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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新月异的数字出版技术，皇皇辞书巨著，如何在

互联网时代赢得更多读者？上海书展期间，上海辞书出版社

与掌阅科技在沪战略合作，特大型汉语语文工具书《汉语大

词典》（第一版）成首个合作项目。当越来越多大部头工具书

跳进屏幕终端，掌上读辞书带来的不光是一键便捷检索，还

能提供音视频、3D 模型、知识图谱等增值服务。

“网络像大海， 传统辞书出版未必能很好地在里面游

泳，如何利用新技术手段，解决辞书未来发展问题，是我们

必须考虑的。 ”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李宇明认为，要想从辞书

大国迈入辞书强国，“融媒辞书” 是必走之路———将传统辞

书权威内容与互联网技术结合起来， 形成全新的内容生产

方式，促进辞书“智能化”，从而迎接 5G 时代和语言智能时

代的到来。

科技创新驱动出版业变革，“融媒辞书”

成大势所趋

在信息化时代，检索耗时、更新缓慢等缺点正制约着传

统辞书的发展。以大部头《汉语大词典》为例，这是目前我国

规模最大的汉语语文工具书， 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必

备的工具书，大词典用约 37 万词条、近 5000 万字，系统地

勾勒出汉语词汇轮廓和数千年发展史。 但要随身携带随时

查阅，显然不太现实。

《汉语大词典》“瘦身”升级，是老牌工具书应对在线转

型的一个缩影。大数据时代的知识传播，既是传统出版商难

以回避的命题，也隐藏着用户阅读行为习惯的变革。不可否

认，拥抱数字化成为百科全书、词典、字典等工具书的必然

潮流。“互联网时代，辞书的用户群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人们

的辞书查检习惯也变了。但不变的是，对准确信息和‘干货’

的刚需渴求。 科技进步与创新正在驱动着出版行业产生深

刻变革，辞书电子化、融媒体化成大势所趋。 ”李宇明说。

继去年上海书展“问道国学 App”亮相，放眼全国，多家

出版机构也在“融媒辞书”方面做出初步探索。继 2017 年推

出的《新华字典》App 上线，完整收录《新华字典》第 11 版纸

书内容，商务印书馆进一步开发《现代汉语词典》App；正在

编纂中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也将采用信息技术和

网络技术， 把专家编纂的权威性和大众参与的开放性紧密

结合，实现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内容形式的有机结合。

预计今年十月出版的《辞海》最新第七版，也将同步推

出网络版和纸质版， 实体书出版时会附有二维码， 一书一

码，扫描二维码，注册会员，就能登录《辞海》网络版，实现随

时随地查询。相较前几版的数字开发应用，最新版《辞海》将

牵手互联网，同时设有 PC 版、App 版和微信版，满足读者

在不同场景便捷使用，提供增值服务。

出版社与互联网各展所长，共建知识服
务产业链和生态圈

智能化“瘦身”成功的《汉语大词典》，读者只需从“工具书数据开放平台”调

取《汉语大词典》的权威释义并进行查阅。 这简单便捷的背后，从出版方自主开

发，到与新兴科技公司合作，出版社走过了一条颇有代表性的“曲折道路”。

“过去十多年里，《汉语大词典》被许多互联网公司甚至个人网站有意无意地

侵权盗版，利用其内容资源开发出各式产品，或任意增删，与其他内容混编，甚至

改头换面，导致其内容支离破碎、错漏百出，有的简繁体字关系混乱，有的字词音

义搭配错位，严重误导了读者，也侵犯了《汉语大词典》著作权，影响了整个互联

网汉语工具书产品的生态环境。 ”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秦志华说。

因此， 上海辞书社在整合多年积累的海量工具书数字资源后， 全新搭建了

“工具书数据开放平台”———将内容资源放在自有服务器上，互联网企业通过“应

用程序接口”，以开放共享方式获得正版授权后，开发针对不同应用场景、满足不

同读者需求的产品。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有利于加快工具书在互联网时代的生产

方式、传播方式的转型，“工具书数据具有通用性，数据开放平台模式使应用开发

企业免于重复建设，免于重复加工海量的高度专业化的工具书数据。 ”有资深编

辑谈到，出版社应专注于专业内容的生产与维护，互联网企业聚焦其擅长的产品

运营和用户维护，双方各展所长，各尽其能，共建良性的知识服务产业链和生态

圈，共同为用户提供优质的知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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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高端制造业成就
憧憬未来新技术场景

2019 上海书展上一批优秀的科技科普著作引人瞩目

正在举行的 2019 上海书展上 ，

一批科技科普类新书好书十分引人瞩

目。 其中， 有 “中国高铁” 丛书这样

反映中国高铁建设成就的重量级大部

头著作， 也有对 5G、 人工智能等领

域进行知识普及和前瞻性探讨的优秀

作品。

近年来， 中国高端制造业领域连

连突破， 取得许多新进展新成就， 图

书出版界迅速反应跟进， 如上海科技

文献出版社的 “中国高铁” 丛书、 上

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 《国之重器： 舰

船科普丛书》、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的大飞机系列等， 一大批高质量科技

出版图书对中国高端制造业的成就进

行梳理和总结 。 5G、 人工智能等热

门词汇， 也随着 《5G 时代》 《工业

人工智能三部曲》 等书为读者们从不

同角度描绘出即将到来的未来。

重大科技出版映照中
国高端制造业辉煌成就

高端制造业既是综合国力的体

现， 也是中国继续进行产业升级和转

型的发展方向。 而中国高铁已经成为

一张 “大国名片”。 中国是世界上少

数可以提供包括土建、 高速动车和列

车控制系统等高铁全套技术的国家。

中国高铁不仅为无数国人带来出行便

利， 也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引入。 作为

“十三五” 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

项目， 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的 “中国

高铁” 丛书亮相 2019 上海书展， 这

套丛书既是中国高铁建设成就的全面

总结， 也是第一部详细解读中国高铁

技术国家战略的高端科普读物。 全书

有 9 个分册， 170 多万字， 从高铁发

展过程、 高铁技术、 高铁国家战略、

高铁与社会生活等方面入手， 回顾了

中国高铁发展的前世今生， 描绘出一

幅中国高铁发展的历史画卷。

“中国高铁” 丛书的编纂队伍堪称

业界权威， 据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秘书谢纪龙介绍说， 从顾问、 策划团队

到撰稿人员 ， 如中国工程院院士傅志

寰、 中国铁路总公司工程师郑健等， 多

是不同领域的顶级专家学者， 他们是中

国高铁的倡导者、 设计者、 建设者或运

营管理者， 至少是中国铁路发展的深度

参与者和中国铁路精神的守望者。

航空航天、 船舶制造等方面的优秀

出版物也同样十分抢眼。 如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的 《走进中国战舰丛书》 和上

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的 《国之重器： 舰船

科普丛书》， 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于

最能体现一个国家船舶工业水平的军用

船只身上 ； 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ARJ21-700 新支线飞机项目发展历程、

探索与创新》 则以项目亲历者的视角回

顾了 ARJ21-700 新支线飞机研制的艰

辛历程 ， 并从中总结出可贵的经验教

训。

关注科技前沿 ， 以前瞻
性思考为创新提供智力支持

科普读物的作用并不局限于让读者

感知到科研创新的成果， 同时也对新科

技、新产品的应用进行前瞻性探讨，为科

技创新提供智力支持 。 2019 上海书展

上， 围绕 5G、 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以

《5G 时代》 为代表的一批新书在普及科

学技术常识的同时， 也提醒着读者———

新技术的应用可能对我们的社会、经济、

文化和日常生活产生巨大影响， 需要提

前做好准备。

5G 无疑是当前的热门话题。 所谓

5G 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的简称，它被

称为“数字经济新引擎”，既是人工智能、

物联网、云计算、区块、视频社交等新技

术新产业的基础， 也将为中国高端制造

业提供关键的信息支撑。 《5G 时代》这本

书除了回答“什么是真正的 5G”之外，还

对 5G“赋能”传统产业做了深入阐释，为

读者勾勒了交通、医疗、工业、农业等因

5G 而将产生的深刻变革。 并且对于后

5G 时代人类社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进

行了大胆设想。 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

厚麟表示，5G 会提高人类的物质生产能

力，继而对哲学、道德、文化产生重大影

响， 因而进行这方面研究和探讨的《5G

时代》一书“适时出版，非常有意义”。

人工智能也为未来的世界带来无穷

想象。 2019 上海书展上的《工业人工智

能三部曲》 包括工业大数据与智能制造

的关系、 寻找智能制造看不见世界里的

问题、探索适应中国 CPS 与工业智能化

应用实践、 工业人工智能的应用等方面

内容， 为中国工业迈进智能时代带来新

思维和新路径。 而《芯事:一本书读懂芯

片产业发展史》梳理了 60 年来集成电路

行业的发展脉络， 解读发达国家和地区

的集成电路产业的战略布局， 出版方希

望通过这本书为中国集成电路的政策制

定提供参考依据， 同时也给集成电路产

业的从业者以启迪。

中华书局点校本
“二十四史”《隋书》修订本亮相

连续七年在上海书展首发成就佳话

“连续七年，在主会场中央大厅同一

个位置， 中华书局选择把最有影响力的

书放在上海书展首发。 ”昨天下午，上海

书展再度上演温情一幕———中华书局总

经理徐俊作为主持人亮相《隋书》修订本

读者见面会， 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也连

续第七年当嘉宾。 从 2013 年开始，中华

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都选择在

上海书展首发 ，从 《史记 》、新旧 《五代

史》，到《辽史》《魏书》《南齐书》《宋书》，

再到最新的《隋书》，这已经成为全国出

版人与上海读者的书香约定。

以“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为代表的

纪传体史书， 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极其

重要的地位， 是中华民族的宝贵历史文

化遗产。 作为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标志

新成果，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

运用科学的校勘整理方法， 对二十五部

“正史”进行首次大规模系统整理，出版

半个世纪以来， 直接影响了几代人的阅

读和研究。 2006 年起，由中华书局组织

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在充

分继承原点校本成绩的基础上， 按照当

代学术规范加以复核和提升。

《隋书》记述了隋开皇元年至义宁二

年共 38 年历史， 系统保存了梁、 陈、北

齐、 北周及隋五朝的典章制度， 是唐魏

徵、 长孙无忌领衔编撰的官修纪传体正

史。 全书 85 卷，包括帝纪 5 卷、列传 50

卷、志 30 卷。 纪、传记载隋朝史事，志则

涵括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故又称

《五代史志》， 为研究南北朝至唐期间典

章制度的沿革变迁提供了最基础和最重

要的史料。中华书局点校本《隋书》，由汪

绍楹点校，后经阴法鲁覆阅改定全稿，由

邓经元编辑整理，于 1973 年出版。 据原

点校本《出版说明》，《隋书》校勘采用了

传世的九种版本，并参校《通典》《太平御

览》《册府元龟》《资治通鉴》《通志》 等书

有关部分，版本校勘采取的是不主一本、

择善而从的校勘方式。

“上海书展架起了出版者与读者、作

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 对图书的市场

营销有着明显的拉动影响力， 不但带

动了出版的自身节奏， 也成为很多读

者的持续期待。 ”徐俊谈到，哪怕是偏

冷门小众的历史、社科类读物，也不愁

没有知音———当年《史记》修订本在上

海书展首发后销售超十万套， 大型专

业书《辽史》修订本也卖出上万套，并

在全国图书发行市场打开局面。

书展台下人头攒动， 台上学者也

现场“授课”。“《隋书》系统总结和记述

了南北朝后期至隋的典章制度沿革，

跟别的正史比起来，《隋书》 的重要性

不光在于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历史，而

是综合反映了多个时代的历史。 ”《隋

书》修订主持人之一、复旦大学文史研

究院研究员吴玉贵说，与前四史相比，

《隋书》知名度不算高，但这不意味着

重要性低———对研究隋代历史来说，

它是最重要的和“唯一”的。 “唐承隋

制，而且是全面继承，唐朝各项重要制

度，基本上在隋代都已成型，到唐代以

后得以继续发展完善。 从寻根溯源的

意义上来说，要想透彻理解唐朝，就必

须回到隋朝，从《隋书》中寻找答案。 ”

《隋书》修订严格遵守底本校勘的

原则，以百衲本为底本，通校宋甲本、

宋乙本、元至顺本、明汲古阁本，参校

元大德本、明南监本、明北监本、清武

英殿本，除明显版刻讹误外，凡有改动

必出校记。百衲本底本大德本的覆刻、

补板情况极为复杂，在覆刻或修板时，

常参考利用后代的版本， 加之百衲本

影印时又作了修改描润， 所以百衲本

的某些文字往往与南北监本、 殿本相

同，而与宋、元本乃至汲本相异。

“为了弥补百衲本的这一缺憾，修

订本在必要时以异文校的形式， 交待

了宋、元本等早期版本的情况。在版本

校的基础上，运用本校、他校，大量利

用正史、类书、文集、墓志等相关资料

进行校勘， 尽可能充分吸收前人的研

究和校勘成果。”《隋书》修订主持人之

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孟彦弘说。

文化

■本报记者 许旸

■本报记者 张祯希

■本报记者 卫中

育儿压力、友谊困境，孤独背后是交流不易

日剧《坡道上的家》原著作者角田光代做客上海书展，

与青年作家张怡微对谈女性题材写作———

今年， 日剧 《坡道上的家》 因为
切中了日本社会 “女主内男主外” 家
庭结构所造成的 “丧偶式育儿 ” 症
结， 引发巨大关注， 在国内影评网站
上更是获得 9.1 的高分。

因为难以承受独自育儿的巨大压
力， 一位日本年轻妈妈蓄意将可爱的
小女儿溺毙，《坡道上的家》 所展现的
故事来自真实事件，令人心惊。 今年，

日本一项社会调查显示， 日本 26 岁
女性当选“最孤独”的人———单身的，

要面对伙伴相继嫁人的“落单”感；结
婚的，往往要独自承担育儿压力。

日前， 日剧 《坡道上的家》 原著
小说作者角田光代来到上海书展， 与
青年作家、 学者张怡微就当代日本女
性的生存困境进行对谈 。 角田光代
说， 当初写这篇小说的初衷是展现交
流的不易， 而这正是当代女性困境背
后的动因 。 除了 《坡道上的家 》 之
外 ， 角田光代还创作了 《第八日的
蝉》 《空中庭园》 《纸之月》 《我是
纱有美》 《对岸的她》 等一系列展现
日本女性生存境遇的作品。

■谈育儿困境

这不是一个个体的
问题， 也不是家庭的问
题， 这其实是整个社会
的问题

张怡微： 角田老师写作 《坡道上

的家》 是什么缘起？

角田光代： 电视剧的改编其实做

了很多自己的创造， 整个感觉可能跟

小说原来的感觉不太一样。 当初我想

写这个并不是说要为女性发声， 而是

想写交流的不易———同样一句话， 不

同的人说， 说者和听者的不同会带来

不同的效果， 语言的不同又会引起人

际关系的变化， 创作这部小说其实是

想讲这一点。

我觉得要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思考

问题， 比起要传达自己想说什么， 首

先要想象对方是怎么样的心理， 比如

说， 如果是比我年纪大的， 我会想这

个人是怎么样思考的， 他的想法是什

么； 比我年纪小的人， 他们又是怎么样

来考虑问题的 。 不是把自己放在最前

面， 而是一直要站在对方的立场来考虑

问题， 这样可能沟通会比较顺畅一些。

我写作的时候在想，什么样的一个场

景可以体现出母亲育儿的艰辛，这些年轻

的妈妈真的是处于困境，自己的生活是非

常难的，当时脑中浮现出的，正是一位母

亲推着婴儿车走上坡道的这幅画面。

我已经结婚了，但没有孩子。我一次

也没有想过要生小孩， 身边很多朋友当

了妈妈，她们会经常说“带孩子是很累的

一件事情”。 但是，还是会有很多人自然

地想要生小孩。 “育儿”不是一个个体的

问题，也不是家庭的问题，这其实是整个

社会的问题， 我们这个社会怎样让人活

得更像自己， 怎样让她获得自己想要的

东西。如果女性想要一个孩子，我们整个

社会怎么来帮她达成愿望， 这是全社会

必须共同来努力的一件事情。

■谈女性友谊

女性之间的友情比较
难以维持， 但走散的朋友
还可以重新携手找回来

张怡微： 您的小说 《对岸的她》 同

样也被影视化了， 小说讲的是一对女孩

子结伴的友谊。 您的小说 《沉睡在森林

里的鱼》 则写到主妇的友谊， 全职妈妈

们在一起交流自己的生活， 这当中也很

复杂 ， 有欲望 、 嫉妒 ， 甚至会引发杀

机。 想问老师是怎么看待女性的友谊？

角田光代： 就我自己个人的体验来

说， 相比男生， 女孩子间的友情比较难

维持。 倒不是说女生勾心斗角， 是因为

确实环境的改变会带来关系的改变。

在学生时代， 几个女学生高中的时

候聊得非常好， 但是一旦毕业或者步入

社会， 有的人在职场工作变成女强人，

有的人就步入家庭变成贤妻良母带孩

子， 要操持家务， 自然而然她们生活作

息就不一样了， 喝个咖啡什么的， 时间

完全不对， 一边要去工作， 另一边要去

带孩子， 要怎么见面呢？ 这是一个非常

困扰的现实问题。 有一些母亲想要找一

些有孩子的母亲聊一聊 “熊孩子” 怎么

那么难带的问题； 事业女性就会想聊一

聊整个社会环境和工作情况。 话题完全

不一样， 自然而然就越走越远。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又会发生改变，

我到了 50 岁发现可以找回以前学生时

代的朋友了 。 因为大家的孩子都带完

了， 拥有了自己的时间， 又可以重新找

回以前的友情。 走散， 不是一个持续的

状态， 也不是说我们曾经在生活上没有

交集了就失去了彼此， 走入人生下一个

阶段还是有相重合的时候， 重新携手找

回女性朋友的阶段。

■本报记者 许旸

日剧 《坡道上的家》 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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