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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第二期博雅论坛暨首届

中国书店论坛上，一场关于“移动互

联时代书店的生存和发展”的讨论引

发与会者深思。网络书店对传统书

店的冲击是否依然严重？图书价格

立 法 是 否 可 以 真 正 在 我 国 顺 利 推

行？移动互联时代，实体书店将会走

向何方？

围绕这些问题，国家新闻出版广

电总局印刷发行管理司副司长谭汶，

中国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当当

网 CEO 李国庆，浙江省新华书店集

团公司董事长王忠义，单向街书店投

资人、华文天下总编辑杨文轩，以及

北京大学教授肖东发，齐聚一堂，各

抒己见。

图书价格立法备受关注

谭汶开宗明义地表示，总局非常

重视以价格立法为核心的图书市场

规范工作，市场规范的重心就是要完

善基于价格立法的图书定价销售制

度。我国实行图书定价制度，但却没

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其严格实施，

所以图书在销售环节任意定价、任意

打 折 、恶 性 价 格 竞 争 等 现 象 屡 禁 不

止，这不仅对实体书店，甚至对全行

业都造成了不良影响。

2011 年，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曾

与国家发改委出版工作协会、出版协

会、发改委价格局沟通，希望建立有关

价格方面的制度。制度的具体条款，

包括新书不允许打折、什么情况下可

以打折等等。但种种原因导致协议被

搁置。

“我认为，导致这个结果主要是

业内对这个问题不够重视，同时我们

的工作力度也不够。现在我们正在

跟发改委谈这件事情，双方都非常积

极。”为了表明总局对推动价格立法

的决心，谭汶说，“当年德国出版商协

会和书商协会有一个定价协议，从协

议定价到法庭裁定合法，用了 5 年时

间 。 我 们 才 一 个 回 合 ，大 可 不 必 气

馁 。 争 取 短 时 间 内 ，把 制 度 完 善 起

来。”

很多人会错把价格战理解成市

场调控和市场行为。韬奋基金会理

事长聂震宁指出：“不要以为无形的

手 都 是 有 效 的 ，市 场 也 有 失 灵 的 时

候，不能用一个利润标准检验所有问

题。价格战损害了整个行业，而首当

其冲的是实体书店的利益，但实体书

店仅仅是最早的受害者，最后的结果

肯定是行业崩盘。”

尽管网络书店在人们看来是引发

价格战的元凶，但当当网 CEO 李国庆

却举双手赞成价格立法。他说，8 年

来他一直不断推动限折令。因为价格

战导致网络商业停留在较低水平，网

商完全陷入价格战，中国网络商业没

有任何贡献，很多网商想要做的事根

本没做好，大家没有精力去增加部分

章节试读的体验感，强化读者和作者

之间的互动，而只是彼此在价格战上

消耗。

民营实体书店的境遇一直比较艰

辛，由于不像新华书店拥有物业，房租

成本一直都是巨大负担。由于规模限

制，他们对出版商缺乏谈判能力，很难

获得折扣。因此，这些年出现了很多

中小实体书店在网上大量购买，再向

出版社退货的情况。李国庆将此戏称

为当当网和京东网的“批发业务”。

聂 震 宁 说 ，相 较 于 其 他 许 多 行

业 ，出 版 业 之 间 的 交 易 标 准 被 认 为

是 较 差 的 ，除 了 定 价 、折 扣 ，还 有 各

种 交 易 标 准 要 求 ，都 没 有 确 定 。 这

些也是推进价格立法的过程中必须

考虑的问题。

实体书店将走向何方？

房租、人工、税收等已经是实体

书店生存的老难题了，除此之外，还

有什么压力导致实体书店生存艰难，

实体书店未来应该如何发展？

李国庆直言，实体书店存在创新

不足的问题，新华书店超大规模的模

式已经过时，书店已经不用再摆放 30

万种书了，10 万种即可，应该缩小规

模，布点更多，要有咖啡和茶。在李

国庆看来，实体书店应该在经营上发

挥优势，比如发展租书业务等，当当

网等网络书店是没法做租书生意的，

物流成本是个制约，但实体书店完全

可以。

北大教授肖东发则认为：未来书

店还有一个趋势，就是专业化、特色

化、小众化、书店应当星罗棋布。

对于移动互联网是否可以带给

实 体 书 店 新 生 ，杨 文 轩 的“ 入 口 ”思

路颇值得关注。他说：“我觉得移动

互 联 网 在 于 突 显 本 地 化 优 势 ，现 在

我 们 进 当 当 、京 东 、淘 宝 ，有 两 个 入

口 ，一 个 是 搜 索 ，还 有 一 个 是 本 地

化。我觉得移动互联网时代应该会

变 得 更 精 确 ，因 为 我 们 不 要 那 么 多

信息。”

百 道 网 CEO 程 三 国 说 ，移 动 互

联时代实体书店生存发展的未来在

于良好的书业生态环境，书业生态环

境最核心就是价格立法。在这个重

要前提之下，政府力量、协会力量、基

金力量、媒体力量、社会力量等等各

种力量，应当一起帮助书店创新，探

索经营模式。

“帮书店”计划正在行动

截至 2011 年底，全国共有各类出

版发行网点、实体书店将近 17 万个，

比 2010 年增加了 704 家，显示出在市

场调节作用下，一些中小实体书店在

退出的同时，也有新的实体书店不断

进入市场。谭汶说，目前正在推进和

实施扶持书店的五项内容有：

第一，2011 年中宣部、原新闻出

版总署、住建部联合出台了一个关于

加强城乡出版物发行网点建设的通

知，在这个通知里面要求城镇新区建

设和旧城改造过程中，预留包括出版

物发行网点在内的各类公共设施用

地。同时就书店拆迁安置重申了就近

定的原则。

第 二 ，要 完 善 图 书 价 格 管 理 制

度，规范出版物市场秩序。

第三，对实体书店减免税赋。

第四，加大对实体书店财政扶持

力度，近年来各地区行政部门通过设

立专项资金、项目资助和用地支持等

多种方式扶持实体书店。总局正在

协商扶持一批品牌书店和特色书店。

第 五 ，鼓 励 实 体 书 店 向 专 、精 、

新、特方向发展，挖掘市场潜力，向社

区、学校、超市推进。

政 府 在 行 动 ，社 会 力 量 也 在 结

集。以中国韬奋基金会为行动主体，

由韬奋基金会和百道网联合开展的

“帮书店”行动计划，内容包括韬奋基

金会下设帮书店专项基金，借鉴法国

的书店评测体系，根据书店公益特点

和经营文化，对公益性表现、经营风

格、文化内涵，以及服务效益表现如

何等进行评价后，按测评等级对实体

书店进行专项基金补贴。同时，举办

“中国书店论坛”，帮助实体书店开展

学习培训和交流，支持中小书店成立

联盟合力发展。百道网为此开通了

“帮书店”频道和“帮书店”微信公共

账号和微博。

移动互联时代
书店生存发展之路何在

本报记者 李 苑

于阗文写本《对治十五鬼护身符》

“全国古籍普查拾珍”⑧

2005年以来，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陆续征集入藏了六批新疆和田等地出土的
文献，总计564号（有的1号内包含多件）。
这些文献均产生于4至10世纪，相当于中
原王朝的两晋至宋初时期，时间跨度很大。

这些文献的内容丰富、形态多样。从
文种看，有汉文、于阗文、藏文、梵文、粟特
文、焉耆-龟兹文、波斯文等，有的文献为双
语书写，甚至还有多件于阗文—汉文对照
文书，对西域古语言研究极富参考价值；从
内容看，不仅有大量宗教文献，其中主要是
佛教文献，而且有四部典籍、官文书、书信
等世俗文献；从载体形态角度看，包括木
简、函牍、纸质文书、绢质文书、桦树皮文书
等类型，带有封泥的书信与笔盒独具特
色。这些文书有着很高的文献价值，其重
要性不亚于敦煌遗书、吐鲁番文书，已经引
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季羡林先生曾在2008年6月10日发出
呼吁：“听说，最近新疆地区发现了很多古
代语言的残卷，这对于
我们中国学界以及世界
学术界都是特大的好消
息，无论如何不要让外
国人弄走。”在北京大学
段晴、荣新江教授等学
者的协助下，国家图书
馆经过多方协调，最终
分批征集入藏了这些文
献。

这批文书中的两件
已列入《国家珍贵古籍
名录》，它们是：十世纪
前写本《陀罗尼》一卷
（名录号 02284），唐写
本《孝经郑氏解·卿大夫
章》（名录号06967）。

这些文书中，特别

引人注目的是一件犹太波斯文书信。所谓
犹太波斯文，指的是用希伯来字母拼写中古
波斯语的一种文字。这封信只有一页，保存
得很完整，是在新疆一带做生意的犹太商人
写的，收信人也是犹太人。一直以来，关于
犹太人在丝绸之路东段活动的情况，因为资
料缺乏，很难进行研究与探讨。这件书信的
发现，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方面的一大空
白。

据我国学者张湛研究，这封信的主要
内容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写信人问候收
信人及其他人，告诉他们自己一切都好。
第二部分讲述写信人为了从地主处得到
羊，派人送礼，礼已送出但羊却没有到手。
他责备收信人不应该拒绝向卖羊的地主支
付额外的钱，并嘱咐不管地主女儿要多少
钱，都给她。第三部分提到在喀什的吐蕃
人悉数被杀，军副使带着五百步骑去增援，
另一名官员派出了信使。信中还提到，他
和同伴都接受了收信人的建议，在喀什如

果需要出钱，不要有所保
留。

无论内容、书迹，这件
书信与斯坦因1901年从丹
丹乌里克发掘、今藏于英国
国家图书馆的Or.8212/166
号都很接近，因此它们很可
能有密切关联。Or.8212/
166残损严重，大部分文句
不能通读，而这件书信则保
存完整，提供了有关东方犹
太 人 的 宝 贵 的 第 一 手 材
料。不仅如此，它也使我们
对8世纪末9世纪初西域地
区唐、吐蕃、于阗、回鹘、阿
拉伯等各种力量交织的复
杂政治格局，有了更丰富的
认识，为研究唐代中后期西

域历史提供了生动的旁证。它也是现存最
早的波斯语文献之一，为探索波斯语发展
的历史轨迹提供了素材。

国家图书馆近年征集入藏的和田文书
中，于阗文文献数量最多，形制多样，内容
丰富，这里根据北京大学段晴教授的研
究，略作介绍。纸本文献中，首尾完整的
《对治十五鬼护身符》长卷颇为重要。这
件长卷只有 7.2 厘米高，长达 174.9 厘米。
据卷尾题记，它是为一位于阗贵妇量身定
制的佩戴物。于阗文《金光明经散脂品》
以丝绸之路南道所特有的正楷婆罗谜字体
书写，表明在于阗曾存有比现存梵文本内
容更加丰富且更接近于义净汉译本及藏译
本的长部《金光明经》，文献价值尤为突

出。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唐开元九年至
十一年（721－723）于阗文、汉文双语纳税
木简，以及高僧买奴契约等多件于阗文函
牍。这些于阗文文献，生动地反映了带有
神秘色彩的古代于阗社会、经济、宗教与
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宛如打开了一扇窗
户，让今天的人们可以一窥丝绸之路上古
老国家的精彩画卷。

鉴于这批文献的重要价值，国家图书
馆与北京大学的学者对这批文献展开合作
研究，几年来，学者们发表了十余篇专题研
究论文，段晴、张志清主编的《中国国家图
书馆藏西域文书·梵文佉卢文卷》已于2013
年初出版，《于阗语卷》也即将出版。

（国家图书馆 刘波）

打开沉埋千年的精彩画卷
——西域文献新发现

近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地方志佛道

教文献汇纂》出版座谈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与会专家

学者认为，这套总计 1039 册、40 多万页的大型文献丛书，

为了解全国各地区的佛教和道教的历史状况提供了非常

有意义的基础文献，比较充分地展现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佛

教和道教文化传统的历史性、民族性、地域性、社会性和实

践性等鲜明特色及其与当代中国佛教和道教之间不可分

割的重要历史联系。

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方立天——

丰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文献

汇纂》所汇集的巨大量的中国

佛教和道教的历史文献，为深

化和拓展已有的佛教和道教

研究提供了重要条件，为修正

现有的研究模式和研究结论

提供了重要条件，为新的学术

领域的伸展开辟了道路。

这 套 丛 书 丰 富 了 中 国 传

统文化的内涵。中国传统文

化一般认为是儒、释、道三家，而这些重要历史文献的

整理结集，使中国传统文化得以更鲜明地呈现出来，并

得到了较充分的历史还原，从而使精英文化与大众文

化 的 关 系 、大 传 统 与 小 传 统 的 关 系 得 到 了 更 好 的 展

现。所以，它对于丰富传统文化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它对于地域文化的研究也有着重大的贡献。我们中国

地域辽阔，不同的区域在自然条件、经济条件、社会条

件和文化条件等诸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地域

性研究是中国整体研究的一个前提。地方志中的佛教

和道教历史文献则为地方宗教文化研究提供了非常重

要和可靠的基础。

《汇纂》为探讨中国历史上广大民间的佛教与道教

文化的关系、佛教道教与民间信仰的关系，民间信仰如

何上升到佛、道教的历程以及民间的精神生活与物质

生活之间的关系等等，可能会带来新的帮助和新的启

示。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牟钟鉴——

重新认识中国的佛道教

我们过去对佛教史、道教

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正史”和

佛教及道教的教内“大藏经”和

“道藏”文献，偏重于精英阶层，

特别是选取一些重要代表人物

的著作与思想进行研究，而实

际上，佛教、道教对中国社会的

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体现在对

各个地方和民间社会的广泛而

深刻的影响。不了解这一块的

话，很难说能写好佛教史和道教史。因为地方社会，或者

是民间社会毕竟是信仰的主体，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对于

他们的生老病死和日常生活都有着最直接和最广泛的影

响。我们通常把儒、释、道三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

核，就是因为佛教和道教的影响最主要的就是体现在各

地方的民间社会和日常生活当中。这方面的资料，主要

表现在历代的大量的地方志当中，而我们过去对这些地

方志文献了解的不多，甚至可以说了解的很少。所以，

《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文献汇纂》的出版，为我们研究佛教

和道教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也可以说，为我们研究中

国传统文化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我相信，这套历史文献不仅有利于宗教史的研究，而

且对于宗教文化、宗教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中国传统文化

的诸多方面，都会带来全新的理解，甚至会让人们重新认

识中国的佛教和道教、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今天

的文化建设问题。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方广锠——

关注地方文化 应时应机

如 果 说 正 史 是 皇 权 的 体

现，佛教大藏经、道教的道藏

是神权的体现，则方志就是地

方士绅意志的体现。古代中

国几千年治不下县，乡贤士绅

是地方秩序的维护者、地方文

化的主要承载者。宋以下，从

垂直层面上讲，中央政权、地

方 士 绅 、底 层 社 会 三 者 的 互

动，决定了社会发展的主要方

向。因此，如果缺少对士绅文化的研究，则对中国历

史、文化、宗教的研究就是不完整的。实际上，就中国

佛教研究而言，宋以下的佛教研究目前出现的种种不

足，问题恰恰就在关注上层佛教的种种表象较多，而对

各地区佛教乃至底层佛教关注的不够，甚至还未予关

注，也就难以真正反映宋以下中国佛教的实际情况，从

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中国的文化是分层的，不同

层次的文化在不停地互动，仅仅关注某一层面，难以把

握中国文化、中国佛教的真实历史。

《汇纂》把佛教、道教资料一并纳入，适应了当前学术

发展的需要。因为当今越来越多的佛教研究者与道教研

究者已经认识到，佛教传入以后，中国佛教与道教的发展

相互影响，不可分割，并已着手从两者关联的角度开拓研

究。佛教说“应时应机”，《汇纂》就是一部适应了时代需

要，适应了研究者需要的好书。它的成功出版，想必会对

这一领域研究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文献汇纂》——

开辟佛道教研究
新 领 域

本报记者 杜 羽

域外书情域外书情

犹太波斯文书信犹太波斯文书信

唐写本《孝经郑氏解·卿大夫章》

自 5 月 22 日始，《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国媒

体陆续刊发新闻称：著名女作家、1938 年诺贝尔奖获得

者赛珍珠的一部未曾出版的长篇小说手稿在美国被发

现，并将于今年 10 月 22 日出版。

赛珍珠（Pearl S. Buck）这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名字，对

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她 1892 出生于美国西弗吉尼

亚，在 3 个月还在襁褓之中时，被其传教士父母带到中国，

在中国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与青少年时期。她终生热爱中

国与中国文化，其主要作品大都写中国或者以中国为背

景。她在中国完成的成名作《大地》，不仅使她在 1932 年

获得了普利策小说奖，还在 1938 年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成为美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作家。

那么，这样一位享誉世界的大作家，手稿怎么会遗

失长达 40 年之久？这部的作品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赛珍珠作品失而复得和即将出版的消息，是由赛珍

珠的养子、赛珍珠文学遗产的管理者沃尔什（Edgar S.

Walsh）和即将出版赛珍珠小说的纽约一家名为“开路”

的数字媒体出版社（Open Road Integrated Media）共同

发布的。

赛珍珠于 1973 年 3 月 6 日病逝于佛蒙特州的丹比，

后来被葬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帕卡西。沃尔什说，母亲在

去世之前的四年当中一直都生活在佛蒙特，当她去世的

时候，家里一片混乱，她的个人财产并未得到很好的保

护，家中有很多东西被盗。应该是有人从佛蒙特赛珍珠

的家中拿走了手稿，之后在德克萨斯州租了一座存储

柜，把手稿放在了那里。这是赛珍珠手稿最终出现在德

州的原因。沃尔什说，这次所发现的作品是一部完整的

小说手稿，名为“永恒的奇迹”（The Eternal Wonder），

是赛珍珠 1973 年罹患癌症去世前不久完成但未及出版

的作品，包括一份手稿和一份打印稿。

小 说 讲 述 了 一 个 青 年 才 俊 兰 道 夫·科 尔 法 克 斯

（Randolph Colfax），为了寻找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目的

而游历了纽约、英国、巴黎，一趟朝鲜半岛之行让他的生

活发生了巨变，最终也使他获得了爱情。

沃尔什说，自己在阅读小说时“感情很复杂”。一方

面，阅读母亲晚年的作品使他有一种历史感。他说自己

在看书的时候经常有一种感觉，仿佛看到一位年纪已经

七十八九岁的老人还在奋笔疾书的情景，而且她知道自

己将不久于人世，但仍然笔耕不辍写出了这部长达 300

多页的作品。另一方面，他又为小说而感动，称这部小

说绝对是一部“杰作”。据出版社负责人说，过去赛珍珠

所有作品中的重要主题，在这部小说中都有再现。无论

是男主人公与各色人等的关系，还是令人向往的爱情，

包括对中国手工产品的详尽描述，在这里都应有尽有。

她认为，赛珍珠这部作品堪称“迷人之作”。

开路出版社在一份声明中所说：赛珍珠引领了整整

一代美国人去认识丰富多彩的中国和真实的中国人，是

她把两国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作为中国读者，我

们充满期待，希望早日看到赛珍珠这位一生挚爱中国、

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作家，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时是如何描写中国的。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哈佛大学
英语系高级研究学者）

赛珍珠遗作手稿在美发现
□ 郭英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