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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作者

站在“云端”看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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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４５年，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ＥＮＩＡＣ”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电工学院运作成功后，谁

也不会想到这个占地１７０多ｍ２，质量达３０ｔ，需消耗近
１００ｋＷ的家伙会改变全人类的生活。１９６９年，美国
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ＡＲＰＡ）建设了一个叫“ＡＲ
ＰＡｎｅｔ”的军用网，没人预料到这个仅连接４台计算机
的联网实验将来会深入到每个人的生活。之后我们每

时每刻都在经历着类似的变革：手机、Ｇｏｏｇｌｅ、３Ｇ、
ｉＴｕｎｅｓ、Ｂｌｏｇ、ｎｅｔｂｏｏｋ、Ｗｉｋｉ、ｉｐｈｏｎｅ、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ｋｉｎｄｌｅ、
ｉｐａｄ，等等，然而，技术和网络的发展远远超越其本身，
与之俱来的还有文化、沟通方式的变革，包括出版模式

的变迁。

１　“云时代”已然来临

　　云时代即云计算时代。“云”就是计算机群，它可
以替我们完成存储和计算的工作。“云”中的计算机

可以随时更新，保证“云”长生不老。Ｇｏｏｇｌｅ、微软、雅
虎等各自拥有好几朵这样的“云”。在云时代条件下，

我们只需要１台能上网的设备，如手机、计算机，就可
以随时随地获取任何资源，而不用关心它来自哪朵

“云”。这就意味着计算能力也可以作为一种商品进

行流通，就像煤气、水电一样，随用随取，费用低廉。

２０１０年４月，耶鲁大学商学院学生会主席豪尔访
问世界第一的笔记本电脑生产企业广达时，听总经理

林百里介绍广达是一家“不断推翻自己产品”的科技

公司，感动莫名。林百里坦率地告诉他，广达正从

ｎｏｔｅｂｏｏｋ（笔记型计算机）、ｎｅｔｂｏｏｋ（网络计算机）发展
到未来的 ｎｏｂｏｏｋ（无计算机）。豪尔一向以为中国台
湾只擅长制造，没想到在这里遇到的人，想法如此前

卫，竟然将ＩＴ推演到ｎｏｂｏｏｋ阶段了［１］。

台湾著名作家、编辑、出版人及电影人詹宏志对大

家说：“书的概念已经过时了！”［２］。出版业的“新的内

容生产方式”正在骤然占领传统的阵地，快速地出现

在播客上，出现在各大文化平台上，出现在用户的手持

终端上。如果“出版”的意义是将内容公布于众，那

么，詹宏志说的话就是正确的，在网上公开等于出版

了，谁都可以读它。当各种内容活跃在网上（云端），

随时可以免费阅读的时候，那么，“站在云端看尽书”

的云时代，就已经到来了。

网络文化评论者黄芳宇［３］指出，云时代“计算机

储存成本与网络带宽成本不断下降”，反映在社会上

就是“人与人之间联系成本不断下降”，反映在商业上

就是“靠信息垄断与资本垄断的企业逐渐解体”。在

传统出版的世界里，必须依靠垄断资源和市场才有办

法赚钱，当因特网的储存以及带宽成本逐渐降低时，信

息的交换成本趋近于零；因此，传统出版能垄断网络世

界吗？黄芳宇还提出一个相反的论证，“减少网站总

访客数量”反而可以达成提升“每个访客平均页面浏

览量”的效果，你可以想象成“经济流量”。经营者永

远可以选择只做少数人的生意，只要这群人量少质精，

这也便是“长尾效应”的实际受益所在。

总之，在云时代，人人都是“网中人”，个人即媒

体，人力成本被不断地削减，传统出版社的优势也被不

断削弱；因此，我们要在营销和经营上采取相应

的措施。

２　做“云时代”的编辑

　　身处云时代的编辑，千万不要以为这类信息与我
们无关，在典范移转（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ｈｉｆｔ）过程中，没人可以
幸免［４］。我们应该把握这次变革带来的契机，利用科

技的便利，充分体现Ｗｅｂ２．０的精神，深化与读者的交
流，让读者也成为出版和内容生产的一员，长远经营出

版社。

２０１０年３月初，“盛大文学”在北京推出“一人一
书计划”，发布他们的“电子书战略”。在新闻发布会

上，“盛大文学”首席版权官周洪立先生透露，光是数

据库里就存储了５００亿字的作品，每天在他们的网站
里，还继续有６０００万字新内容发布，而专属作家高达
９３万人。这只是１家公司，若加上其他创作平台，那
会是什么样的盛况？

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在线下热卖的时候，

他首先应该感谢这个时代。若回到１０年前，像这类几
百万字、未完稿的小说，很难被传统出版所接受；但在网

络时代，作者凭借兴趣每天发表续作，可连载多年不辍，

并由数百万网民疯狂地点阅，让作品脱颖而出，等转为

纸质出版时，销售量动辄以百万本计。这样的出版模式

完全推翻了传统编辑的经验，因为进入网络出版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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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所担任的筛选角色，慢慢地被网络所替代了。

２００７年《货币战争》一书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
响，一度占据畅销书的前几名，但可能很少有人注意

到，作者的署名是“编著”。作者宋鸿兵根据国外互联

网上的许多信息，搜集整合，最终系统梳理成书。可以

说，这本书中很多思想都是互联网上的“微内容”，即

草根个体生产的松散、杂乱、细微的内容，但经过搜索

引擎的过滤，最终统一到一个话题上，并为作者所用。

搜索引擎还不同于维基，搜索对知识的聚合能力使得

许多作者有了“编写”图书的可能。当然，像《货币战

争》这种书，对可考性的要求其实并不是很高。搜索

改变了新时代条件下编辑出版的模式，搜索引擎的聚

合、过滤能力本身就是一种编辑加工。将众多的“微

内容”以某种方式整合、再加工，这种出版模式改变了

出版内容创造的模式，也必将带来深远的影响。

３　科技期刊编辑未可幸免

　　但这些又与科技期刊编辑有何关系呢？我们某些
编辑还在“恐网络症”中挣扎，如履薄冰地推进着期刊

的网络化进程，谨小慎微地开放着期刊的网络阅读，生

怕手中的蛋糕被人夺走；但事实上我们的蛋糕正逐渐

被人拿走，看看北京市的读书调查也许就有不寒而栗

的感慨了。

近９成网民养成了网络阅读习惯，读过电子书的
网民超过９０％，其中２０～３０岁之间的网民是最活跃
的群体。这些阅读习惯的转变促使大学图书馆的纸本

阅读量一降再降，同时又有不少科技期刊不断地放弃

纸质而寻求网络出版［５］。

《Ｐｈｉｌｉｃａ》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期刊，从目前来看它

还不算一种出名的期刊，但《Ｐｈｉｌｉｃａ》是个伟大的尝试。
它将读者“邀请”为期刊的建设者，几乎将所有的功能

都给了读者，赋予他们遴选文章的权力。读者进入的

是一个小社区，他们寻找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研讨，一

起批评，一起进步。有人还给这样的期刊安了个时髦

的称谓：科技期刊２．０［６７］。也许，不远的将来它就会
像“开放获取”一样深入到每个科技期刊编辑的心里。

总之，不管迎面而来的是长尾经济，还是云端计

算，传统编辑们要透过这些字眼的表面意义，理解它们

的真貌。相信不久的将来，编辑的作用和功能会被更

多地淡化；但是，坚持走自己的路，走不俗的路，置身其

中，我们仍有难以取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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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ＳＳＣＩ中编辑出版类期刊２００９年的引证指标与网络传播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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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刊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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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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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衰期
他引率

即年下载率／
（次／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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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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