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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喜欢在夜间读书的人来
说，光无疑是十分亲切的。因为暗夜里
的阅读，离不开闪烁着的光的陪伴。它
照亮了字里行间深邃的思想与情感，
更是心灵的慰藉，驱散了周遭的寂静与
孤独。在那柔和而坚定的光芒下，每一
个字符都仿佛被赋予了生命，引领着读
者穿梭于不同的时空，体验着他人的人
生百态。夜读之时，光如同一位无声的
朋友，静静地陪伴在侧，共同分享着知
识与智慧的盛宴，直至星辰隐退，晨
曦初现。

我的童年是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
度过的。我读小学的时候，村里还没有
通上电，那时我就喜欢上了读书，因为
没有电灯，所以每天晚上就在煤油灯下
阅读。炕上放一张桌子，是用来吃饭的
炕桌。桌子上点了一盏煤油灯，我和哥
哥姐姐们围桌而坐，每个人手中拿着一
本书，静静地阅读。母亲坐在旁边做针
线活儿，煤油灯着一会儿就会出现灯
花，母亲就会用针把灯花挑一挑，灯瞬
间就变亮了。那微弱的灯火，虽然摇曳
不定，却在我们心中燃起了对知识无尽
的渴望。书页在昏黄的光影下缓缓翻
动，每一声细微的哗啦声，都像是与古

老智慧的低语相呼应。煤油灯散发出的
淡淡油烟味，混杂着纸张特有的清新，
成了那段纯真岁月里最难忘的气息。那
些夜晚，虽然物质条件匮乏，但精神的
富足让我们的心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滋
养。母亲手中的针线，不仅缝补着衣
物，也一针一线地编织着我们对未来的
憧憬和梦想。那段煤油灯下的阅读时
光，成为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记忆之
一，它教会了我坚韧与乐观，也在我心
中种下了对知识的永恒向往。一直读到
该睡觉的时候，我和哥哥姐姐们就把书本
放好，把炕桌搬到一边，开始铺被。等我
们全钻进被窝里后，母亲就会把煤油灯吹
熄。印象最深的是，第二天早晨起来后，
我们姐弟几人的鼻子尖儿都是黑的，那是
头一天晚上在煤油灯下读书留下的印迹。

用来读书的光芒，不一定只是灯光，
还可以是火光。那年夏天，我和两个小伙

伴在家门前的大河里砌了一个鱼坝，晚上
需要在岸边守着，因为每隔一个小时就得
去把鱼捞上来。于是，夜幕降临以后，我
就和另外两个小伙伴一起来到河边，在岸
边的鹅卵石上点着一堆火，我们坐在火堆
旁，一边聊天一边唱歌。我喜欢看书，当
然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便把带来的书打
开，借着火光阅读。柴火烧得差不多了，
火光变微弱了，我们便起身又找了些柴
火，放到火堆里，火势又旺了起来，书上
的字看得更清楚了。火光不仅照亮了书
页，更点燃了我心中的好奇与梦想，让我
在那个夏夜，仿佛置身于一个个奇妙的世
界之中。随着夜越来越深，河面上泛起了
淡淡的雾气，火光在雾中显得愈发朦胧而
神秘。那个在火光中阅读的夏夜，成为了
我们童年中最闪耀的记忆之一，永远镌刻
在心间。

最近读了一本关于西南联大的书，读

到了这样一件和灯光有关的趣事：“王力
写过一篇名叫‘灯’的小品文，谈到
1939 年为了避免空袭的危险，疏散到乡
下，告别了电灯，点起了煤油灯。后来
因为煤油太贵了，买不起，于是又改点
菜油灯。无可奈何之中，说电灯比不上
菜油灯有诗意，聊以自慰。还说电灯像
一切的物质文明，在增进人类幸福的同
时，也添加了社会的罪恶。它能使人
奢，能使人淫。然而被菜油灯搞得痛苦
不堪的王力，最后居然奢侈地拉线立杆装
了一盏电灯。”

这段经历，不仅是一段关于灯光变换
的趣事，更是王力先生在那个动荡年代
里，面对物质匮乏却能以乐观态度自处，
坚持学术追求的真实写照。

岁月流转，时代的变迁让电灯取代了
煤油灯，电子屏幕也逐渐替代了纸质书
籍，但那份对阅读的热爱、对知识的渴
望，以及那份在特定光线下独有的情感
体验，却如同穿越时空的纽带，连接着
我的过去与现在，乃至未来。每一次翻
开书页，无论是在明亮的灯光下，还是
在记忆的火光中，都能感受到那份纯粹与
美好，那是属于读书人的光，照亮心灵，
温暖人生。

读书人的光
□唐宝民

在论文中，引用极其常见，有时甚至不
可或缺，但在文学作品中，引用好像也比比
皆是，往往被人称为“引经据典”“旁征博
引”。很多修辞学著作，也将引用作为一种
修辞手法，但是从逻辑上说，引用并不能增
强逻辑力量，不能借此表明言说者的正确
性，并且还被归为一类典型的逻辑错误，叫
作“诉诸权威”。

很多作家下笔时也非常清楚自己不是在
写科技论文，但是为什么要在文学作品中频
繁引用呢？

论文中的引用有很多规则限制，例如需
要精当，需要注明出处，文学作品和论文一
样绝对不能将引用作为借口行剽窃之实，
但是文学作品中的引用，却很难用是否精
当来评判，因为文学作品中的引用意图要
复杂得多。

在有的文学作品中，作者会借助引用展
示自己的想象力。文学创作比科研论文更少
约束，作者可以尽情呈现自己挥毫时的所思
所想，这种所思所想有的是看似天马行空、
不着边际的创造性想象，还有一种就是由此
及彼、有所依托的联想，而联想的重要内容
之一，就是作者曾经看过的书以及记住的书
中的句子。

通过引用，展示作者的思考过程和想象
内容，能让作品的节奏更加舒缓，也更加
富有个性，一方面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娓娓
道来、不疾不徐的文风；另一方面能够体
现作者岁月的积淀和知识的积累，让笔下
文字带着作者阅读经历的烙印，将作品钤
上自己的私人图章，借此与别的作家区别
开来，这是作者非常乐意做的，作者通过
引用一些非常生僻但精妙绝伦的句子，能
给人以慧眼识珠的感觉，展现自己不同凡
俗的阅读史。

还有一种引用，是作者希望让读者读到
更加丰富的内容。

有的作者想让读者看到更多的表达方
式。例如，描写一座山、一条河、一棵树、
一朵花、一匹马、一只鹰、一杯茶、一碗
菜，作者引用前人的诗词歌赋、清辞丽句，
是希望读者注意到，作者虽然在描写，但是
有的文学家早就写过，而且写得比自己更
好，表达得更独特，更巧妙，更精彩，让作
者印象深刻，难以忘怀，作者不能自已，写
出来与读者诸君奇文共欣赏。鲁迅曾经说
过：“凡是对于文术，自有主张的作家，他
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
不在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
本。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
见。”其实，作者不用编辑《昭明文选》《古
文观止》那样的选本，只通过引用就可以表
达自己的文学批评，被其引用的，就是其推
崇的好的文学。

有的作者是希望与前人比较，让读者
看一看作者与前贤的表达其实各有千秋，
让读者自己品一品作者的水平其实也不让
于师。这种引用体现的是作者在写作上的
雄心。

还有的引用，是作者特意追求的一种
绚烂、斑驳、错综、浑厚、宏伟的风格，
刻意营造一种富赡繁复的意象。和上述所
说有的引用是为了展现作者自己的联想不
同，这种大量的引用，则是作者有意要激发
读者的联想。

这时，作者不是向引用借势，不是想通
过引用为自己增高增重，表明自己学富五
车、才高八斗，而是制造出一种古往今来、
古今中外的贤士名流被作者瞬间招引而来，
一起在纸面上聚集的气象，这时文字不再
是单调的，人物不再是枯槁的，景象不再
是萧瑟的，而是一种热热闹闹、熙熙攘
攘、轰轰烈烈的场面，形形色色、奇奇怪
怪、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一起登场，从而
增强作品的纵深和旷远感，扩大读者的选
择面，让无数可能的读者都能找到自己感
兴趣的内容，从而吸引读者继续读下去。
最有代表性的是麦尔维尔在 《白鲸》 开头
一口气引用了大几十种书中和鲸有关的句
子，从 《圣经》 到 《初级课本》 再到 《哈
姆雷特》，以及霍布斯、弥尔顿、霍桑、达
尔文等等，让读者马上感到这应该是一本
博大精深的厚重之作。乔伊斯在 《尤利西
斯》 中的大量引用也属于此类，让读者通
过阅读各种引用，产生对于引用内容的联
想，从而超越小说本身的文字，获得更多的
心灵体验。

还有一种文学作品中的引用，就是作
者偏偏不引用文学家的妙语，而引用哲学
家、思想家的话，这就不仅是为了塑造人
物形象，而且是作者为了推销自己的哲学
观点。例如杰克·伦敦在 《马丁·伊登》 中
多次引用斯宾塞，一方面是为了刻画书中
的人物；一方面也是借书中人物之口，表
达自己对斯宾塞哲学的真心喜爱和衷心信
服，并且向读者介绍这种哲学。这有点在
文学作品中夹带哲学私货的味道，有点像
文以载道，如果引用时不够自然，不是恰
到好处，而是生硬牵强，就会折损文学的
美感。

当然，最常见的引用是作者为了拉长作
品的篇幅，为了增加字数而引用，这时，引
用的往往是众所周知的名言警句，所以显得
像陈词滥调，根据“陈言务去”的创作规
律，是完全可以删除殆尽的。很多作者却是
陈言“勿”去，全篇堆砌各种老旧的引用，
这是应该避免和戒除的。

文学作品中的引用
□甘正气

恰逢帝都金秋，在收获的季节中，有
幸获赠惺惺相惜多年的同侪林鹏先生的新
作《坚守与创新：科技出版行与思》，在
潜心拜读过程中感受颇深，作为时代洪流
中同频共振的出版人，相同的经历和类似
的人生，使笔者在许多方面感同身受。这
本由商务印书馆付梓的皇皇巨著不仅厚度
超过500页，而且内容极为丰富，几乎涵
盖了科技出版的各个方面。窃以为，这部
由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基金
资助的作品，也是向科学出版社成立70周
年献礼的精品力作。该书不仅全面回顾了
中国科学出版集团逾七十载筚路蓝缕的发
展过程和所取得的骄人业绩，也真实记录
了林鹏从数学专业的本科生成长为中国出
版领域翘楚的艰辛历程。这部共计9章的
专著涉及的内容包括：科技出版的特征与
使命、战略管理创新与实践、经营管理创新
与实践、科技图书编辑工作实践、科技期刊
建设与思考、向知识服务转型思考与实践、
科技出版国际化思考与实践、专业化队伍
建设实践与经验、科技出版趋势与展望。
该书的扉页上赫然印着作者撰写的初衷：

“我在这里追求理想，我在这里奉献青春，
谨以此书奉献给科学出版社。”掩卷遐思，
该书是一位胸怀鸿鹄之志的青年才俊毕生
献身于中国出版事业的真实写照。在恰逢
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中，记述了作者从指
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恰同学少年到烈士暮
年壮心不已的出版大家，从青丝到白发的
恪守初心和不懈努力，在奋楫扬帆、走向世
界的征程中，通过建设和衷共济的一流团
队，终于打造出国家科技出版的旗舰，并成
为其名副其实的舵手。作者及其团队敢为
人先、勇于创新而积累的丰富经验和难以
望其项背的骄人业绩不仅令人羡慕，更值
得同道学习和借鉴。

学术出版的业界翘楚

林鹏，1962 年出生，先后毕业于厦
门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获得理学学
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 1979 年考入
厦门大学数学系，1983 年初出校门就加
入科学出版社从事图书出版工作，直到
2023 年退休。他毕生仅效力于一家单
位，曾任科学出版社总经理、中国科技出
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长期浸淫于
学术出版的实践，有助于他总结出学术出
版的特征：价值引领、内容为本、质量优
先和服务制胜。在出版经营过程中，他始
终坚持将滋养社会而非追求利润放在首
位，努力为社会和读者创造出荡涤心灵、
启发思想、提升文明的精品力作。回首职
业生涯，他感慨良多。身为科技出版旗舰
的舵手，他不仅付出了辛苦和汗水，通过
辛勤耕耘收获颇丰，而且获得职业生涯的
快乐和幸福。他坦言，科学出版社的金字招
牌，令自己倍感骄傲。如果你是一名优秀的
编辑，这个平台会给你充分的机会，让你的
职业生涯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助你更加卓
越不凡，这就是平台的高度和力量。他在科
学出版社工作近40年，自认为一直在努力
前行，因而工作中有不少心得体会，将其
整理成书出版也是自己的夙愿。

林鹏认为，秉承中国科学院的基因，
科学出版社应始终坚持高层次、高水平、
高质量的“三高”特色和严肃、严密、严
格的“三严”作风，恪守“专业化、系列
化、精品化”的出版理念。在书中，他对
自己的心得体验做了梳理和总结，其源流
便是在科学出版社主政多年的管理工作，
以及近40年来夜以继日的编辑出版实践
中获得的成功经验、失败教训和心得体
会。它们来源于多重性与冲突性的心理交
织、完美的理论和朴素的实践、成功的兴

奋和失意的无奈、现实的遗憾和未来的理
想等之间的碰撞，这些碰撞不是偶然产生
的，而是人生复杂性的体现。林鹏认为，
在职业生涯中，我们注定要像浮云，只有
漂浮在“实践”的天空中才能体现出其存
在感。为此，他试图将“实践”贯穿该书
之始终。从资深出版人的角度，他希望该
书能够勾勒出科学出版社金字招牌背后的
沉淀和底蕴，以及他们一直坚守的“三高”

“三严”的文化内涵，同时也希冀描绘出他
们近年来所取得成绩背后的文化使命感。
不仅如此，他也非常希望昔日的同事们能
够从书中所述的实践和体验中，重温勠力
同心取得这些成绩背后的快乐时光，以及
在筚路蓝缕中和衷共济创业的激情燃烧岁
月。笔者以为，尽管该书阐述的是科学出
版社的成长历程，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相
信广大业界同道也必将会开卷获益。

科技期刊的旗舰舵手

林鹏在书中的第五章专门以“科技期
刊建设实践与思考”为题，用了超过全书
1/10 的篇幅阐述了与科技期刊有关的问
题。他指出，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是世界科
学中心转移、学术共同体变迁的亲历者，
是人类重大科技成果的记录者，也是带动
期刊形态演变的领头羊。虽然如今中国科
技期刊总量突破 5000 种，但存在的主要
问题是期刊出版单位过于分散，单刊体量
普遍较小，对高质量成果的竞争力普遍较
弱，期刊的学科分布尚不平衡。据SCI的
相关统计数据，第一作者来自中国大陆的
SCI论文由2000年的2.26万篇上升到2021
年的61.21万篇，其中在国内期刊发表的
论文比例却从 40.7%下降到 5.2%；相反，
在国外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比例从59.3%升
到94.8%。截至2021年9月，在被引频次
最高的1%论文中，我国有4.29万篇，全
球占比为24.8%，但其中95%的论文发表
在海外期刊上。有鉴于此，林鹏归纳出我
国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尚需解决的主要
问题：（1）期刊创办或整合的管理模式难以
适应学术交流快速发展的需求，亟待形成
一套相对合理、简便易行、符合科技期刊出
版要求的创办、整合、退出、转型机制。（2）
总体而言，中国科技期刊“大而不强，多而
不优”，期刊学科和语种分布的整体布局需
要优化。（3）期刊的运营模式及出版运营方
式难以适应集群化发展的需要。（4）缺乏具
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科技期刊数字出版与
传播平台。（5）研究评价中的SCI导向致使
我国优质稿源大量外流。

如今国际科技期刊的发展趋势，已经
从印本时代向数字传播时代，进而向知识
传播时代发展。期刊的出版与传播处于从
出版发布向分享互动、从文章到数据、从
信息到知识、从单一纸媒体到多形态呈现
的转变过程中。林鹏认为，运营模式的集

群化发展是主流途径，质量与服务是核心
竞争力，数字出版与传播已经成为科技期
刊运营的主流形态，出版伦理制度与规范
的建设在持续加强。作为中国科技期刊出
版“国家队”的领军人物，在中国打造世
界一流的学术期刊是林鹏义不容辞的责
任。他带领自己的团队，在创新科技期刊
经营出版理念的同时，依据精品化、集群
化、国际化、数字化、专业化的原则，锲而不
舍地努力实践并取得令人瞩目的骄人业
绩。截至 2024 年，科学出版社出版期刊
631种，包括中文286种、英文308种、中英
文 9 种、法文/法英 26 种；被 SCI 数据库收
录期刊 110 种，约占全国 SCI 收录期刊总
数的40%。2014年开始研发的全流程数字
化、国际化出版传播平台 SciEngine，累计
投资逾 7000 万元。目前该平台集聚期刊
450余种，论文总量38万余篇，阅读下载超
过3800 万次，成为国内有影响力、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期刊传播平台。尽管已
经打造出中国科技期刊的旗舰，但林鹏清
醒地认识到，当前中国科技期刊还缺少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期刊品牌群，经营管理尚
未与国际接轨，未能真正实现全球化办刊，
实现科技期刊强国的目标依然任重道远。

业绩卓著并洞见未来

林鹏认为，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科
技创新已成为引领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动
力，而科技出版担负着科技信息传播与传
承的重任。他始终认为科技出版是国家创
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科技创新是
科技出版的最终目的。为此，他提出三大
核心发展理念：专业化是发展的根本策
略，数字化是转型升级的根本要求，国际
化是未来做大做强的根本路径。他带领团
队打造出三个平台：中国重大科研成果发
布平台、中国科技知识服务平台、中国
科技“走出去”平台。通过实施内容建
设战略、知识服务战略、品牌运营战
略、国际传播战略和人才第一战略，已
经将科学出版社打造成具有核心竞争力、
行业领导力、国际传播力的中国科技出版
旗舰，实现了知识服务转型升级，进入世
界科技出版前列。回首来路，科学出版
社经济实力稳步提升，资产总额从16.71
亿元增加到 70.91 亿元，增幅 324.36%。
在国际影响力方面，完成了对法国最大
科学出版公司 EDP Sciences100%股权的
收购，真正实现从“走出去”向“走进
去”的深刻转变。从 2018 年到 2023 年，
科学出版社连续入选全球出版企业 50
强，排名从第46位提升至第39位。如今
的它已经成为中国综合性最强、出版规模
最大、在国内外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科技出
版机构。

作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出版人，林
鹏在回首人生经历、总结经验教训的同
时，专门辟出一章分析科技出版的发展趋
势并擘画未来。他指出，当下全球科技出
版竞争存在“唯快不破、唯变不败、唯大
独尊”的实情。与国际同行相比，我国的
科技出版行业经营规模小、期刊出版资源
分散、出版市场和盈利模式受到局限，正
处于“列强环伺、我独羸弱”的不利局
面。为适应新时代要求，中国科技出版必
须实现从“借船出海”向“造船出海”

“买船出海”转变。对科技出版机遇与挑
战并存的未来，林鹏给出自己的洞见：科
研范式的变化正推动着科技出版加速创新
变革，朝着知识服务方向快速转型升级；
开放获取和开放科学正在推动着科技出版
的内涵发生深刻变化，科技出版未来必将
更加开放化、透明化、服务化；随着新技术
的不断发展，不同行业间的融合正在加快，

推进出版行业与信息技术的融合，是传统
科技出版行业未来创新发展的必然趋
势；随着未来数据获取更加便捷，数据
安全必将引起社会更多关注，数据造假
等学术不端事件也会对出版行业提出更
高要求；当移动互联网逐步成为新时代
人们与生俱来的生活习惯，未来的科技
创新将日益社会化、开放化、网络化，
而且各类社交网络必将推动科技出版为科
技创新提供更加密切的关联、互动、共享
的服务平台。

同频共振的人生挚友

林鹏在科技出版岗位上服务了近 40
年，几乎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出
版的整个发展历程。恰逢中国科技事业发
展的春天，给中国科技出版业带来了大发
展大繁荣，也使得他这个初出茅庐的数学
编辑赶上了职业生涯快速发展的美好时
代，开启了专业化精进的心路历程。1988
年他被派往联邦德国VCH出版社学习深
造，1995 年远赴科学出版社纽约公司工
作，两次出国学习和工作的经历极大地提
高了他的国际化视野和出版认知，对后来
的编辑出版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
一生经历了从传统的图书编辑出版工作到
科技图书与科技期刊并重，从纸本图书向
数字产品转型升级，从立足国内出版发行
到国际化出版传播；从一个图书专业编辑
到中层管理人员，从业务部门领导到出版
社全局性的经营管理者，从出版业务经营
管理到出版企业战略发展谋划。他深谙科
技出版的重要性，坚信历史禀赋决定必须
走专业化发展道路。他主政科学出版社
后，传承并创新出版理念，坚持“高层
次、高水平、高质量”的战略定位必须体
现为人才队伍的学历水平高层次、工作能
力高水平、业务产出高质量，体现在整
个员工队伍以“严肃、严格、严密”的
优良作风为核心的企业文化风貌上。回
眸人生，近40年职业生涯中坚持不懈积
跬步的脚印，在他人生中烙下了出版人
的特殊印记。

林鹏在书中坦言：“科学出版社是我
工作的全部，更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部
分，也是我投入时间最长的地方。科学出
版社培养和成就了我，使我逐步成长为一
名合格的‘科学人’。我人生中最难忘、
最美好的时光都是在科学出版社度过的，
可谓一生荣幸、一生珍惜。”谈到该书出
版中的艰辛，林鹏感慨道，事非经过不知
难，告别了编辑出版岗位，才从作者的视
角看到编辑工作的重要，更体会到作者完
成一部作品的艰辛与不易。回眸自己的人
生，与林鹏几乎同频共振，我们不仅年龄
相仿、职业生涯相同、人生经历相似，都
是从大学毕业后开始“不务正业”，均献
身科技出版工作40年，都是各自单位的
业务领导，毕生仅服务于一家单位，无疑
都是为科技出版而生的人。在长期的交往
中，我们互通有无，相互支持，成为惺惺
相惜的人生挚友，尤其在中国科技出版传
媒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之际，自己也义不容
辞地给予林鹏及其团队鼎力支持。一分耕
耘一分收获，梅花香自苦寒来，在科技出
版领域的毕生奉献，使得我们在出版行业
内获得了多项相同的殊荣，都曾荣获全国
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韬奋出版奖、中
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入选全国宣
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获得国务
院特殊津贴。正是以上这些缘由，才使得
笔者对林鹏的新作感同身受，不仅在潜心
拜读中获益匪浅，而且在为其成功倍感骄
傲中感触良多。

（作者为《编辑学报》副主编）

学术出版的业界翘楚 同频共振的人生挚友
——我认识的优秀出版人林鹏
□游苏宁

林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