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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阅读·钱报读书会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浙江省版权局

受理登记的作品总量达 21005 件，同比增长

18%。

全年登记量较大的地区分别是：绍兴市

6015 件；杭州市 4264 件；台州市 3720 件；嘉

兴市 2087 件；宁波市 2036 件。从登记的作

品类型看，数量最多的是美术作品17730件，

占 登 记 总 量 的 84.41% ；第 二 是 摄 影 作 品

1984 件，占 9.45%；第三是文字作品 555 件，

占 2.64%。从作品具体应用看，用于布艺家

纺的花样作品比重最大，占52.7%左右，其次

是摄影作品和卡通动漫类作品。

浙江省版权保护与服务网自 2016 年上

线以来，作品版权登记类别越来越广泛，作品

的具体应用更多元化。

2017 年下半年，根据省委省政府要求

“只跑一次”便民措施，版权网与浙江政务服

务网打通，实现单点登录、信息共享，申请人

与申请单位无需另行提交身份证明材料即可

进行作品登记申请。目前，作品登记实行线

上申请，线下邮寄的方式。

此外，2017年还先后增设温州版权服务

工作站、浙江咪咕数媒版权服务工作站、义乌

小商品版权保护中心，有针对性地开展地区

和行业内的作品登记和咨询服务工作。全省

目前设立浙江版权服务中心、宁波市版权协

会、绍兴轻纺城花样版权登记办公室等八个

作品登记服务网点，除线上提交申请，申请人

也可去现场当面咨询和提交申请。在作品登

记数量增长的同时，登记机构也尽力把好质

量关。针对发现的重复登记、恶意登记、独创

性不高的作品，采取不予登记措施，保证作品

登记质量。

2017 年浙江作品登记首次突破 2 万件，

说明公众对版权保护及版权运用意识大大增

强。作品登记的总量增加也有助于维护我省

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有助于解决因著作权

归属不明确造成的纠纷，促进我省版权与文

化产业的发展。 本报记者 孙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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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最多的是美术作品

为什么会有36位写作者？
个人无法表达出时代的完整样貌

读完这本书后，诗人廖伟棠发了一条朋

友圈：这是关于70后最好也应该是最后的一

本书。

迈入2018年，这些70后都在奔四、奔五

的路上，这本书里，留下的是他们成长的岁

月：读过的书，去过的地方，爱过的人。

现场第一排坐着一位 90 后读者，“我很

想知道 70 后是怎么看待他们成长的那个时

代，怎么认识这个世界的？”这是又一代人的

好奇。

智能手机、电子游戏，这些渗透进现在孩

子童年记忆中的事物，在这本书里当然不见踪

影——取而代之的，是彩色弹珠和酥心糖，是

83版《射雕英雄传》的震撼和长途跋涉去看露

天电影的快乐，是无数本纸质书和摇滚磁带。

“谁能说出这一切呢？”《时钟突然拨快》

的腰封上印着这样一个问题。恐怕仅凭一人

的话，谁都无法单枪匹马表达出一个时代完

整的样貌，所以书中集结了 36 位作者，用各

自的故事，折射出那个逝去年代的无数种模

样。

从匮乏到富足，从现实到虚拟，时钟被拨

得越来越快：这是旧与新之间诞生的一代人。

他们中许多人来自乡村和小城镇，跟随

着各自的理想、梦想成长。

艺术家蒋志笔下的80年代，夜里走在县

城的街道上，能够辨别出行人中同类的“艺术

家眼神”，很快熟悉起来；

作家毛尖回想起永不熄灯的大学自习

室，那里有为心上人奋笔疾书的校园诗人；

作家韩松落在1997年成为养路工人，决

心要让自己“写下的文字被人看到”；

画家祝铮鸣在湖滨的旧书摊上惊喜淘到

大陆第一次出版的《百年孤独》⋯⋯

在那个没有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时代，

这些闪着光、真切的个人经验，构成了 70 后

一代人独特又彼此连接的过往记忆。

三人编辑小组
从通讯录和朋友圈聚齐作者群

现场，苏七七回忆起成书的缘起——有

一天，画家王犁约了江健文和苏七七在晓风

书屋见面。

王犁说：“我们一起编一本关于 70 年代

生人的书吧！收录艺术家与知识分子回顾性

的文章，每个人，每篇文章，都是完全不同的，

然后组成一个整体，给我们经历的时代以‘注

解’。”

三人编辑小组就这样诞生了。他们掏出

手机，翻通讯录、刷朋友圈，前去约稿。

“在信心与实现、烦琐的任务与远大的目

标间，我们保持着一个缓慢却前进的工作节

奏，”苏七七说，两年过去，稿子终于都收齐

了，可以排出目录。

责编江健文说，这是他编辑生涯30多年

来最用心的一本书。

作者之一夏烈感觉，70 后到了表达圆熟

的年代了，但这一代人，并不是激进地需要表

达自己意见的一代人，他们似乎更内敛。

画家潘汶汛的散文《落于万物间》，记录

了她的艺术创作和杭州的山水、建筑之间的

联系。

诗人泉子认为，70 后这代人经历的，有

一种加速度的东西。20 多年来，从他的家乡

千岛湖到杭州，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他极具

诗意地总结：“童年是我们人生的核，我们一

生的努力都是回到那最原初的地方。”

晓 风 书 屋 掌 门 人 姜 爱 军 也 是 70 后 。

1996 年，晓风第一家门店创立，他回忆起创

业初期：“开书店给我最大的收获，是能和来

自各处的人在书店相识，这些爱书的人是推

动着我往前走的。”

钱报读书会·文化咖

主办：钱江晚报 华云文化

“70后，我们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1月13日下午2

点 30 分，在杭州晓风书屋丝博店如期开始的钱报读书会，有

这样的追问。

这个追问源于一本书。近日，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

的《时钟突然拨快——生于 70 年代》（以下简称《时钟突然拨

快》），收录了 36 位 70 后创作者的散文。36 位作者中，有诗

人、画家、评论家、学者、作家、导演⋯⋯

这场钱报读书会邀请到了该书的主编苏七七、王犁，以及

嘉宾夏烈、泉子、潘汶汛、江健文、周翔飞。除了本书责编江健

文先生是50后”，其余嘉宾都生于70年代。

“70后其实是幸运的，时代没有薄待我们。在这个时代，

我们能够选择去获得什么，与此同时失去某些东西。这些东

西之间的参照，组成了70后的丰富、复杂、源源不断的故事。”

苏七七在现场感慨说。

一帮70后写作者做客钱报读书会，用一本书追问一个时代

我们获得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本报记者 张瑾华 通讯员 马正心 竹嫄

沈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