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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晓峰是北京一所高校中文系的老
师，也是个名符其实的“书虫”。他不无戏
谑地说：“15 年前我刚上大学就买了个应
急灯，晚上 11 点宿舍断电以后还可以看 1
个多小时的书。前两天我给自己买了个手
机防摔指套，现在临睡前改成了用手机看
书，有时候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手机砸在脸
上很痛的！”

这样的变化，其实正是传统读者向数字
读者转型的写照。第 12 次全国国民阅读调
查结果显示，2014 年，我国国民数字化阅读
方式的接触率已经达到 58.1%，超过了传统
介质的书籍报刊阅读。传统的“厕上马上枕
上”的阅读方式已被手机上、平板上、电子书
上所取代。

这一场华丽的数字转身，让阅读这一
古老而传统的行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和
白晓峰一样的读者们已经将数字设备“武装
到牙齿”，这又将对整个产业带来什么样的
影响？

心甘情愿的付费阅读

移动阅读带来的最大变化是
读者开始习惯于为内容付费

数字阅读并不新鲜，但让业界充满动力
的是移动互联网的“入局”。阿里文学总编
辑周运告诉记者：“数字阅读正在产生明显
的变革趋势，传统阅读往移动端转移已不可
逆转。”

和 PC 阅读相比，移动阅读带来的最大
变化是读者开始习惯于为内容付费。上海
大学中国艺术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吴信训
表示：“移动阅读付费市场兴起的态势，建
立在两个基本的条件之上：其一是移动阅
读终端的普及；其二是移动支付的便捷和
安全保障。”

白晓峰同样对这种变化深有体会。“拿
网络小说来说，虽然在 PC 时代就有反盗版
的机制，但依然很容易搜索到盗文网站，它
们会把整章内容拷贝成图片挂在网上，但在
手机端，看盗文既不方便又费流量，一章 8
分钱，付起来也很方便，不如直接看正版。”
来自第三方的数据同样印证了这种变化，市
场研究机构易观智库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
2014 年，我国移动阅读市场收入规模达到
88.4亿元，增幅高达 41.4%。

读者消费习惯的建立，也让传统图书电
商平台开始发力纸质图书的“电子化”。当
当今年一季度财报显示，当当实现总交易额
39 亿元，同比增长 37%，净亏损 6020 万元，
而 2014 年同期净利润则为 200 万元，亏损
的重要原因就是在数字阅读上投入重金，来
自当当方面的数据称，当当电子书一季度用
户活跃同比增长 700%，书籍下载册数增加
20 倍。亚马逊同样表示，在 2014 年，亚马
逊中国的 Kindle 书店电子书下载量，已是
2013 年的 3 倍。“类型小说和流行文学，现
在基本都能在几大平台的付费电子书中找
到，只是研究著作电子化的速度还比较慢。”
白晓峰给记者展示了自己手机上标记为阅
读的文件夹，里面既有亚马逊 Kindle 客户
端，也有京东电子书和豆瓣阅读。“我算了一
下，今年一共在几个平台上买了 23 本书，最
便宜的一分钱，最贵的 29.9元。”

读者身份的转变，也让新的阅读方式
开始“冒尖”。左志坚在这个夏天刚把自己
的社交阅读平台“拇指阅读”卖给京东，这
个应用可以根据读者朋友们的喜好自动推
荐图书。“未来的方向就是‘阅读+社交’，
接 下 来 你 看 将 要 上 线 的 微 信 阅 读 ，包 括
Kindle 都会强化社交的功能，这也是‘拇指
阅读’在走的路。”阅文集团 CEO 吴文辉也
告诉记者，“社交化阅读是全民阅读非常重
要的部分，每个人都会希望知道朋友们在
看什么书，平台需要研究的是怎样将这些
内容分享给用户的朋友，我们未来会和微
信合作，利用微信的社交关系链来推进在

微信读书的产品”。

无门槛的精准写作

网络作家对数据是非常敏感
的，每天都能收到自己上一章更
新的数据，根据这些就知道自己
的创作方向到底对不对路

2014 年的中国作家版税收入排行榜
上，排名前五的都是网络作家：唐家三少、辰
东、天蚕土豆、耳根、梦入神机。其中排名第
一的唐家三少版税收入达 5000 万元，天蚕
土豆只有 26 岁，他们当中没有一个是从传
统作者转型而来。

唐家三少是电视编导出身、当年明月是
海关公务员，蝴蝶蓝卖茶叶，国内畅销悬疑
小说家求无欲则是送水工人出身，在手机上
完成了几十万字的创作，阅读方式的改变，
带来了创作者队伍近乎无门槛的扩大。

而让这些非传统作家们赚得“盆满钵
满”的根本原因，依然来自于数字阅读方式
带来的用户扩容，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大大增
加了三四线城市和 18-35 岁年龄段以外的
人群数量，这就直接带来了市场的扩大和阅
读需求的多元化。阅读不再“曲高和寡”，数
量足够、类型多元的用户正是阅读从“小众”
走向“大众”的前提。

除此之外，通过手机 QQ 和微信微博这
样的社交软件，再加上未来跨 APP 的数据
打通，像百度、腾讯、阿里巴巴这样的数字阅
读服务商就有可能通过数据挖掘来掌握尽
可能多的用户特征：比如年龄、地区、消费习
惯乃至行为偏好。对于创作者来讲，能够由
此更清晰地知道自己针对的用户群究竟是
些什么人，判断他们对作品类型和内容的爱
好倾向，从而实现更加“投其所好”的精准写
作。网络作家猫腻就告诉记者：“网络作家
对数据是非常敏感的，每天都能收到自己上
一章更新的数据，多少人购买，多少人投了

月票，多少人打赏了你，根据这些，你就知道
自己的创作方向到底对不对路。”

一旦基于移动阅读的实时反馈和数据
挖掘机制建立起来，甚至有可能改变传统文
学的创作形式。《三体》作者刘慈欣就曾表
示，科幻小说是类型文学、大众文学，创作者
必须赢得大家的共鸣，自己最看重的就是读
者的反映。

不过，在阅读领域里应用大数据技术，
还需要跨过成本门槛。中信出版社副总编
辑卢俊坦言：“数据对于出版商非常重要，但
大数据的利用大多数出版社还处于初级阶
段，单个图书品种去建立数据模型，演算成
本太高，所以只能做类型分析。”

此外，业内也有人担忧，过于“精准”的
写作，会让创作完全臣服于市场需求，带来
作品类型的单一化和过于通俗化。吴文辉
表示，阅文集团主办的网络原创文学现实主
义题材征文大赛已经启动，“数字阅读需要
扩充品类，随着网络成为阅读的主战场，需
要平台大刀阔斧的拓展网络文学以外的内
容”。中国知网大众知识服务公司总经理刘
艳军则表示，随着读者的进一步成熟，必然
带来阅读需求的细化，这种细化并不是坏
事。“重要的是数字出版的服务商能够瞄准
读者个性化的需求，让读者在有限时间内能
高效率按需选择阅读内容。”

写而优则互动的金矿

随着读者与作者间互动关系的
变化，作者成为“明星”，甚至有可能
由此带来创作者身份的多元化

花千骨、盗墓笔记、无心法师⋯⋯2015
年暑期的人气影视剧，几乎都脱胎于网络文
学作品。以小说为核心，读者为其衍生品“买
单”，包括了游戏、动漫、影视整条产业链。数
字读者们甚至撑起了千亿级市场的想象。

网络作家风凌天下的故事正是数字读

者和数字创作者之间新兴互动关系的写照，
这种新兴的互动关系，已经成为一座巨大的

“金矿”。有报告显示，如果他的作品改编成
手游，以其影响力能为手游节省近 500万元
的营销费用，并带来 2.5 亿元的用户付费价
值。这个庞大的数字如何推算出来？市场
研究机构艾瑞调查显示，风凌天下的读者，
25岁以下占比 71.6%，游戏是他们最喜欢的
线上娱乐活动，其中手游用户占比 56.7%。
以《凌天传说》为例，97.3%的用户玩该手游
为支持风凌天下，其中八成用户进行了手游
付费。而在这个过程中，风凌天下通过社交
和连载推荐的方式来推送手游信息。

新的互动机制的出现，让文学在内容生
产上的能力开始通过市场得到效率最大化
的配置，也让互联网巨头们开始将阅读视为
自己生态链布局的重要一环。腾讯成立了
创世中文网，收购了盛大文学，成立阅文集
团；百度收购了纵横中文网，成立百度文学；
阿里巴巴整合了书旗小说、UC 书城与阿里
文学共同构成移动事业群移动阅读的主要
部分，其目标都是塑造网络阅读的明星 IP

（版权内容），并向产业链下游的游戏、影视、
动漫等延伸。周运就向记者透露，未来阿里
文学会把优质作品优先推荐到九游、阿里影
业等合作公司获取版权衍生机会。

读者与作者间互动关系的变化，作者成
为“明星”，甚至有可能由此带来创作者身份
的多元化。随着渠道的打通和共同开发渐
成风气，创作者们就可以承担更多的角色：
影视编剧、游戏策划、动漫剧本⋯⋯这种“写
而优则编”的转换在国际上并非没有先例。
拿知名幻想小说作家尼尔·盖曼来说，在
2002 到 2004 年三获雨果奖后，他顺理成章
地成为好莱坞主流编剧，不但将自己的作品
诸 如《星 尘》等 搬 上 大 银 幕 ，还 编 剧 了

《DOCTOR WHO》的第六季和第七季，以
及《鬼妈妈》《贝奥武夫》等电影。有业内人
士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已经有多家公司开
始找网络作家作人物设定、策划乃至剧本，
应该很快就会看到相关产品面世。”

数字阅读时代，变变变！
□ 陈 静

我坐在银行营业厅，午饭后的困顿让我
有点犯迷糊。还要等待11人才轮得上我。
虽然困，但我还是留意听广播通知，生怕错过
了。但后来我发现还是错过了。我不能确定
到底是我没听见，还是压根儿就叫错号了。
营业厅的服务人员也无法确认，他无法解释，
给了我一个新的号码重新排队。

此时，我的书包里放着一本《没有银行的
世界》，这到底是一种追求，还是讽刺？

我只是要一张银行的对账单，证明我的
银行卡有正常的流水，以便在办签证的时候
向签证官说明我是个正常人，在中国有收入，
不会滞留国外云云。

于是我跟很多人一样，希望从银行的世
界中消失，平移到没有银行的世界。

以下是当前银行不受“待见”的原因：
1．服务效率低下。在此之前，为了完

成一笔资金往来，我竟然需要三番五次地来
到营业厅，填写不同的表格、提升手机银行转
账额度（为此还给我办了另一个小设备用于
发送手机银行转账密码）。我的一位同事为
了一笔转账在银行填了三张不同的单子，均
被告知无效，而我用其中一张单子，办成了一
笔同样的业务。

2．业务种类单一。这就不用多说了，数
数在你的工作和生活中需要多少张银行卡和
相关的单据，他们的用途分别是什么。

3．客户，尤其是个人客户，在银行面前
权利太小了，小到经常被“欺负”而无处伸
张。这种“欺负”很多时候并不来自于银行工
作人员的态度，而是来自于那些不经意的流
程和条款。

4．互联网金融的兴起，让很多人都不
再看好银行的未来，我相信，其中有很多主观
的愿望。

为什么会这样？这本书的作者西蒙·迪
克森是这样归纳的：它（银行）拥有你的钱，花
你的钱，创造你的钱。

西蒙用极有煽动力的语言来归纳银行这
种“强中心化”的金融业，因为他有极强的热
情推广他认为面向未来的金融业，尤其是众
筹。

前几天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一位专家
试图撰写一份报告，描述未来金融业的结
构。众筹是被认真对待的业态之一，还有
P2P、大数据征信、网络银行、互联网证券，以
及从不同逻辑上预测的种种新东西。

这个问题带动我去想象：未来的金融首
先基于未来人们的需求，未来的需求来自于
未来的生活。今天满足的，将来未必满足；今
天的高效率，未来可能是慢吞吞。

比如小微企业信贷，现在对于大多数小
微企业而言，能贷到款是第一位的需求，很多
P2P借贷平台快速崛起，就是填补了这样的空
白。但是再过一两年，可能他们的需求不是借
到钱，而是马上借到钱，并且利率还要下降。

比如现在30岁以上的大多数人群，理财
的目标还是基于“储蓄”，就是让资产变大。
但是85后、90后及更年轻的人群，可能是以
消费为核心的，理财的目标是更多、更快、更
爽的消费。于是金融服务需要更加高效、碎
片化、智能化。

比如现在的金融是以实际生活中的物质
需求为基石的，但是未来虚拟生活可能成为
人生的重要部分，那么虚拟生活中（如游戏）
是否需要金融服务呢，为你的虚拟人格上保
险、虚拟设备做融资租赁，是否也是一种刚性
需求？

未来的金融业是什么，怎么定义，“互联
网金融”能代表未来吗？

常常有人问，互联网金融到底是什么？
有人说，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是互联网；有

人说互联网金融的本质还是金融；有人说，既
是互联网，也是金融。然后就辩论起来。

我想，金融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还是满足
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配置，让我们能够更
加灵活地管理我们的时间，只是现在它依然
是以资金为载体的。

过去，为了完成这种配置，人们设计了种
种模式——银行、保险、证券、风险投资，等
等。现在，又出现了众筹、P2P借贷、数字货
币，等等。

所谓互联网金融，只是用互联网的技术
和社会组织方式，去完成金融的功能，至于它
是什么业态，都有可能。它是金融的新时代，
也是我们生活的新时代，它不只是新增了某
个业务板块或商业类型。

至于未来，有没有银行，不是我们关心
的，我们关心的是，不管有没有银行，我们的
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好吧，说小一点，金融会
变成什么样？

张开双臂、迈开脚步，不要指望平移到另
一个世界，要一步一步踩过去。这本书是这
段路程中的一张广告牌。看一看，不要停。

读《没有银行的世界》——

假如没有银行

生活将会怎样
□ 柏 亮

（8月经管类图书推荐。由开卷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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