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大
数
据
背
景
下
农
户

网
络
借
贷
的
信
任
机
制
构

建
研
究
》

陈

熹
等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112023年 5月 12日 星期五 读 书

电话电话：：07910791--8684752686847526
本版邮箱本版邮箱：：privindanceprivindance7777@@163163.com.com 第第 519519期期

■ 周 颖 主编 龚艳平 美编 杨 数

由人民出版社 2022年 12月出版的《大

数据背景下农户网络借贷的信任机制构建

研究》一书，是南昌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陈熹

博士的又一本学术专著。十余年前，陈熹

曾在江西财经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在调

入南昌大学前曾从事小额信贷管理和服务

工作多年。作为她攻读博士期间的任课老

师，笔者很高兴看到她在学术道路上一步

一步茁壮成长。

该书属于农村金融领域，颇具匠心，

不仅较大地丰富了近年来农户网络借贷

研究成果，还为促进农村互联网金融发

展、解决农户借贷难问题提供了有益的理

论参考。

该书研究问题具有前沿性。学术研

究需要勇于探索未知，敢于涉足无人区。

该书很好地秉承了这一理念，选择了农户

网络借贷的信任机制构建这一新课题作

为研究对象。一般情况下，农户融资主要

通过正规银行贷款融资与民间融资两种

渠道，抵押担保物缺失、信息获取成本高

等问题往往又从制度上将农户排斥在银

行等金融机构门外，于是，许多农户不得

不采用民间融资方式解决融资需求。在

民间融资渠道中，网络借贷为破解农村低

收入群体融资难困境提供了新的可行性

解决方案。网络借贷极大地降低了农户

融资的交易成本，大大拓展了农村金融服

务的广度和深度。然而，这种“去担保化”

的网络借贷模式存在信用难题。作者敏

锐地把握住了关键问题，即大数据背景下

如何构建有效的信任机制以整合线上社

会资本并转化线下社会资本，围绕这一问

题展开研究，目的在于提升农户网络借贷

效率和防范风险。

该书分析问题较深刻。真实问题往

往能够引领学术研究走向新的高度，但问

题分析以何种角度、能达何种深度，取决

于对问题的认知和探究程度。作者脚踏

实地对农户金融资产情况、农户借贷情

况、互联网使用习惯以及互联网社交关系

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充分调查，尽可能详尽

地了解把控农户网络借贷的基本情况及

相关信息。调查对象包括来自江西、浙江

和广西三省的农户以及其他省份的少量

农户。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和阐述了农

户网络借贷的主要信任机制以及诸多由

此潜藏的信任危机问题，包括由农户项目

投资人风险、资金需求方有关农业投资项

目所带来的风险、网络贷款的资金安全风

险等所引致的投资者信任危机问题，不合

法集资、项目欺诈、资金流的信任危机问

题等。

该书对于解决问题具有创新性。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的目的是科学合理地解

决问题，其基本要素都脱不开求真、务实

加创新性思维。作者用田野调查方法、比

较分析法、网络调查方法、博弈模型分析

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等多种方法综合研

判，系统分析了大数据背景下农户网络借

贷信任机制的构建过程，建立了农户网络

借贷的信任机制模型，设计了大数据背景

下农户网络借贷的信用评级指标，并对调

查问卷中的农户数据进行了信用评级。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深入加强农村地区互

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完善农村地区信

用体系建设、加强网络借贷平台信息披露

监管、引导网络借贷平台自身风险管控、

在农村地区宣传普及网络借贷等切实可

行的实施保障建议。这些合理化建议为

我国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完备农村信贷融

资政策提供了较新的工作思路。

该书体现出作者敏锐的学术嗅觉，也

体现了作者不懈的学术追求。该书不只

为学界同行提供了借鉴，对专业学生的知

识学习有指导意义，对政府部门深入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具有重要的实

践意义。

王芸的散文集《纸上万物浮现

如初》，以开阔的视角和丰沛的文

化情怀去打量我们民族文化根脉

的传承，并在生生不息的情感命意

上，传递着神州大地人杰地灵的广

阔，呈现出一种关乎血脉亲情、关

乎历史人文的厚重。

全书共分为 5 辑，用 20 篇文章、

16 万字的体量加上几十幅珍贵图

片，聚焦地域文化，将瑞昌剪纸、傩

戏、采茶戏、萍乡傩面具雕刻、文港

毛 笔 等 非 遗 项 目 ，进 行 了 深 刻 描

摹，从非遗传承人的感人故事与精

神层面，表达出她“溯流而上”，努

力 追 寻 文 化 根 脉 的 执 念 和 情 怀 。

其寓意的深广和内涵的张力，将文

本品质提高到一个新的维度。

我 对 王 芸 的 文 字 是 很 有 好 感

的，特别感怀她内敛而富足的情感

心路。王芸的文字细腻、深情，很

有特点，其擅长的艺术手法也丰富

多彩。书中有些篇目，她采取娓娓

道来的田野调查方式，朴实地坚持

着身体力行的抵达，将自身的体察

感悟糅合进人类学、社会学和散文

艺术及非虚构文本的深广韵味中，

将传统的叙述与当下的语境紧密

结合，在时间和空间里自由转圜，

为我们呈现出一个个亮丽的艺术

场域。她对民间文化遗产的理解

和对优秀民间艺人的敬重，都浮现

在字里行间，其表达鲜活灵动，提

供了一条新的散文艺术表达路径。

《看这台上春色几许》从赣北

乐平这个县级市星罗棋布的小戏

台着墨，非常熨帖地将民间宗祠理

念的文化传承与民间地方戏对人

们生活的广泛影响进行了无缝衔

接，展现了“三五步能是千里江山，

四六人可代百万雄兵”的小戏台无

与伦比的魅力。在《笔下，微云起

泰山》中，作者则以大开大合的笔

墨描述文港毛笔非遗传承人周鹏

程的一生波折，并以此为契机诉说

着文港笔如一道中华文化中的风

雨彩虹，“天地间，一管管笔铺成浩

瀚的阵容，浩瀚到每一个体都面容

模糊不清”。

我特别喜欢集子中的《瓷上宝

石》和《与莲俱老》两篇，视角清晰

极了。《瓷上宝石》为我们讲述了景

德镇高温颜色釉的工艺传承记忆，

伴随着这种记忆的是主人公邓希

平的人生风云变幻，折射出的是一

个 时 代 的 细 波 微 澜 。 而《与 莲 俱

老》里，作者于文字间巧笑盼兮，从

容地从“莲”的高风亮节里，动情地

生发出对大自然的万般敬意，还贯

穿着姚西村的生命史、生活史，辉

映着人性幽微处楚楚动人的华彩

乐章，文笔的老到可见一斑。

有 多 篇 作 品 诉 说 着 百 姓 在 劳

作之余对文化生活的痴念。比如

《傩影如刻》《冬月看戏》《一脉清音

越山川》《观傩记》等篇，都极富地

方色彩，同时也展现出华夏瑰宝的

无穷魅力。《冬月看戏》就是作者在

一个冬月的夜晚去鄱阳芦田乡徐

家村看戏的一段往事记录，台上演

出的是地方小戏赣剧饶河戏，剧目

是《春草闯堂》。颇具现代色彩的

是，戏台旁还有一部手机在录制抖

音。“那高不过人头的戏台，仿佛一

道门槛分割着尘世和一个更加迷

离的灿亮之境”，就表达出作者彼

时隐隐的内心跃动。《一脉清音越

山川》写山民的一支原始竹笛，通

过对历史的点滴考校，居然让作者

悟出了“春江花月夜”的神韵。《观

傩记》中，作者将石邮傩舞至今依

然保持着的古拙之态、粗犷之气，

带 回 到 历 史 的 深 处 、时 间 的 极 远

处 ……既是对浩瀚的历史长河回

眸，同时也是对民族精神魂魄的扬

弃。

从 我 对 王 芸 近 些 年 作 品 的 阅

读看，我发现作者对地方戏曲的旷

远和唯美都领悟非常到位。反映

在这部散文集里，《有一种美由来

已久》就是专门对采茶戏纵深而望

的描写，她情真意切地对南昌县采

茶剧团的传统剧目《南瓜记》排演

过程进行着白描般速写，细细地描

述着这种地方戏曲的历史纵深和

演员表演独到的惟妙惟肖，特别通

过对魏小妹这位演员的传神刻画，

展示出采茶戏在当地所具有的异

常广阔的民间底色。作者还勾连

起 戏 曲 演 员 们 当 年 排 演《八 一 风

暴》时所经历的艰辛，当下采茶戏

新人在舞台上的推陈出新，“戏台

也如营盘，演员如流水，有人老去，

就有人新生，因之戏曲舞台才能繁

花 似 锦 ，始 终 生 机 盎 然 ，美 艳 如

故”。其烛照意义不言自明。

让 我 深 深 感 佩 的 是 作 者 追 寻

民族文化根脉的倔强和守望艺术

天地的执拗，这在她过往的很多作

品里都有着相当精彩的呈现，而本

书让散文的“形散”和“神聚”都具

有了灵动也具象的表达。

开卷有益，方寸之间，思

接 千 载 ，神 游 八 方 。 一 本 好

书，读罢之后，时隔一段时间

再读，这重读的魅力，你是否

领略过?
有些书，不需要重读，甚

至 看 了 开 头 便 可 束 之 高 阁 。

有些书，读一遍不过瘾，一而

再再而三地读。《论语·为政》

说 ：“ 温 故 而 知 新 ，可 以 为 师

矣。”“温故”即重读。孔子喜

欢《周易》，翻来覆去地读，竟

至于“韦编三绝”，连穿《周易》

竹简的熟牛皮绳都断了好几

次，这得翻读多少回！苏舜钦

将《汉书》不知读了多少遍，每

次读到张良行刺秦始皇未中，

拍案叹息，饮酒一大杯，读到

刘邦、张良君臣在留地相遇，

感慨兴奋，又饮一大杯。

重读一本书，好比和过去

的岁月晤谈，有似曾相识的温

馨。又如故地重游，让人陡然

生出感悟。有些书重读，如欣

赏素描，素雅宁静之极；有些则如进入记忆犹新的梦

境，落英缤纷。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回过

头来再读读自己曾经读过的文章，又别有一番滋味在

心头。

我重读次数最多的一本书是《三国演义》，今年再

读，忽然发现，《三国演义》其实就是事业失败的警示

录。曹操梦破赤壁，刘备遗恨白帝城，孙策殒身刺客，

江东锦绣河山玉碎于王浚楼船下，关羽败走麦城，诸

葛亮秋风五丈原。

汪曾祺的散文，语言平实，准确，简洁，自然，于不

经意间，营造出疏淡、雅致而含蓄的意境。他的很多

篇章，我反复读过，例如一次临睡前再次读他的《葡萄

月令》：“一月，下大雪。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

白。听不到一点声音。葡萄睡在铺着白雪的窖里。

二月里刮春风。立春后，要刮四十八天‘摆条风’。风

摆动树的枝条，树醒了,忙忙地把汁液送到全身。树

枝软了。树绿了。雪化了，土地是黑的。黑色的土地

里，长出了茵陈蒿。碧绿。”这何止是可爱的葡萄醒

了，我一下子也睡意全消，仿佛那一个个熟悉的普通

的字也活了。多美好的开始呀！唯有珍惜，方可不辜

负了这美好的时光。

社会在发展，书籍的出版量也在呈几何级增加，如

今，值得重读的书再不能像以前那样，仅限于一本或者

几本，应该有更多的书值得去重读。重读一本好书，在

纯净的时空中获得一份平和的心境，此乐何极！

4 月 29 日至 5 月 2 日，独立书店阅读节

带着“时间的手——书的劳动展”主题展归

来。在赣江畔城市地标摩天轮下，鸿鹄里

文化艺术空间打开的，是书店人与爱书人

通过书籍联结彼此的阅读大派对。

漫游在“时间的手”，在这一方爱书人

相遇、互动、对话的空间里，个体和自我正

被听见，文学和艺术身披荣光。

空间
本次主题策展主要分布在三大空间

里：主展厅，作为书市展览和工作坊作品呈

现的主陈列区；书市，与前者相邻，由连廊

沟通；鸿鹄里小剧场，位于主场馆外，白天

举办分主题图书分享会和读者见面会，夜

间展映电影短片。

主展厅人来人往却很安静。不时有人

举起手机或相机，拍下喜欢的角落和同行

友人的照片。每个读者的关注侧重点各有

不同。一名刚观展完的南昌教师告诉记

者，本次主题展她印象最深的是摄影师秋

山亮二的画册展，摄影师镜头下的面孔，灵

动、蓬勃。而另一名美术设计系的学生表

示，介绍纸张和印刷的内容让他受益。此

外，有读者被“纸上造物”特别单元陈设所

吸引，有读者喜欢上“发现真正的创造力所

在”的《小鸟文学》，有读者钟情于玩具大王

陈国泰收藏展，沉浸在玩具世界，仿佛穿梭

回童年。阅读节发起人之一董晶菁这样勾

勒阅读节的目标人群画像：20 至 25 岁的青

年人，70%为女性。

不大的书摊区人头攒动。年轻人挤在

小小的过道里低头选书。有摊位上空无一

人，幽默地贴一张彩打 A4 纸：“票太难抢，

摊主正在火车上……”太阳书库的陈掌柜

在个人主页写：“在摩天轮下卖书，在江风

习习中卖书，也是相当神仙的经历了。”6

天的时间里，他售出了 75 本图书，直言“书

店扫地生是快乐的”。

鸿鹄里小剧场内，《小鸟文学》的主编

杨缨发起了一场即兴实验，邀请在场所有

人以传麦方式一句话概括自己最近关注的

公共议题。麦克风在人群间传递，只有 5
名读者拒绝加入。在实时统计中，场间年

轻 人 关 注 的 公 共 议 题 里 ，前 三 位 分 别 是

“chatGPT”（人 工 智 能 聊 天 机 器 人 程 序）

“女性主义”和“淄博烧烤”。“在一块毫无读

者基础和彼此认知的土壤里，这顺畅的互

动和积极的交流结果太令我惊讶了！”杨缨

直言，《小鸟文学》开设“接力访问”栏目，即

是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寻找“公共性”，

而这场实验，恰 恰 印 证 了“ 接 力 访 问 ”栏

目 的 可 能 性 ——公共对话的意义是关心

社会，看见别人，从而看见自己。

故事
湖北人亚述是上海开闭开书店的主理

人，也是工作组内容创意团队成员之一。

闲聊中，亚述向记者讲起了一个书籍中的

时间故事。某位当代诗人在江西庐山上悄

悄居住了 10 年。多年前的一日，爱陶渊明

的亚述去庐山，途经九江火车站，在地下甬

道里遇到一个小书摊，上头赫然躺着一位

日本传记作家为该诗人写下的传记。因为

书籍，一个诗人静默的十年时光，被读者拾

起。在文学的维度上，时间不会流逝，它的

乐章在庐山脚下的书摊上蛰伏，然后某一

天突然响亮。

肖南是武汉又合书舍的主理人，她的

小书摊摆在数排平行书摊区最前列的入口

附近，以珍贵二手书为特色。泛黄的高质

量古旧版书籍们书脊肩并肩排列，一一被

透明书封温柔地呵护起来。说起南昌这座

城市，她眼睛里笑意盈盈：“去年 11 月，我

第一次来，也是第一次参展，没什么经验。

我带了 2 箱书，120 本，卖出去了 90 多本。

南昌的读者太让我惊喜啦！有些小众到我

从没想过能卖出去的书，比如梵语文学史，

也被读者捧走了。”带着这份惊喜的印象，

她掀开了简易小摊上的桌布，向记者展示

本次阅读节的存货——当天刚刚抵昌的第

九箱书。桌子右下角摆着一把江西特产南

酸枣糕和糖果，那是跟随着又合书舍脚步

特地从上海赶来的老读者朋友捎来的问

候，“你尝尝，酸酸甜甜，好吃”。

像肖南这样的参展独立书店主理人共

有 26 家。此外，还有 19 个出版方、16 个特

邀伙伴和 5 个家庭书摊汇聚鸿鹄里艺术空

间。用亚述的话说：“每个书摊店主身上都

背着点儿这样的故事。”

有乡愁得到了抚慰。志愿者小江是河

南人，她说：“赣江边有一个角落属于那些

热爱文字的人。作为河南人，在若干独立

书店中能遇到郑州的野狗书店是一种奇妙

的缘分。”小江遇到家乡的野狗书店，像两

个手握只有彼此能读懂身份密钥的异地行

路旅人，朝对方眨了眨眼。

信念感
在这里，爱书的人共享了同一份精神

的宁静。有读者这样形容自己的感受：“被

书籍包围所带来的安全感是我一直的渴

求，希望下次再和阅读节相遇的时间不要

太久。”有读者在五一人潮涌动的地铁车厢

里小心翼翼摆放好自己的书，说“给我的书

找到了座位”“我会好好照顾它们”。

亚述身兼参展商和工作组员两重身

份，他以品质新书为主打的小书摊上，隆

重推荐了一本竖排繁体的张爱玲最新研

究专著。又合书舍的肖南认为，书市与其

他买卖小饰品的市集不同，需要有空间给

购买的读者停留、有时间给他们挑选，“现

在这样的人流量刚好”，她的二手书陈列

里 ，有 80 年 代 上 海 师 大 中 文 系 教 师 们 群

策群力的李白诗歌注解本，有朦胧诗歌群

时 代 诗 人 多 多 最 早 的 诗 集 ，也 有 北 欧 诗

选、美国六诗人诗选……“基本能够代表

书舍的选品态度”。

阅读节发起人之一董晶菁说：“这次

我 们 受 到 鸿 鹄 里 文 化 艺 术 空 间 的 邀 请 ，

再 次 回 到 南 昌 ，希 望 给 南 昌 的 年 轻 读 者

带 来 并 推 介 一 些 优 质 的 文 学 、艺 术 出 版

物 。 我 们 邀 请 到 多 位 业 界 名 家 ，与 爱 书

人相聚一起；还策划了一个主题展览，让

走 入 阅 读 节 的 读 者 可 以 触 摸 、翻 阅 感 受

到 纸 张 和 书 籍 的 魅 力 。 但 我 们 也 意 识

到，阅读类活动在一些城市已经很普及，

但 在 南 昌 本 地 ，认 识 它 真 正 优 质 内 核 的

广 大 人 群 尚 未 形 成 、共 识 正 在 建 立 。”摆

在 董 晶 菁 面 前 的 难 题 ，是 如 何 尽 快 实 现

收 支 平 衡 。 这 在 从 业 者 中 ，不 是 个 例 。

但她和团队没有打算停下，本月中下旬，

独 立 书 店 阅 读 节 还 将 在 南 昌 举 行 3 场 新

书分享会和 2 场读书会。

散场后，策展组成员、参展的出版从

业者们搬着小椅子，围坐成一个圈。展厅

敞亮的灯光熄灭，大门关上，偌大的展区

重回阒寂。这一小圈年龄不算大的图书

相关从业者面对面坐着，慢慢复盘现场、

交流行业现状。

大家相聚于此，仿佛夜空中的星光点

点，照亮彼此。回武汉那天，肖南发了条

朋友圈：“书店是夕阳行业，说了很多年。

我们相聚在独立书店阅读节，竟觉得这行

业 又 兴 盛 了 起 来 。”采 访 结 束 后 ，这 句 话

不 断 出 现 在 我 的 脑 海 中 。 大 抵 ，人 心 凝

聚，方能在行业的夜色里，用荧光之微燃

起星汉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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