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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住平台，就卡住了盗版的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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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甄选“小作文事件”爆发以后，董宇辉又

高调复出，表示将单开账号聚焦图书。但业内对

于董宇辉等所谓专业主播进入图书行业，可谓喜

忧参半。何以至此？

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与判断，要回到对出版

本质、出版物属性的探究上来。出版物既有一

般的物质商品的属性，也有特殊的精神产品的

属性。图书不属于普通商品，对于图书的发行

与销售自然不能等同于“卖保健品”，也不能

简单认为卖书就一定“总比卖保健品强”，要视

具体内容而定。正因为如此，许多普通商品的

营销手段并不都适用于图书。

近几年来，直播带货成为一种新型营销方式

进入社会的各行各业，也极大震动了出版行业。

作为一种新的营销方式，出版业不应该拒绝，进行

尝试甚至深入发展是非常有必要的。直播带货很

快成为许多出版企业的主要销售模式，一个小小

的图书销售直播间年销售额，甚至超过一家省级

新华书店。许多出版社的编辑也纷纷进入直播

间，甚至很多作家也在出版企业的邀请下，成为售

货员。作为一种短渠道的销售模式，直播能够降

低发行成本，让读者获利，让出版企业尽快消化库

存，推出更多更好的精品佳作，这应该是好事。

但是，形势却并非朝着可控的方向发展，这

种新型销售模式令出版企业望而却步，甚至叫

苦不迭。2021 年 9 月，“带货达人”刘媛媛叫嚣

“这次我叫来了中国出版社的半壁江山”，声称

“准备了 50 万册书破价到 10 元以下，10 万册书

1 元价……破亿图书大场等你来！”当此之时，

无数的“带货达人”已经渗透入无数家出版社

和民营书企，在业内引起强烈争议，比十几年

前京东进入书业引发的争议更大。这些“带货

达人”对出版的本质、出版物的属性有过了解

吗？知道图书的营销也属于出版工作的一个组

成部分吗？在明知低价倾销会造成无序竞争，属

于饮鸩止渴的情况下，为何这么多出版企业依然

纷纷卷了进去，把出版的本质和出版物的属性都

抛之脑后了呢？

直播带货对于实体店的冲击，是显而易见

的。虽然任何发行渠道都有其存在的合法和合

理性，只要有助于行业的高质量发展，都应该持

欢迎态度，但是书业同行需要思考的是，直播带货中的普遍低价

倾销行为，是推动了出版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还是严重破坏了图

书行业的良性发展？

2023年12月27日，《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发表报道《东方甄选

竟然1元卖书！出版还能干吗？》，其中质问道：“1元1本的图书，

在图书质量上，真的配称‘甄选’吗？”并尖锐地指出“短期看读者

得到了利益，但长期看，不仅不利于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更不利

于文化的高质量发展”，担心俞敏洪和东方甄选不是出版业的拯

救者，而是埋葬者。那些打着文化惠民，甚至通过大量免费送书

来吸引流量的做法，实在是更加恶劣——广大读者也真应该睁大

眼睛，看看免费送书送的什么品质，要甄别一下是不是库存书、报

废书，或者低成本攒的所谓世界文学名著。这种担忧绝非空穴来

风、危言耸听。

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残酷现实是，在直播带货时代，图书作

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它往往是被混杂在普通商品之中，被当作低

成本引流的一般商品，甚至低价“倾销”。平台的目的并非卖书，

而是销售其他利润更丰厚的商品。这种销售行为，究其本质，并

非正常的图书销售，而是赤裸裸的“搭售”。出版企业把这种为平

台引流的“搭售”，当作自己的发行渠道，是违反出版本质的行为，

应该反思并改正。在直播带货时代，需要思考的是，出版业销售

渠道是否应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图书尤其是新书，是否应该限

价销售？这两点是对图书作为特殊商品的一种保护，也是实现出

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这应该是全社会都要思考的，不能

再听之任之。

如果董宇辉进入图书行业，只是多了一个刘媛媛，人们还会

对他有兴趣吗？希望董宇辉能够给图书行业带来新气象，但不能

过于乐观，毕竟对于直播卖书这个新渠道的重塑，不能寄托在某

一个人身上。董宇辉个人的才情，也不能掩盖他只是资本的一个

工具的实质，他个人也没有能力扭转资本的发展方向。

我们不希望董宇辉折戟沉沙，但是对于董宇辉们卖书还是要

抱着警惕心态，对网红带货的弊端要有冷静的评价。除了搭售弊

端，还有一个弊端是直播带货改变了读者挑书、选书的购书模式，

而转为一种即时消费、冲动购买的消费模式。消费模式的改变，对

出版业具有颠覆性，甚至构成一种灾难。一些有品质的图书，往往

需要通过比较版本，才能凸显价值，而作为非专家的董宇辉也很难

真正起到导购员的作用。即使他们知道版本的区别，但在利益面

前，肯定会选择折扣低、利润高的低劣品，而不是选择折扣高、利润

低的优质品。归根结底，图书发行要讲求社会效益，网红直播卖书

很难做到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很有可能扼杀了真正的好书，却

推荐了一堆烂书或者平庸的版本，导致资源分配不均衡。

今后，读者对图书内容的判断能力肯定会越来越高，尤其是

在图便宜买了大量低劣品之后，在大呼上当之余肯定会“吃一堑

长一智”，对低劣品逐渐产生免疫力。我相信，广大读者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肯定是希望看到好书，而不是图便宜买一堆垃圾。随

着读者判断力鉴别力的提升，这些靠打折靠破价牟利的主播们将

越来越没有市场。

对董宇辉而言，要想长久地火爆，吸引庞大的粉丝群体，持续不断

地推荐真正的好书是唯一的选择。对好书的内容、对知识要保持应有

的尊重和谦卑，不要不懂装懂，更不要说假话、说瞎话。否则，他的火

爆只能是一时的。烟花易冷，董宇辉未来的落寞也不是没有可能。

之所以有这些预判，更多还是基于对直播带货这种新渠道

的清醒认识。如前文所说，任何一种新渠道都不应该拒绝，而是

应引导其推动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如何对直播带货渠道进行

引导呢？

一是对直播卖书渠道制定相应的规章。建议管理部门就直

播卖书的准入条件出台文件，使之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甚至封闭

的发行体系，而不是与其他普通商品混搭销售。二是明确新书的

范围、年限、最低折扣等，对直播销售的新书进行限价，杜绝无底

线的价格战。三是继续推动实体书店和网络平台发展，满足读者

多场景消费需求，将直播卖书作为其补充而非主体。

社店：为什么被薅羊毛的总是我？

每当遇到“1元卖书”、盗版肆虐的消息时，最

怒不可遏、群情激昂的都是出版工作者。毕竟，

出版一本书，需要出版工作者进行市场调研、选

题策划、审稿校对等专业含量极高、繁复程度极

大的工作，付出高昂的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需

要向作者支付稿酬，需要承担日益上涨的印制成

本，当然，还需要仓储成本、运输成本……不仅如

此，由于图书商品的特殊性，书店作为终端零售

商，实行的是先销售再结算的模式，未经书店销

售出去的图书还可以无条件向出版社退货，这在

整个零售业中都绝无仅有。一本书的诞生，背后

要付出那么多真金白银，平摊到每本书上的利润

却极其微薄，出版业的盈利全靠体量来支撑，整

个出版业的净利润率能到10%就谢天谢地了。

首先，无论是时下新兴的“1元卖书”，还是屡

禁不止的盗版书，最直接的受害者都是出版机

构。在这两类怪象下，出版机构上述所有投入的

成本在零售终端都血本无归。出版作为产业，必

须有一个健康的市场生态系统作支撑。健康的

产业系统，肯定是要确保生产者——对于出版业

来说，就是作者和出版从业者的基本权益得到保

障。如果没有公平合理的市场秩序，动不动就出

现“1元卖书”，新书刚上市就出现盗版，劣币驱逐

良币，良币的命运只能是出局。出版社是企业，

利润是企业的生命，“1元卖书”和盗版肆虐就像

随意切开出版业的血管，寄生在上面吸血，久而

久之，这个产业还怎么存活？虽然图书作为精神

载体，负有特殊的价值使命，出版从业者可以“用

爱发电”，或者说，坚持“社会效益第一”，但是在

没有经济效益的情况下，出版社怎么活？怎么养

活编辑，怎么给创造内容、贡献智慧的作者稿

费？如果出版社活不下去了，只好遣散编辑、关

门大吉。连编书的人、出书的人都没了，读者还

想买到好书？没门！

其次是实体书店。实体书店从出版社进货，

都是按照传统折扣执行，远远高于出版社发到电

商平台的折扣。再加上盗版，低价买“好书”，谁

还到实体书店去？实体书店何以为继？书店到

底重不重要？没有人会说不重要，即使不去书店

买书的人也不会说。为什么？因为哪怕路过一

次，我们在实体书店能看到的不仅是书，更重要

的是它独具的文化氛围和文化享受空间价值，带

给人们的是心灵的庇护和栖息。要想过更好的

精神生活，不去书店去哪里？在盗版肆虐的情况

下，可以预见的是，实体书店在今后日子会越来

越难，越来越多的书店将会倒闭关门，所谓的城

市风景线、文化地标将越来越少。

低价买盗版有错吗？

“苦命的图书业”一直为盗版所困。从过去

大街小巷各处摆摊，按“5元1本”“10元1本”“15

元1本”叫卖，到后来发展到高速公路服务区“论

斤卖”，盗版的身影从来没有消失过。但是，不论

是城市里摆摊，还是服务区摆摊，普通人要与盗

版相遇，还是需要一定的时机，盗版数量在“市场

规则”下停留在一定水平。随着新渠道的出现，

特别是低价平台的出现，让盗版市场一下子猖獗

起来，大有燎原之势。

在某低价平台上可以看到，定价几十元上百

元的图书，几元就能买到。不仅是图书，几百部

世界文学名著的MP3音频集合在一个优盘里，只

用30多元；上百部电影资源，包括奥斯卡经典电

影、豆瓣高分电影、经典动画片等等，通过百度网

盘发送，只用9.9元；正规渠道销售几百元的瑜伽

课程、培训课程，只需要几十元……

我相信，大家对这个情况其实都是知道的，

而且可能很多人都曾在上面买过，享受过低价

带来的超值服务。大家都把钱包捂得紧紧的，

少花钱多享受，是顺应人性的自然选择，既然

可以低价获得，为什么不去享受？我相信，很

多人都是这样想的。尤其是月收入不到 1000

元的庞大人群，本来满足物质生活需求就已经

很艰难了，要享受点精神生活，用低价去购买

有什么错？

其实不仅仅是月收入不到1000元的人群，一

些知识分子、高校教师、研究员，硬盘里堆满了资

料，也不一定敢说这些资料都是通过正规渠道买

到的，也不一定敢保证里面没有一部不是侵权

的。在很多群里，经常看到“求某某书电子版”的

消息，经常有人迅速就将PDF版发到群里共享；

在某某名人去世后，在某某名人获诺奖后……经

常看到有人会第一时间把名人的著作PDF版发

到群里，还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是在利己利

他，给大家省了钱，省了找资料的时间，但其实也

是在无意中做着对盗版推波助澜的事。

在当下，对知识产权不尊重的人，不分阶层，

不分收入高低，不分男女，不分职业，不分年龄大

小……这个人群可能不在少数。但面对这个庞

大的人群，我们能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地进行道

德谴责吗？能大喝一声质问：你为什么图便宜低

价买盗版、为什么不支持正版？你的质问管用

吗？能期待对买盗版的人给予行政处罚吗？那

更不可能了。买者无罪，即使明知道是盗版还购

买的人，都可以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谁知道

我买的“居然”是盗版？做点调查就能发现，很多

消费者都认为：打击盗版是商家、平台、国家的责

任，和普通消费者无关；消费者没有义务在购买

时审查它是否是盗版。

但不得不说，作为消费者，我们不能啥都图

便宜，“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对图书来说

也是一样。盗版书，有可能漏洞百出，有可能错

字连篇。读书本来是为了增长知识，盗版书可

能会让你在求知的道路上走偏。更有甚者，盗

版童书采用劣质纸张、劣质油墨、印刷粗糙、铅

含量超标……做父母的不应该将这样的毒书拿

给孩子。

盗版大量存在，说明阅读是有需求的，是有

市场的。有位出版人曾经说，如果没有盗版，出

版社的收入会增加一倍。如果收入增加了，出版

社在提高图书定价方面会更加慎重，也可以在内

容、设计、服务上投入更多，老百姓同样可以通过

便宜的价格买到优质图书。阅读的需求应该通

过正规的渠道来满足，而不是通过盗版。

“避风港原则”不是侵权的避风港

管不了用户，只能管制作盗版书的人，管销

售盗版书的平台。

要找到制作盗版的人，虽然不易，但凭借目

前先进的手段，应该不是难事。但制作盗版的人

如果数不胜数，那执法难度会相当大，需要耗费

巨量的执法成本。最简单快捷的办法就是管住

销售盗版的平台，管住了平台，也就卡住了盗版

的脖子。对盗版实施“卡脖子”，让其无法喘息，

才能真正遏制其肆虐的苗头。

在国家大力发展平台经济的背景下，平台已

成为基础设施，每个平台都应该守土有责。面对

平台上多如牛毛的商家，不能让出版社一个接一

个地去取证、指证、通知删除链接。很多出版社

反映，有的盗版商家被删除了链接，马上就改头

换面再开一家。平台对盗版商家的管理之松，甚

至主动创造条件的做法，真是令人气愤。

对平台来说，最简单的抵抗措施就是“避风

港原则”。“避风港原则”是指在发生著作权侵

权案件时，如果 ISP（网络服务提供商）只提供

网络空间服务，并不制作网页内容，那么 ISP 被

告知侵权，则有删除的义务，否则就被视为侵

权。如果侵权内容既不在 ISP 的服务器上存

储，又没有被告知哪些内容应该删除，则 ISP 不

承担侵权责任。后来避风港原则也被应用在

搜索引擎、网络存储、在线图书馆等场景。避

风港原则包括两部分，“通知+移除”（notice-

take down procedure）。

2021 年 3 月，光明网发文，题目是《两会速

评：打着避风港原则的旗号盗版侵权，就是耍流

氓》。其中提到，违法成本低、搜集证据繁、追究

责任难是目前维权人面临的现实困难。甚至知

识产权保护的“避风港原则”还成为一些互联网

平台的“侵权秘籍”，平台利用层出不穷的新技术

纵容用户侵权，并以“用户自己上传的内容”为由

搪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尊重版权是

知识共享的前提，“避风港原则”不是侵权的避风

港，对于滥用“避风港原则”的侵权行为，需加大

打击力度，冒头必打，侵权必究，才能“让创新者

心无旁骛，让侵权者付出代价”——这在当前，仍

是适用的。

热热闹闹的2024年北京图书订货会，来自五湖四海的出版人热情洋溢地聚在一起，创造了空前盛况，参展指数几乎均为历届北

京图书订货会之最。此时，猝不及防地看到一篇文章《吴晓波：请高抬贵手，放过苦命的图书业》，这不啻于给从业者兴奋到有点发热

的脑袋兜头泼了一瓢冰水。文章以吴晓波自己买到盗版书的经历为例，忧心忡忡地提到，很多平台又开通了“仅退款”功能，这对本

来就遭受盗版之苦的出版业，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 精品精荐

○谈凤霞

近些年来，因为气候灾害导致的人类迁徙，

已经成为日益突出的一个世界性问题。来自德

国的以气候危机为主题的图画书《雨之国 沙之

国》，以巧妙的构思呈现了两段艰辛又充满感动

的迁徙之旅。

《雨之国 沙之国》包含了两个故事，它们分

别从“雨之国”和“沙之国”开始，最后在同一个有

风有雨的和谐之地结束，它采用从两边讲起的翻

转书形式呈现，十分贴切，形成对称关联的格

局。故事以两种截然不同的极端天气为背景，分

别从书的两头讲起，逐渐向中间靠拢，并在书中

的一页交集汇合。两个孩子经历的寻找和谐家

园的旅程具有重要意义，对读者来说，是警诫，是

昭示，是期冀。

环境生态是此书一个最外显的主题层面，而

使其丰满的则是友谊和成长的主题。这两个故事

以时间为序相对推进，虽其目标都是寻找新的生

存之地，但情节发展同中有异，人物塑造各有千

秋。故事中的主人公是两个孩子及其各自的动物

玩伴，由此组合的两个小分队展开了前途未卜的

历险。无论是被阴雨所困的男孩，还是被干旱所

迫的女孩，他们都在艰难的旅程中经受着性格的

试炼和信心的考验。

这两个故事意蕴饱满，以气候为背景，以历险

为筋骨，以友情为血肉，以成长为灵魂。故事中包

含了多种情感，如忧伤、无奈、愤怒、惊喜等；也凸

显了多种品质，如勇敢、乐观、坚毅、包容等。在孩

子和动物伙伴为主角的故事中，大人是缺席的，这

样的形象组合，不仅以儿童和动物之间童话般的

互动构建趣味，形成对小读者的亲和力，而且也具

有暗示或象征意义：世界似乎只剩下了无助的儿

童，这是谁之过？大人是不是因为挥霍资源而自

食其果？儿童是灾难的承受者，但也是希望的寻

找者，是理想的呼唤者，是信心的坚守者。

此外，德国文学一向有着深厚的哲思传统，这

本独特的翻转书的版式设计也富有哲思意味。男

孩从雨之国奔向阳光之地，女孩从沙之国奔向润

泽之地，似乎暗含着人生中普遍的尴尬和悖论：我

们所向往的，可能正是别人所逃离的。另外，真正

宜居和怡人的“生态”，绝不是“漫无边际”的“无

度”，一定是“适可而止”的“适度”，是看似对立的

因素之间相互协调和依存而走向的和谐。

两个故事的共同结尾，即全书最中间也是最

中心的一页，展现了一幅雨过天晴、明丽宁馨的

美景，水天一色，上下对称，如梦如幻，恍若天

堂。天地和谐、天人合一，是人类生存的永恒愿

景。图画书《雨之国 沙之国》中两个故事共享的

结局，是我们习惯盼望的“大团圆”，也代表着“重

建生活”，是孩子们的想象之景，是人类的理想之

境。它带给我们怀想和憧憬，也带给我们审视和

反思。

《雨之国 沙之国》的故事充满扣人心弦的戏

剧性，充满动人心弦的抒情性，也充满叩人心门的

哲思性。简洁而诗意的文图相辅相成，共同营造

了这一丰富的美学境界。作家米歇尔·恩格勒的

文字文本采用了诗体形式，语言灵动，描绘细腻，

饱含情意，角色关系具有张力。图画主要以全景

跨页来展开一幅幅自然画卷，并多以俯视镜头来

暗示人在浩瀚自然中的渺小，也以近景镜头来刻

画人的精神和意志。这个从两端讲起的故事由

杨·伯克和乔艾乐·图罗尼亚两位插画家合作绘

制，以色调的强烈落差或微妙变化，映照历险故事

和人物心情的起伏，两个故事的色彩氛围和画面

格局交错变化，有晦暗与压抑，有明朗与开阔，彼

此呼应，追求珠联璧合的圆融之境。

书籍独特的形式也会带来独特的阅读方式。

这本书可以有多种阅读顺序：可以分别完整地读

“雨之国”的故事和“沙之国”的故事，也可以将两

个故事同步交错对读，而这两种阅读方式会带来

不一样的阅读心境。

《雨之国 沙之国》是两个关于“今天”的故事，

而汇合的是一个关于“明天”的梦想。当两个原本

陌生的孩子，在雨水积成的水洼边醒来时，心形的

池塘代表了他们共同的心愿和彼此间的友爱。是

的，从彼时彼地的寻找，到此时时刻的相遇，携手

无穷无尽的友谊，享有无边无际的和谐。

家园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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