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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图书崭露头角
摘　要　我国的电子图书已问世。在美国、德国 ,电子图书都正在发展。目前 ,电子图书发育尚

不成熟 ,主要问题在于技术、成本、版权和标准格式方面。电子图书将很快地发展起来 ,并将改

变人们的生活。参考文献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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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的电子图书
据 2000 年 9 月 1 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 30 分报

道 ,我国第一代电子图书 ( E - book) 已由辽宁出版集

团正式推出。这种版本的电子图书 ,一如 32 开本纸

质图书 ,容纳 10 万页内容。从电视镜头上看去 ,封面

为触摸屏式 ,读者可以随意选项触摸阅读 ,亦可在自

己属意的段落画着重线 ,写眉批等等 ,非常方便阅

读。报道说此书一上世就受到读者青睐。从此 ,中

国的电子图书开始崭露头角。对我们和我们的下一

代而言 ,电子图书的出现将意味着阅读方式的改变。

在第八届北京图书国际博览会上 ,辽宁出版集

团、北大方正、博库等推出了自己的 E - book 解决方

案[1 ] 。辽宁出版集团直接与美国泰通公司联手合

作 ,推出先进的电子图书 ———“掌上书房”,并计划建

设中国大规模的中文电子图书下载网站 ,首批提供

5000 种可下载的电子图书。拥有雄厚技术和市场基

础的北大方正开发出名为阿帕比 (Apabi) 的系列软

件 ,开始与国外的微软叫板 ,决心为中国的读者早日

阅读到 E - book 提供最好的服务。博库在展会上有

一个“电子出版平台”,推出了 E - book 超市、在线阅

读等频道 ,试图开始某种突破。致力于数字图书馆

建设的超星公司 ,推出了一种“超星读书卡”,购买这

种卡的读者 ,可在一年内下载超星数字图书馆里超

过 12 万种电子图书。

辽宁出版集团由美国泰通公司提供高新技术合

作推出的第一代标准电子图书“掌上书房”,开本大

小如纸质图书的 16 开本或 32 开电子图书 ,可自动翻

页、夹书签、加批注、画线条 ,可视、可听 ,手触屏幕自

动完成[2 ] 。我们苦读寒窗十几年 ,读了线装书、平装

书、精装书等各种样式的纸质图书之后 ,当然想读一

种发出荧光的小盒式的电子书 ,这本书用充电电池

供电 ,如果碰上屋里光线不足 ,屏幕可以自动发亮 ,

如果你觉得字太小 ,字号可以放大 ,可以随时就某一

关键词进行全文检索 ,很快找到所需段落。这其实

不是一本书 ,这是一个“电子阅读器”。通常情况下

一个电子阅读器可以装进 18000 页图书 ,相当 45 本

400 页厚的书[3 ] 。辽宁出版集团推出的“掌上书房”

即是一种先进的电子阅读器 ,目前出售的基本上都

是《红楼梦》、《三国演义》之类的内容。

经常在线阅读或者在 PC 机上阅读 ,会给读者带

来很多不便。而书本大小的电子阅读器 ,标志着一

种离线或脱机阅读方式已经出现 ,它支持从网上购

买和下载的电子图书。这种电子图书可以离线阅读

40 小时 ,容量从 1500 页到 10 万页 ,它在中文网站和

中文软件支持下 ,可以将从网络上下载的“图书”存

储在芯片中 ,“随时随地”阅读[4 ] 。它的人机界面同

传统图书一样 ,有封面、有插图、有版式 ,可以画线、

折页 ,只是这些操作是在电子阅读器上 ,用触摸屏操

作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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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子图书在美国
早在 1988 年秋天 ,美国两家新兴公司几乎同时

推出了自己的电子图书阅读器 ,一种叫 Rocket Book ,

一种叫 Soft book。两种电子图书都有黑白触摸屏。

稍后 ,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米德尔城的图书大全公司

声称要上市销售一种带两个彩色屏幕的电子图书。

长时间以来 ,电子图书一直是读者幻想和期待

的 ,为使它成为一种可以接受的产品也已经花了很

长时间。上市的电子图书基本上是重新包装的笔记

本计算机。美国的制造商增强了满足阅读需要的部

件 ,如显示器 ,几乎去除了其他任何东西 ,包括起重

要作用的处理器。他们还充分利用了互联网廉价传

送大量资料的功能 (以前的电子图书把资料放在磁

盘或磁卡上) 。读者一旦习惯了这种形式 ,电子图书

就将占据传统的图书市场。

美国新闻媒体公司 (Nuvo Media) 出售的平装书

大小的火箭书 ( Rocket Book) ,其装置是一个几乎能

从任何角度阅读的定制精美屏幕和一个可以给 20

小时的电池充电并能从个人计算机上下载文章的部

件[5 ] 。Rocket Book 吸引了不少读者 ,有的人带着它

去海滩或者在飞机上方便地阅读。用 Rocket Book

可以把在网上买的电子版图书马上下载到计算机

上 ,然后输入到 Rocket Book 里 ,它的屏幕从任何角

度都可以阅读。Rocket Book 不带调制解调 ,所以先

从网上下载文章到计算机上。中国辽宁出版集团推

出的“掌上书房”即是 Rocket Book 的汉化版本 ,是在

中国率先推出的中文电子图书。美国软书出版社

(SoftBook Press)销售的是一种皮革包装的 1 英寸厚、

815 英寸 ×11 英寸的装置 ,是一本 219 磅重、笔记本

大小的软书 ,价格 299 美元[6 ] 。读者把电话线连到

软书上 ,按一个键 ,机器的内置调制解调器拨商店的

电话 ,当读者选中想要的书目时 ,软书通过信用卡付

款 ,然后下载。软书出版社努力为读者收集最广泛

的材料 ,它接触和洽谈的公司包括高等院校、全国性

报刊的出版商。软书和火箭书的使用者都能输入他

们自己的文件。它将保存在书中 ,直到你准备删除。

美国图书大全公司的丹·穆尼安是一个计算机专家 ,

1995 年他看到一个商人吃力地在飞机微弱的灯光下

看书 ,产生了一个灵感 ,并立即着手筹建图书大全公

司。问题在于 ,他坚持要使用彩色屏幕的打算使起

始价格至少要高达 1600 美元 ,这远远高于大多数人

在读书方面的预算。他正在计划搞一种较小的个人

版本 ,在 2000 年上市 ,价格为 750 美元[7 ] 。如果图书

大全进入市场 ,它将是电子图书中最注重视觉效果、

能复制高质量的教材插图的书。

美国其他公司也都在关注电子图书技术的发

展。微软虽说近年来官司不断 ,但仍是 IT 行业的巨

无霸 ,电子图书被微软看上了 ,别人就很难与之竞

争。2000 年一开始 ,微软和一直与亚马逊竞争的网

上书店巴恩斯及诺宝结盟 ,宣布共同促进电子图书

的市场普及 ,并发出野心勃勃的宣言 :要在 20 年内结

束纸质图书的时代[8 ] 。如果这一计划实现 ,就意味

着到 2020 年 ,纸质图书将基本消失 ,只留有少数作为

富人手中的收藏品。微软生产的一种手持式电子图

书阅读器 ,内置微软 Windows CE 系统 ,并预装其阅

读软件 Microsoft Reader。

3 　电子图书在德国
在 2000 年 10 月份开幕的世界最大书展———法兰

克福图书博览会上 ,电子图书再次成为人们瞩目的焦

点 ,除去一个专门的电子媒介展厅之外 ,相关厂商和

出版商还首次为电子图书设立了一个奖项 ,只有那些

以电子格式出版的原创作品才能有资格赢得这笔总

额 10 万美元的奖金。最终 ,美国作家戴维·马拉尼斯

和埃得温·少伯共同赢得了首届电子图书大奖 ,各得

美金 5 万 ,获奖作品分别是《自尊仍然重要》和《天堂广

场》[9 ] 。醉翁之意不在酒 ,此次破天荒的电子图书颁

奖在于推动电子图书的市场销售。继 2000 年 6 月份

的美国书展之后 ,软件巨头微软公司再次堂而皇之地

来到法兰克福 ,为其 MSReader 等电子阅览设备大造声

势。微软在此摊位的主题词是一行霸气十足的德语 ,

意为“电子图书走向全球”[10 ] 。总之 ,电子图书作为网

络时代的出版物 ,正在向我们走来。

4 　问题与展望
电子图书目前还不成熟 ,问题主要在于价格、技

术、版权和格式标准几个方面。价格将容易实现大

幅下调。技术上的进一步改变也只是个时间问题 ,

更清晰的字迹、更长的电池寿命都可望在短时间内

得到解决。软件的格式标准目前是各家自行一套 ,

比如要从网上书店 BN 付费下载一本微软 MSReader

格式的书 ,就得同时下载并安装相应的软件 ,中国超

星数字图书馆的书只能有超星的 SSReader 来阅读 ,

等等。在电脑上这些都还好说 ,但换了集成化程度

极高的掌上阅读器 ,这些格式就很难办了。这就需

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文本格式标准。版本问题则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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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 ,图书数字化以后 ,盗版将变得极其容易 ,目前

很多出版商不愿意让自己手里的图书数字化 ,最主

要的原因恐怕就是对盗版心存忌惮。电子图书版权

的法律保护 ,以及如何实施这些保护仍然是个有待

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尤其如此 [11 ] 。

现在的读者很难改变现有的阅读习惯 ,仍然喜

欢纸墨俱佳的图书。目前无论是使用掌上电子阅读

器还是桌面电脑显示器 ,技术上仍然不成熟 ,最重要

的就是读者难以保持长时间的阅读。即使对于喜爱

电子图书的读者来说 ,56 K 的 Modem 下载速度也够

他们等待的。尽管笔者在家装了搜索远比 Modem 快

的“一线通”,每每在网上检索中国数字图书馆时 ,仍

然因速度慢等待时间过长而失去耐性。事实上 ,我

本人对于收藏一套纸质的《鲁迅全集》的兴趣要远远

大于购买一本装载此内容的电子阅读器。从邮局订

购一份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中华读书报》与阅读其网

络版的感觉就是不一样。这牵涉到个人的习惯、爱

好 ,以及思维方式。

但是 ,习惯是可以改变的 ,技术上的进步更难以

预测。E - Book 来了 ,大学生也好 ,中学生也好 ,对于

年轻一代来说 ,他们轻而易举地就接受了电子图书。

对于中年读者 ,可能一时还不习惯抱着个小电子屏幕

读书 ,但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这个世道都要变了 ,将来

的图书核心是 E - Book ! 由美国一家经营管理顾问公

司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 ,2004 年之前 ,电子图书将占

所有部分销售额的 26 % ,消费者用于电子图书的花费

将达到 54 亿美元 ,而 2000 年 ,这一数字将达到 3167

亿美元[12 ] 。主要原因是因为科技的发展使用来阅读

电子图书的设备发生大幅增长。在国内 ,据北大方正

预测 ,到 2005 年 ,少数出版社 E - book 的销售将达到

50 % ,到 2008 年 ,随时可以购买到 E - book ,到 2015

年 ,图书馆新增图书的 50 %将是 E - book[13 ] 。

总之 ,电子图书已经不再是书架上的科学幻想

故事 ,它真的来了 ,关键的是无论对于我国图书出版

还是对于读者阅读 ,都将带来不容置疑的变革。从

出版来说 ,电子图书应该是制作上简单的一种电子

出版物 ,有其节约成本、扩大流通的优势 ,是最需要

发展的一种文献载体。从读者来说 ,阅读电子化 ,高

清晰、超轻体、携带方便、所占空间也不多 ,不失为一

种价廉物美、轻松便捷的消费和阅读方式。特别是

对于工具书而言 ,更是如此。体积小、易携带的电子

图书普及以后 ,就再也不会有人再背着又大又重的

英汉字典出门了。对于我国电子图书的发展 ,其技

术标准是关键 ,而且绝对应该在价格上以低价位取

胜。我们将抱着期待的心态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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