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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公版书”的重复出版问题，受到
人们的关注。继李岩的《不要读有毒的外
国名著》和张贺报道的《公版书，这块“唐
僧肉”如何吃》之后，《中华读书报》又以很
大篇幅，发表了陈建宾的《“公版书”的版
本问题》，读后深有同感。“公版书”重复出
版的问题，已存在多年。除了上述文章指
出的诸如出版门槛低、选本杂乱、劣币驱
逐良币、质量不过关、编校差错多等这类
通病之外，我还要特别谴责那些对“公版
书”的抄袭剽窃和傍名恶搞行为。有些人
靠剪辑拼凑出所谓新版本；有些人滥用

“公版书”贬低前人，抬高自己；有些人刻
意颠覆名著史实，以翻案奇论标新立异；
有的不仅是吃“唐僧肉”，甚至糟踏“唐僧
肉”，搞什么“水煮这个”“歪说那个”；还有
什么“标题党”，拿名著的书名开涮，借以
吸引眼球，这比滥用“公版书”版本更令人
憎恶。这类现象虽仅局部存在，且近一两
年已有所纠正，但无视前人知识成果，滥
用“公版书”无所谓这种偏见，至今远未彻
底消除，仍有吁请社会予以重现的必要。

“公版书”再版，是传承文化的一种
正常出版现象，当然可以修订、充实、重
印，但必须严肃对待，认真选择。应当选
什么，怎么选，这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我是搞翻译出版的，所以更多地就外国
名著“公版书”的出版来观察。为了克服

使用“公版书”版本中的某些乱象，我有
以下几点建言。

首先，再版“公版书”，要首选有公信
力的版本。从翻译书来讲，版本有公信
力，是指：公认作品好，译者有一定知名
度，译本经过多年评介，在市场受到好
评。外国文学名著，经过国内外长期历史
积淀，大多是经典著作，通常选作品没问
题，差别主要在选译者之上。选知名译者
的译作，这没有错，但有些名家早期译
本，受当时历史条件限制，其译本也难免
存在不同瑕疵。而有些后来的译本，又确
实青出于蓝，并得到广泛认可，所以要善
于比较。譬如，德国名著《少年维特的烦
恼》，译界大多认为，后译的杨武能译本，
要比先译的郭沫若译本为好。著名的《莎
士比亚戏剧》，已有梁实秋、朱生豪、方平
等多种译本，但在我国大陆，人们读《莎
剧》，演《莎剧》，仍然首选朱生豪译本。杨
绛的《堂吉诃德》译本，尽管有人说它有
误译漏译，但市场上仍数她这个译本最
畅销，人文社累计已销出几十万册。由此
可见，译本公信力的大小，有多么重要。

其次，要尊重“公版书”的道德权威。
过了版权保护期，“公版书”在法律上已不
享有专有的权利，众人都啃“唐僧肉”也不
算违法。但是“公版书”毕竟是前人的知识
成果，是作者智力的投入和创造。一个文

明的社会，对历史的文化遗产，应该抱有
尊重和敬仰的态度。这是传承文化的需
要，也可以视为道德规范的要求。四书五
经、唐诗宋词，恐怕不会有人对它乱改滥
印，这不是法律的效力，我认为是传统道
德的一种约束力。希望出版“公版书”的出
版社，不要只想到免费“唐僧肉”好赚钱，
还应考虑对前人不敬的道德成本。你做
了，当然没人来追究你，但你是传承文化
的出版人，有些事，即使未违法，但于理也
别去做。书店和电商在进书时，是不是也
应该考虑一下上述这个道理。

最后，相关部门要协同加强对“公版
书”重版的管理。每年对各社上报的“公
版书”选题出版计划，要严加审核，对缺
乏公信力、属于滥出的，应予扣减书号。
媒体和评论界关注新书，这无可厚非，但
也有必要鼓励一些人对重印书、包括“公
版书”，进行评论，褒优责劣。现在只对出
版的新书举办图书奖，建议中国版协下
属的政治、科技、少儿、美术、古籍、文艺、
教育等专业出版委员会，在适当时候也
酌情组织一下本专业“公版书”的质量评
比，逐步建立不同形式的奖惩机制。有些
网站也可以举办真实的同类公版书质量
和声誉排行榜，借以引导市场销售，尽量
改变“劣币驱逐良币”的反常现象。

（据《中华读书报》）

◆第一视点

也谈“公版书”的版本是非
李景端 我从小就对书有着一种近似

疯狂的热爱。母亲喜爱读书，受母
亲影响，我也热衷于阅读，现在还
清楚地记得当初“追”书的情景。
有一年暑假，妈妈给我买了一本
我向往已久的《钢铁是怎么炼成
的》，我兴奋不已，不论白天黑夜，
我都捧着这本书看。吃饭的时候，
我还与爸爸妈妈一块儿探讨这本
书。我被主人公那种顽强的毅力
所折服和震撼。

一本好书经得起时间的推
敲，经得起岁月的打磨。一本好书
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书籍带给我的
快乐与满足无法尽述于笔端。中央
电视台的《中国诗词大会》我是每
期不落，《朗读者》以文化感染、鼓
舞着我，令我钟情。读书与修身、阅
读与求新，融为一体。

我的家庭是个书香家庭，房
间一侧的书架满满当当，两千多
本书，俨然是一个小型家庭图书
馆。全家人都对书十分钟爱，上大
学的儿子早已出版了个人文集。
我家的书屋是附近村民的“精神
家园”，他们经常过来借阅图书，
我也乐于与大家分享好书，只是
要求他们看完后必须把书返还给
我，以便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不
同类型的书籍。在书香的熏陶下，
村里学习氛围浓厚，一些种植大
户更是书屋的常客。遇到生产中

的难题，他们总喜欢来我家借两
本书寻找答案。

悠闲的午后，我也时常躲进
小楼，微尘在透入窗内的阳光里跳
跃，心绪沉迷于娓娓沁出的书香。
透过一本本厚厚的书卷，我不仅看
到了中华文明厚重的历史，还感受
到了古代文人墨客高雅的情操。

《礼记》中这样说读书的过程：
学、问、思、辨、行。阅读既是一个了
解世界、思考世界的过程，又是一
个心灵自我关照的过程。书中，闪
耀着人性真善美的光辉。书，已经
成为我生活中必不可缺少的朋友
和导师；读书，可以让我们拥有文
明与和谐；读书，让我们变得更加
聪慧与睿智。女人的魅力不仅仅在
于外表，读书能够改变气质，爱读
书的女人，不需要每天花时间精心
修饰、装扮自己，不需要追逐时尚
的潮流。你若盛开，清风自来。她们
从书籍中汲取营养，丰盈自己的内
心；她们从书籍中吸收养分，提高
自己的修养；她们从书籍中学会理
性，睿智对待生活；她们从书籍中
丰富学识，优雅自己的谈吐……

泛黄的纸张印刻着那些古旧
的气息，时光在墙壁与手腕间缓
缓流淌，谁在风中唏嘘长叹？前尘
过往如白驹过隙。你自沉香中凝
眸深望，光阴这端，我入字里行间
寻你、懂你。

◆品茗谈文

浸染书香
刘德翠

虽三十而未立，但觉四十而不惑。
时常觉得时间过得太快，或时间太

慢；时间快了，难免过得肤浅、盲目，反之
则焦虑和纠结。所谓中庸，不过是把握生
活重点，有的放矢，且不失理智——快乐
是一天，不快乐也是一天，何不笑口常
开、珍惜当下？三十年前我失去的，似乎
早已找不回来，当时看《寻找回来的世
界》，颇为感伤。但到了四十，我不再自暴
自弃，一切都是最现实最正常的现象，颇
有“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的冷暖自知。

“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至少有十
首歌给我安慰。”在步入四十的关口，我
不可救药地爱上了李宗盛。老李无疑是
一个有故事的人，他为林忆莲、辛晓琪写
诗写歌，说明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情
种”。他也是写过《爱的代价》《新写的旧
歌》《山丘》等励志歌曲的填词人。他“登
泰山，一览众山小”，浑厚的嗓音，拙朴的
情感，一唱三叹的旋律，让人深陷其中，
不能自拔。这十年，我确实没有好好流过
泪，却依然还有至少十首歌给我安慰。夜
深人静，我依然会捧着手机，听一听这些

或伤感或励志的歌曲，突然有醍醐灌顶
的感觉。人都说写作的人是孤独的，但孤
独是最美的忧郁。这样的时间不算多，也
不少，但足以铭心刻骨。

四十岁了，似乎人生就这样定型了，
不管你同不同意，也不管你的三观是否
已经成熟，更不在乎你的漫不经心或满
腹牢骚。四十岁，身体开始发胖，头发开
始斑白，身材臃肿，惨不忍睹。我曾经是
那样地注重自己的体貌：翻开18岁甚或
28岁的照片，那时的我，五官端正、明眸
善睐，是一枚帅哥。那时的我有重大的洁
癖，也坚决不允许别人对自己的外表产
生任何哪怕低到尘埃的“抵触性”的憎
恶，这时的自尊心是何其的强大而毋庸
置疑。但是现在，时光催人老，也磨平了
青春的色彩。自知回不到过去，也只能在
揽镜自照的时候，无奈而尴尬地粲然一
笑，好似哑巴吃黄连——即便苦也是咎
由自取。面目可憎吗？谁叫你不珍惜？只
能付之一笑甚或啼笑皆非。

四十了，我不禁要反问自己曾经读
过的那些书中“君子”——是贾平凹《废

都》中的庄之蝶，还是路遥《人生》中的高
加林，抑或是钱钟书《围城》中的方鸿渐？

《废都》的主人公庄之蝶经历了与四个女
性丰富多彩、凄美动人的爱情，爱情破
灭，而他却无法参破人生，有如庄生梦
蝶，不知蝶是梦，还是梦是蝶，迷失在虚
幻之中，莫名而亡。我现在很少做白日梦
了，参不透的就放弃，放弃不了就丢下忘
记！相比庄之蝶，高加林自然就现实了许
多，在爱情和前程之间，他这个善良而现
实的农村娃，在纷繁复杂的社会背景中，
逐渐迷失了自己。他的故事不能不让我
想起自己的青年和现在——说实话，高
加林的苦恼，我们这代人很少经历，读
之，却往往才下心头，又上眉头。青春的
奋斗、残酷的现实以及强大而让人无能
为力的外部环境，足以打垮一个精神世
界纯粹得像一张白纸的“强者”。方鸿渐
是一个被作者嘲讽的对象，是一个中国
式的“多余人”，是“一个连牢骚也懒得发
的玩世不恭的怠惰者”；有的说他是被作
者同情的对象，是“一个处于中国新旧社
会交替时期的带有浓厚‘过渡’色彩的知
识分子典型”。

我有时莫名感伤，对于一个“多余
人”，一个“怠惰者”（懒惰逍遥），再加上
所谓的“知识分子”（与孔乙己无异），一
个已然闯入“围城”长达十多年之久的
躬身力行者，我的遭遇仿佛和他们殊途
同归。

◆世相漫议

四 十 而 不 惑
陈 亮

鲁迅先生说，读书要自己思
索，自己做主。做人亦然。

自己做主源于自信。一个自
信的人，才有主见。自信来自真本
事，没有真本事心里就虚，就自信
不起来。谢灵运说：“天下才共一
石，曹植独得八斗，我得一斗，天下
共分一斗。”谢灵运佩服曹植得八
斗，是有自知之明，但说自己得一
斗，是出于自信，因为他才华横溢，
文思超群。“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
击水三千里。”毛泽东这句诗词，充
分展现了成就一番大业的自信。美
国作家、诗人爱默生说：“自信是英
雄的本质。”

自己做主基于自立。范仲淹
出生第二年父亲去世，随母亲改嫁
朱家，改姓朱。他发誓要恢复范姓，
自立门户。他27岁中了进士，29岁
恢复范姓，改名仲淹。1037年，他
拜谒了唐代名相狄仁杰的祠堂，写
一碑文：“呜呼，武暴如火，李寒如
灰，何心不随，何力不回！我公哀
伤，拯天之亡：逆长风而孤骞，愬大
川而独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为
乎刚！地可动，公不可动，孰为乎
方！”从中可见范仲淹的独立精神。
他三次被贬，仍然“不以物喜，不以
己悲”，不改自己坚持真理、直言敢

谏的初衷。
自己做主得于自强。一个自

强的人，才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
林肯是一个自强不息的人。他办
企业不到一年就倒闭；1835年订
婚后即将结婚时，未婚妻不幸去
世；1843年竞选美国国会议员失
败；1854年，他又竞选议员，结果
还是失败。然而林肯在一次次挫
折打击面前誓不言败，屡败屡战，
1860年，终于当选为美国总统。

如果自己不能做主，看别人
的脸色活着，只能成为“抬驴汉”。
据说，一个老翁和一个孩子用一
匹驴子驮着货物出去卖，货卖出
了，孩子骑驴回来，老翁跟着走。
但路人责备孩子，说他不晓事，叫
老年人徒步，他们便换了一个位
置。而旁人又说老人怎么忍心叫
孩子徒步，老人便与孩子一起骑
在背上。后来看见的人都说他们
对驴太残酷，于是他们便下来走。
可又有人笑他们了，说他们是呆
子，有现成的驴子却不骑。于是老
人对孩子叹息道，我们只剩下一
个办法了，抬着驴子走。

胡适说过：“不要被别人牵着
鼻子走！”意大利文学家但丁说得
好：“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思想者营地

自己做主
刘立新

观 瀑 雷洪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