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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书，出电子书

序：电子书：《话说电子书》

2007 年，我写了 6 篇短文，以《话说电子书》系列为名，在南洋商报的“商余”发表。

这 6 篇文章主要是叙述我个人对电子书的认知、意见、经验、感受与期待。

过后，我就一直在探讨将马华文学 e-制作的可能性。

2010 年 11 月，一些马华文学的电子书开始可以在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的网站

（www.worldchinesewriters.com)上阅读/下载/收藏。

电子书的制作模式可分两种：

1. 以印刷文本出版的书籍作为制作基本。

一本书用文字书写完成后，经过编辑、排版后定型印刷，一本摸得到纸质嗅得到墨味

的能够书香传承的书籍就出世了。实实在在，方方正正，就搁放在书案上。这样的一本书，

通过拆散、扫描、归档及层层的电脑软件的整合与处理，变成一批电子数据，编辑成一本电

子书后，就能摆放在互联网上，让世人自由下载\阅读，珍藏到电脑里。也就是说，这书籍

在写作完成后才出世的，而且形式和内容都已经成型与固定，电子书也是以同样成型和固定

的方式面世。

2. 以 e-化的文本作为制作电子的基本。

一本以电脑输入法键打成书的文本，经过编辑、排版后，不送印刷厂印刷成纸墨质的

实质书本，而是经过电脑软件的设计、编辑与整合后出版电子书出版面世。这样的电子书可

以通过网络经营传销，以每次下载量来收取版权的回酬。这已是一些国外的书箱出版社早就

在干着的生意运作了。

这样的电子书也可以不计版权的上传互联网让世人自由下载/阅读/收藏，作公益性的传

播，文化事业的传承。对于一些写作已经完成，但却因没有资金，或出版无门，或营销推售

没路的作者，制作成电子书，在满足自己的出书瘾癖快感之余，也不无成就了文化的传扬。

因为书已写作完成，页数与内容都要已困定凝结成型，所以我称之为静态电子书。

我要出书，出一本电子书。

我的这本《话说电子书》，不是以印刷文本的形式出版，出版方式虽然是通过电脑软件

处理的电子书，却是动态的，而且传播方式是通过互联网上的自由下载，所以有下面的说明

与声明。

说明是：

1. 《话说电子书》这本电子书会在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的网站上出版，让愿意阅读

者自由阅读与下载。

2. 这书还未完成，还在书写过程中。这电子书的第一版，共有十篇文章。文章的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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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会随着以后版数而增长，也就是说，在第二版次，会增添文章。我是预期每一版增

长五篇。这就是所谓的动态出版。这电子书是活着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篇幅逐渐增长，逐

渐丰满。就像电子软件，以 Internet Explorer 为例，IE8 就是 IE7 的增进，每一个版次都是

增添或修正了前一版次的功能或缺憾。软件是活跃着的，是动态着的与时俱进，这本电子书

也是如此。

4. 每一版都会有各版次的封面设计。第一版只有黑白字型设计，只因这是第一版。

声明是：

1.作者放弃这本电子书《话说电子书》的版权或知识产权，世人可以自由下载/印刷/传
播，总之，版权不究，欢迎传播。

2.希望尊重作者，不要对文章作善意或恶意的修正。

《话说电子书》是以小块文章的形式写成，主要的叙述作者对电子书的认知与思考，间

或会介绍未来电子书的发展，或会作推理式预测性报导，总之，除了叙述个人对电子书的幻

想和省思，也有知性的科技诠释。

这是我的第一本动态电子书的出版，是为序。

2010-12-14 发表于南洋商报《南洋文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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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书阅读器

我手里拿着是张洁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无字》。厚厚的一本书，761 页，

752 千字，书厚 3cm，售价人民币 38 元，2005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他瞄了我手上的书一眼，转身从手包里拿出一本像是笔记本的本子，拉了张椅子，在

我身边坐下。他把笔记本放在我的桌上。是个金属的小盒了，14cmx22cm 的长方形，大小

就跟《无字》这本书一样，或者大一点吧，但比书薄，我估计只有 2 cm 厚。我拿在手上一

掂，比《无字》还轻。他说：这就是电子书阅读器。目前这种阅读器还在开发中，市面上的

价格还高，要上人民币两千元以上，所以还没在市场上流通。但未来的大方向是可以预期的。

这种阅读器将取代文本印刷书籍， 后会取代大中小学生的书包，成为未来的终极课本形式。

他翻开笔记本式的阅读器，就像打开一本书，出现了左页与右页。右页上是一些按钮，

还有个键盘，左页是整面的液晶屏幕，看来功能就跟电脑笔记本一样。

他说：这是电子阅读器。要读什么书，只要把电子书的程序软件输入或下载，它就是

一本书。

说着：他的手指在键盘上舞动，左边的屏幕出现了彩色的《无字》封面。跟我手上的

《无字》印刷一模一样，颜色还比书皮艳丽明亮。他手指头按了几下，书籍第一页就液晶屏

幕显现出来。书页是可以左右翻页，也可以上下滚动。

他说：如果觉得字型太小，你可调整，或置换字体；屏幕的亮度不适，你可调整亮度

来适应周围光线环境；字体的颜色、书页背景的像素与质量都可以微细调控。默认的色素是

厂商研发而又经国家安全检测后通过的标准，绝对不会对眼睛产生任何副作用，甚而有增强

视力的效果。这里还有书签的功能，读到那里，悄悄按键，什么时候再想阅读，悄然一按，

就能回到上次阅读的书页。

他说：阅读时需要作些笔记或是摘要，键盘让你记录让你存档让你打印让你发送让你

上传让你下载让你评论。新书上市、专家书评、学者研讨论述、报章期刊杂志，只要接上网

络，原味原汁的资料翻山倒海滚滚下载。 新的、 时尚的、 前卫的、 前端的资讯，让

你与世界即时接轨。

他说：阅读时要一些背景音乐，休憩时要一些养眼悦目的影像，疲倦时要一些影视的

调剂，甚至那些谋杀时间和电子游戏，这些都操纵在键盘上的手指下。

他说：还可把整个图书馆的书下载到电子书里，分门别类，就能把整间图书馆拎在手

里，走到那里，一整图书馆的书就在陪伴着你。当然，还有音乐库，还有电影院、电视台、

资料室乃至电讯系统等等，都存放在这小匣子里。出门旅行，带着的这个阅读器，绝对比你

带上的任何书籍还要軽。

这样的电子阅读器也将走进教育界。学校的课本都下载到阅读器上，所有的老师作业

都通过网络的传送完成，所有的教学都能得到校内与校多的多层辅导。学生的书包不再是沉

重。

他说：不管你喜不喜欢，是改变阅读习惯的时候了。

我双手捧住《无字》印刷文本，眼瞅着书桌上那四本厚厚的二月河的《康熙大帝》，他

弹了弹小匣子说：二月河的全集，都在里头。

2007-05-22 发表于南洋商报《商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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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书

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入围作品共十八部，其中包括莫言的《檀香刑》、张洁的《无字》、

贾平凹的《怀念狼》、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孙蕙芬的《歇马山庄》、麦家的《解秘》等。

这十八本书被一个叫啃书虫的爱书人收集制作成一本电子书，名叫《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入围

作品全集》，上传到网络上，让人免费下载阅读。

这样的十八本厚实的大块头巨著，到书市上去搜购，肯定要费一番功夫折腾。十八本书

即使全部都收集了，也不见得每一本书都能啃得下、也啃得了。爱书的人通常在书市上看到

这样的全套巨著，都会心痒难耐，都恨不得有足够的钱把全套书都搬回家去。读得了与否，

那是另一回事，爽的是十八本书全排列在书架上，什么时候心血来潮时，摸一本读读挑一本

翻翻，这才叫人间的美事。

如今有个叫啃书虫的把这全套入围作品都齐全地制作并免费提供下载，天大的好事呵。

如今生活，想啃透全书，似乎是大苛求了，所以电子书的形式正好。打开电子书，这十

八本书一列排开，喜欢看上那一本，就翻翻，读出兴致来，品出品味时，如觉得购买印刷文

本才对得起作者，那好，再到书市去买。如读不出个味来，算了不看，也没有经济损失的歉

疚感。重要的是把这全套书都收藏在笔记本电脑里，走到那里就带到那里，什么时候想读就

读，随时侍候。需要任何资料，滑动鼠标，任由提取。摘录编制笔记，都在键盘上飞舞指点

间完成。 重要的是电子书提供的方便，而这方便，也预示着人类未来的阅读方式和阅读平

台。这十八本的入围作品集和电子占用空间是 8.40MB。以现在电脑硬盘的容量来说，这电

子书的体积微不足道。

同样的 2000 年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四部获奖作品：阿来的《尘埃落定》、王安忆的《长

恨歌》、张平的《抉择》与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收集在《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里。这电子书的硬盘占用空间是 3.04MB。
收集官场腐败的小说如：陆天明的《高纬度战栗》、王跃文的《国画》、陈昌平的《国家

机密》、张平的《国家干部》等四十部长篇小说被收录在《官场小说合集典藏版 1》里。这

样的以官场腐败为主题的长篇小说合集已出版到第五辑。每一辑都收录了 40部小说。这 5 辑

共有 200 本的小说几乎已搜集当代这一类型小说的大成，也为以后任何研究官场腐败文学的

评论家提供了完整的资料。每本电子书的体积都约 17MB。
还有一些电子合集书，如：《世界十大禁书》，从 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

人》、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軽》到渡边淳一的《失乐园》等十部巨著，也只

是 5.02MB。其他合集如《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文革样板戏剧本荟萃》、《少儿文学名著

文库》等等，都是些功德无量的电子书制作者为中华文化提供的无偿贡献。

就是这些电子书，让我对马华文学的流传，有了新的想象空间。也在这里，看到了新的

传承方式。所谓的文本印刷，不应该再是唯一的选择，应该改变思维了。

作者推荐：（网站《我爱 E 书》提供个电子书下载。网址：www.52ebook.com.。下载的

电子书的解码也是 www.52ebook.com）。

2007-05-29 发表于南洋商报《商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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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书人与下载

爱书的人到了书市或书城，都会觉得随眼光投注处、随手摸到的那一本心仪已久的书，

都会有想买回家收藏欲望。不是说所有买回家的书都会阅读，有时就是那么随意地翻翻，就

会心领神会，有种“我也拥有这本书”的满足。就说《史记》、《易经》，《白居易诗全集》《曹

操诗全集》这类的书，不见得买了就会悉心阅读或是随意翻阅，只是觉得这样的书摆放在书

架上就是种自信。说不定那一天要找什么资料，还是会用得着的。所以爱书人走在书城里，

看在眼里、摸在手里、痒在心里的憾事，多的是，就是恨不得把所有钟意的书都带回家里去。

不是吗？爱因斯坦的《物理进化论》、《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西藏和平解放始末》、《历史

时代的色情文艺》这类的书，如果不是经济效益的盘算，那一本不想都带回自家的书房去？

还有《中国古代十大禁书》、周汝昌的《红楼艺术》与《红楼无限情》、《阿拉伯通史》、《欧

洲王室的另类历史》这类的书，多能长见识。就说科幻丛书吧：《世界科幻大师丛书》八辑

共九十九本长篇巨著，还有武侠的《金庸全集》与《古龙全集》，玄幻小说的《时未寒作品

典藉版》和边金阳的《时光魔琴》，收藏在家里，就是黄金。

再说个人文集：《高和作品集》内五本长篇，《周梅森文集》十四本长中短篇小说集，日

本《村上春树全集》内共二十五本巨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与《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

全部得奖与入围的作品合集，都是爱书人垂涎三尺的极品。至于个人的著作，从南美各国到

东欧西欧和苏俄，文坛巨人的著作放眼都是。

至于时尚生活、经济管理、哲学论述、电脑教程、艺术影视等类的专业著作，都是可以

珍藏可以收录的文化资产。

爱书人每到书市书城，都恨不得把这些书都搬回去建立个人图书馆。

而如今，像这样的宝藏，都存放在网络上，任由各方人士自由免费下载，或打印或阅读

或收藏。

这样的文化宝藏，下载到手提电脑的硬盘里，一两千本书，还占不到 2G 的容量，拿在

手里，像是提着图书馆到处逛。不占空间不耗损资源，像是忠诚的友伴，旅途空寂、时空漫

无边际时，这虚擬空间里的图书馆，为你提供的是你随心所欲的知识源泉。

说到这，就不得不对网络的虚拟空间充满感激之情。那是个永恒，不朽与漫无边际的空

间。那是个 容易储藏和提取电子资料的空间。任何资料只要鼠标一点一击，任何作家的任

何作品，都等候让你提取。

任何课题的研讨，都无须到民间书坊寻觅印刷文本了。印刷文本怕焚怕烂怕潮，电子文

本就永恒存在虚拟空间里，天长地久，就等有心人。

不由这么想：要研究某个作家某部作品某个课题，还会有人到书市书坊地摊淘书找印刷

文本吗？搜索已成为资讯时代的入门技巧，荧幕上的鼠标点击，就已决定了个人的研究成果。

想想，应该是改变阅读习惯的时候了。

2007-06-05 发表于南洋商报《商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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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书的网站

我不是网络冲浪的高手。

我只是常上网络的电子图书网站下载免费的图书，而且都是些与文学文化有关的图书。

这种下载文学书籍阅读储藏的习惯，都有两三年了。这段时间下来，手提电脑里都收集了一

两千本书。每次出门远行，带着手提，就像是携带着电子图书馆，还附带着个电影院（也下

载电影片），再加上无线网络的装备，像是走到那里都还是到处收集，一天不干这下载的事，

倒像是跟世界脱轨了。

网上提供免费下载图书的网站多如牛毛。几家我认为不错，每天都常去的，在此向大家

推荐：

1．我爱 e 书 http://52ebook.com/default.htm
2．读书中文网电子书下载 http://rbook.net/soft/
3．就爱 e 书网 http://rbook.net/soft/
4．通通 e 书网 http://51eshu.net/
我是期望马华文坛的文友和关心马华文学发展的人士到这些网站上浏览，并观察这些网

站的动作和经营方式。这些网站都提供免费的图书下载，都是公益性的网站。在这种些网站

上的电子书籍的制作都不错，尤其是《我爱 e 书》里的 e 书制作者的排行榜上的各位电子书

制作者，都是些很敬业的爱书人。他们为电子书业发展的无私贡献精神，让人敬佩。

这些网站的经营操作方式，让我想起马华文学未来发展的空间、久远储藏与传播的问题。

它们可以为马华文学的不朽与永恒性提供思考的方向，值得大家探索研讨。

到图书网站浏览下载，体验下载心仪已久书籍的乐趣，试试未来的另类阅读习惯，看看

电子书籍提供的无限空间，想想那虚拟空间里的永恒与不朽性。

我先提供我所知道的图书下载程序让大家参考。

通常在网络上下载的资料或电子书籍，都是经过压缩程序的处理，所以下载前还是需要

先装置两种电子软件，才能事半功倍的。

从网站下载的电子包，要经过解压软件的处理，让电子包解压出来。解压的软件有很多

种， 有名的是 winzip 和 winRaR。我推荐和采用的是 winRaR。这两种软件都是免费的，

上网一搜索就能在软件下载网站找到。

《我爱 e 书》网站还指定要用“迅雷”的下载软件。这到《我爱 e 书》或《迅雷在线》：

http://www.xunlei.com/ 都能找到。（迅雷的软件还能下载电影和其他类型的文档资料）。在下

载后的电子包上，以单击鼠标右键，既能释放电子包内的书籍。释放《我爱 e 书》的电子包，

通常还要密码，它的密码就是 www.52ebook.com。其他各下载书籍的网站若要密码，通常在

网页上一找就能找到。

下载书籍并不难，只要多尝试与摸索，摸透其间的窍门，过后就很方便了。至于电脑的

操作系统平台，若能用中文简体的视窗，那就更能避开乱码出现的困扰了。朋友曾试过在英

文版的视窗平台上下载，也行。

每天能看到刚上市的书籍出现在自己电脑的电子图书馆里，那才是 大的乐趣。但我这

篇简介的短文，是期望文坛上的朋友去体验下载书籍的乐趣，同时思考下，那虚拟的空间，

是不是能为马华文学提供永恒与不朽的生存土壤。

2007-06-12 发表于南洋商报《商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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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阅读

除了专门让人下载电子书籍的网站外，还有一些网站如新浪网的读书频道与文化频道，

都有新书的刊载，供读者在线阅读与下载。这些网页都不时更新，一些新出版的书籍都可能

在上面连载。有的新书是逐章完整连载，有些是精彩章节选择性的刊登。一些书籍，是能完

整地从这类网站上下载到电脑的硬盘上。

新书刚上书市，这些网页上就即时刊载新书的推介与连载。有时网站还安排与作者在网

页上作连线的访谈，或让作者在网上与读者作互动式的交流。新书的推介礼已经推移到读者

的荧幕前，新书印刷文本的销售业务也藉着网络的销售系统而渗透到每家每户。

一些杂志社如《钟山》、《十月》，都让读者自由下载其中一些选择性的文章。如果读者

读出韵味来，也可以到要付款的‘龙源期刊网 ’去阅读全文。‘龙源期刊网’汇集中国所有

的各类杂志，可供阅读也供下载。另一家《作家杂志》，就让读者下载完整的每一期的内容，

只是期数会慢了些。 近我曾从《我爱 e 书》网上下载到 2006 年《译林》杂志的全年小说

全编。《译林》是中国 大型的外国文学翻译杂志，双月刊，是份份量极重的纯文学与通俗

文学并重的期刊。我阅读《译林》多年，突然间一整年的《译林》小说都收藏到电脑的图书

室里，乐傻了。

还有一些网站也提供个别作家的专辑，专辑里收集作家个人的文集、特出的文章或评论

专著，这些都是专门研究个别作家的好去处。其中有一家专门刊登女作家文选的《水云间》

（http://www.yuedu.com/fanyt/nxwx/）就是阅读与研究妇女文学的发殿堂。

从一些网站如《新浪网》、《钟山》、《十月》、《作家杂志》等下载个别作家的作品，通常

都是以 html 负面存档。我的习惯是将 html 转换成文本文件（txt），再复制后粘贴到“word”，

把整篇文字转换成可以编辑的“text file”文件，这样阅读起来就较方便与顺眼了。（可能

有更好的文件处理方式，还待赐教）。

总之，通过电子书籍与电子杂志，收集阅读与研究资料，都是在网络上弹指击键间就可

以完成任务。

从这个角度来说，现代人的作品与资料的保存， 永恒 不朽与 方便让人取舍的档案

存放处，不就是这虚拟的网络空间？

几年前，受朋友之托，到吉隆坡的国家图书馆的资料室去搜索一位老作家在上世纪七十

与八十年代初期发表于南洋商报《读者文艺》的系列文章，花了三天，就是在这近十年的资

料胶片里寻觅。如今想象，只要有关部门的一道纸令，每天报社的电子编版都传到国家图书

馆与档案局的资料室储藏。那么，现今要办这搜索资料的事，只需到那里要求将那些年代的

资料烧录成光碟，就了事啦。那种到报馆资料室，在灰尘厚重的旧报里折腾的翻转的情景，

该是陈年的历史旧事了。

想到光碟，也不禁想，在我们出版文本的文学小说诗歌散文集的同时，何不也顺手把这

些文字作品都录制成光碟，而这光碟，在派送在赠阅在储藏在收集在存档方面，不就比印刷

文本来得轻巧方便？

2007-06-19 发表于南洋商报《商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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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马华文学 E-图书馆》

我写了五篇关于电子书籍的短文，都是在介绍与推荐如今在网络系统上流行的电子书籍

的网站。其实，我主要的目的是想引导一些文学的爱好者都到这些网站去浏览，去观察这些

网站的作业方式与运作模范。思考下这种公益性的推广与储藏，能不能为我们的马来西亚华

文文学提供一个永恒与不朽的储藏与研究空间，才是我写这些文章的主要目的。

马华文学的历史还不是很长远，从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到今，约八十多年。这段时间走

过来，出版过的印刷文本的书籍跟中国大陆或台湾比较，也算不是很多，要找相信绝大部份

都是还能找到的。新山南方学院的马华文学图书馆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无庸置疑，这是好

事。除了印刷文本的收集与储藏，制作电子书的方式，也应该考虑。

在储藏收集印刷文本之余，我觉得，把整个马华文学书籍电子化的工作，也应该开始了。

印刷文本在传播上有很大的时空局限，而且我们也可以想象，在眼前或在未来，任何人在任

何时候要研究马华文学或任何马华作家，第一个行动就是上网搜索资料，而这个搜索行为是

效果显著的，因为一旦上了搜索网，搜索的范围是全球性的，而不单单只发生在马来西亚。

搜索资讯是未来学术研究的一门技巧，资讯的分析与摘译就是寄存在这虚拟的网络空间里。

以住的印刷文本不再是唯一的研究资料，收集印刷文本也不是唯一的途径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设立一座完整的电子化马华文学资料库，或者一座完整的马来西亚华

文文学电子图书馆，应该是时候了。马华文学的历史并不长，要寻回失散的印刷文本还不会

是很艰难的事。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寻觅下来，把所有出版过的单行本扫描成电子书籍，这

些书籍就能永恒与不朽地储存在虚拟的空间里，任由任何有心人自由下载阅读研究。也从现

在开始，鼓励与要求所有出版的文学印刷文本，都要同时制作成电子书，以便存档于马华文

学电子图书馆里。只要有心规划，一座完整的马华文学图书馆是可以营造设立的。

所有介绍过的电子书下载网站都可以提供经营操作的模式。这些网站里的电子书籍制作

者，都是一些业余的书籍爱好者，他们制作与上载，都是公益性的。制作电子书籍的电子程

序应该不是件繁琐的程序，只要有一套正确的电子书制作电脑软件与熟悉运作的程序，制作

电子书对电脑的爱好者来说，并不件艰难曲折的事。

关心马华文学的人都会感应到马华文学在印刷文本上（包括出版单行本或在报刊杂志上

的文艺版位）的萎缩与困境，在传播与销售上更是近乎陷于绝境。出版文学书籍在经济效益

上几乎是《自残》的行为。将来还会有人自费出版马华文学书籍吗？不敢想象。以目前的阅

读风气，马华社会是不足以支撑较高素质的文学艺术，但一个民族生于斯长于斯，曾经在这

土地上生活过，一些文化的景象与痕迹还是存在的。以往是靠印刷文本来传承的，现存除了

多媒体外，电子书籍的制作应该也能达到辅助的作用，而且会在几十年后，它将成为文学传

承的主要活命脉络。

近年来，马华文学的出版事业给我个人的感受是“黄昏”，是“自虐”。

恰恰就是这类让人自由下载电子书籍的网站，让我感受到“曙光”，并有所期盼。当然，

马华文学要存在下去，那些创作者就不要期待经济效益。但想想，马华文学又何曾有过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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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过？

设立一所存在于虚拟空间里的《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电子图书馆》，应该是顺应时代潮流

的趋势。

很多人还不习惯在电脑荧幕上阅读书籍，尤其是长时间的荧幕上的阅读。怕是伤害到眼

睛，所以就有了排斥的心理。目前我们面对的荧幕可能还不理想，还待完善，但这不能是我

们前瞻未来时的阻碍。荧幕阅读与眼睛的适应性就让科技工作者去协调，这问题不难解决，

而且很快就会解决。阅读习惯与操作电脑能力才是问题。但环首四顾，七八十年代的一代，

电脑上的阅读与操作都不是问题，反而是品味与生活的方式。BLOG 的写作与网络上风行的

原创文学，俨然已向印刷文本的文学提出挑战。八九十年代以后出生者的阅读方式，是否有

所转移有所变异，才是我们要思虑与面对的。

马华文坛时有就文学阅读品味上的评论纠纷，就如“经典”、“现代”、“写实”和“断奶”

的论战，都常会有评论家提出自家的真知灼见而掀起论战。各方都有心目中的经典或精品著

作，都有自己心爱心仪的作家与研究的方向。那好。就让各方的文艺评论家各自编选自己心

目上的经典作品，再配套自己的研究论述，编著成专集，然后上传到《马华文学 E-图书馆》

的专区，让世人自由下载阅读评论研究，这不就是一项更不朽与永世长存的功德行为？而这，

还省却了编著者寻找赞助出版商和面对经济亏损的窘境。没有的经济的困境，各方的文学评

论家就可以放手编选自己心目中的经典著作，上传和下载，让马华文坛进入“百花齐放”“百

鸟争鸣”的境界。各式各样的选集与论述都能集中到单一的《马华文学 E-图书馆》里，后

人或世界各地的文学研究家，要研究马华文学，就方便多了。

设立《马华文学 E-图书馆》的费用应该不会很高昂。建设之初，主要是要找专业网页

设计师建立网站。这网站可以先附设在华社的公益团体的伺服器上，然后把马华文学成立以

来的所有的文学杂志刊物、单行本著作的印刷文本，逐步顺序而且完整地制作成电子书版本，

上传网站以供世人自由免费下载。当然，所有有关马华文学的一切文史资料都可同时收集、

储藏与库存。

专业的网站管理是需要的，所以每个月都会有一笔不能避免的管理营运的开支。“我爱

E-书”网站的营运方式可提供参考。 好是能成立一个基金会，由这个基金提供 E-图书馆

的日常保养费。在把所有以前的所有马华文学著作转换成电子版的书籍后，E-图书馆的日常

运作就是更新与保养；而且从现存开始，所有出版文学单行本的作者都意识到《马华文学

E-图书馆》的存在与价值，自然会自行将自己的电子版著作上传到网站来。E-图书馆的未来

发展空间是无庸置疑，而且有可预期的。设立及领养这样的一间 E-图书馆是不需要庞大的

费用，重要的是我们能把整个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书籍与资料完整地保存储藏在网络的虚拟

空间，而这空间，却是永恒与不朽的。倚靠印刷文本来传承，马华文学会蹒跚踏步，放眼于

电子书籍，马华文学能够完整地万年长留。

这任务应当由那个团体担当？当然是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当仁不让。

2007-07-03 发表于南洋商报《商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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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真不喜欢这个人

---非小说（non-fiction）的小说

我还真不喜欢这个人。

这人我很熟。他从小喜欢绘画，拜过名师学过国画、水彩与油画；他还能哼几句，编

写几段不落俗套的词曲，弹奏几首钢琴曲。他也写小说、散文和诗，在国内文坛上还是个前

卫性的写作者。之所以称他前卫，就是他常有一些怪异荒诞的想法。我就曾告诫他，为什么

总是不把眼光看着眼前，而总是要把眼光投注在还看不到的未来。他笑了，调侃狡黠的笑意

就浮现在他有嘴角。他说：想象与幻想让你年青。

有一阵子他迷上了电脑，满脑子里都是硬件软件，磁盘记忆体，网络适配器调制解调

器的，什么程序什么网页什么动画的设计，还有影视还有音频还有数码摄影，上载下载的等

等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的东西。

我说：你真玩物丧志呵。

我还真不喜欢这个人，尤其是有一天，他打开了一本电子书，让我阅读他创作的一篇

小说之后。

他的手指头在电子书的按键上轻盈一点，小说的题目是：《黑记》就在液晶屏幕显现。

五彩缤纷设计亮丽。

他的小说是以文字体叙述开始的：“她左乳的右侧有一片黑记，形状不甚规则，有点像

地图的某个头重脚轻的半岛，头部有个拇指这么大，黑得发蓝，摸上去似乎有点粘性，然后

的部分似乎是从头部渗下来的，颜色和粘性都依次减弱，尾梢几乎变得灰色而毫无触感。”

然后，一张显然是他绘制的画像出现，是一坨绘画的乳房，上面就有一片头部黑得发蓝然后

逐渐淡化成灰色的黑记。画得很精美，美得令人悸动，而那片贴在雪白皮肤上的黑记，却显

露着一种诡谲怪异的感觉。他用的动画的技术，我们可以看到那坨乳房在轻微地颤动起伏着。

接着是一段三十分钟的动画片，是他以绘画技术渗和着电脑 Flash 程序创制的一组动画

片，讲述的男女主角的邂逅，互相的吸引，迸发的情色性的婚外情。这动画片还很含蓄，没

有太多的色情渲染。画面很真实，可以看到成都灰色郁抑的黄昏，倦怠的人影。不英俊不艳

丽的主角，疲惫不堪的生活，配上阴郁懒怠散漫的画外音，忧郁的轻音乐，飘泛着在生活里

享受着性欲的欢愉。

他说了。他说：他以动画的笔触，刻画了主角的容貌，就是不想让他的读者逃出他设

置出来的形象。他所描绘出来的场景与行为，就是他不想让他的读者只从他的文字叙述而胡

乱猜想。视觉的效果直接捆绑着角色的心境，音频的韵律直接倾诉着角色的心理情绪。

他说：我觉得以动画的形式，我更能畅顺地表达我小说的构思与感情。我尝试过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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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但我还是觉得动画能让我的小说更有立体感，三维空间感。当然，这里他指的平面动画

上的音乐与色彩。他要让小说情节在平面文字的印刷体上能有流动感，在视觉在感受上去拨

动读者的心弦。

他说：金庸笔下的小龙女与杨过，在千万个读者的想象里，就有千万种形象，而且在

不同的心境下时空里，读者又会他俩塑造出不同的姿态。杨过的那套子“黯然销魂掌”该如

何摆弄，通过动画的处理，大家心中就有谱了。

他说：我直接诉诸读者，这就是我要的男女主角的形象。读者们无需也不许胡乱猜想。

在动漫的演绎里，电子书的液晶屏幕时不时还出现了一些长短不一的文字描述，都是

些心灵的独白或是心理的表述，一些意识形态的自言自语。

他确实是能通过动画的形式交代出一个完整的故事情节。情节开展下来，舒畅流动不

淤，要回溯要前瞻，时空跳跃，却也浑然一体无懈可击。在这里，既能感染到他的画功所达

致的画境，也能领会到（他说的）他设想主角的心境而创制的音乐韵律。

就在他的动画片上，女主角有一天突然无故昏迷了，而昏迷了足足 10 天。其间，他用

动画的绘制再渗配文字的叙述，解释有女主角昏迷的前因后果以及其间所引起的猜疑与推

测。 后，通过男主角对女主角左乳上黑记的抚摸与亲吻，激醒了黑记的性欲，女主角在 2
天内逐渐醒来。原来黑记就是女主角的另类性器官，而且还主导着女主角的心跳脉搏。

他的小说分上下两部。上部是叙述了整个婚外情的艳事与昏迷拯救的过程。下部主要

是叙述一位中国顶尖医学家就这件病案在国际学术报告会上作题为《猜想未来恶症》的专题

演讲的内容。

整个报告会上的专题演讲，他都是以动画的形式来演绎。他以生动活泼的画笔创造了

个风采焕发的老科学家，站在演讲台上面对着来自世界医学领域的美英人物，发表的一篇才

情横溢的演讲。在动画里，老科学家稍许沙哑的声调正是他的嗓音，他自己在动画里演说着

颇有科学知识意味诠释与报告。报告里提到了病理学的病毒或病菌家族与非病毒非病菌家

族，谈到了人体机制内基本元素的蜕化、叛乱与变异，导致另类变形的新元素横空出世，袭

击众生。

由于女主角所患的怪诞病情，而且为了遏制病情恶化，医学专家的治疗秘方是：要不

停地做爱。所以小说的 后一幕是：在一家宾馆的客房里，一个男人拿起电话筒，女主角的

声音游荡而出：先生，你需要房内服务吗？

这段《猜想未来恶症》的医学报告的动画片有十五分钟长。再加上前半段的故事情节，

读完整篇小说，得花上四十五分钟。读完整篇小说之后，我一时之间竟为小说内容所带来的

震撼冲击感到茫然。

他笑了，他既愉悦又颇为狡黠地微笑着。他说：如何？

我说：这是篇震撼人心的作品呵。

他却说：我是说这篇写作的媒介体呵！

我说：但这小说的故事情节和表现手法确实太好了。

他说：好吧，就跟你实说。这篇小说是中国的一个小说家叫麦家写的，题目就《黑记》，

是以平面印刷体出版的。我在一本文艺杂志《芙蓉》上读到这篇小说，一时兴起，就以动画

的形式，配上音频配上影视的效果，试着以这种新的手法来演绎这篇小说。我想，小说是可

以这样写的。小说不必局限在文字上，其实，所有的诗歌散文，都可以用电脑的程序设计去

配制。你看，你在电脑键盘输入文字去构建故事、抒发感怀，就在这过程中，利用动画音频

影视的功能，让小说的功能更为立体三维化，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文字与动画，都是造就一

篇小说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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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我才清醒过来。在小说里我看到成都和西宁的景象，这人从来就没到过成都和

西宁。我差点给他蒙骗了。

我还真他妈的不喜欢这个人。

这是场什么样的革命？这还算是写作？这还算是小说？好好的一篇文字小说，不就让

你给蹂躏了。我有些不高兴还带上挑衅的眼光瞪着他。

他说……还接着说：作家，未来的作家，不单要懂得运用文字，他还是要懂得些绘画、

音乐、一些电脑的程序编程、一些动画的制作与编辑工序。小说嘛，不要限制在平面的印刷

体上，网络上的空间里有着无限的读者。

他说：以我的这种形式来写小说，再在文字上与语言上进一步提升与简化，就不难突

破语言文字的隔阂，让世界上所有种族都能读懂我的小说了，总究，音频、绘画、影视和动

画是没有语言与种族的隔阂的。也因此，我的读者将是全球化的。

我涨红了脸。我可是个以文字写小说的人。我感觉到他侵犯着我。我厌恶地睥睨他。

我不喜欢他的说法。

他还说，还接着说：我想我还可以编写设计一种电脑软件。让诗人把他的诗情、他的

思绪、他的感情导进输入软件的程序里，然后一首诗的粗坯就会显形，诗人再进一步酌定推

敲，一首诗就这么写成了。当然，这样的诗不会只是单纯的文字，动画音频影视摄影的配制

让这首诗有声有色又有意境。

这时，我不无恶意不无幸灾乐祸地说：那你如何保障你的版权效益？

他又笑了，笑得很开朗，他说：世界已有一个国际网络版权同盟会，这同盟会有一套

软件程序。只要出现非法的侵犯版权的行为，在同盟会的确认后，就会强制下载某个电脑程

序（病毒）到那个侵犯版权的电脑主机，并导致该主机瘫痪。只要我的小说写得好，就会有

人到我的网站要求下载，版权与经济效益都得到肯定的保障。

还有……还有，他还接着说：不必通过书商与书店的代理，只需通过网站的广告与推

广，又加上没有语文的隔膜，作品不就更能在国际上流行。至于你说的民族文化传统价值的，

要知道，文字并不是唯一的载体。

坦白说，在目前状态的我，是接受不了他这样颠覆性的谈话。

我还真肯定不喜欢这个人了。

还好，我和这个人的这段对话，是发生在 2010 年后的某一年。

2006-07-16 发表于星洲日报《文艺春秋》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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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书，好用

很多人对电子书都有排斥的心理，我也有。

如果手上有一本印刷文本的书，何苦要在电脑屏幕上阅读？印刷文本的书，手摸着，就

有实质感。那种纸笺的触觉、那种油墨的气味、那种黑白文字所圆润着的韵味，那里是电子

书所能比拟的？视线在纸面上顺着字粒一个字一个字地流淌着伸延着，一段一段文字的诉说

叙述着，沁人肺腑，流转心灵，滋长知识，增进见识。

这手捧着书，全神贯注的阅读的形态，也是一种书香门第的翩翩书生气韵。再说再说，

手捧着书阅读，就是一种爽，一种过瘾，一种超神气，一种知识分子的姿态。

书就是纸张与油墨，摸得着嗅得到，老祖宗几千年传承下来的，说要转型也不能立马就

转，再说，书香传家，缺了那摸得到的纸质感，就没了传承的韵味。

但电子书出世了。

一大堆一大堆的书籍都电子化，都 e-化成几十个 mb 的电子数据，就存放在电脑里。骤

然间，你会意识到，你能提着整个图书馆，到处叭叭走了。当然，还有电影院、音乐厅、通

讯机件等等，你都捎在手上了。

但电子书还是不好阅读的（尤其是对阅读印刷文本长大的人来说），电脑屏幕也不是适

合阅读的媒介（尤其是对于年龄较长的人来说）。电子书像是未来的产品，还是要等 ipad 之

类的阅读器风行于世时，或是在电脑教育系统普及后的时代里，才能凸显功能。电子书目前

还是“电子”的书，只能收归档案，只能权当资料，只能辅佐研究的作业。

阅读困难，不能勉强，但收藏着一些绝版或珍贵的书籍，也是一种爽。需要用到资料时，

点击键盘，拖曳鼠标，有如行云流水，弹指之间，索引诠注都粘贴文章上，这可就是资讯时

代作学问时必要的技巧了。

近得到一套叫《文学大山脚》的电子丛书。丛书里，大山脚的前行写作者的所有著作，

都已一网打尽。里头有套《忧草丛书》的，丛书里的忧草的：《风雨中的太平》、《大树魂》、

《我的短歌》和《乡土·爱情·歌》。都是绝版了，书市不能再找到的书。忧草是马华文学

的前行者，要述说马华文学，忧草是条根，忧草是支干。

正想写一篇怀旧情说轶事的文章。

电子书的《风雨中的太平》让我重新看到这本书的真面目，除了能够阅读到全书的文本，

还提供了这本书的资料如页数字数、价格、出版社与出版日期等等资料，让我能如愿地完成

了《武吉的第一本》一文。

就想，如果要梳理“文学大山脚”的文学脉络，要评估这方水土的人文风貌，要替这些

前行者测评他们在马华文坛上的定位，这套电子丛书，就有作用了。

所以，电子书，还是好用的。

2010-11-22 发表于南洋商报《商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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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华文学电子书库

陈政欣

2010 年 11 月 18 日 11.50am,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的会长叶啸在面子书(Face Book)上
发布了《马华文学电子书库》的讯息，马华文学电子书可以从作协的网站下载/阅读/收藏了。

作协的网址是：www.worldchinesewriters.com

从马华文学的历史追溯，似乎在 1960 年前后，在马来亚土生土长的写作者才开始出版

文学的个人专集，或文友们的合集。也是在这时期前后，一些本地的写作人出版的文学杂志，

如《海天》、《荒原》、《新潮》等开始出现。期间还有《蕉风》、《学生周报》与《教与学》等

的文学杂志，但同人性质的刊物还是在《海天》等期刊停刊后，前仆后继地就有一批批的文

友合办出版了一批批寿命都不长的文学刊物。

1960 年前后，在马来亚出版与印刷的文学书籍开始一本本出世。这些书籍到如今，失

落的失落，绝版的如云烟缥缈，残存的更日趋毁灭。一些发生过的，曾经沧海的经历痕迹，

都在淡化褪色中。如果马华文学有历史的见证，这些见证就是报章上的文艺副刊与这些一本

本的刊物、专集与合集。如果说马华文学能永远地保留与传播，《马华文学电子书库》应该

是图书馆藏书之外的另一个开始。

电子阅读的时代就要到来。印刷文本在绿色环保的呼应下逐渐过渡 e-化。现在看来，应

该做的回望与保留。2000 年后出版的书籍大多都有电子输入的文字文本，以后要整合成电

子书，也不是难事，所以，《马华文学电子书库》的走向是清晰明亮透明的。

制作电子书的软件有很多种。2003，2004 年期间，中国的电子书大量上传互联网时期，

电脑软件业涌现上百种电子书制作软件。有的免费有的共享有的明码叫价。有的配播音乐，

加插动画，可上插图，更可上色加彩。有的能横向翻页，有的能竖向滚屏上下传动。式种繁

多，花招百出，眼花缭乱。有的软件要在微软的视窗中文版平台上运作，有的繁简不能共容，

有的要加插特定音频或映像的插件，有的读者阅读时更要用专项的阅读器软件。是美观是养

眼是怡情，就是不实际，没有通用性，而且又有诸多牵制。

这时，也发现到以英文为主的软件界里，也有很多制作电子书的软件。其中的 Adobe
Acrobat 软件，更是纵横四海，口碑载道，实际好用，免费流传。通过 PDF 档的格式制作的

电子书，操作简易，页面明亮，而且不容修改整饰。其阅读软件 Adobe Reader,更是一般电

脑装机必备的软件。常见于国际，在中国大陆以外制作的电子书，大都采用这类 PDF 的档

案格式。

《马华文学电子书库》面对的是国际，而且身处海外，繁简都得共容。衡量再三，还是

决定采用 Adobe Acrobat 的 PDF 格式制作。

这就是目前《马华文学电子书库》的两大走向。当然，方向是会更改的，只要是能改进。

2010-12-17 发表于南洋商报《商余》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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