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两年，“元宇宙”正

从单纯的概念发展到与各

产业领域全面对接，为传

统出版的数字化创新带来

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不少

出版人士认识到，“元宇

宙”将为出版提供新的技

术支撑手段、内容创作工

具等，重塑传统出版的组

织流程与生态，帮助传统

出版进一步释放内容价值。

日前，四川人民出版

社与数传集团旗下某数

字机构、北方国家版权交

易中心，在第35届北京图书订货会上

举行签约仪式。三方就“元宇宙”图书

的开发、运营、交易全链条达成战略合

作。其中首个合作项目——《瓷器改变

世界》“元宇宙”图书，正式在北方国家

版权交易中心挂牌成交。此次挂牌也

意味着四川人民出版社将协同多方力

量，通过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人才创新

等多维度，集中资源进一步推动元宇宙

技术的落地，实现融合产品开发、数字

场景建设与数字品牌推广的深度赋能。

对于出版人来说，拥抱元宇宙的关

键便是让元宇宙从概念

走向现实，真正实现落地

应用。据四川人民出版

社副社长李真真介绍，四

川人民出版社于2022年

开展元宇宙图书项目，利

用元宇宙技术的包容性

和创新力赋予了出版业

态无限的增量和动能，也

将本社一些学术性、专业

性较强的内容以多元化

的方式呈现，运用前沿网

络技术赋予出版更多的

文化魅力。

《瓷器改变世界》是由中国当代陶

瓷考古学名家江建新精选500余件文

物，讲述从8世纪到18世纪，从太平洋

东海岸至大西洋沿岸的“瓷器之路”，反

映中国外销瓷的世界影响力。该书获

得2022年国家出版基金，入选四川省

年度重点出版规划项目，具有较大的社

会影响力。运用元宇宙技术将书中提

到的瓷器变成了可以“说话”的文物，让

这些冰冷的物件变得鲜活起来，用互联

网语言向世界传达了中国文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川人社推出首个“元宇宙图书”
《瓷器改变世界》元宇宙图书场景图

《瓷器改变世界》

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一跃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流，而原本占据主导地位的中短篇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影响力渐弱，甚至有式
微之势。迄今为止，长篇小说每年层出不穷，但有规模、成体系的优秀中短篇小说集却十分匮乏。近日，河北教育出版社与北京长江新

世纪联合策划出版了一套经典中短篇小说集“年轮典存丛书”，是中短篇小说的集大成出版物。
这套丛书的主编、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作家邱华栋在荐言中写道：短经典历久弥新，存文脉山高水长。“年轮典存丛书”所呈现的宏阔进程

中的21世纪中国当代文学，正在形成新文学山峰的山脊线。如果你看腻了长篇，不妨翻阅一下这套短经典，其中所呈现的细小与宏大的对峙、短
暂生命与悠长岁月的和解，是许多人至今无法触摸、无法理解的存在。

首次以作家代际年龄划分的文学丛书
“年轮典存丛书”收集经典中短篇小说

六代作家自选207部作品

“年轮典存丛书”收录了跨越“40
后”到“90后”6个代际、70余年、32位作
家自选的207部作品。这也是中国当代
文学史上首次以作家代际年龄划分的
文学丛书，作者群覆盖面广阔，不仅有
王蒙、梁晓声、贾平凹等茅奖得主，叶广
芩、冯骥才、池莉、蒋韵等15位鲁奖获得

者，还有尤凤伟、石钟山、须一瓜、滕肖

澜等作品曾被改编为影视剧的原著作

家，更有作品破百万册销量的笛安、李

尚龙等新锐力量。

在这套丛书中，读者可以看到不同

年代的作家在同一时空中大放异彩：生

于20世纪40年代前后的王蒙、冯骥才、

梁晓声、叶广芩等文坛领军人物，在当

下依然保持着丰沛的创作力；以贾平

凹、毕淑敏、曹文轩、蒋韵、池莉等为代
表的“50后”作家，着眼于村镇故乡、市
井街巷，给读者展示一代人的成长记
忆，他们无惧岁月变迁，光影流转，始终
永葆活力；“60后”作家以季栋梁、胡学
文、石钟山、须一瓜、葛水平等为代表，

他们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中坚力量，架起

了文学传承的桥梁；“70后”有滕肖澜、

黄咏梅、陈仓、弋舟等作家为代表，他们

可说是“夹缝中壮大”的一代，一直在不

停地寻求突破；“80后”的笛安、马金莲、

宋小词、周李立、王威廉等作家，如今已

经在文坛扎扎实实立稳了脚跟；李尚

龙、王苏辛、庞羽、夏立楠、梁豪等“90

后”作家，也相继拿出了亮眼的作品且

在不断探索新的可能。

短篇小说对作家要求颇高

作家王蒙从19岁生日刚过开始创

作第一部小说《青春万岁》，2023年是

他从事创作的第70年。作为一个“30

后”作家代表，89岁高龄仍能每年持

续出版至少一部新作，因此“年轮典存

丛书”将王蒙的自选短篇集《夜的眼》

收录进来，出版方称，王蒙完全可以被

称为“80后”作家代表，明年就可以称

为“90后”了。

捷克作家斯维拉克曾说：“长篇作

家似一介农夫，而短篇作者则像一个园

丁。”在刚刚落幕的第35届北京图书订

货会“年轮典存丛书”发布会上，这套丛

书的作者之一笛安，从切身写作经验出

发谈了对短篇小说的看法。她说自己

其实不太擅长写短篇小说，因为短篇小

说是对作家要求非常高的文学体裁。

“我一向很反对编辑跟作家说，你先写

两个篇幅短的来练练手。在我看来，

短篇小说实际上要求作家要有非常成

熟的技巧和表达，以及强烈的个人语

言风格，这在写长篇时可能相对没有

那么重要，但却是短篇小说在辨识度

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我和杨明强先生相识相交多年，他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

杨明强乐观向上，脸上总是洋溢着真

诚笑意。他是资深摄影家，笔名晓风皓

月，1963年生，四川省营山人，1984年毕业

于南充师范学院（今西华师范大学）。先

后担任营山中学、双流中学高中语文教

师、文教局机关干部、后从事多年的新闻

媒体工作，出任《招生考试报》主编18年。

我不时读到他在报刊上发表的多篇

随笔、散文，加深了我的印象，认定他是

一个记者型作家。近日读到他的第一本

散文随笔集《游云笔记》，该书分为“行游

走读”、“岁月寄怀”、“亲情友情”、“随笔言

论”等7个专辑，洋洋洒洒，共计25万字。

让人欣喜的是，他不落于一般写作

者就事论事的窠臼；不像一些摄影爱好

者，手中端着一部照相机，事无巨细的记

录下涌入镜头中的人和物，而是用一双

作家敏锐的眼睛，有选择地记下他思想

深处的、过滤过的人或物；他善于选择典

型细节，并在这些生动典型的细节、细部

中，突出形象赋予感情；如同作家海明威

提倡的“冰山一角”，露出海平面的是冰

山一角，潜藏于海面之下的是冰山的大

部；于是他的文章就有了文学的美感，给

人一种文学的享受。

以“行游走读”中的《走读突尼斯》一

文为例。在这篇文章中，他发挥了作为

摄影家的特长，以干净洗炼的文字，绘声

绘色着重描绘了突尼斯埃尔·杰姆斗兽

场的宏伟、建筑的精美；进而遐想到那个

年代，人与人厮杀，人兽搏斗、鲜血淋漓

的场景。在这里，他宕出一笔：“再次静

坐于高高的看台，观望着埃尔·杰姆最古

老的斗兽场、竞技场，飞翔的思绪和思索

的羽翼让我高飞”。正是因为他有了这

不凡的思索和飞翔，使得这篇游记与一

般的游记有了质的区别。

更多的文学性表现在书中的“岁月

寄怀”专辑，从第一篇《老屋和炊烟》到最

后一篇《再起航，在梦开始的地方》，情感

的表现都不浮泛，而是从若干细节，用浸

透了他对故乡和亲人深情怀念的细密文

字，显示出文学的魅力。

其实，要对这本书作出比较中肯、贴

切的评价，最好是引用作者在书末的《追

梦 圆梦》中诗一般的文字——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曾记否？流

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尽

管流失的是青春，老去的是岁月，改变的

是容颜，但不变的是如磐的初心和梦想：

那便是靠近记者和作家的圈子，在历练

和学习中加强自我修为。”

当然我也发现，杨明强的某些特点，

同时也是他的弱项。比如他的好些文

章，一看就带有明显的记者的视角、新闻

的语言。从严格意义上说，新闻的表达

和文学的表达还是有明显的不同，如果

能有更好的文学思维、文学审美，杨明强

的作品会呈现更好的文学价值。《游云笔记》

形象和情感栖息于生活之上
——简评杨明强的《游云笔记》

□田闻一

“年轮典存丛书”发布现场
“年轮典存丛书”

品读 2023年3月3日 星期五 编辑 张海 版式罗梅 校对汪智博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