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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人制造》同名图书展现更完整的故事剧情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记者 潘启雯）湖南卫视热播电视剧《美人制造》的原著同名小

说10月25日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举办首场签售会，现场明星嘉宾云集，金牌编剧于

正携剧中主演杨蓉与读者见面并进行现场签售，引来众多粉丝强势围观及数十家媒体的

关注。

该小说讲述了唐朝女皇武则天时期御医贺兰钧与歌舞坊结婚狂女汉子老板娘苏莲衣

之间充满坎坷但却动人唯美的爱情故事。于正在签售会现场透露，原著小说囊括10个悬

疑魔幻探险故事，内容紧张刺激，反转不断，其中电视剧中删减情节更在原著中大曝光，小

说展现出更为完整的故事剧情以及更细腻的感人情节。

据主办方介绍，《美人制造》热播剧还跨电商界推出相关美容产品热卖，更跨出版界与

北京儒意欣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出版原著同名小说。儒意欣欣图书近年来出版《致

青春》、《纸牌屋》、《北平无战事》等诸多影视联动畅销书为业界瞩目，本次出版热播剧《美

人制造》原著小说，旨在全方位满足观众和读者的需求和愿望。于正此举更招致多方媒体

的追捧，成为最受媒体欢迎的多重身份娱乐人。

《美人制造》于正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4年10月版/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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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任志强办“阅读丰富人

生”文化沙龙活动已3年，最近一期请张

颐武主持，我和毕淑敏对话。张即兴提

问对钱的看法，我的回答是：钱是好东

西，但不是最好的东西，所以第一不能为

这好东西把最好的东西丢掉了，第二只

要不丢掉最好的东西，这好东西越多越

好。我没有说最好的东西是什么，但大

家好像都是明白的。

@王跃文：新书每出，总有记者或读

者问：可简要概括主题吗？几句话就可

以说清的事，作家干吗要写几十万字

呢？这都是上语文课落下的病，读书就

想着归纳中心思想。文学欣赏是完整的

体验，好比人需经历不同年岁的春花秋

月。哪怕如弘一法师这般高僧，“悲欣交

集”四字亦不足概括他的人生。人生如

此，书亦如此。

@余中先：近日，零零碎碎读 3 本

书：《简单的思想》（热拉·马瑟著，黄蓓

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7月

版）、《薛定谔之猫》（福雷斯特著，黄荭

译，海天出版社2014年6月版）、《读书

年代——带上所有的书回巴黎》（安·弗
朗索瓦著，俞佳乐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2013年9月版），它们的共同特点为：

片段的随感、天才的语言、简练的句子、

睿智的头脑、跳跃的思维和闪光的思

想。中译都是女译者，且我都熟。

@郑纳新：作家邱华栋《亲近文学大

师的72堂课》（漓江出版社2014年5月

版），是非常少见的作家来撰述的当代世

界文学史。不说它是一部作家论，那是

因为这部讲义的历史意识非常深厚，不

单是知人论世，更是重在文学自身的延

承变革，均有脉络。其运思独特，是因他

只谈作家作品及其相关的世界。其实，

文学史除了作家作品之外，还需要谈其

他的吗？

@合肥闫红：小时候以为贾政的意

思就是假正经，现在觉得，是假正常。他

曾是诗酒放诞之人，有过远大理想，但所

有这些，都被无缘无故地阻碍，他只好隐

居到那个名叫“正常”的壳里，跟清客瞎

扯，和赵姨娘生孩子，打骂给他添麻烦的

儿子，某一瞬间，他身体里的过去会活过

来，瞬间又重新死去，变成正常而无趣的

中年人。

@张颐武：俞樾有一诗名《齐物诗》

共7首都是说人世间的复杂，其中之一：

“覆雨翻云幻蜃楼，人生何处说恩仇。戏

场亦有真歌泣，骨肉非无假应酬”。世界

变化很快，恩仇也可能由于时与势变化

而变化，难说得清。逢场作戏有时是真

感情，骨肉至亲也可能是虚招呼。人性

复杂，世间事每每难测。人对事物的理

解不能太简单。

@作家叶倾城：读《长日留痕》（译林

出版社2011年12月版），大宅里一片欢

声笑语，管家在前面伺候宾客，他的老父

在后面病危。突然老爷碰碰他：“你看起

来好像在哭泣。”他笑笑，掏出一块手绢，

迅速擦擦脸：“那是劳累一天极度紧张的

痕迹。”没有一个字说到难过、心伤、痛

苦、绝望，没有哭天抢地，我的眼泪却忍

不住溅出来。

@任晓雯：作为一名中文写作者，我

非常感激有那么多优秀的译者，能让我

读到各种语言的好作品。没有他们，当

代中国文学的格局会完全不同。翻译是

辛苦、寂寞、清贫的事业。向译者们致

敬。

@蒋方舟：推荐美国“70后”作家内

森·英格兰德的短篇集《当我们谈论安

妮·弗兰克时我们谈论什么》（上海文艺

出版社2014年6月版）。苦涩而幽默，

讲日常生活中荒谬起伏的悲喜剧，也讲

平静生活下暗涌的文明冲突。每篇都精

彩。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短篇小说。

@鹦鹉史航：读完《川端康成·三岛

由纪夫往来书简集》（昆仑出版社2000

年1月版）对两人都好感备增。川端我

读得少，三岛最早是读《春雪》。书简中

读到他们各自最宝贵的话。川端是说：

“我漫无目的地考虑着，日本的圣塞巴斯

蒂安可能出现在什么时代，又会是谁

呢？”三岛是说：“被人们看得过于悲壮是

很讨厌的，能够成为漫画的题材也就可

以了。”

●微博天下

文化·阅读·互动

人人网发布国内“90后”大学生阅读报告显示

京津学生最喜欢阅读，江浙分别居榜眼探花

●阅读调查
没有互联网的时代，读书是大学生消遣的方式之一。而随

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碎片化阅读已逐步占领“90后”的

空闲时光。那么“90后”大学生对读书这件事有着怎样的态度

和观点呢？对此，人人网对大学生最近8个月的阅读情况进行

了调查，并配合大数据语义挖掘系统“人人说”进行属性分析，

发布国内“90后”大学生阅读报告。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特别摘要该调查报告的主要发现予以

刊发，以期为业内外的管理决策、行业研究提供参考。

社交媒体成为获取内容的主要手段

人人网对近千名大学生进行调查显示，近9

成的学生表示每天都有阅读、浏览信息的习惯，

但阅读、浏览的内容并不是传统的书籍，更多的

是社交媒体上朋友的分享，比如人人网、微信、微

博上分享的文章或者好友状态；或者是来自人人

网公众平台的订阅号、微信自媒体账号以及新闻

客户端的内容。大家在阅读时间的分配上，留给

纸质书的比例并不是很多。（详见图1）

图1 你每天阅读吗？

对此现象，人人网大学生用户研究中心负责

人建议：大学生应该培养阅读的习惯，因为20周

岁左右，是一生中最好的阅读阶段。而社会化媒

体带来的信息，本身就是快餐文化的产物，大学

生可以适当了解并关注，毕竟不能跟时代脱轨，

但每天快速浏览一下即可，没必要把大把的时间

花在这些内容上。

“20 周岁前后是大学生成长的过渡期，他们

渴望对社会及世界了解的更多，在社会经验与阅

历有限的情况下，多阅读反而能开拓视野、增强

思考深度，并满足他们对世界的好奇心。同时，

这个年纪的孩子往往都在上大学，学校可以提供

良好的阅读氛围及大量的优质书籍，所以大学本

科时光，可以说是一生中最好的阅读时光。这点

连高中时代都比不上，因为高考的压力还是蛮大

的。”人人网大学生用户研究中心负责人补充道。

考级等实用型书籍占大部分比例

人人网对大学生阅读目的不完全统计发现，

“个人爱好”还是大家阅读的根本出发点，占比最

高，达到 33%；紧随其后的是“学业需求”，占比

31%；接下来分别为“休闲放松”20%、“提高眼界”

12%、“其他”4%。学业需求大于休闲放松和提高

眼界，可见大学生阅读的功利性逐渐加强。“除了

专业课书籍外，很多英语、计算机、以及各类证件

考试等技能、实用性书籍占领了我们书架的大部

分地盘。没事总想看点和考试相关的书，已经成

为我们的标配，这么多年都习惯了。”人人网大学

生吐槽到。（详见图2）

图2 你阅读的目的是什么？

对此，人人网大学生用户研究中心负责人建

议：除了实用型书籍之外，大家还是可以多读读

经典名著与现代、当代的优秀作品，在时间有限

的情况下，要学会有选择性地读书、读好书。

贴近大学生活的内容最受欢迎

根据人人网对大学生喜欢的课外书类型统

计显示，“校园青春励志”类与“玄幻武侠”类最受

大家欢迎，分别占比19%；排在其后的是“历史传

记”类，占比 17%；随后依次是：“文学名著”类

14%、“自然科学”类12%、“经济管理”类10%、“哲

学及其他”类9%。（详见图3）

人人网大学生表示“我们更喜欢与大学生活

贴近的故事，感觉就在身边，触手可及。像最近

很火的《你的孤独，虽败犹荣》（中信出版社2014

年7月版），通过33个小故事的讲述，让我们更加

了解自己。这本书的作家刘同，之前还有另外一

部作品《谁的青春不迷茫》（中信出版社2012年

12月版），启示我们深省思考，让我们知道该怎样

正确对待焦躁不安和困惑迷茫。”而与之佐证的

是，刘同的这两部作品销量均在短期内突破百

万，并位居亚马逊销售榜第1名。

图3 你喜欢阅读什么类型的课外书？

对此现象，人人网大学生用户研究中心负责

人认为：“90后”大学生更关注自身，所以，他们喜

欢的文学作品内容会更贴近自己真实的生活或

状态。同时，“90后”学生想象力恢宏、他们更喜

欢无厘头、有趣的文字内容，所以这也是玄幻武

侠类小说同样受到大学生欢迎的原因。此外，从

数据可以看出，大学生对哲学思考并没有太大的

热情，这与他们所处的年纪有很大的关系。

京浙苏津的大学生最喜欢阅读

根据人人说系统对全国34个省、直辖市、自

治区以及特别行

政区的大学生阅

读状况的不完全

统计显示：北方属

北京和天津的大

学生最喜欢读书，

南方属浙江、江苏

两省的学生最喜

欢读书。全国排

名前6位的省市依

次是：北京、浙江、

江苏、天津、上海、

山东。

“北京之所以

能排到第 1 位，与

当地大学及大学

生的数量和质量有很大的关系。”人人网大学生

用户研究中心负责人表示。这也是为何很多作

家的新书发布会首选在北京举行的原因。天津

排名靠前的原因也同北京相似，因为就北方地区

比较而言，天津高校的数量与质量也是略优于其

他地区的。

而江浙自古以来就文人骚客辈出，处于江南

的生活环境中，不想变得文艺都难。而且，江浙

两地由于经济发达的原因，大学数量及学生人数

也高出其他内陆省份很多。学生数量大，所以喜

欢读书的学生数量也相对较高。

天蝎座和天秤座更喜欢阅读？

根据人人说系统对大学生读书男女所占比

例不完全分析显示，男女生喜欢阅读的比例为4：

6，也就是说，每10名喜欢阅读的大学生中，就有6

名是女生。其中，女生偏爱青春励志及情感类作

品、男生则多喜欢悬疑及武侠类小说。

对此，人人网大学生用户研究中心负责人认

为：相较于女生，大多数男生的业余爱好更多一

些，所以兴趣容易分散，没有足够的时间可以静

下心来阅读。而且，就自我约束能力来看，女生

的自控力也强于男生。所以，喜欢阅读的女生会

略多于男生。

另一项比较有趣的数据是，天蝎座和天秤

座，出生在这两个深秋星座的学生更喜欢阅读。

而一直被黑的处女座这次没有垫底，而是排在了

第7的位置。最不喜欢阅读的星座则为金牛座。

对此，人人网大学生在网上调侃天蝎和天秤座说

“难怪天蝎座的洞察力这么强，天秤座的情商这

么高，原来他们都喜欢看书呀”。

周国平周国平

美裔中国翻译家沙博理逝世 曾翻译《水浒传》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著名美裔中国籍翻译

家、作家、中国对外传播领域的杰出代表沙博理，

于 10 月 18 日在北京家中安详辞世，享年 98 岁。

据了解，沙博理曾翻译了影响极大的《水浒传》，

还写了大量研究中国问题的著述。

沙博理 1947 年来华，妻子是中国戏剧家凤

子。因热爱中国和中国文化，他于1963年经周恩

来总理批准加入中国国籍。1951年起，沙博理作

为外国专家担任翻译和编辑，先后供职于对外文化

联络局、外文出版社、《中国画报》杂志社，专事汉英

翻译长达60年。沙博理翻译的《水浒传》，成为他

一生最具影响力的译作。他在向外国读者讲故事

的前提下仍能保留大部分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译

本目前被收入中国最大的外文出版工程“大中华文

库”中。作为新中国文学向西方传播的前驱使者，

他还相继翻译了《新儿女英雄传》、巴金的《家》、茅

盾的《春蚕》，以及《林海雪原》、《保卫延安》、《创业

史》、《月芽》、《孙犁小说选》等作品。 （田雨）

第三届郁达夫小说奖揭晓 获奖作品注重文学品位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第三届郁达夫小说奖

10月25日在杭州举行终评委会议，历时9个月的

悬念终被揭开。邓一光的《你可以让百合生长》、

毕飞宇的《大雨如注》分获中篇小说奖和短篇小

说奖。

马金莲的《长河》、迟子建的《晚安玫瑰》、弋

舟的《等深》获得中篇小说提名奖，艾伟的《整个

宇宙在和我说话》、须一瓜的《寡妇的舞步》、叶弥

的《亲人》分享短篇小说提名奖。整个奖单中，

“60 后”作家坐镇提名奖，“70 后”作家弋舟以独

特之姿占据一席，“80后”马金莲则成为郁奖首位

得奖的少数民族作家。

据《江南》杂志副主编钟求是介绍，郁达夫小说

奖是以浙江籍现代杰出作家郁达夫命名的小说类

文学奖项，虽设于浙江，但不局限于地方性格局，其

定位是：地域性奖项、全国性影响、国际性眼光。

据了解，郁达夫小说奖每两年举行评选，是目

前国内颇具影响的针对海内外华语中短篇小说创

作的小说类文学奖项。自今年1月启动作品征集

以来，征集到大量参评作品。随后先由评奖办公

室筛选出入围作品，再由审读委实名投票，选出14

篇中篇小说和13篇短篇小说作为终评备选作品，

供终评委审读，以进行最终角逐。其中，方方因受

邀担任本届终评委，其入选作品《涂自强的个人悲

伤》自动退出终评。这些作品基本汇集了2012年

至2013年间最优秀的华语中短篇小说。

郁达夫小说奖自设立以来，始终坚持以弘扬

郁达夫文学精神为主旨，注重作品的文学品位，

所以获奖的作品不仅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也较

为契合郁达夫的文学和审美精神。

本届郁达夫小说奖颁奖典礼仍将于12月7

日——郁达夫诞生日在其故乡富阳举行，同时本

届获奖作品名单、得票数及终评委评语将在明年

第1期《江南》杂志和相关网站上公布。 （田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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