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造纸术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
之一， 宣纸是传统手工纸品最杰
出的代表，居文房四宝之首，迄今
已有 1500多年的历史。 宣纸作为
古典元素，运用在灯具的制作上，
以古典透视现代，时尚又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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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非遗
宣纸灯具

书香

下面是地理老师出
的 15 个谜语，答案是中
国各大城市的地名。 据
说答对一半就很厉害了
哟！ 大家赶快来测一测
吧！ 答案见本期 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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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社科院语言
所修订的《新华字典》APP 日前正式上线，
作为中国最权威字典的正版电子版受到
社会普遍关注。 但同时，该 APP每天仅有
2个字免费体验、完整版需付费 40元的情
况也引发了争议。

《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白话
释义、用白话举例的字典，也是迄今影响
最大的权威汉语字典。 自 1953 年出版以
来，历经 10 余次修订，重印 600 多次，发
行逾 5.67亿册，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工
具书。2016年，《新华字典》把“最受欢迎的
字典”和“最畅销的书（定期修订）”两项吉
尼斯世界纪录收入囊中。

日前，由商务印书馆历经多年打造的
《新华字典》APP（1.0 版）正式登陆各大应
用市场， 这也是目前市场上唯一正版的
《新华字典》APP。

据了解， 这款 APP 提供了单字、词
语、汉语拼音、部首、笔画数、四角号码等
一框式检索渠道，并且支持手写、摄像头
取字和语音输入等功能，全面解决了用户

查字、输字需求。
它还具有两大特色功能，一是提供了

动态和静态两种标准笔顺，并支持屏幕跟
写，用户可识别、掌握 3500 个基础汉字的
笔画；二是由专业播音员对 1 万余个汉字
进行播读，用户也可以点击“朗读”键测试
自己普通话的准确性。

此外，该 APP 还开发了生字本、知识
问答、汉字游戏等增值服务，并完整收录
《新华字典》最新纸质版全部内容，提供数
字版与纸质版对照查阅功能。

这款 APP 产品上线后， 立刻引发热
议。有不少网友质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新华字典》 纸质版才 24.9 元，40 元的电
子版定价是不是太贵了？ ”也有网友表示：
“凝聚了几代人心血的《新华字典》，其
APP版不值一杯星巴克？ ”

从手机应用现有市场来看， 韦氏、柯
林斯等国际流行的语言字典价格均在 100
余元甚至数百元人民币，远超《新华字典》
的 40 元定价。《新华字典》凝聚了几代人
心血，这款 APP 版研发了 3 年时间，投入

了大量的人力和资金，还有高昂的流通成
本和运营成本。

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总干事张洪波
认为，《新华字典》作为一本工具书，具有
较强的社会服务功能，但它本身也是一种
文化产品，是商品，因此定价多少，出版方
可根据市场需求自行决定。

“此次《新华字典》APP 定价 40 元，是
综合很多因素考虑的结果，也是经过长期
论证的。 ”商务印书馆数字出版中心相关
负责人孙述学说，“即便是现在的定价，要
想收回前期成本尚有较长的路要走。 ”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数字出版运
营部主任张新智说：“作为一个出版从业
者，看到部分网友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价格
上而不是放在内容、知识、文化上，有些难
以理解。 ”要知道，这里面包含着著名语言
学家、诸多资深编辑、著名播音员、专业技
术人员和平台运营者大量艰苦的智力劳
动。 知识付费是对知识的一种尊重，也是
保持产品持续发展、 服务用户的必要方
式。 ”

电子工具书走进知识付费时代

黄磊一定没想到，自
己的新作创下了国产电
视剧在网络评分的新低。
由他主演的《深夜食堂》播出才几集，豆瓣网上
已有超过 3万人评分，90.9%的网友给了一星。

国产版的《深夜食堂》改编自同名日剧，讲
述这样一个故事： 有个只在夜里 12 点到凌晨 7
点营业的食堂， 来这儿用餐的人都会向老板点
份特别的菜， 每份菜背后， 都有一个特别的故
事。

但看似优质的 IP刷新了低分纪录。 这一部
《深夜食堂》“倒灶”了，观众在群嘲什么？

网友的众多不满里，有句留言颇具代表性，
“原版馋到崩溃，新版尬到反胃”。 大家盼着在中
国版“食堂”里见识博大精深的中国美食文化，
哪怕不是八大菜系、满汉全席那般端庄，但质朴
到深夜里的一碗面，也该透得出中国感觉。

黄磊的“食堂”开张，第一道菜也是面，却是
一大碗让人尴尬的酸菜泡面。 如此不走心，网友
的总结不外乎两条：其一，生搬硬套不动脑筋；
其二，加塞广告不问底线。

这一版“食堂”是如何复刻日版的，有太多
剧照为证。 场景、人物造型、主要情节，都在原版
日式居酒屋的框架里，就连台词都只称“料理”
不言“炒菜”。 日版里，女演员每次到店只点茶泡

饭，这在他们的生活场景里不难想象。 可中国
人深夜吃什么呢？ 虽说千人有千种答案，但在
深夜的小饭馆里点一碗方便面， 这一定是非
主流选择。

网上也有些人在为该剧叫屈，认为 40 集
的连续剧只看开头便给判低分，这有失偏颇。
但也许，《深夜食堂》的“拿来主义”从一开始
就注定了错误的结局。

让我们看看故事源头。日剧《深夜食堂》改编
自同名漫画。 日剧把漫画搬上荧屏时，已经撤换
了许多人物的猎奇身份，走的也是惯常的煽情路
线，但故事核心未改。 日剧《深夜食堂》的精神本
质与其原著漫画一样———接受不完美的现实，与
生命中所有的艰难、孤独握手言和。

这类被称为“沉默着、温暖着”的情绪，弥漫
在日本相应的社会环境中，合乎情理。 但于奋斗
中的我们，却带着天然的情感屏障。 哪怕中国版
的“食堂”把日式居酒屋改成街角的大排档、烧烤
摊，把来往客人换成加班的工薪族、下了夜自习
的大学生，它也有可能接不了中国的地气。 日本
的社会属性中， 许多人接受“在现实中苦涩地
笑”， 而我们更相信“擦干眼泪， 明天是新的一

天”。
更何况，中国人的人情社会，我们的情感通

关秘诀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日式居酒
屋那种散淡的疏离感，移植到中国无处落脚。 中
国观众能接受的小饭馆，有可能是《武林外传》里
的“同福客栈”，或者《东北一家人》里牛小伟那一
方饺子馆。

中国剧得有中国范儿，我们的故事里得有我
们的情，所谓“一方水土一方人”。 就像赵雷一曲
民谣《成都》唱开后，网友们重写歌词，在相同的
曲调里吟唱自己心中的故乡。 大连、厦门、青岛
等，各地风情因熨帖的改编而唱进人心。 中华大
地尚有天南海北、南橘北枳之差，一个日本的“深
夜食堂”，实在难觅中国的镜像，不值得大张旗鼓
地拿来模仿。 王 彦

连日来， 很多上海市民在为一栋老房
子心痛、气愤———受到“铜牌保护”的“优秀
历史保护建筑” 巨鹿路 888 号老洋房，在
2015 年被一个 90 后海归女孩以 8380 万元
的价格买下之后， 日前竟然被业主私自拆
除了。 在老洋房原址上，立起了一座金属混
凝土结构的未完成建筑物。

被拆除的巨鹿路 888 号老洋房来头可
不小。 它由国际著名建筑设计师邬达克设
计， 其所属建筑群是邬达克洋行成立后承
接的第一个项目。 邬达克在上海接手并建
成的项目超过 50 个，包括国际饭店、大光
明电影院、市三女中等，其中有 25 个项目
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置身如此显
赫的“建筑家族谱系”之中，这栋老洋房的
历史文化价值不言而喻。

除了自身深具价值之外， 这栋老洋房
对于上海也极具历史人文价值。 上海的城
市景观素来以拥有风格独特的历史风貌区而闻名遐
迩。 一直以来，外滩沿线的“万国建筑群”都是上海的

“面孔和名片”，既使上海市民引以为傲，又让海内外
游客惊艳倾倒。巨鹿路 888号所属的建筑群同样处于
历史风貌保护区之内，它们虽然没有外滩建筑群那么
高调张扬，但是蕴含着上海深厚内敛的另一面。 走在
巨鹿路的梧桐树下，走进一条条弄堂深处，细细品味
马路沿线的历史建筑和人文景观，人们更能触摸到上
海的细微肌理和生活温度，感受她深藏不露的悠远韵
味和隽永魅力。 这样的历史文化资源是珍贵的，无可
取代，不可再生。

历史文化的价值和意义，终究依赖于人们的认知
和认同。如果缺乏健康的历史观、经济观和文化观，哪
怕有了健全完善的法律政策，哪怕有了严密的监管和
执法， 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传承仍然难以让人乐
观。在那个 90后海归女孩的眼里，这栋老洋房可能不
如一栋现代化的钢筋混凝土建筑有价值。这正是今天
社会面临的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思想观念、生活方
式都走进现代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应该如何面对过
去的时代和渐渐陌生的文化？如果历史虚无主义弥漫
在人们心间， 历史文化的价值就很难获得承认和尊
重，对于文物、古迹等历史文化资源的随意、轻率和肆
意妄为，就有可能成为普遍的态度和行为。

花 8000多万元买一栋老洋房， 然后把它拆除重
建———这样的财大气粗，在不少“文化搭台、经济唱
戏”甚至为了发展经济而不惜破坏文化的事件中屡见
不鲜。 厘清经济和文化之间的边界，确认它们的位置
和彼此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非常迫切的时代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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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对称的奇特映照

闲话

这间《深夜食堂》里没有我们

《国王与抒情诗人》（中信出版社 2017
年 5 月版），是一部描写 2050 年人工智能及
人类意识机器化前景的小说，显示了年轻小
说家李宏伟令人惊异的对未来的思考能力。

驱动人类发展、能满足人类对永恒的渴
望的，究竟是“国王”还是“抒情诗人”？

在这本书里，作者李宏伟把蔓延心智的
瞬间集中、散乱情志的刹那聚合、理性与感
性的交互作用、 某些从未被体验的情感、某
个不曾被照亮的心理暗角，铺排成一首动人
的抒情诗，从容地置放在文字的帝国里。

尽管能够明确地从书中感到作者对抒
情诗的偏爱，但在这本国王与抒情诗人对峙
的作品里，叙事者并没有把国王设置为无情
理性的代言、残酷现代的象征、冰冷科技的
化身， 而是始终表现出顽韧的理解尝试，从
而让庞大的信息帝国和人心灵的幅员，构成
了非对称的奇特映照。 这奇特的竞争性映照
也让我确认，我跟李宏伟初识时感觉到的阔
大。 更为让人振奋的是，在每次书写之前，李
宏伟都会试着向内清空自己，并把这反向的
沉睡世界，再一次唤醒———

我必须每一次都喊应你， 我每喊你一声
就给出一次全部的我，你每应答一声

我就得到一个全新的你
黄德海

□ 史竞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