些，一起构成了冉里平中见奇、同中
见异的生活景观，使得故事既亲切可感，
又充满独特魅力。

小说以“树皮衣”为线索编织故
事，也以“树皮衣”为切口深入哈尼族
民族文化肌理，将冉里的童年生活浸润
在浓郁独特的哈尼族文化土壤之中，全
面细致地展现了哈尼族的居住文化、饮
食文化、服饰文化、祭祀文化和农业文
化。众所周知，文化传承的精髓在于浸
润，润物细无声，日用而不觉；文化传
承的重点在于少年儿童，弦歌不绝，后
继有人。而对孩子们讲文化，最好的方
式莫过于讲故事，以精心的编排、巧妙

的构思、活灵活现的人物，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内核具化为生动可感的形
象，深植于孩子们的心田，留印于孩子
们的脑海。《冉里的树皮衣》便是如此，
它巧妙地融合了儿童形象、文化意象、
自然景象、生活具象，让主人公冉里的
生活多姿多彩、童趣盎然，兼具文化科
普、文学审美之功，对小读者构成极大
吸引力。

小说的主人公冉里，是一个朴实健
壮、对世界充满好奇又敏感懂事的孩
子。他对树皮衣的渴望像极了我们小时
候对心爱玩具的痴迷，夜不能寐，辗转
反侧；但是他对树皮衣的喜爱又不单纯
出于孩子的贪玩之心，也不是喜新厌
旧。树皮衣是父亲付出了极大辛劳、自
己全程参与的结果，是父亲口中古老祖
先流传下来的民族文化珍品，是不可多
得的“挨刀树”的慷慨赠予。正是因为

这些得自父亲的“传授”，冉里对树皮衣
有着绝对的“文化自信”，也因此成了小
伙伴艾扎口中的“骄傲分子”。每当冉里
因为树皮衣与小伙伴发生口角，甚至对
树皮衣的信念产生动摇的时候，父亲都
是他背后的坚定支持者，三言两语帮他
廓清迷雾、重塑自信。

冉里穿着树皮衣亲身参与了寨子的
重大节日和祭祀活动，并得到了最具威望
的咪咕大人的肯定，由此，哈尼族文化的
基因既附着在树皮衣上，也深深植入冉里
的血脉中。在作者笔下，冉里对于树皮衣
似乎有着天然的亲近之感，父亲的一言一
行也对他建立本民族文化认同感产生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不难看出，作者着意将
树皮衣当作哈尼族传统文化的象征，将冉
里对树皮衣的喜爱和着迷视作民族文化
基因的天然传承，在冉里及其父亲的身上
寄予了赓续民族文化传统、保持民族文化

本色的期待。
冉里不仅痴迷于树皮衣，对于事关寨

子未来发展的属于大人们的事情也表现
出超越其年龄的极大兴趣。梯田教授、木
人委员、联合国痣妈妈，是冉里观察和了
解外部世界的窗口。通过他们，冉里对树
皮衣、对梯田、对蘑菇房的独特价值的认
识得到进一步确证，并逐渐生发出强烈的
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

明天和意外总是不知道哪个先来。
父亲突发疾病去世，冉里的世界塌了天。
敏感懂事的冉里为了不让母亲担心，悄悄
隐藏起内心的伤痛，勇敢承担起持家的重
担。小小的身躯像寨子里的树一样倔强
顽强地生长，就像梯田教授所说，“别看他
的样子是一个小孩，可是他关心的全是哈
几阿达应该管的事情”，所以冉里“早就是
一个哈几阿达了”。小说在冉里对未来的
美好憧憬里收束，我们相信，冉里的美好
愿景一定会实现。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在叙事中展现出
了哈尼族人民勤劳朴实、敦亲友善、急公
好义的品格。患难之处见真情，冉里的父
亲去世后，不管是小伙伴艾扎、哥布，还是
亲朋友邻，他们对冉里一家无私的帮助和
细致的照拂，都让人感动。作者笔下的哈
尼族小寨，不回避日常矛盾，也不乏人间
大爱，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和烟火气。

（作者系中国作家网副总编辑）

像树一样坚韧地生长
——马瑞翎《冉里的树皮衣》读后

□张俊平

作家李娟一句“你记什么记，又不是
开会”，差点“呛”到了正低头在小白板
上记笔记的主播董宇辉。加之，她时不时
地欲言又止和沉默思索，不少网友困惑不
已，在弹幕纷纷发出“是不是网卡了”。

与如此“尬聊”场景有所不同，另有
一场直播同样火上热搜。演员陈冲和导演
姜文首度在直播间同框对聊陈冲的随笔
集《猫鱼》。这场直播，有老友间“不见
外”的插科打诨，也不乏突如其来的犀
利发问。为此，有声音评价说“一个会
提问的访谈者太重要了”“跳出常规套路
的对话，更有惊喜感”。（8月30日《文
汇报》）

随着网络直播模式的发展，书业直
播已经成为行业新宠。尽管，当年为婉
拒读者的登门拜访，知名学者、作家钱
钟书有个比喻脍炙人口：“如果你吃到一
个鸡蛋，觉得好吃，你又何必去认识下
蛋的母鸡呢？”可毕竟，时代发展、社会
进步，人们的文化消费诉求越来越高，许
多人既想吃到“鸡蛋”，又有着强烈愿望
认识“下蛋的母鸡”。书业直播日益走

红，很大程度上在于它拉近了作者、出版
机构与读者的距离，为彼此交流提供了更
为便捷的渠道。这样的直播，参与各方若
能同频共振，开展理想的“高质量对
话”，那么，有助于增强读者的阅读兴
趣，使“流量”更多地转化为“留量”，
否则，网友刷直播聊书，到头来很可能只
是图个热闹。

既然如此，想要打造一场优质直播，
激发读者的购买欲，作为走进直播间的相
关图书作者、嘉宾，就不能仅仅满足于书
面表达上的精彩，还需力求言语、肢体表

达上的到位。现实中，的确有不少作家平
时只喜欢埋头读书、写作，不擅长走上前
台与人公开交流，这就需要有愿望走进直
播间的作家要勇于挑战自我，写作之余不
妨多向那些有经验的同行“取经”，有意
识地锻炼自己的现场表达技能。只要将心
比心，把读者当作真正的朋友，实事求是
地总结分享自己的阅读和写作感悟，私下
场合练习得多了，直播间里面对镜头就能
少一些语无伦次，多一份从容淡定。

打造优质直播，提高对话质量，网络
主播穿针引线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不可

否认，相较于多数普通作者，主播的媒体
表达素养往往更高一筹。尽管如此，面对
不同场次的直播、携手不同的图书作者，
网络主播也切不可掉以轻心。想想看，包
括董宇辉在内的头部主播有时尚且会遇到
尴尬感溢出屏幕的不利境遇，其他主播事
先更应精心准备，除了要瞄准读者的疑惑
和“痛点”，充分掌握直播所涉图书及其
作者方方面面的实际情况，还需谨防“一
招鲜”式的直播套路，尽可能通过主动提
升自身综合应对能力，防止直播中出现类
似隔靴搔痒、自说自话等的错位尴尬。

书业直播，热闹表象之下其实潜藏着
特有的门道。有业内人士为此给出忠告，
如果一场图书直播带货想要收到良好的效
果，就需要为走进直播间的读者提供真诚
且干货满满的内容。它离不开作家、嘉
宾及主播的努力，同时，也需要广大读
者给予善意的理解与有力的支持。当社
会各方同心齐力，不断改善书业直播生
态，读书就能成为读者与作者的促膝畅
谈，就能让大众阅读与好书“出圈”愈
益实现良性循环。

书业直播需防止变成“尬聊”
□周慧虹

新质，是一个处
于变动中的定义。因
此，从事出版的人们
要紧追之，为之努力
值得。

人们都知道预见
性与前瞻性很重要，
而跨界与融合是出版
人普遍的做法。但
是，若从精神角度去

考虑，有什么进路可循呢？
哲学常识告诉我们：精神的自由即理性

的自由。
不妨从历史上人们公认的几位精神产品

大师那里获取一些重要的理念。这些理念经
受了时间磨砺，常用常新。

出版是为人服务的。就以这些大师关于
“人”的理念为例——

马克思认为人是会劳动的存在，笛卡尔
认为人是会思考的存在，拉伯雷认为人是
会笑的存在（艺术审美），伯格森认为人是会
创造的存在。

这四种“存在”各自基于人的根本生活旨
趣，而它们也具有生生不息的新质性。

“会劳动的存在”。在数字时代当然有不
同的背景，但是劳动者的主动性是决定一切
的。如何帮助劳动者更好地把劳动对象与新
的生产资料结合起来，这肯定是一个出版大
选题。立足于为劳动者服务，出版可以作为
的天地极为广阔，不能只着眼于对象的新、
背景的新，还要关注新的人，启迪人的新劳
动态度。

“会思考的存在”。提出这个主张的笛卡
尔是16世纪新质生产力的启动者之一。他
既是哲学家，又是数学家、物理学家，对现代
数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位唯物论的
开拓者提出的“普遍怀疑”主张，极大地推动
了近代科学进展。而当下的出版业，是不是
可以不止于推介“新质”，而更致力于启发人
思考，并在思考中孕育“新质”呢？

“会笑的存在”。拉伯雷之语的内涵是人
的审美旨趣和生活态度。作为人文主义者，
他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潮流，对生产
力的解放起到了莫大的作用。人文主义使

“神”之地位臣服于人，处于中世纪，可以说，
在精神领域没什么比这更具有新质性了。

从“会创造的存在”的角度去认识人的价
值，这是一个本身就具有新质性的主张。久
居巴黎的伯格森在去瑞典领取诺贝尔奖的时
候，凭借的是其哲学著作《创造进化论》。这
本著作的价值在于把生命哲学提示给人们，
即理性有盲区，并不是无所不能的。永恒创
造力的生命，不断地向知识的见解和无限的
视界趋进。这些主张，对于出版人是不是有
很大的启发？当一个出版选题被认为缺乏价
值的时候，也许在见解和视界方面再做一些
开拓，可能就具有了“新质性”，这考验出版人
的知识背景，更考验出版人的理念是不是有
更优的求解。

开放的态度，让出版人能在自信地做自
己的同时，与社会其他人一同自由地创造生
活。经验告诉我们，人的眼睛只能辨认出跟
人熟悉的形状相符合的东西，而新质的东西
往往是我们不熟悉的，并非我们所有的认识
都是真理，因此从哲学层面思考进路为时代
之必需。

“新质”之于
出版业的进路
□江作苏

开学经济下，书皮纸畅销。社交媒体
上，有不少家长发帖吐槽，开学前一晚，
家长们都陷在了给孩子包书皮的工作中：

“今晚全国的家长都在忙着包书皮吧！”
“一晚上都在给两个孩子包书皮，包了40
本……”（9月3日新黄河客户端）

据悉，今年书皮纸销售有明显变化，
线上销售的书皮纸价格是线下的四分之
一，相应的是线下销量是线上销量的30%
左右。

期期开学时，期期包书皮。广大家长
累并乐在其中。有家长坦言，包书皮不仅
耗时耗力，稍有不慎，还可能将孩子的书
本粘坏，造成不必要的麻烦。这不仅让人
思考，为何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
依然停留在这种传统且效率不高的方式上

来保护书本？
问题的根源，或许可以从教科书的质

量和设计上寻找。长久以来，教科书的封
面设计往往注重美观和教育意义，而在耐
用性上显得不足，这导致书本在使用过程
中容易受到磨损，从而催生了包书皮这一
需求，进而又有了书皮产业。然而，这种
做法不仅增加了家长们的负担，也在无形
中造成了资源浪费。

对此，出版社其实有着很大改进空
间。他们完全可以在教科书的生产环
节，就采用更为耐用、防水的材料来制
作封面，甚至可以在封面外加覆一层保
护膜，以增加其使用寿命。这样的做
法，在国外的一些教科书中已经有所实
践，效果显著。

从技术层面来看，提升教科书封面的
耐用性并非难事。现有的材料科技和印刷
工艺，完全可以满足这一需求。关键的问
题在于，出版社是否有足够的动力去进行
这样的改进。

当然，任何改变都需要时间。出版社
在改进教科书封面质量的同时，有关方面
也需要通过大力宣传来扭转家长们对包书
皮的固有认知。只有当家长们真正意识
到，改进后的教科书封面已经足够耐用，
不再需要额外的保护时，包书皮这一“传
统”才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综上所述，免受包书皮之“累”，并
非遥不可及。只要出版社等能够积极作
为，改进教科书的设计和生产工艺，这一
梦想就能成为现实。

让家长免受包书皮之“累”，出版社大有可为
□余明辉

聘请网红达人在短视频平台上发布美
食推荐、探店视频，已经成为当下商家推
广引流的一种重要方式。内蒙古呼伦贝尔
市海拉尔区检察院向相关行政机关制发检
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监管职责，从源
头规范“广告”标识使用，切实维护消费
者合法权益。（9月3日《法治日报》）

2023年5月1日起施行的《互联网广
告管理办法》 第九条规定，通过知识介
绍、体验分享、消费测评等形式推销商品
或者服务，并附加购物链接等购买方式
的，广告发布者应当显著标明“广告”。
然而，相当多“探店达人”在发布推广视
频时附加购物链接，却未标注“广告”字
样，这种故意模糊兴趣分享与商业广告边
界的行为，实则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让新规沦为了虚设。

徒有法不足自行。探店视频不显著标
明“广告”，折射出监管缺乏合力，亟须
加强。

首先，根据法律法规，视频平台对平
台用户负有信息审查管理责任。市场监管
以及网信部门应当引导短视频平台落实管
理责任，完善信息审查机制，督促博主规
范发布行为，建立相关的警告、下架视
频、封号等违规惩罚机制。

其次，博主探店只标明“广告”还不
够。博主探店乱象最突出的问题是夸大宣
传、虚假宣传，与其他形式的互联网广告
既有个性差别，更有共性特征，即宣传推
介话语表达、目的暗示等内容的失真与失
准。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应当有针对性地对
探店代言实行介入式监管，对知名博主开
展约谈指导，并对其推介活动开展动态监
测，发现违规代言、虚假广告等，及时调
查处理。

此外，探店短视频宣传内容与实际服
务不符，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各地
消费权益保护机构应当积极指导和支持消
费者维权，对商家及网红博主进行制约。

规范探店
从标明“广告”做起
□木须虫

近日，河南省确山县政府官网上
的一篇文章引发关注和热议。文章称，
想要竞选村支书，首先，要有家族背景
和影响力；其次，经济基础是竞选村支
书的重要保障。文章一出，舆论哗然。9
月3日，确山县政府公开称“留庄镇工
作人员未落实网站信息发布制度，擅
自转载网络自媒体文章”，也就是说，
这是一篇误转的文章。

有媒体评论认为，此事再次提醒
基层政务新媒体，在发布信息时必须
加强审核把关，不能“捡到篮子里都是
菜”。官网不仅是个网站，更是一个地
方的门户，代表着当地的形象。哪怕是
转载一篇文章，传递出的是什么样的
观点，发表了哪些看法，都会受到外界
的严格审视。 韦荣景/视觉中国

政府官网发文
须把好审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