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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新华字典》

第十一版《新华字典》将于6月份在全国统一上市发

行，据了解，因为原材料价格上涨，第十一版《新华字典》

的定价比第十版要高，以单色本为例，第十版每本16元，

新版则需要19.9元。新版《新华字典》内容上也比第十版

有所增加，正文部分增加了25页，达到678页。

新版《新华字典》增加了一些词条、一部分字的释义

以及新的例子，同时减少了异形字和生僻字的篇幅，没

有收录“童鞋”、“神马”等网络热词。

“这两年突然觉得网上阅读越来越繁华，而书本阅读

有衰势，我出版界的同行都在思考怎么来坚持我们的文化

行为。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应该出来呼吁一下，书本阅读

还是不要放弃，网上阅读多是一种知识性的阅读，而书本

阅读更多的是精神性的阅读。”

——第二十一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

作家余秋雨现身与读者交流。

“我是一个‘流寇’，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我现在还不

知道下一步的方向在哪儿。但是有一条可以肯定，我的愿

望跟《让子弹飞》主人公张麻子差不多，那就是想站着把钱

给挣了。”

——5月22日，易中天在《易中天文集》发布会上表

示，他的作品有软肋也有硬伤。

“没有共同的神话与历史、英雄与传说、图画与音乐、诗

歌与小说，我们就不可能有共同的信仰、道德和价值观，也

就没有对未来的共同愿景。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自身文化认

同，没有文化的凝聚力，就只有‘我’而没有‘我们’，我们的

社会就只有一群乌合之众。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共同的精神

家园，才能在世界的洪流中不被冲散，始终是一家人。”

——2011开明·江海文化论坛上，如何在当今的国家

竞争中提高中华文化“软实力”，成为与会专家学者热议的

话题。全国人大常委朱永新对此表述道。

“我们终于有人公开地站出来了，以公开的方式向好

莱坞宣战。我们以前看到的好莱坞，是美国题材，美国思

想，现在人家连中国的符号都拿去了，连熊猫都拿去了，用

你的符号继续征服你，我们不懂好莱坞是什么，好莱坞不

仅要赚你钱，还要洗你的脑，还征服你的心。”

——先锋艺术家赵半狄又在媒体刊登半版广告，抵制

即将在中国上映的好莱坞电影《功夫熊猫2》，呼吁网友“罢

看”引起广泛争议。北大教授孔庆东等一些文化名人开始

声援赵半狄的抵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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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眼里，故宫的一切都显得十分神秘，日前，

北大法学院的三名博士向故宫和财政部提交申请，要求

公开2008、2009和 2010三年故宫的门票收入情况。希

望借这一次信息公开，可以让民众对它有所了解，并起

到监督的作用。

其中一名博士李媛媛告诉记者，他们给故宫方面传

真了这份申请，故宫表示，每年的这些收入都上缴国库，

所以他们又给财政部发出了这份申请。

据了解，故宫博物院新闻发言人冯乃恩曾对故宫的

门票收入情况做过介绍。他说，故宫旺季票价是60元，

淡季为40元，年总收入维持在5亿元左右。实行预算制

度，所有门票收入上缴国库，去向完全是用于文物保护，

除书画、陶瓷器等“可移动文物”，还有故宫建筑群等“不

可移动文物”。

公开故宫收入

近日，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的一个实验室

运用卫星红外成像技术，探测到了埃及地下17座从未被

人发现的金字塔以及1000多座未被挖掘的墓穴、3000多

处古代房屋遗址，堪称太空考古学的一次重大发现。

初步挖掘考察已经证实了部分发现，包括2座埋在

地下的金字塔。

17座金字塔

谁花4.255亿元从中国嘉德的拍场买走了齐白石的

《松柏高立图》？竞拍成功后匆匆离去的买家，引起嘉德

拍场前所未有的混乱，现场不少买家都用手机、相机“围

观”。神秘买家消失在围观者的视线中，但让“预言者”

崩溃了，评论者只能再次重申要“理性投资”，“中国艺术

品市场进入亿元时代”的说法又得到一个有力的佐证，

齐白石在中国近现代书画拍卖中的传奇地位更加巩固。

一只苍鹰傲然独立于松柏之上，对于普通的观赏者

来说，齐白石的《松柏高立图》是一幅很常见的中国书画

作品。被比作“中国的毕加索”的齐白石作此画那年86

岁，正值创作和事业的巅峰期。卖家刘益谦在当晚高调

表示，此画净赚超3.5亿。

高价齐白石

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1775-1817）唯一一部尚为私

人所有的手稿，将于7月14日在伦敦拍卖。索思比拍卖

行预估，这部名为《沃森一家》（The Watsons）的长篇小

说手稿，成交价将在20-3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210-325

万元）之间。

路透社报道，奥斯汀从未有已完成小说手稿存世，

仅余三份断章残片，分藏于英美两国的三家图书馆。

“手稿大约写于1804年，修改颇多，乃简·奥斯汀存

留的最早一部小说手稿。”索思比在声明中说，“这部作

品未在她生前出版，并始终未能完成，但它提供了一个

绝佳的机会，可以从中看到她的写作实践，以及她成长

为英国最伟大作家之一的历程。”

《沃森一家》讲述的是一个丧妻牧师及其两子四女

的故事，据信此作已经写完约四分之一，所存手稿凡68

页，由奥斯汀以其娟秀书法，工工整整亲笔手写，但反复

修改之处亦十分繁多。

简·奥斯汀手稿

上周，一则关于“相关文物部门表示，‘鉴宝’节目无

权对出土文物进行估价和鉴定，出具的相关证明不具有

效性。”的新闻，再次将风靡数年的“鉴宝”节目推到了众

人热议的台前。

想当年，中央台的《鉴宝》一出，收视率飙升，有关鉴

宝专家、主持人和收藏品真假的话题，时常登上新闻的头

条。而各地方台跟风的栏目也层出不穷。节目甚至为了

产生“娱乐”效果，以“砸宝贝”来赢得关注。

先说鉴宝的专家。当年南京艺术学院副教授薛翔在

台北下榻饭店的厕间，“发现”了一幅明代书画家王宠的

“真迹”，并立即向媒体表示，愿意以1万美金买下。 但台

北故宫博物院马上澄清，这幅画只是复制品，价值仅100

元，真品完好无损地收藏于台北故宫。一时间，薛翔此举

在广大收藏爱好者中引发热议，因为薛翔被很多鉴宝类

节目聘为鉴宝专家。

可见，所谓的专家有的只是电视节目营造出来的，只

会在电视上卖关子，以价格做噱头，给人营造一个虚幻

的、一夜暴富的大梦，而不会真正传授观众辨伪知识。而

且，他们对“宝物”的价值判断过分迁就市场，“能卖多少

钱”决定了它的全部价值。导致了受众在收藏理念上陷

入误区，暗示人们拥有“宝贝”就能一夜暴富。

再者，收藏是需要丰富的历史和文物知识支撑。对

于很多收藏者来说，现在最欠缺的就是学习，不知道什么

是古董。同时，收藏也是一种高雅的文化，可很多藏家文

化素质并不高，抱着“古董”到处求鉴定、上节目，这并不

是热爱收藏的行为，纯粹是妄想通过“淘文物”发财。

因为电视节目具有导向作用，所以，鉴宝类节目不应

忽略了文物的文化传承价值和收藏的意义所在，它应从

普及历史文化知识和文物常识，培养高雅的趣味情操着

手，让普通老百姓“跟着藏品学知识”。古董是值钱的，但

它的价值，更应该体现在为认识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以及典章制度等提供实物参照的作用。 张亚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