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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杭州4月18日电（记者段
菁菁 吴帅帅）随着技术和内容的深
度融合，受众阅读习惯的转变，数字
阅读产品早已不是明日之物。从“一
卷在手”到“一屏万卷”，在“快时代”
如何“慢阅读”？5G等技术将如何改
变“泛阅读”行业？主流题材如何在数
字时代被“鲜活打开”？正在浙江杭州
举办的第七届（2021）中国数字阅读
大会释放出不少数字阅读行业的新
趋势、新亮点和新期盼。

新趋势：“一屏万卷”主导
全民阅读时代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很
多人的生活方式，全民阅读也呈现更
加多元的变化，数字阅读的力量更加
彰显。

中国数字阅读产业规模达 351.6
亿元，数字阅读用户规模达 4.94 亿
人，人均电子书阅读量9.1本、人均有
声书阅读量6.3本；与此同时，人均纸
质书阅读量 6.2本，同比去年减少 2.6
本……在 2021年中国数字阅读大会
上发布的一系列数据，都在指向一个
事实：“一屏万卷”的数字化阅读将在
全民阅读时代逐渐成为主导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儿童已成为数字
阅读的重要用户。报告显示，随着启
蒙教育时间的不断提前，74.8%的儿
童 从 2 岁 就 开 始 接 触 数 字 阅 读 ，
65.7%的孩子更喜欢数字阅读的形
式。儿童数字阅读付费增长56.5%，日
均数字阅读时长29分钟。

另一份报告也印证了这一趋势：以
儿童绘本阅读平台KaDa故事的百亿阅

读数据为样本的报告显示，2020年，三
四线城市的数字阅读中儿童占比逐年
增加，五线及以下城市的家长为儿童数
字阅读付费人数涨幅高达101.8%。

KaDa 故事联合创始人杨波认
为，互联网技术的发达直接促进了教
育的公平性，“越来越多小城市家长
正在改变自己对儿童阅读的认知，而
数字化阅读给予他们更多选项。”

阅读方式日新月异，但阅读本身没
变，优质内容始终是人们阅读的最大追
求。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第一副理
事长张毅君说，问卷反馈显示，超过八
成以上的数字阅读用户认为，当前阅读
行业迫切需要的是提升作品的内容质
量和产品的功能性能。“未来数字阅读
行业在政策引导与投送平台的密切配
合下，将把高质量发展、创作和传播数
字阅读精品内容作为首要任务。”

新亮点：数字阅读，让
红色教育的“打开方式”更
鲜活

在珠海市金湾区的图书馆内，一
个开放的空间与周围显得有点儿“格
格不入”——没有摆放书架和图书，只
摆放了24部耳机。在这个图书馆与喜
马拉雅App联合打造的有声阅读空
间，74岁的吴俊秋正在用耳机听党史
学习教育的有声资源。“我视力不好，
长时间看纸质书会感到累，平时也会
通过手机上的App收听有声读物。”

瀑布流电子阅览屏滚动推送党史
学习教育电子读本、扫一扫二维码体
验视听结合的党史学习文化大餐……

《2020年中国数字阅读报告》显示，数

字阅读平台正在成为主题内容传播的
重要平台和思想宣传的重要阵地。
2020年，多家数字阅读平台与“学习强
国”平台合作，设置了以学习党的理论、
党史为主要内容的专题板块。读者范
丽娟说，电子化的党史理论相关的材
料阅读更加便利，同时汇集视、听、直播
等类型的数字阅读产品，让党史学习
更便捷。

传统出版企业也在通过与富有竞
争力的数字阅读平台合作，扩大党的
理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人民出版社
党委副书记王彤表示，2020年，出版
社对全国两会等重要主题开展了电子
书、有声书的同步出版发行工作。

“比如，我们充分发挥好数字传
播在疫情防控特殊时期的优势，第一
时间出版了最美逆行者、抗疫日记等
题材的优质电子书，依托学习强国、
咪咕阅读等数字阅读平台供读者免
费阅读，及时展现抗疫成效，弘扬抗
疫精神。”王彤说。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如何发挥数字阅读特有优势，让
红色教育、党史教育的“打开方式”更
鲜活、更生动，正在成为全行业思索
的新命题。

在本届数字阅读大会上，以《人
民的正义》为代表的“十佳数字阅读
作品”充分展现了数字阅读创作与时
俱进的发展趋势。咪咕数字传媒有限
公司总经理李军认为，数字阅读时代
仍要坚持以正能量为导向，而数字阅
读平台也要引领作家努力创作更多
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反映中国人
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
机统一的优秀作品。

新期盼：“5G+”能否成为
数字阅读的一剂强心针？

2020年疫情期间，云书店、云博
物馆等让人们直观感受到新技术给阅
读带来的变革，但包括5G在内的新基
建给数字阅读产业带来的改变并非浅
尝辄止。《2020年中国数字阅读报告》
指出，数字阅读行业不断探索“5G+”
阅读模式，AI、AR、VR等新技术、新模
式拓展了云端图书馆、云书店等数字
阅读的新空间和新场景，数字阅读领
域的云服务、物联网进入发展快行线。

“5G+”云上科技亦在本届数字阅
读大会的线上线下贯穿始终。记者在
现场发现，“5G+阅读”融入活动与展
会，AI文创自有 IP的元素深度结合，
云博物馆、云书店等5G场景，营造出
一个新形态的社交阅读空间。

李军介绍，5G融媒融合了3D动
画、互动绘本、有声读物、视频、图片等
丰富的形式，结合AR技术实现视听一
体化的阅读体验，而视听小说则打破
了文字小说传统的单向阅读模式，融
入了立绘、镜头、动效、配音等“富媒
体”形态。“用户可以通过线上5G专区
感受‘5G+’数字阅读，体验基于AR技
术的5G‘富媒书’、视听小说，以及5G
融媒体手机报，进入互动新‘视界’。”

张毅君说，国家对 5G新基建的
推进以及 5G商用的提速，将进一步
加快数字阅读供给的智能化进程，数
字阅读企业也将充分利用这些高新
技术条件，加快新型业务布局，探索
推出H5与快应用的阅读模式，拓展
用户阅读新场景。

——数字阅读大会透视新趋势、新亮点、新期盼

从“一卷在手”到“一屏万卷”

新华社记者

三星堆遗址的“上新”，引发各界
围观和热议，也掀起又一轮对考古文
化的探究热潮，其中，三星堆和二里
头的关系尤为引人关注。从中原文化
代表的二里头，到带有神秘色彩的三
星堆，“撞脸”的文物、“夸张”的面具、

“奢侈”的祭祀……其中经历了什么，
又昭示着什么？

新华社记者就此近日采访了中
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
学部委员、历史学部主任王巍和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二
里头考古队领队赵海涛以及四川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
站长雷雨。

记者：从三星堆出土文物看到，
其中不少与二里头文物几乎“同款”，
两个遗址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又各自
具有哪些特征？

赵海涛：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洛
阳市偃师境内，遗址现存面积 300余
万平方米，是迄今发现的距今3700多
年前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中心聚落。
1959年至今的考古发掘表明，二里头
遗址呈现出明显的“王朝气象”，目前
已发现大规模的宫殿建筑群和宫城、

“都邑”中心区主干道网以及官营作
坊区等重要遗迹，以及成组的青铜礼
器群等。从考古发现来看，两地有一
些共同特征的器物，比如都出土有陶
盉、牙璋、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等，但祖
型却在二里头，二里头遗址出土类似
文物年代更早、工艺难度极高。这几
类器物都是高级别、高规格的礼器，
代表一定的礼制。

雷雨：三星堆文化是中华文明多
元一体格局中地域特征鲜明的考古
学文化之一，既有与中原夏商王朝类
似青铜器和玉璋、玉琮、玉戈等，又有
独特性青铜神像、金杖、面具、神树
等，三星堆特殊的祭祀行为，包括“燔
烧”、器物分层、填土夯筑等“复杂”过
程十分罕见。

王巍：这两个遗址都是青铜文明
具有代表性的遗址。现在考古学界基
本上认定二里头遗址是夏代后期都
邑性遗址。它创造了一系列的礼制，
包括宫殿的布局、中轴线的布局、前
后几进院落这种宫室制度。这种宫室
制度一直沿袭到明清时期，比如今天
的紫禁城，都可以看到这种制度延续
的影子。二里头创造了青铜容器铸造
技术，这些铜容器后来成为商周时期
贵族用来表明身份的礼器。三星堆的
文化具有鲜明的特色，它最大特色是
出现一批与信仰有关的一系列用具，
比如总高度在 2.6米的铜人立像、大
型青铜面具、青铜人头像、黄金面具、
金杖等。

记者：二里头与三星堆，是否有
文明层面的某种关联？有哪些交流的
痕迹？

王巍：三星堆出土有大量深受夏

商王朝影响的青铜器和玉器，比如
发现夏商王朝创立的用璋、戈等仪
仗化的器具，发现了在夏商王朝时
期受到重视的铜铃等，而且形成了
自己的特色。

赵海涛：二里头文化的繁荣阶段
明显早于三星堆青铜文化繁荣阶段，
两个地方相距千里，相对独立，都有
各自的文化发展谱系和脉络。但从两
地部分出土文物的相似度来看，二里
头文化对三星堆文化的辐射影响明
显。从器物特征和所代表的内涵来
看，二者的文化交流主要表现在上层
礼制方面。

雷雨：三星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
联系较多，三星堆很多东西与二里头
有渊源关系，比如玉戈、玉璋、陶盉、
高柄豆、觚型器、镶嵌绿松石的铜牌
饰等，构成了一个清晰的器物群联系
纽带。二里头和三星堆在地理空间上
一北一南、一东一西，两者之间肯定
有一个文化传播的中间地带。

王巍：商王朝发明的比如铜尊、
铜罍在三星堆有比较多的出土。尤其
是牙璋，三星堆出土的人像很多手里
持着牙璋。它的神坛，下面有一个立
兽，立兽顶着几个小人，小人头上顶
着的最神圣的东西恰恰是商王朝创
造的铜尊或者铜罍，显然三星堆对铜
尊铜罍非常尊崇。

记者：从二里头到三星堆，我们
能否印证一些中华文明的发展特点？

王巍：当然。中华文明的发展特
征是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
距今约5000年这个时期，包括成都平
原地区在内，各地都有迈向文明的进
程。到了夏商时期，这种文明的交流
互鉴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格局开始
形成。一个重要的表现是铜器及其制
作技术向周围的传播；另一个便是玉
石礼仪用具所代表的礼仪制度向周
围的传播。随着中原王朝势力力量的
增强，其对周围广大地区的影响成为
交流的主要形式。当然，交流是相互
的，我们可以看到甲骨文当中，有“商
王伐蜀”的记载，跟蜀有相当密切的
关系。

雷雨：三星堆这次的考古新发
现，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
见证。1986年三星堆 1号、2号“祭祀
坑”发现之前，三星堆文化的陶器极
具地域特点，但大量青铜器、玉石器
出土后我们看到来自周边的各种文
化因素，有长江中游的、长江下游的、
甘青地区的，占比最大的仍然是中原
地区夏商文化，即便三星堆最具特色
的神像和面具仍然可以在长江、黄河
流域古文化中找到溯源。目前我们还
没有找到与埃及文明、西亚及南亚文
明有什么联系，三星堆文化在青铜人
像、面具、神树等器类的独特性正是
中华文化丰富性、多样性以及兼收并
蓄、海纳百川特质的最好表达。

赵海涛：至少从 3600多年前，黄
河流域的中原文明与长江流域的古

蜀文明交流、互动，直到秦汉时期巴
蜀地区归入中央王朝的统治范围，
是中华文明多地起源，并存发展，通
过频繁紧密的文化交流，最终走向
一体化的生动体现。三星堆遗址的
发现说明，至少从二里头时期开始，
中原地区和成都平原地区就有着比
较多的交流，这种交流改变了成都
平原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文化发
展的模式和内涵，开启了成都平原
地区随着中原地区文化发展进程而
变迁的新阶段。

雷雨：三星堆文化来源本身就是
多元的，中原夏商时期的礼制对三星
堆文化产生了比较强烈的影响，比如
与中原地区非常相似的尊、罍这样的
礼器。还有包括一般平民使用的陶
器：陶盉、高柄豆、觚型器等，都能在
中原文化里找到。这些显示了三星堆
文化与中原文明中的“一体”性，“多
元”体现在它本土的一些东西，比如
青铜群像、面具、神树、金杖等。这些
东西加上与中原相似的那套东西，完
美地在三星堆融合在一起。在今年新
发现的文物中，一件“青铜顶尊人坐
像”是比较典型的，尊是中原的典型
礼器，古蜀人把它加以改制，目前看
到尊的附件至少有两条龙形饰，这是
前所未见的，最特别的是在尊底部有
一个跪坐人像，这件器物我觉得是最
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把古蜀文化与
中原文化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证明都
是龙的传人。

记者：综合网友的诸多疑问，比
如有无文字、三星堆文化是否受到境
外文明的影响，甚至联想到“外星
人”，专家怎么看？

雷雨：有些人觉得三星堆应有文
字，只是目前没发现而已，有些人认
为三星堆没有文字。我个人倾向于前
一种，三星堆文字如果书写在当时已
有的布帛等有机质载体上便难以保存
了，但是我们没有放弃，一直希望在某
个“祭祀坑”里出现“奇迹”。“外星说”
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三星堆的很多出
土文物造型奇特，但那不是“外星人”，
实际是有一些艺术夸张的神像。“西来
说”并无证据，倒是发达的丝绸产业彰
显富庶，通过贸易或进贡，象牙、海贝、
珠宝等从包括南海沿岸乃至更远地区
来到三星堆均有可能。

王巍：关于是否受境外文明的影
响，我认为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很
正常的，夏商王朝的冶金术就是受到
西亚的影响。我们目前不能完全排除
境外文明因素对三星堆的影响。但
是，要论证三星堆接受了境外文明的
影响，一定要有具体的证据。象牙和
海贝的发现，并不能说明三星堆就与
印度或其他地方有关联。象牙，以当
时此地的气候条件，有象牙非常正
常。至于海贝，殷墟就曾出土了大量
海贝，与三星堆几个“祭祀坑”基本同
时。研究表明，殷墟的海贝并不出自
印度洋，而是出自我国东海及南海。

记者：这两个遗址目前挖掘的只
是冰山一角，都还有许多未解之谜，
专家们最感兴趣、最关注的是哪些？

王巍：对二里头来说，最值得关
注的谜团首先是王陵所在。原来只
发现遗址中的宫城，现在发现“井”
字形的道路把遗址中心部位分成了
9个格，每一个格里都有高级贵族居
住和墓葬，这不是我们原来以为的
中间一个宫城、周围都是老百姓的
格局。我们也期待是不是有更高级
的墓葬，跟王相联系、相匹配的等
级；第二是文字，因为甲骨文是非常
成熟的文字，应该有很长的发展过
程。对三星堆来说，我关注的点有三
个：首先是到底有没有文字；二是三
星堆发现的这些坑里的东西，是在
什么情境下使用的；三是此地是否
跟境外文明有联系。

赵海涛：二里头经过 62 年的发
掘，虽然已经呈现出一个让人震惊的
早期王朝景象，但目前只揭露了遗址
1.6%，还有大量的空白地区等待继续
发掘，大量问题有待广泛、深入研究。
比如学界以及公众普遍关心的，二里
头这么大的都城，目前只发现了宫城
和中心区域内部的围墙，300余万平
方米的遗址外围，有没有城墙或者壕
沟等防御设施？我相信，随着工作理
念、思路的拓展，多学科引入以及更
多科技手段的运用，从考古遗存中提
取的信息会越来越丰富，研究的广泛
和精细程度越来越高，对二里头社会
生活面貌的了解可能会超出原有的
想象。

雷雨：三星堆是“正在进行时”的
考古项目，我知道公众一般会关注

“祭祀坑”里的器物，当然这个没错，
但除了这些精美的器物，我建议公众
可以把一些关注点投入到我们对考
古信息和历史信息提取的成果方面，
比如土壤、植物、动物、古DNA、一些
微痕的分析等，毕竟器物能够反映的
只是少部分人。如果能提取出来，土
壤里蕴藏的信息是方方面面的，比如
说3000多年前三星堆一带的环境、气
候、动物，包括三星堆出土的象牙，是
不是完全是本地产的？会不会有一些
是通过贸易过来的。至于宫殿区、作
坊区、高等级墓葬区的调查与勘探对
于全面构建三星堆古城完整体系至
关重要，考古人正在不断接近令人仰
望的真实历史。

文物不言，自有春秋。
从二里头到三星堆，是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历史进程的又一实证。由
此，我们看到，文物和遗迹还原的、因
岁月流逝而风化腐蚀的历史细节；我
们感悟，中华文明基因就在交流融合
中传承延续；我们感慨，中华文明悠
悠上下五千年，多元兼容造就中华民
族强大张力；我们感动，几代考古人
砥砺前行，耕耘考古事业，还原历史
真相。

抚今追昔，我们循着“满天星斗
说”，体味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
流长。传统文化积淀中华民族最深沉
的精神追求，给予我们坚定、从容和
自信。

（记者：李争艳 施雨岑 童
芳 桂 娟 史林静）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探秘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起源

从二里头到三星堆

新华社记者刘 慧

去年频频“出圈”的公募基金今
年一季度的表现可谓“跌宕起伏”。市
场行情波动、募集发行转冷、分红力
度罕见……面对公募基金市场的诸
多变化，我们的钱袋子应该怎么理？

市场“画风突变”基金
话题频上热搜

一季度的基金市场行情可以用
“过山车”来形容。牛年春节前，A股
市场一路高歌猛进，带动权益类基金
平均收益持续上升，市场热度不减。

然而春节过后，市场“画风突
变”，行情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权益类基金平均收益不可避免出现
回撤。

Wind数据显示，截至 3月底，剔
除今年成立的新基金，包括股票型和
混合型基金在内的权益类基金今年
一季度平均收益率为-2.3%，其中超
过六成的基金亏损。指数基金整体表
现同样不佳，被动指数型基金一季度
仅有24%的产品获得正收益。

而一些前期受到投资者追捧的
热门基金产品在一季度内甚至出现
了超过50%的回撤，让很多新进场投
资者直呼“很受伤”。

“一季度自己之前追的白酒、新
能源基金跌得很凶，后来我直接把行
情软件卸载了，省得闹心。”在北京工
作的“90后”小肖谈起一季度的投资

“战绩”不无苦涩。
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养

基大军”，基金市场波动的相关话题
频繁出现在一些互联网平台上。

据记者观察，今年一季度几乎每
次市场下跌，“基金”等相关话题词都
会冲上微博热搜。市场震荡让不少人
倍感难熬，甚至有网友涌入二手拍卖
平台以基金亏损为由转卖闲置物品。

“新基金”发行由热到冷
“老基金”分红力度罕见

今年一季度，公募基金发行市场
经历了火热到寒冷的过程。春节前，
市场延续了去年以来的赚钱效应，新
发基金的销售在前两个月火爆依旧，

“爆款基金”频现。
总的来看，一季度新成立基金规

模超万亿元，超过 2020年总额的三
分之一。这个季度发行规模在公募基
金的发展历史上也是非常靠前的。

不过，随着基金业绩的回撤，
相比于前两月，3 月新发基金热度
转凉。

除总体募集规模下降外，单只产
品的平均募集规模更是下滑明显。1
月单只产品超40亿元的平均募集规
模到 3月降至 15.33亿元。从另一个
维度看，3月的“日光基”只有7只；而

1月与2月分别有39只与16只。
“新基金”发行酝酿变化的同时，

一季度“老基金”出现了罕见的分红
力度。

Wind 数据显示，一季度共有
1082只公募基金分红，分红总规模
接近900亿元，大幅超越前几年同期
的分红规模。和以往不同的是，今年
一季度，权益类基金成为分红主力
军，分红规模占比超过 70%，成为名
副其实的主力军。

业内人士分析，今年一季度基金
大手笔分红，一方面是由于基金利润
丰厚；另一方面，市场短期调整也带
来了分红的契机，基金公司为提升投
资者持有体验，增强投资者对产品的
信任感，从而进行基金分红。

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投资者不
能简单地根据分红规模来选择基金。
分红规模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此
前某时段基金的业绩表现，而分红之
后的赚钱能力，更多取决于此后市场
表现和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能力。

面对“跌宕起伏”钱袋子
怎么理？

一季度以来，很多投资者特别是
年轻的“养基人”感觉市场的波动远
超自己预期，基金净值走势更是“不
按剧本上演”。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负责人
胡立峰认为，投资者的疑问和焦虑可
以理解。本轮调整较大或者回撤较大
的基金，不少都是7年、5年、3年业绩
排名较为靠前的基金。近期业绩较为
抗跌的基金，不少都是过去1年、2年
业绩排名较为靠后的基金。

“当然也要反思与总结，不能绝
对化长期投资，而是长与短结合起
来，长期业绩是短期业绩的叠加，需
要关注短期业绩背后的逻辑是否发
生变化。”胡立峰说，持有基金是长期
投资行为，不建议在短线剧烈波动的
时候采取激进交易方式。

近年随着居民收入提升、金融市
场的发展，公募基金成为越来越多投
资者，特别是年轻人打理钱袋子的重
要选择。中国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
示，截至今年 2月底，公募基金规模
达到 21.78 万亿元，较 2020 年末的
19.89万亿元，新增1.89万亿元，涨幅
约为9.5%。

在多位业内专家看来，“十四五”
开局首季的中国经济表现亮眼，未来
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向好发展的趋势
不会改变。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多渠道
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这意味
着，投资理财市场将迎来更多机会。
对于投资者来说，要对自己的“钱袋
子”进行合理配置，正确认识风险和
收益的关系，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
红利。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基金市场“跌宕起伏”，
钱袋子怎么理？

财经观察

两名工人在车间内对“骥跃”盾构机进行运转调试（4月13日摄）。
由隧道股份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盾构机掘进与拼装同步技

术近日试验成功，首台推拼同步盾构机即将下线。在隧道施工过程中，应用该
技术的盾构机将实现掘进与拼装两道工序并联作业，大幅提升施工效率。

在传统盾构机施工作业中，施工工序一般是推进、停止、拼装。盾构机每向
前掘进一环，就需原地停下，完成一环管片拼装，再继续掘进。隧道掘进与管片
拼装以串联方式进行。应用推拼同步技术，可实现掘进与拼装并联作业。相关
模拟试验显示，推拼同步技术将使盾构机每环管片作业时间大幅减少，施工效
率提升30%到50%。 新华社记者方 喆摄

盾构机推拼同步技术在上海试验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