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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电子书的三问三答

■

微
博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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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系统
@百道网：统一电子书标准的制定是降低出版成本

的正途，但在现实中，统一标准似乎并不符合像苹果或
者亚马逊这样的大型技术公司的战略，因为在数字内容
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他们将建立独家标准视作自
己的核心竞争力。在大家为推行电子书统一标准呼吁
的时候，必须认清这一现实。

@图联网：如何让纸版书的设计美感和视觉个性在
数字空间得以保留，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问题。电子
书的封面是不是应该打破纸本书的思维，充分利用数字
版的动态和交互的优势呢？在不久前的一次“数字图书
的设计与出版”的活动上，与会者探讨了数字图书给书
籍装帧设计工作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关于市场
@我财我乐舆情：事实上，早在京东、当当杀入电子

书市场之前，汉王科技、盛大文学、甚至中国移动都已经
开始动手，想在该领域分一杯羹。但国内的电子书企业
推广阅读器其实都是在“赔本赚吆喝”。

@情深不寿：晚上看厦门卫视2套讨论鼓浪屿晓风
书店的倒闭，感觉嘉宾视野颇为狭窄。在大的时代背景
下，实体书店在未来受到的冲击一定是愈演愈烈，不是
政府救或者不救的问题，而是在网络和电子书的夹缝
中，如何寻求新的生存方法和商业模式，如果没有找到
这个契合点，那么实体书店只能逐渐衰竭，这是发展的
代价，适者生存。

@云海藏书陈少强：媒体问我：怎么看京东电子书
上线的时候，当当平台升级？我说好事，平台越多越好，
云海藏书都支持。不管是当当的书还是京东的书，以后
还有盛大和亚马逊的，都可以在云海藏书社区，一边讨
论一边购买到，然后下载到手机。

关于体验
@神话：kindle 和 nook 等电子书是很有意思的东

西，它们到底有多小众呢？很多人爱它们爱得要命，但
绝大多数人即使摸到是真机，也只是看一眼就放一边
了。如果是iPad2来做测试，结果肯定大不一样。

@没名字：看电子书方便？搞个装备；要随笔写点
东西？再装个软件；按键麻烦没感觉，再来支手写
笔……折腾了这么久浪费了那么多时间找你要的其实
不就是一本纸质的书加一支圆珠笔吗？

@数字出版闫国栋：在线京东电子书体验：1、独家
的图书太少，只有51本，社科占一定比例。2、在线阅读
体验不如当当播放器阅读效果好，当当那个有翻书的感
觉。3、少儿类漫画没有试读版，不知效果。4、 网页设
置的还是比较大，电子首页感官要比当当的好。5、电子
期刊压缩效果不好，字迹不清晰。个人体验罢了，做不
得导向！

关于感受
@范耀威：为何不买电子书呀？下载便宜，甚至免

费，轻薄便携，塞得下整座大英图书馆！可是，我不想将
来我的孩子少了在父亲书柜乱翻的乐趣。孩子对阅读
的兴趣，往往从把玩书籍开始。翻开泛黄、散发陈旧油
墨气息的纸张，看到字迹扩散的眉批，就像发现宝藏一
样有趣。我清晰记得 6 岁时从父亲书柜翻出第一本：

《西游记》。

@引墨2011：小说家乔纳森·弗兰岑发表了一场反
对电子书的演说,其中一句是：“或许没有人会在乎50年
后是否有纸本书，但我不是，我在读一本书时，我是在一
个特定的时间和场合实实在在地触碰一个实体对象。
事实是，每每在我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的时候，我就感
到——还是那句话——无比的踏实安心。”我很有同感。

@康国平：这个世界，最不缺的是知识。最缺的是
珍惜。比如电子书，可够买到的，你一辈子都看不完。
虽然自己已经学会了有选择地挑选，然后放到Kindle里
读，即使有选择地读，也读不过来。这么多年买的纸质
书，就已经读不过来了，要电子书，就跟感情一样，总是
索要个没完。

京东宣布进军电子书，与出版商以四六或三七比例分成；最大的中文网上书店当当网也同
时宣布，将其电子书品种扩充到10万种；读书人的圣地豆瓣网推出了“自出版”计划，电商巨头
淘宝网都来搀和一下推出了淘花网；新锐企业唐茶只做苹果平台的电子书，也一举闯入了本报
去年的年度十佳App；加上在这个领域耕耘已久的盛大文学、中文在线，连上市的报表都做了好
几轮，仿佛间，电子书的春天似乎真的要到来了。是时候抛去沉重的纸质书，转向电子阅读了
吗？且慢决定，不妨看一下我们为读者准备的三个问题和回答。

不管情感上多么不愿
接受，但这个趋势看来不可
避免。

电子书取代纸质书，是
从替代性较高的印刷、发
行、销售环节进行，而不太
受机器影响的写作、编辑

环节，电子书也同样需要，
从这点来看，出版业本身
也没有抵制电子书的强烈
意愿。

反对这一观点的人，多
数从纸质书的阅读体验不可
替代出发。但体验再牢固，

毕竟与个体密切相关，看看
身边的下一代，除了课本之
外，他们还有多少时间与纸
质书共处呢？更何况，到了
他们的下一代，连教科书都
可能已被野心勃勃的亚马逊
或者苹果占领了。

问题1 电子书会取代纸质书吗？

这个问题在美国可能很
好回答，毕竟他们有亚马
逊。在中国，就很难得出

“是”这个回答了。尽管前面
我们描述了电子书行业的热
闹景象，但是仔细看看，目前
主推电子书的这些企业，或
多或少都有些尚未克服的关
键问题。

主打销售实体书的当当
网和京东，在推出电子书方
面，即使不质疑其动机，仅看
效果，很难说令人满意。当
当网电子书频道上线当天，
就有网友撰写博客，毫不客
气地列举其阅读体验的种种
违反人性之处；京东号称移

动平台、PC端同时推出阅读
终端，但其 PDF 版本的电子
书，内部连最基本的字体设
置都付诸阙如。他们的电子
书计划，目前看来仍然稍嫌

“匆忙”。
在这个领域深耕已久的

盛大文学和中文在线，两家
都取得了显著的销售收入和
渠道建设成果。他们在电子
书销售渠道上较为依赖移动
运营商，销售品类上则极为
侧重网络小说、流行小说。
从阅读的“全品类覆盖”指标
来说，这两家电子书商都只
能满足人群广大但领域狭窄
的部分读者。

至于这个领域的先驱加
巨头亚马逊，在谈及何时将
他们的王牌电子书Kindle引
入中国时，不变的回复总是

“我们一直在努力”。
更为严酷的是，电子书

产业的大发展，最终仍取决
于出版业的发展，说到底，它
是一种锦上添花的形式转
变，却不是雪中送炭的行业
救星。管制重重、原创力匮
乏、创作与现实被迫脱节的
中国出版业，目前尚无足够
的动力去推动或配合书籍电
子化的浪潮。身处严冬的产
业环境，不足以支撑电子书
这朵春天的花。

问题2 现在是转向电子书的时机吗？

从阅读体验上说，采用
电子墨水 E-ink 技术的电子
书是最接近纸张阅读、对用
眼健康最有利的阅读方式。
功能强大的Kindle则是这种
阅读的首选。尽管亚马逊电
子书店尚未开进中国，但淘
宝上有大量近乎原价的美版
Kindle 出售。Kindle 的众多
插件则使它不仅能阅读目前
已有的电子书，还可以将网
页保存后阅读、用邮件发送

待阅读内容，使 Kindle 越来
越趋近类似于 iPad的移动阅
读终端，而不仅仅是阅读电
子出版物。

盛 大 的 Bambook 则 在
国内建设起了从内容购买、
分发到阅读的完整产业链，
非常适合追读网络流行小说
的群体。但是受制于盛大文
学本身定位于流行文学的特
色，一些严肃书籍的阅读可
能需要读者自行寻找资源。

除 电 子 墨 水 平 台 外 ，
iPad、iPhone 和安卓手机上
众多的阅读App的优势是大
多带有建设完善的电子书
库，只要书籍有电子版，一般
即可在书库中找到，在便捷
程度上无可匹敌。这种方式
的缺点一是长期阅读比较伤
害眼睛，大量书籍处于“无授
权”的灰色地带，也可能对产
业带来潜在的伤害。

本报记者 阳淼

问题3 现在可以用哪些方式读电子书？

很 多 人 在 纠 结
现 在 要 阅 读 电 子
书 还 是 纸 书 时 ，往
往 忘 了 自 己 阅 读
的 最 初 目 的 ：通 过
阅 读 增 加 知 识 和
生活体验。

书 籍 的 主 体 意
义毕竟是承载知识，
作为一种介质，它本
身的材质已经转化
过好几次，从丝帛、
竹 简 、纸 莎 草 、羊
皮 ，一 路 到 今 天 的
纸 张 ，材 料 科 学 的
进步和经济理性的
驱 动 ，使 出 版 业 不
断寻找更利于承载、
传播的介质。

无 论 载 体 是 什
么，阅读这一活动是
人类增强自身积累、
提高素养的基本动
作。一些电子书的
拥趸下载了数以 G
计的书籍，并乐此不
疲地交流，却几乎没
有完整深入地读完
一本书；一些人看到
纸质书的标价后幻
想着“电子书出来后
再下载”，却耽误了
阅读和学习，在今后
的工作学习 中 付 出
了更大的代价。不
管 介 质 是 什 么 ，阅
读本身是一项投入
不 高 、产 出 可 观 的
生 活 方 式 ，与 其 花
精力在纠结介质上，
不如赶快埋头，读几
本好书。

应该坚守的
是阅读

■ 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