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 4 月 23 日区域
新闻 4 责编：刘菊 版式：刘静 校对：周宾

新华社上海4月21日电（记者 孙丽萍）21 日，
103部中国优秀网络文学作品正式以数字形式入藏
上海图书馆。这是继大英图书馆收藏中国网络文学
作品之后，网络文学再度进入图书馆殿堂。

据悉，103部网络文学作品来自国内网络文学平
台阅文集团，内容横跨网络文学20余年创作历史，其
中既有《上海凡人传》《上海繁华》等展现时代风貌的
上海故事，也有《吾家阿囡》《巫神纪》等凝聚传统文
化底蕴的精品之作，还有《灵境行者》《黎明之剑》《机
动风暴》等科幻力作。

《庆余年》《赘婿》《斗破苍穹》《星辰变》等14部由
网络文学改编而成的热门动漫和影视作品也被上海
图书馆收藏。

“网络文学的创作和阅读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
界的一个独特文化现象，它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和
改变了很多读者——也许是所有的读者。”上海图书
馆馆长陈超说，上海图书馆首次收藏网络文学作品，

是“站在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去保存当下中国年轻人
所创造的优秀文化产品。”

“网络文学相继入藏大英图书馆、上海图书馆，
推动网络文学日益主流化，亦折射数字阅读是未来
趋势。数字阅读因其丰富的阅读资源、创新的阅读
体验，已经成为全民阅读的重要组成部分。”阅文集
团总裁侯晓楠说。他表示，阅文集团还将与上海图
书馆深入合作推动中国优秀网络文学进一步走向海
外。

与此同时，上海图书馆、阅文集团等21日发布的
《Z世代数字阅读报告》显示，以“Z世代”为代表的年
轻人已是数字阅读主力，数字阅读也是“Z世代”获取
知识、培养阅读习惯的主要方式之一。2022年阅文
新增用户中 66%的读者为“95 后”，累计评论量超
3000万，累计阅读时长超过20亿小时。

根据阅文旗下QQ阅读数据显示，“Z世代”读者
年均线上阅读书籍约11.7本。

上海图书馆收藏百部网络文学作品
“Z世代”年均线上读书11.7本

百花开放景色美，正是采茶好时光。4月20日，金寨县茶园举行开园活动，茶农忙碌不
停，游客闻讯而至，争品春茶第一口“鲜”。

金寨隶属于安徽省六安市，位于皖西边陲、大别山腹地，自古盛产名优茶品，如六安瓜片、
金寨翠眉、金寨毛峰、银山沟野茶、金寨黄芽、金寨红茶等。行走在金寨县茶园，青山连绵起
伏，茶田满目葱翠，采茶人穿梭在碧绿的茶树间，双手上下翻飞，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本报通讯员 徐斌/图 本报记者 黄媛媛/文

新华社南京4月21日电（记者 王珏
玢 古一平）古籍文献，浓缩着源远流长的
中华文明。然而，随着岁月流逝，一些古籍
和档案文献正在慢慢老去，发黄、脆化、老
化……

“我国有存量巨大的纸质档案文献，正
面临持续且不可逆转的老化威胁。大量因
酸化而变黄、变脆的纸质文献需要先进技
术、工艺的保护。抢救它们，是一场与时间
的赛跑！”4月21日，由中国档案学会主办
的档案文献脱酸技术应用研讨会在江苏南
京举办。研讨会上，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
护研究院副研究员余辉谈及当前保护古籍
和文献的紧迫性。

酸，被认为是纸张的“杀手”和“天敌”，
也是纸质类古籍文献保护的世界性难题。
记者调查了解到，目前存世的不少近现代
文献的纸张，已经由浅黄转为暗黄，有些出
现脆化碎化，甚至掉落大量纸屑……

位于江苏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馆藏民国档案数量达 258 万卷。但由
于民国档案纸张质量不佳、年代久远，纸张
酸化比例较高；

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270 万余卷
册，通过测试部分发黄、发脆档案的pH值
发现，已经出现酸化问题……

专家介绍，纸张的主要成分和强度来
源纤维素，在酸性条件下易发生水解，促使
纸张老化。机器造纸出现后，纸张在加工
的过程中加入酸性物质，更易产生酸化。
大量纸质档案文献因此破损，急需脱酸保
护。

“近年来我国已经有大量的科研机构、
高校、企业行动起来，抢救古籍和历史文
献。”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教授
张美芳介绍，所谓脱酸技术，是指利用酸碱
中和反应，使用碱性脱酸剂中和酸化纸张
中的酸。常用的手段有浸泡、喷涂等，近年
来，这些新技术、新工艺发展迅速，已获得
脱酸技术、设备、产品相关的专利 110 多
项。

得益于脱酸等技术的运用，一些档案
馆、博物馆中的纸质文献资料得以保护和
修复。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技术处保护技术
科科长李光发介绍，2015年，档案馆已集中
完成档案纸张脱酸1.6万张，6年后的跟踪
监测显示，pH 值 7 以上纸张维持率超过
94%。此后，技术人员又尝试将脱酸液稀
释在浆糊中，在修裱的同时完成脱酸。

“2022 年，我们共计脱酸档案 6 万页，
2023 年计划脱酸 10 万页。今后将会针对
脱酸档案开展持续性长效性脱酸效果评
估，扩大档案破损情况调查范围，做好预防
性保护。同时，在脱酸实践中尝试降低脱
酸成本，探索研究新型脱酸方法。”北京市
档案馆四级主任科员王凌云说。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2022
年10月印发的《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
作规划》提出，要加大古籍抢救保护力度、
提高古籍整理研究能力、统筹古籍数字化
建设等。当前，一些机构还通过高清翻拍
技术对已经酸化的古籍、文献进行数字化
处理，抢救性留存珍贵史料和文档文献的
内容，以多种方式保护和传承古籍文献。

岁月留痕，但新技术正在让古籍焕发
新生。

抵挡岁月留痕
新技术让古籍新生

近日，记者从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一季
度，浙江全省2868家商品交易市场共实现交易总额
5421.01亿元，同比增长5.01%，总体呈现“开局回暖、
活力强劲”的消费场景。

“这段时间来的国外新客户多，老客户在微信、
邮件里下单，也比往年要多一些。”义乌国际商贸城
二区从事对讲机销售的经营户王国田一边整理手头
的订单，一边随便扒拉几口午饭。据王国田介绍，今
年三月份还新增了不少从事内销生意的客户，新开
工建设的工地项目采购方、新开业的零售商到义乌
进货铺货。

义乌中国小商品城一季度成交额为518.8亿元，
同比增长5.89%；开市以来日均客流量超20万人次。

随着一系列稳市场稳经济稳主体政策落地见

效，浙江省商品交易市场信心提振效果显著，客流商
流物流全面复苏。数据显示，一季度，浙江502家工
业消费品市场共实现成交总额2076.31亿元，同比增
长 8.04%。其中服装鞋帽市场增长幅度较大，一季
度成交总额132.04亿元，同比增长16.44%。针纺织
品市场随物流复苏领涨优势明显，一季度成交总额
达822.52亿元，同比增长15.31%。

浙江农副产品市场也呈现快速回升态势。一季
度，2038家农副产品市场共实现交易总额1420.60亿
元，同比增长7.5%。春茶正值上市，茶叶市场交易
上涨，实现交易总额33.43亿元，同比增长3.71%，其
中安吉中国白茶城就实现交易额约0.35亿元，较上
年度上升163.2%。

来源：新华社

浙江商品交易市场内外两旺
客流攀升交易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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