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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藏书
不是收藏图书的电子版

什么是数字藏书？它是用区块链技
术打造的限量版实体图书和数字藏书票
融为一体的图书资产包，首创性地实现
出版社精选的实体图书与数字资产的结
合。这么说，可能有人还是不太明白。
事实上，自4月29日上线预展以来，数字
藏书项目已引起广泛关注。什么是数字
藏书？它跟普通的藏书有什么不同？数
字藏书到底藏的是什么？

听到数字藏书，或许不少人首先想
到的是电子书收藏。其实，一份数字
藏书并不是收藏某本书的电子版，而
是收藏实体图书+作者亲笔签名的限
量数字藏书票。比如《瞻对》的一份数
字藏书就是一本实体书+限量数字藏
书票。该藏书票画面定格于历史的某
一瞬间：老旧斑驳的文物、被时间雕刻
的沧桑脸庞，有人从远处策马而来，牦
牛驮着沉甸甸的货物在逶迤的山路上
缓慢前行。

传统意义上的藏书票，起源于15世
纪，国际上通行在票上写上相应的拉丁
文字，表示“属于私人藏书”。藏书票以
艺术的方式，标明藏书是属于谁的财产，
与藏书章有异曲同工之处，被人们誉为

“纸上宝石”“书上蝴蝶”“微型艺术”。《瞻
对》限量数字版的线上藏书票遵循国际
藏书票的设计原则，与限量上链图书一
一对应锚定，并由作者手写签名。

用区块链技术
给藏书一个数字身份证

5月11日下午，封面新闻记者采访
了国家新闻出版署科技与标准综合重点

实验室区块链版权应用中心主任刘天骄。
数字藏书与数字藏品仅有一字之

差，但在刘天骄看来，两者差别还是比较
大的，“数字藏品往往没有线下实体存在
物。但是数字藏书，则是实体与数字、线
上与线下的结合。它包括线上的数字藏
书票和实体纸质书。”

那么，这种数字藏书与普通的藏书
有什么区别呢？刘天骄解释说，“以前
如果读者喜欢、收藏一本书，就用一张
藏书票来表明自己是这本书的收藏
者。近些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复制
技术的提升，如果只是用普通的藏书票
来表明收藏，其收藏价值已经变小了。
数字藏书是利用现在发达的区块链技
术等数字化手段，把一本书和它的藏书
票进行锚定，并进行独一无二的编码。
也就是说，你买到一份数字藏书，会收
到一本实体书和线上数字藏书票，实体
书和藏书票都印制有独一无二的编码，
互相锚定，完全对应。这就大大提高了
图书收藏的珍稀度和唯一性。每本数
字图书也因此拥有了唯一对应的线上
数字身份证号码，上了区块链，成了你
的数字资产，可以查询、转让、收藏，有
增值价值。”

《瞻对》图书原价一本69.8元。一份
相应的数字藏书是79.8元。购买者会得
到《瞻对》实体书一本与阿来亲笔签名的
限量版数字藏书票。

除了阿来的《瞻对》，5月11日至20
日，知信链数字版权资产官方店陆续开
启首批作品的直购和竞拍。后续作品包
括《永远的袁隆平》《望江南》《马识途西
南联大甲骨文笔记》《刘心武爷爷讲红楼
梦·第二辑：十二金钗》《三星堆青铜器线
绘与拓片》《从秦朝说起，到清朝结束：大
秦风云》等9部作品。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书籍诞生于人类对抗遗忘的努力，
从声音到文字，从手抄本到图书馆，从莎
草纸到互联网媒介，每一个进步，不管它
多么微小，都会延长记忆的寿命。书籍
的诞生及变迁史，也是一部人类文明的
发展史。

2022年4月，2020年西班牙国家最
高文学奖——国家散文奖获奖作品，西
班牙女作家伊莲内·巴列霍的《书籍秘
史》，伴随她所讲述的书籍传奇，由湖南
文艺出版社和中南博集天卷联合译介，
来到中文读者身边。在这趟通往思想与
知识诞生原初之处的旅程中，我们得以
探寻从古至今的人们如何被凝聚在一
起，共同守护书籍这座记忆宝藏。

书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历史上发生
过哪些不为人知的兴书之事或毁书之
事？哪些书永远遗失了？哪些书得以幸
存？为什么有些书会变成经典？多少书
被满怀热情地抄写？从尼罗河畔的莎草
纸，到亚历山大港的图书馆；从游吟诗人
的荷马史诗，到苏格拉底对书面文字的

批判；从学习抄写的贵族子弟，到替人朗
读的奴隶——对书籍的热爱以既神秘又
自发的方式，在人与人之间锻造了一条
看不见的链条。素不相识的人们共同拯

救着这座精神宝藏。
在一个个迷人故事中，我们或许会

意识到，在互联网、电子书等新兴技术崛
起，不断唱着书籍哀歌的时代，已历经千
年的书籍可能还有漫长的生命。

《书籍秘史》作者伊莲内·巴列霍因
自小迷恋希腊与罗马神话而研读古典语
言学，曾赴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后取得西
班牙萨拉戈萨大学及意大利佛罗伦萨大
学博士学位。当她在佛罗伦萨的阅览室
里亲手触摸羊皮纸手稿时，那一刻的感
受成为本书的写作契机。

伊莲内·巴列霍试图记录下书籍拯
救者们的无声冒险与那些并不引人注目
的善行。创作者、守护者与阅读者们的
共同努力，让一本本书在历史长河里保
存下来，成为今天鲜活的生命。

书的后记中，伊莲内·巴列霍写道：
这是一本被陌生人的善举拯救的书。谨
向你，向所有让这场跨越千年的冒险保
持活力的人致以我无尽的谢意。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无论是吃烧烤还是下饭
馆，你总是能听到一句灵魂
拷问：“能吃辣吗？”在爱吃辣
的四川人面前，一份微辣的火
锅底料无疑等于认怂。辣椒
是何时传入中国的？我们又
是怎样爱上吃辣的？近日，日
本明治大学教授张竞著的《餐
桌上的中国史》由中信出版
集团出版。你吃了一辈子的
中餐，其食材与菜式的身世，
可能会令你意想不到。

本书以中国的历史演进
为主轴，以中国菜肴为主角，
带你探索中华饮食背后的渊
源，透过一道道菜肴品读一
个朝代的经济、科技、农业发
展程度与文化成就，用通俗
的笔调展现了在时代变换、
王朝更替、民族文化冲突与
融合的历史中，中华文化的
重组与演变。

书中写道，辣椒原本不
是中国产的，是明朝末年由
海外传来的。大航海时代，
辣椒从原产地墨西哥等地区
向世界传播，各地区的人们
开始种植辣椒。19世纪后，
辣椒在我国西南地区逐渐推
广开来。不只是四川，据《清
稗类钞》记载，湖南、湖北、贵
州等地的人都非常喜欢吃辣，
特别是湖南、湖北，无论什么
山珍海味放在桌上，没有芥子
和辣椒，几乎就没人动筷子。

芥子很早就是调味料，
元代的贾铭在《饮食须知》
中，从养生的观点介绍过芥
子的效用。辣椒进入中国
后，中国人食用芥子的习惯
并没有改变。李渔的《闲情
偶寄》中有这样的记载：“制
辣汁之芥子，陈者绝佳，所
谓愈老愈辣是也。以此拌
物，无物不佳。”说明到了明
末清初，芥子仍旧是调味
料。正因为原本有这样的
嗜好，所以辣椒能很快被中
国人所接受。

作者张竞，华东师范大
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91
年取得东京大学比较文学比
较文化专业博士学位。2007
年—2009年任哈佛大学客座
研究员。现为日本明治大学
国际日本学部教授，研究方
向为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
东亚文化交流史、文化史。

封面新闻记者 周琴

数字藏书悄然走红
《瞻对》两分钟售出超2000份

《书籍秘史》：写给爱书人的“情书”

《餐桌上的中国史》揭秘：

我们是怎样
爱上吃辣的

2022年，数字藏品的话题非常热。不少企业或相关机构纷纷开始发行自己特定
的数字藏品。如今，数字化风潮也刮到图书出版业。5月10日，新华文轩四川数字出
版传媒联合“阿里拍卖”，推出了全国首个数字藏书产品——阿来的《瞻对》。直购限
量2999份，开售两分钟售卖量就突破2000份，销售界面更是引来了超过3万人次的围
观。这种火爆场景，意味着“全国首个区块链图书里程碑项目”打响了第一枪。

《瞻对》

每本数字图书拥有唯一对应的
线上数字身份证号码。

《书籍秘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