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就是巴巴爸爸、巴巴妈妈、巴巴祖、巴巴拉
拉、巴巴利波、巴巴伯、巴巴贝尔、巴巴布莱特、巴
巴布拉伯！”曾几何时，这句如绕口令般的台词，还
有那句经典的“可里可里可里，巴巴变”，是中国孩
子们的最爱。《巴巴爸爸》法国系列漫画出版于
1970年，由德鲁斯·泰勒和妻子安娜特·缇森创
作，后经联邦德国引进并改编成每集5分钟、共45
集的系列动画片。1981年该片在美国首播后，立
刻风靡全世界。1988年，《巴巴爸爸》动画片在中
国首次播出，其可爱多变的形象迷倒了很多小观
众。随着《巴巴爸爸》以动画片、图书等更多形式
的传播，巴巴爸爸家族成为两代中国孩子喜欢的
动画形象。

今年初，“巴巴爸爸的爸爸”德鲁斯·泰勒去
世，已经和父母一起参与《巴巴爸爸》创作多年的
托马斯·泰勒和爱丽丝·泰勒兄妹接过了巴巴爸爸
的传承重任。

记者：巴巴爸爸诞生于上世纪 70 年代，在

很多中国家庭两代人都很喜欢巴巴爸爸，对很

多巴巴爸爸系列中的经典故事记忆犹新，在未

来的创作中该如何传承经典，保持作品的高水

准？

托马斯·泰勒：巴巴爸爸的创作方式是手工式
的，我的爸爸妈妈一直坚持手绘，一笔一画的创
作，即使是在科技非常发达的今天。正是因为这
个原因，它不像今天的一些作品在热闹的背后呈
现的是一种虚无的空洞，而是有更多的精神内
涵。我们会一直保持父母的初心，不改变巴巴爸
爸的风格，永远带给世界温暖与爱。

我们不能保证我们接下来创作的东西会超越
原来的作品，但我们肯定会努力做好现在，迎接各
种挑战。例如，我们做的巴巴爸爸益智系列，既要
符合益智需求，还要有吸引孩子的动画情节在里
面。而且，原来做的动画片是 5 分钟一集，现在新
的动画片是 11 分钟一集，需要有更充实的内容。
这些都需要我们克服困难，破解挑战。

记者：每个时代孩子们日常生活接触的东

西都会有所变化，例如现在互联网对孩子们的

影响。在未来的创作中，在传承巴巴爸爸原有

风格不变的同时，如何把新的时代元素融入到

故事中去？

托马斯·泰勒：在他们原来的书里有电脑，以
前 70 年代做的时候有“爸爸的锅”（音），爱看书的
小女孩，她的房间有一个打字机，现在时代发展
了，都换成电脑了。

爱丽丝·泰勒：在我父母的创作中，就已经有
意识地把生活中的新科技、新元素表现出来了，例
如在一则故事中，一个爱看书的小女孩的房间里
出现了在当时算是很先进的打字机。当然后来我
们再来呈现这个故事时就会换成电脑。所以，我
们会紧随时代，不断在创作中添加新的元素。

就创作过程本身，我们也不断在吸收新的技
术。父亲直到去世前都还在坚持创作，而且学习
使用新的工具、新的技术，80 多岁的老人也能使
用平板电脑画画。我们也会延续这样的创新和求
新。我们现正和我们的创作团队一起研究开发集
音频、视频、图画一体的新电子数字图书。

记者：你们未来在规划巴巴爸爸创作的时候，

有没有做特定的区分，是定位为科普的、益智的，

或者是单纯趣味性的故事？

托马斯·泰勒：相信很多读者，不管是家长还
是孩子，都会对巴巴爸爸系列中很多年前就出现
的关于环保主题的故事印象深刻。而且，在巴巴
爸爸系列之前的故事中科普、益智的成分都有。
所以我们在坚持趣味性和教育性主旨不变的前提
下，希望把科普、益智等各种元素都融合在一起，
而且随着现在电子产品功能更加强大，也能够更
好地呈现多种元素融合的故事，甚至能够和孩子
产生互动。

我们的题材也会更加广泛，例如，在之前的巴
巴爸爸故事中，出现过很多国家。而随着大家希
望了解中国的愿望越来越强，未来我们也会添加
更多中国元素在故事中，例如在我们的动画片第
三季里《巴巴爸爸环游世界》，有两集就是发生在
中国的故事。

无论是科普也好，益智也好，巴巴爸爸系列故
事的天马行空、无限想象是最可贵的，也是其精髓
所在。对我们来说，这是最大的挑战，甚至觉得难
以肩负，但我们会努力去做这个事，因为我们想把
巴巴爸爸的这个精髓保持下去，让它永远都有独
特的魅力。

记者：在巴巴家族里，有巴巴爸爸、巴巴妈妈

和他们的 7 个孩子，在你们未来的创作里巴巴家

庭会不会越来越大，孩子们是否也会长大并有了

自己的孩子？

爱丽丝·泰勒：我们会在作品创作中静待巴巴
宝宝们长大，让他们长大后自己决定要不要小孩，
同时也是让巴巴宝宝们和小读者一起成长。

随着芮城县风陵渡镇张书耕等 18 位
“蔬菜种植户”读者的离场，第 25 届全国图
书交易博览会在太原主会场落下帷幕。读
者张书耕说，“想要的书都拿到了，这个会
成了我们的读书节”。

据统计，展会期间太原主会场参观总
人数达到 29.1 万人次；主会场出版物交易
额达到 12064 万册、30.16 亿码洋，现场总
销售 60.01 万册、1500.04 万码洋。数字的
背后，是书籍的魅力、阅读的快乐。

展示书的魅力

一本好书，不仅可以改变一个
人的人生，有时还能改变一个国家
的命运，甚至改写整个人类的历史

广州军区士官汪建国入伍时只有初中
文化，却凭借刻苦自学成长为军中“光端妙
手”，被广州军区表彰为“十大学习成才标
兵”；深圳市打工青年张春丽靠不间断地读
书，一路从大专、本科读到硕士研究生，从
最初的生产一线女工成长为全国劳模；山
西沁源县文联创作员杨栋借书、买书、读
书、写书、出书，从放牛娃变成了作家⋯⋯

阅读改变人生，在第 25 届全国书博会
举办期间，“十大读书人物”成为了万众瞩
目的焦点，他们“逆袭”般的人生让人们看
到了读书的神奇力量。

汪建国当兵 27 载，入伍时初中刚毕
业，新兵下连后，他被分配到深山里的一个
仓库当保管员。一次，他听说团里要进行通
信业务培训，就向仓库领导请了假，步行 10
多公里走出山沟，找到作训股长介绍自己
的情况。作训股长被他的执著打动，将他安
排在载波专业骨干培训班学习。

读书人的时光永远不会被辜负。当驻
守西沙群岛的海军某部首次开通海底光缆
之时，为检验“海缆”工程质量，总部通知广
州军区：派一名光端专家前去，从技术层面
全程负责“海缆”检测验收，而这种前所未
有的检测，对任何经验丰富的专家来说，都
是一次考验。

谁能堪此重任？当汪建国到来的那一
刻，翘首企盼的大家都惊呆了：广州军区送
来的光端专家，竟然是一名士官！就在大家
疑惑的目光里，汪建国仅用一个星期，便完
成1000余组数据的检测，呈交了厚达40多
页的检测报告。报告情况分析透彻，论述有
理有据，还给出了十余条极具价值的建议。

“无数事实表明，一本好书，不仅可以改
变一个人的人生，有时还能改变一个国家的
命运，甚至改写整个人类的历史。当我们翻
开书页，便是与伟大的作者倾心对话，经历
一段灵魂的洗礼。阅读这样的作品，必然会
被其巨大的魅力所折服。让阅读成为我们每
个人的生活方式，让神州大地溢满书香！”在
第 25 届全国书博会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副局长吴尚之说。

展示阅读的魅力，成为了本届书博会
的重要目的。据书博会组委会介绍，为把书
博会真正办成人民群众的读书节，今年以
来，山西省已经开展了“书香三晋·文明社
会”全民阅读报刊行、“书香家庭”故事会、
校园阅读文化漂流等形式多样、特色鲜明
的“百项千场”阅读活动，活动项目多达 238
项 2735 场，覆盖全省城市乡村各类阅读群
体，引导了全民阅读的良好风尚。同时，全
国出版发行单位将向山西省捐赠图书，配
送到全省各类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
屋、职工书屋等，进一步推动全民阅读活动
深入开展。

在展会期间，主会场精心挑选举办的近
300 场活动更是吸引了大量的读者前往参
加。全国“十大读书人物”揭晓、《山西文华》

丛书首发、韬奋基金会捐赠等庄重热烈；精
品图书展、中华印刷之光展、“阅读的魅力·
文化的力量”读者大会等人气旺盛；《四美
图》年画免费领取、活字印刷术现场演示、名
家签售等也受到了热捧；“美哉台湾·开卷有
益”系列主题活动，包括图书装帧、插画、木
偶戏、艺术手作、人声乐团等富有台湾文化
特色的艺术形式，观众好评如潮。

“目前，出现了精神追求和物质追求不
匹配的现象，一个汽车，怎么能只转一个轮
子？”著名作家王树增在书博会“读者大会”
上直言，“阅读就是要努力让两个轮子更匹
配，我送给大家一句肺腑之言，‘充实自己的
精神生活’。要通过阅读滋养自己的心灵、更
好地领悟积极的精神，把人生放在两个轮子
上，千万不要推独轮车，那不是好推的。”

实体书店进生活

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真正成
为人们的心灵家园，这是一件非常
美好的事情

在书博会主会场 6 万余平方米的展示
现场，数十万种好书一本挨着一本，热情的
读者也是接踵摩肩。然而，走进新华书店的
展区，记者却发现了一个幽静自得的好去
处。在这里，满墙高立的书架上置放着本本
经典，精彩的雕塑陶刻点缀其间，还有娴静
的茶艺师不断地为大家奉上清冽的茶饮，会
场热闹的气氛在这里仿佛安静了下来。

“以后的新华书店不仅是卖书的场所，
更是一个书房，一个休闲读书会友的去
处”，中国新华书店协会秘书长张雅山向经
济日报记者介绍道，目前，全国新华书店正
在掀起新一轮的店堂改造热潮，“新华新空
间”不久将与全国读者见面。

在未来的“新华新空间”，人们将看到
阅读与文化的结合、发行与上下游的融合、
出版产业与社会相关产业的有机融合。“社
交空间、文化体验”将取代传统单一的图书
售卖功能，新华书店将成为每位读者愿意
进、乐意留的文化体验中心和美化心灵的
高尚之地，张雅山说道。

除此之外，新华书店还在力推“24小时
不打烊书店”——智慧城市图书综合服务
站，通过在社区、学校、医院等地布局数字
终端设备，实现“互联网+”的最后 1 公里阅
读解决方案。

去新华书店喝茶、看小话剧、听读书会
⋯⋯这样的愿景让人惊喜，也让人深思。连
国字头巨无霸的新华书店都要推空间转
型，传统单一的书店卖场到底该何去何从？

随着数字阅读快速地攻城略地，纸质阅
读不可避免地出现下滑，再加之书籍购买渠
道的多样化，实体书店成为了一个略显尴尬
的角色。将实体书店比作人类的精神家园毫
不为过，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实体书店都有
其存在的意义，然而，具体到单个书店，微博
的利润又让其经营者难以为继。如何转型早
已是业界多年来共同的思考。

南京先锋书店正如其名，走在了时代
的前面。早在 2008 年，先锋书店就开始从
单纯贩售图书转向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建
立了自己的创意团队，形成研发、设计、制
作、生产和推广一体化的产业链。书店中常
常举办一些讲座活动，有一个小型咖啡馆供
客人休息和聊天。有个展区专门展出设计精
美的图书，还有一个出售南京本地人创作的
创意产品的区域。对于那些只读不买的读
者，先锋书店并不排斥。在实体书店不断萎
缩的今天，先锋书店的版图仍在不断扩展，
目前已在全国范围内拥有 10 余家分店，并
设立了千余平方米的物流配送中心。

在书博会现场，经济日报记者见到了

业界响当当的南京先锋书店创始人钱小
华。“一个书店的成功，也是一个国家的成
功。一个好的书店必须富有人文精神，提供
阅读空间、阅读视野和有营养的读物给读
者。未来的实体书店要做到的是，改变人们
的生活方式，真正成为人们的心灵家园，这
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他说道。

让阅读“活”起来

让阅读不再局限于纸媒，声像
图文甚至触感都可以成为人们阅
读的一种手段

没有时间前往山西参加书博会？没有
关系。没有精力把所有展位细细逛遍？没有
关系。展会时间太短意犹未尽？没有关系
⋯⋯这一切传统书展所面临的制约都可以
被一个小小的二维码解决。

扫描二维码，下载“书香山西”APP，展
会的信息就呈现在眼前，用户可以选择随时
随地查询翻看。“扫扫看数字科技为书博会
打造的‘书香山西’APP，首次从书展的宣传
营销、参展服务、参展形式等全流程实现数
字化的展会服务模板，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和
传播模式展示现场，扩大影响。”北京扫扫看
科技有限公司刘平告诉经济日报记者。

这不只是简单地将展会放在网上，而
是通过 5 大功能突破传统展会形式，为读
者带来全新参展感受。据刘平介绍，“书香
山西”APP 可以实现展会信息分享、还原展
会现场、突破展会空间、延长会展时间、建
立商务平台等效果，以放大书博会的价值
和意义。

《2014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数据
显 示 ，2014 年 ，数 字 出 版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3387.7 亿元，同比增长 33.4%，占全行业营
业收入的17.0%，提高了3.1个百分点，整体
经济规模超过出版物发行，跃居行业第二。

随着生活方式和阅读模式的转变，数
字出版的重要性日益增长。在本次书博会
期间，互动展示区让读者现场感受到了技
术的魅力，让阅读不再局限于纸媒，声像图
文甚至触感都可以成为人们阅读的一种手
段，真正做到让阅读“活”起来！

在“阅读精彩”专区，模拟的书店场景
让读者坐下来细细“把玩”新技术。展示商
通过引入按需印刷、4D 眼镜、3D 虚拟翻书
等新技术，可以当场为读者做出一本书，并
在扉页上留下书博会的 LOGO 和主题标
语，让每一个参与互动展区的读者都能留
下永久的纪念。

面对着墙上的电视，只要抬抬手、握握
拳，就可以轻松“翻动”电视屏幕上的一本
本书籍。北京华清互动科技有限公司带来
的“手势识别”技术设备吸引了不少读者前
来体验“隔空翻书”。

“英捷特出版科技生态环境”概念，引
起了不少传统出版企业的关注。据北京英
捷特数字出版技术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介
绍，“英捷特出版科技生态环境”可以方便
地帮助出版社生成内容聚合分销平台、专
业内容知识服务平台、学术期刊文献平台、
社交分享阅读平台、移动阅读解决方案等
核心产品，并在各个方案之间形成了内容、
数据、信息三位一体的有效互动。

三十五载春华秋实，二十五地书香浸
润，历经 35 载、包括本届共举办了 25 届的
全国书博会，已经在全国各地播下了阅读
的种子。本届以“文华三晋·书香九州”为主
题的书博会虽已圆满落幕，然而，其彰显的
阅读力量和书籍魅力已直达读者心底。今
日小小的种子将在未来成长为参天的大
树，阅读的滋养也将在国家伟大复兴的明
天起到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访《巴巴爸爸》第二代创作者托马斯·

泰勒和爱丽丝·泰勒——

新巴巴爸爸来了
□ 廉 丹

逛书博会，享书之美
□ 李 哲

《137亿光年的宇宙论》——

牵你手触摸宇宙
□ 乐倚萍

“陪你去看流星雨”曾是一代人的浪漫爱
情代名词。事实上，浩瀚宇宙中，惊艳绝伦的
景象不单只有流星雨，观赏令人叹为观止的
天文现象也从来不是天文学家的专利。2009
年那场号称最清晰的日全食就吸引了大批围
观群众，印度甚至还发生了踩踏事故。

如此豁出性命去围观，若只是看个热闹岂
不亏大了，不妨读读天文学家藤田贡崇的《137
亿光年的宇宙论》。作为一本写给天文爱好者
的软科普，每一章节的关键词都是我们耳熟能
详又不甚了解的名词，譬如太阳、太阳系八大
行星、黑洞、暗物质等等。作者向我们展开一幅
美丽而辽阔的图卷：各个天体被赋予了生命，

它们会成长、会湮灭、会变成其他天体，它们相
互吸引或破坏，一如人类的情感，有惺惺相惜，
也有势不两立。

相对的，探知天体的奥秘就像了解一个
人、一群人那样，日久方能见人心，虽是缓慢
持续的过程，也时常迸发惊喜。了解越多的，
感情就越深，好比抬头就能望见的太阳，它也
并非长生不老，46亿岁的太阳已步入中年。
被神话讴歌无数次，其实太阳只是宇宙中一
颗普通的恒星。

更为有趣的是，宇宙中的时间和空间都
是相对的概念，还可以互换。视力所及是因光
线传播达到，故而我们现在观察到的遥远天

体，也和我们有个时间差。我们看到的太阳是
八分钟之前的太阳，更远的天体，可以追溯到
千亿年前。穿越时空相见，是多么神奇的情
景！书名亦是脱胎于此，宇宙诞生137亿年，
137亿光年之外的宇宙正在向我们呈现137
亿年前的景象。

霍金在出版《时间简史》时曾说，“每个数
学公式都可能让书的销量减半”，故而他只用
到了质能方程。藤田贡崇也深谙其道，全书中
唯一的公式同样是质能方程。牵涉到具体的概
念描述，作者会用充满即视感的建模来表述。
譬如“黑洞”的引力，作者说就像橡胶垫被保龄
球沉重地压了一个坑，重到极限无法反弹，换

一其他物体会滚入压出的坑里，甚而将之包
裹其中。如果说科学家的游戏是想尝试模拟
一次宇宙大爆炸，那么普通读者也希望能近
距离热忱拥抱宇宙的美，而不会被拒之门外。
这即是藤田贡崇想要呈现给读者的画面。

回到最初的问题，看日全食究竟要怎么
看呢？除了护目装备一定要准备好，看的过程
中要注意休息之外，根据作者给我们解释的
日全食原理，我们可以给看到画面的每个部
分做个解析。如哪一部分是日珥，哪一部分是
日冕，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包括被称为贝利珠
的太阳光，和月球形态又有怎样的关联，有时
候，还能看到月球表面的模样，想想都叫人热
血沸腾。可惜，尽管日全食几乎年年有，但要
在中国看到下一次日全食，得等到2034年。
不过我们可以根据科学家的预测设计旅行计
划。世界上真的有一群“日食猎人”被日全食
的美景深深吸引，乐此不疲地跟随预测去任
何地方。穿越时空等候那几分钟震撼，也是一
种浪漫的爱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