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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并不采取直线叙述， 而是以专
题章节的形式提供对于中国转型这一中
心主题的深度阐发，再将它们综合起来，
编织入整体的叙述。 尽管本书是按时间
先后顺序推进的， 但是每一部的各章都
用一种更为聚焦的方式考察那几十年中
的特定方面 ：政治 、社会关系 、思想 、外
交、经济以及其他主题。 本书混合性地借
鉴了社会科学、文化研究以及实证历史主
义的方法论，以集中探讨这些主题。 作者
所设想的读者无须对中国有任何了解，不
过要乐意在少数广为人知的事件中扑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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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理舒适温馨的家
叙述战争革命的国

《小家，越住越大》

逯薇 著
中信出版集团

即使只有有限的空间，也希望住得舒
适、快乐，纵然蜗居在不大的房子，也有一
颗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心。 在本书中，住宅
专家逯薇认为， 居住并非与生俱来的本
能，而是需要学习和掌握的技能。 在这本
精美的绘本中，她将自己的居住哲学一笔
笔画出，加上幽默风趣的文字，让读者一
目了然，可以轻松愉快的方式快速掌握家
居设计、整理收纳、购置家私等问题的诀
窍和要领。她毫无保留地将居住理念的精
华部分放在这本书中， 更有无数的居住
“干货”，带给你超值的居住技巧，让你的
“住商”在短时间内快速得到提升。

《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

【美】沙培德 著 高波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邓崎凡

《阴翳礼赞》

【日】谷崎润一郎 著 陆求实 译
雅众文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本书以细腻的笔触和对日本传统之
美的深刻体悟， 给读者带来东方美学感
受之时，也有令人深思的人生智慧。纵然
阳光美好，阴翳却不可或缺。与明朗耀眼
的西方美学不同， 东方美感存在于那片
朦胧的明暗之中，离开阴翳的作用，一切
魅力则会消失殆尽……本书还收录了
《懒惰说》《恋爱与情色》《我眼中的大阪
与大阪人》《关于“白痴艺术”》《故里》《幼
少时代的美食记忆》。 7 篇散文均为唯美
派文学大师谷崎润一郎的散文代表作。
大师笔下所蕴含的独特美感， 在字里行
间慢慢晕染开来，余韵悠远。

《中国社会史》

梁庚尧著
东方出版中心

本书是中国社会史研究与撰述的重
要成果。 作者对上古至近代各类文献、考
古发现和前贤的研究成果均有相当的掌
握。 其运思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发展、存续
和变迁，尤其是社会结构、社会组织、阶层
群体、典章制度乃至文化宗教的生成演变
和相互作用。 所见既深且切，所析既通且
正，论断自出机杼，检讨折中均衡而精密，
从中不仅可了解传统中国数千年的基本
状貌与内部律动， 且能体察作者洞幽发
微、鉴古开新的人文情怀。

最快突破 1 亿元票房 、9 天 12 亿元票
房……电影《魔兽》不断刷新国内影业记录，
但对于这个世界级超级大 IP 来说， 全球 1
亿人的粉丝就在那里， 这点票房并不算什
么。 《魔兽争霸》《魔兽世界》《炉石传说》，从
一系列游戏到小说， 再到今天的电影 《魔
兽 》， 这个跌宕起伏的故事已经讲述了 22
年，却经久不衰。 与《指环王》《权力的游戏》
《魔戒》一样，《魔兽》以其完整、独特的世界
观和故事性，吸引无数粉丝沉醉其中。

中国会不会出现“魔兽”这一级别的内
容 IP 呢？ 无论是业界还是读者，都把目光投
向了“亚洲第一科幻”小说《三体》。

为什么是《三体》？
2015 年加冕雨果奖、 提名美国星云奖

后，刘慈欣的《三体》成为中国科幻里程碑式
的作品。其实早在此前，这位计算机工程师，
已经利用业余时间写就 7 部长篇小说，9 部
作品集，16 篇中篇小说，18 篇短篇小说 ，以
及部分评论文章。 其作品蝉联 1999 年~2006
年中国科幻小说银河奖，获得过的国内外奖
项不胜枚举，在国内科幻界扮演着不可替代
的角色。 最重要的是，他身后有着巨大的读
者群，仅《三体》三部曲的国内销量就已超过
100 万册。 粉丝读者沉醉在书中的世界———
追捧、解读、续写、关注各种衍生形式。与《魔
兽》一样，《三体》或是刘慈欣就像是个大磁
石，所在之处自有“铁粉”吸附。

有人说，《三体》 的成功是物以稀为贵。
“国内长期写科幻类的作家， 也就是 20~30
人。 这么少的群体，相对于读者的需要来说
还是很少的。 但是现在的科幻作品的影响力
很小，读者的群体也很小。 ”刘慈欣对《工人
日报》记者说，《三体》的成功是一个例外。

粉丝们对刘慈欣的崇拜仿佛是教众对
待教主，总希望他能吐露更多的细节。 但刘
慈欣却很少回应网络上关于他作品内容的

猜测与争论。 “我不是很愿意和读者讨论已
经发表过的作品。 因为文学作品， 包括科
幻， 是开放性的结构， 它让读者有很多想
象， 而对问题固定答案就会堵死读者想象
的路。 所以小说作品写完，我就不再过多诠

释，平时和读者也没有过多的交流。 ”刘慈
欣解释道。

《三体》已然完结。 未来，刘慈欣也并没
有计划像漫威系列一样，将所有的作品都关
联起来。“因为我的作品内容相差很远，风格

上也不太一样，很难关联。 如果非要关联起
来，写作会受到限制。 当然会有些有意无意
地关联，比如有一个人物，贯穿到很多作品
中，有一些情节，可能也会延续到别的作品
中，但不是有意的。 ”

黄金期已过，但中国市场广阔
在刘慈欣看来， 科幻小说和任何一个

文学体裁一样，有起源，有兴盛，也有衰败。
目前阶段，就是科幻小说衰落的时期。

“因为科幻小说诞生在科学技术发展
的初期。 那时，人们对科学技术还保留着一
种神秘感。 而现在科学技术已经渗透到生
活的方方面面。 它的神秘感、崇高感已经丧
失掉了，从这点来说，科幻小说最基础的土
壤已经消失了。 科幻小说本身处于一种衰
落的状态，是很正常的。 ”

他举例美国与一些欧洲国家，曾经试图
让科幻小说向主流文化靠拢， 如将现代文
学、后现代文学引入，试图让科幻小说获得
一个新的生命，但是事实证明并不成功。

从《星际大战》《指环王》《复仇者联盟》
到时下的 《魔兽 》，我们看到的是进口影片
的霸屏。 而对科幻电影，刘慈欣的看法与普
通观众们很不一样：“大家都认为中国的科
幻电影是落后的， 而其他国家的科幻电影
都很先进。 事实上科幻电影只有在美国是
繁荣、先进的，在其他地方都差不多。 ”

他说，欧洲一些国家和日本，拍科幻电
影很多年了，几乎没有进步，也没有什么经
典的作品。 全球科幻电影 90%的市场都被
美国占有了。 “对我国科幻电影的发展，应
该抱有一种平常心， 不能说一起步就达到
世界高峰。 ”

虽然，从总体来看，科幻题材真正的高
潮期、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但他却看好中
国科幻题材的市场。 他的观点是：中国正在
科技进程中， 我们周围的社会或者其他环
境，处于飞快的变化中，未来充满着诱惑力，
也充满神奇感。所以，科幻题材在中国，可能
会迎来另一次繁荣和高潮。

在质疑声中不断衍生

6 月 1 日~11 日，舞台剧《三体》先于电
影、电视剧登陆上海，这也是中国的科幻文
学首登舞台。 舞台剧运用了新媒体的手段
和一些跨越传统剧场体验， 让观众们在一
个巨大的环绕声场里观看由舞美和特效结
合的创新形式。 刘慈欣很满意这次改编，他
认为舞台剧很好地还原了原著小说中的恢
宏壮丽的科幻场景和亘古绵延的故事内
核。 “科幻文学被搬上戏剧舞台，对科幻本
身而言就是一种多维度的发散和交融。 另
外戏剧的题材也不再局限于讲述过去和现
在的故事， 还可以用来表达未来的生活和
宏观的宇宙世界。 ”刘慈欣说。

这也只是 《三体》———我国最具有潜力
的世界级大 IP，在衍生道路上的一个坐标。

2014年 11月， 刘慈欣宣布出任电影 《三
体》的监制。当时，电影已筹备了四年多，整个剧
本改了近 20 稿， 目前电影已进入后期制作阶
段，只是原定 7月上映，怕是要延期了。 而这两
天再次引发网友们关注的是，《三体》将被改编
成网络电视剧。 和电影一样，很多人并不看好
影视剧的改编，尤其是电视剧，低成本的制作能
否再现大家心中那个史诗般的宇宙世界？ 国内
导演、演员、制作团队的水平，无不备受质疑。

刘慈欣曾表示，小说这个叙事文学逐渐
变成夕阳艺术，而科幻文学真正的前景是与
其他文化形式融合起来，比如电影、电视、网
络游戏，所以他十分希望与跨媒体平台来合
作，也亲自参与到《三体》的各种衍生当中。
除了影视剧，游戏也是他最近很重视的一个
领域，他认为，科幻小说的创作和游戏有很
多相似性， 它们都构造一个想象的世界，在
里面展开故事。 “科幻就是为电影和游戏而
生，而不是为小说而生的。很多科幻场景，是
语言表现不出来的。”此外，三体主题餐厅及
咖啡厅均已开始运营。

也许，《三体》值得我们期待，成为如《魔
兽》一般的超级大 IP。 期待，它的下一站———
形成完整的、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产品阵列。

本报记者 苏墨

�舞台剧登陆上海、电影即将上映、将被改为网络剧……进入六月以来，小说《三体》的各种改编消息不断，日益形成完
整的文化产品阵列。 但我们对这个有着完整世界观的故事，期待远不止于此———

《三体》何日能成为中国的《魔兽》？

VS

电影《三体》与《魔兽》剧照 资料图片

本报讯（记者苏墨） 6 月 16 日，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中宣部、 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教育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商务部、文化部、中国人民银行、国
家税务总局、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部
委召开全国实体书店发展推进会，印发《关
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并对主
要工作和重点任务进行部署。

“加快推进城市实体书店创新发展，加
大扶持乡镇实体书店建设力度”是《意见》
的核心思想。 《意见》指出，到 2020 年，要基
本建立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相配套、
乡镇网点为延伸、 贯通城乡的实体书店建
设体系，形成大型书城、连锁书店、中小特
色书店及社区便民书店、农村书店、校园书
店等合理布局、协调发展的良性格局。 要推
动实体书店商业模式和服务形式创新，支

持实体书店建设成为集阅读学习、 展示交
流、聚会休闲、创意生活等功能于一体的复
合式文化场所， 更加适应人民群众加速升
级的文化消费需求。 要推动实体书店与网
络融合发展，充分利用互联网、物联网、云
计算、大数据、数字印刷等新技术手段，实
现由传统模式向新兴业态的转变， 实现线
上线下协同发展。

“今后，开办民营书店将非常方便。 ”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局长蔡赴朝说。 《意
见》提出，要简化行政审批管理，进一步实
施简政放权， 减少审批项目， 简化审批程
序，通过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吸引更多社会
资本开办书店。 要提供创业和培训服务，对
开办实体书店的创业重点群体给予支持。

让书店经营者欣喜的是，困扰他们的
房租、物流、资金、税费等问题也在《意见》

中有了解决的途径。 《意见》明确，要完善
规划和土地政策，将实体书店建设纳入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纳入文明城市、
文明村镇 、文明校园考核评价体系 ；在城
镇新建社区为实体书店预留经营场所，鼓
励房地产企业 、综合性商业设施 、公共服
务设施等为实体书店提供减免租金的经
营场所；加大对农村出版物发行网点建设
的支持力度，加快实现全国所有乡镇的有
效覆盖，解决城乡不均衡问题。 要加强财
税和金融扶持，对实体书店创新经营项目
和特色中小书店转型发展给予财政支持，
对农村出版物发行网点建设项目和相关
的物流、 信息等配套项目给予财政补助；
落实图书批发、 零售环节免增值税政策，
引导银行业资本和社会资本为中小书店
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印发

11部门合力助推实体书店发展
免租金、简审批、鼓励创新、资金扶持，好政策打包来袭

继演员、作家当导演后，诗人们也开始
拍电影了。 据报道， 由著名诗人翟永明、韩
东、杨黎、周亚平、吉木狼格、王敏、石光华、
乌青、何小竹等组成的“十诗人电影”公司 6
月中旬在成都正式成立。

作家将自己的小说拍成电影，那么诗人
会不会把他们的诗歌也拍成电影？ 兼任公司
营运总监的诗人何小竹介绍说，“当然不排
除将我们自己的小说、诗歌拍成电影”，但还
要邀请和吸纳更多中国诗人加盟，拍不一样
的电影， 以实际行动改变中国的电影生态。
“拍不一样的电影”，成为“十诗人电影”核心
创作团队的文化精神口号。

即将进行电影艺术创作的这十位诗人，
都是在诗歌写作中有实绩的诗人，并且在当
代诗坛有一定的影响力，以其对诗歌艺术的
信仰著称。 记得翟永明曾这样说，“诗歌永远
都是一部分人读的，全世界都是这样，有一
部分人对诗歌很热爱， 但永远都是一小部
分。 相对大众来说，它永远都是小众，诗歌不
可能成为畅销书”，“因为诗歌没有功利性，
没有极强的实用性。 它只是可以给人的心灵
带来安慰，不可能指望所有人都需要它。 诗
歌没有多大的商业价值，诗歌永远不可能赚
钱”。

这十位诗人发起成立电影公司活动，并
且要“拍不一样的电影”，这是因为诗歌、诗
坛寂寥，诗歌写不下去了，还是通过其他艺
术样式来实现自己的艺术梦想和追求？ 尽管
韩东表明决心，写过了诗和小说，再拍电影
等于是多活一辈子，用拍电影的艺术形式延
续自我的艺术生命，印证不枯竭的精神创造
力。 但因为他们原本的诗人身份和职责，此
举依然引发了网友们的质疑。

这几年来， 中国诗歌界不乏话题和热
点。 比如，“梨花体”“羊羔体”“乌青体”，它们

不是真正的诗，只是以诗为名义炮制的一个
个网络笑点，是无关文化的娱乐符号。 诗人
余秀华网络爆红，很多媒体和网友却很少关
注她诗歌的质感， 而把诗人的 “脑瘫”“残
疾”，诗句“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等，当作
传播炒作的新闻内容。

我们理应在这些诗歌事件 、 诗歌话题
中， 多关注和讨论一些当今诗歌境遇问题，
但它们却都变成了一种娱乐围观和狂欢，根
本未能触及对诗歌本体、 诗艺主体的评判，
比如诗歌的美学、诗歌的命运、诗人的哲学
等等问题，以至所有这一切都被诗歌之外的
喧嚣所冲淡。 这样的喧嚣热闹，是很难催生
出优秀的诗人的，中国诗歌界是很难出现好
诗的。

尽管当下诗坛似乎喧嚣热闹 ， 但本质
上，诗歌创作的现状、诗坛的生态，仍是寂寥
的，冷清萧条的。 现如今，商业文化放纵狂
欢， 诗歌艺术在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中，越
来越处于一个日益边缘化的位置。 诗歌是为
着社会的华丽的仪式和庄严的仪仗而创作
的这种光荣的观念，似乎丧失尽了。 不过即
使这样，人们对诗人跨界搞电影，还是会产
生“不务正业”“耐不住寂寞”的评论和看法。

今天，诗歌的时代、美学的时代，已经被
一个物质的时代、消费的时代、技术的时代、
欲望的时代所取代。但是，一个民族不论在任
何时期，都不会消失了诗的本能，也都是不能
消泯了诗歌心灵，缺失了诗歌精神的。如果一
个民族失掉了诗歌精神的追求， 民族的心灵
中没有了诗意，只有时尚，只有娱乐，只有消
费，只有功利性的物欲，只有实用主义，那么，
这个民族的心灵就会日趋浅薄、苍白。

诗人去拍电影说明什么？

我常常感到缺少快乐。生活的压力，工作
的压力，家庭的压力，还有太多难以满足的欲
望，使我如同卡在一个夹层当中，不论是向上
向下，还是向左向右，可以自由伸缩的空间都
是那么的狭窄，一不小心就会磕痛这里那里。

很多时候，我觉得满目里都是悲哀，每天
演的都是悲剧，欲哭无泪。

改革开放初期，个体经济开始放开，读过
高中的父亲和一天都没进过学校的母亲做起
了小买卖。 他们黑天白夜地忙， 拼死拼活地
干，连陪我说说话的空闲都没有。他们都是从
饥馑年月里走过的人， 最怕的就是我吃不饱
穿不暖，以为吃好穿好就是对孩子最好的爱，
却从未想过走进孩子的内心深处看看， 孩子
到底缺的是什么。 记得当我数学考得一塌糊
涂时，母亲含着眼泪说，比比别家，学费啥的
从没短着你的，咋就这么不争气呢。语气里全

是埋怨和不解。
佛说种什么因，得什么果。 我相信，坏孩

子一定不是天生的，总是一点点改变的。正如
对活着的厌倦， 也是接触一事一物， 日积月
累，慢慢形成的。

偶遇余华的《活着》，甫一掀开就被深深
攫住，欲罢不能，一口气读完。 妄叫富贵啊富
贵，你吃喝嫖赌败家气死爹，仅能算是不肖子
孙罢了，而当一无所有的浪子回头，仅剩一个
残缺不全的家庭时， 对两头羊都那么心善的
儿子有庆，活活被抽干了血死去，这一幕太过
残忍，真的让人难以接受。在余华“残忍的”笔
下，富贵的亲人一个又一个可怜地死去，最后
他孤独一人， 暮年只能与一头老牛苟延残喘
地活着。

读了《活着》，我才清醒认识到我对活着
的厌倦，其实厌倦的是活着的苦难。 我一直在
怕和逃避的都是苦难。余华在自序中说：“我沉
湎于想象之中，又被现实紧紧控制，我明确感
受着自我分裂。”在余华生活的年代，他强烈感
受到了这种活着的苦难。 作为一个找寻真理
的作家、一个努力用作品展示高尚的作家，他
享受着苦难，并把学会承受苦难教给世人。

“活着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
着之外的任何事情。”余华试图告诉人们这个
简单的道理。活着终究脱离不了时代，一个人
的活着会印有时代的鲜明烙印。 如同我的父
亲母亲，他们的思维认识也局限于那个时代。

作家阎真也有一部探讨活着的作品———
《活着之上》，是写当代知识分子的困境“更无

解”了，曾获首届路遥文学奖、第九届茅盾文
学奖提名奖。 如果说余华的《活着》除了落泪
还能使我警醒外，阎真的《活着之上》更多是
体现人们在精神层面的挣扎和撕裂。

活着，及活着之上，都现实存在着，身在
其中的人们，无法漠视和逃避。

活着的每一天，我们一直都在努力改变，
让自身和周围看起来更好。对于能改变的，我
们倾尽全力， 对于不能改变的， 我们何须抱
怨， 对于根本达不到的， 我们更无须患得患
失。

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何须斤斤计较
其他。

看似一无所有的富贵，只要好好活着，不
也还有那头牛的陪伴吗？

好 好 活 着王光太

征 文

本报讯（记者车辉）国内数字阅读品牌掌
阅科技联合完美时空等，将举办首届“掌阅文
学创作大赛”。据介绍，大赛将在 7 月启动，10
月 31 日截止，分为长篇、中篇和短篇三组同
时进行，设有情感、科幻、悬疑、武侠、纯文学
五大类别。

大赛分为海选阶段和决赛阶段， 通过大
众投票加组委会评选方式海选入围奖。 与此
前的各类文学创作大赛不同， 掌阅文学创作
大赛不仅考虑作品的文学价值，也考虑其 IP
价值。 大赛大奖奖金超过 15 万元，总奖金也
将达到百万元以上， 并且获奖作品还有机会
与时下最热的影视制作团队产生交集， 从而
实现作品在更广阔领域发展。 掌阅科技联合
创始人贾生亭表示， 本次大赛为将来更多优
秀作品的诞生营造土壤， 掌阅将会一直关注
和着重培养青年作者。

“掌阅文学创作大赛”将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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