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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纸化”似乎是在来了美国之后才听到的一个词，感觉上似乎是美国
人更注重环保一些，但是实际上是因为美国这边用纸一直像不要钱一样
所以才会渐渐地有人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吧。这边的人大抵都是动不动就
顺手打印下来，“打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也可以在许许多多的地
方看到：比如买个笔记本的话可以再加几十块就买个打印机。这边的学
生都是每人抱着一个（或多个）巨大的 binder，里面夹着各种打印下来
的 lecture notes、psets以及 slides之类的资料。学校也为打印提供了相
当的便利的打印系统：在学校无线网络覆盖到的地方直接打印，然后到
遍布全校的任意打印机处刷卡就可以获得打印结果，每个人每年可以免
费打印 3000张，如果你有正当里有需要更多的配额也是去跟学校 argue
的。而如果是 graduate student的话，还可以用自己实验室的打印资源，
就更加无上限了，而且全部都是默认彩色打印。

所以关于节约用纸的标语什么的也就渐渐地随处可见了，比如有些
人在发邮件的时候还会在结尾签名档附上如果你不打印这封 email的话，
会拯救多少大树什么的。还有比如银行提供电子账单的功能而不是每个
月给你寄纸质的账单过来的话，也非常大张旗鼓地鼓吹说我们提供绿色
的 paperless服务云云。

当然现状是什么就不要吐槽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各种好的转变。现
在随着电子产品的普及，再加上在美国电子产品真的非常便宜1，校园里 1这里并不是指按汇率换算成人民币有多

便宜，而是指如果你在美国生活的话，电
子产品的价格和你的日常花销，比如吃饭
之类的相对价格。比如国内吃一顿中饭 10
块钱，买个 iPad 4大概要 3600，那就是一
年的中饭了；而在美国吃一顿中饭比如 6
美元，买个 iPad 4大概 500美元，才三个
月的中饭而已。

也随处可见用 tablet代替纸质阅读物的同学。受到大环境的影响，我也
渐渐地对把玩电子产品节约纸张的阅读方式变得非常感兴趣。这里就谈
一下我的感想吧，不过我想把这个话题扯得远一点。

先说出版和媒体吧，第一波的冲击大概是来自于像 Amazon这样的在
线书店将各种实体书店打垮吧；然后是电子出版的发展，随着互联网和
移动设备的发展，各种新闻报纸什么的也都纷纷转型提供电子版本或者
挂掉，相比起来电子书的进展似乎却并不是特别迅速，特别是在学术类
书籍这一块。

从出版商的角度来看问题当然最优先考虑的是降低成本，这一方面可
以说电子书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完全免去了印刷厂啊、物流啊之类
的各种麻烦事，而且一本书做出来之后可以零成本卖无限份 copy ——当
然得要保证盗版 copy不要泛滥才行。盗版与反盗版大概是一场永远都
不会停止的战斗吧，其实话说回来，如果出版商能控制住成本，把正版
的价格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的话，大部分人应该还是会选择正版
吧，毕竟去找盗版的东西也是一件相对麻烦的事情，而且质量良莠不齐。
不过美国这边的书——特别是科技类的，价格真是贵得离谱，动辄几百
美元，我在国内算是一个有买书癖的人，到这边来除了课本之外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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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敢买过其他书。

Figure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开始我以为是美国人特别重视版权以及知识的价值所以科技类书
才会这么贵，相对来说那些快餐小说或者畅销书之类的就通常几美元就
可以买到。不过后来我发现似乎还有其他因素在里面。一个特点就是
科技类的书大部分都是 hardcover，完全不知道美国人是怎么想的，硬
面抄不仅拿起来很重，而且比较容易损坏。直到我发现有一些同时有
hardcover和 paperback的版本的书的两个价格差了之后，才意识到，原
来 hardcover不为别的，只是高端洋气上档次的身份标志而已……-.-bb
比如 Marr的《Vision》，paperback在 Amazon标价 33，而 hardcover标
价 4322。 2好吧我承认为了造成 “冲击力”故意用了

这个例子，hardcover实际上是 1982的版
本所以也许有收藏价值的因素在里面？总而言之，既然 paperback可以做到相当便宜，似乎版权的费用并不

是真正的瓶颈，而且苹果的 iBook Store里的教科书也大部分都在十几美
元以下，所以说这个方向的阻碍大概主要就剩下 “技术”跟 “盗版”的问
题了。不过对于 Amazon而言，他的一个难处在于自己并不是一个出版
商，所以大多数时候价格并不能由他控制，于是看到 Amazon上的书籍
虽然越来越多都有 Kindle版本发售，但是价格却并没有比纸质版便宜几
块钱甚至时不时有比纸版还要贵的尴尬情况出现。

说到技术其中很重要的一块就是
书籍的格式了。现在主流的电子书格
式大概分为开放的 epub格式、Amazon
的 kindle用的那几种格式，还有苹果
的 iBook所用的 epub·改。这些格式
感觉很像是 HTML +元数据，支持一
些基本的格式、插图之类的。很适合
于小说类的文字为主排版简单的书
籍，而且现在 HTML标准支持的东西也越来越多，像日文的假名注音
呀，中文的竖排啊之类的也可以支持得很好的了。不过像杂志这种复杂
排版的东西似乎就不太适合这种可以根据设备屏幕大小动态重拍的显示
格式。不过如果回到技术类书籍的话题的话，现在大概主要分为两派吧。

一个是在线类的技术书籍，通过 Internet加入社交网络的元素，比如
Real World Haskell的在线版本就可以在每一段添加 comments。更为复
杂的是像 IPython Notebook之类的可以交互式地执行代码并在 “书”里看
到结果的。可以说现在的浏览器已经俨然要变成独立的操作系统的倾向，
所以时常也有各种很炫的完全在浏览器上运行的 demo或者甚至产品出
现。

http://book.realworldhaskell.org/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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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类就是充满了数学公式、交叉
引用等内容的科学类图书。这类图书
基本上目前最好的排版源就是 TeX，
而最好的输出格式就是 PDF了。在电
脑上和打印下来都显示效果非常好，但是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不支持重排
版。虽然现在许多移动设备上的 PDF阅读软件都支持 PDF text reflow，
其实只是对文本类的 PDF比较好用而已，因为格式基本上就消失掉了，
而科技类图书中的交叉引用之类的如果页码变掉了也是会很麻烦的。这
么说好像是在讲科学类书籍并不适合重排版，但是那其实完全是以旧的
眼光在看待问题。就交叉引用这个问题本身来说，其实电子书完全应该
解决得更好才是，因为在读纸版书的时候查阅相关的参考文献什么的其
实是比较麻烦的事，现在用 LaTeX编译 PDF的话可以加上超链接选项，
这样就可以点击引用的链接直接跳转到相应的引用的地方，这是纸版书
做不到的，或者更贴心的比如像 wikipedia那样，可以直接以气泡的方
式在当前位置把参考文献条目显示出来。因为我看东西的时候特别关
注 reference，所以一直期待有什么 PDF Reader有类似的功能，不过由于
PDF文件里通常都没有这样的元信息，所以实现起来也并不是一件简单
的事情吧。

总而言之，由于 PDF的各种不灵活性——因为 PDF设计的年代就没有
考虑过这些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各种各样不得而知的原因，大家在为各
种移动阅读器发布电子书的时候一般不会考虑以 PDF的方式发布（豆
瓣阅读似乎是个神奇的例外，明明是发布小说类的书籍但是却以 PDF的
格式发布出来）。但是不是 PDF的话，公式渲染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其
实从技术难度上还是，现在连 Web上都能用 MathJaX显示出非常漂亮
的公式来，而且 MathML之类的用于描述公式的标准也已经存在了不止
一年两年了。但是即便是万事俱备，似乎也还是欠缺了点东风，至少目
前还没有 out-of-box能用的解决方案的样子。于是 Amazon就耍流氓了，
比如说我们看看《Concentration Inequalities: A Nonasymptotic Theory of
Independence》这本书的 Kindle版，发送一个 sample到 kindle上看起来
是这个样子：

Figure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ttp://read.douban.com/
http://read.douban.com/
http://www.amazon.com/Concentration-Inequalities-Nonasymptotic-Independence-ebook/dp/B00BPS6QQI/ref=sr_1_1?s=digital-text&ie=UTF8&qid=1364267118&sr=1-1&keywords=Concentration+Inequalities
http://www.amazon.com/Concentration-Inequalities-Nonasymptotic-Independence-ebook/dp/B00BPS6QQI/ref=sr_1_1?s=digital-text&ie=UTF8&qid=1364267118&sr=1-1&keywords=Concentration+Inequ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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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是不是还挺不错的样子？实际上完全是由于拍照的角度选得
好，再加上 Kindle对于普通文本渲染效果确实很漂亮3造成了错觉。实 3单词间过于不均匀的空白这个还是以后

再吐槽吧。际上仔细看就会发现第一行的 ψZ 和第二行的那个看起来完全不一样。
因为这个电子版大概用了非常粗糙的公式转换，把简单的公式转换了一
下，稍微复杂一点的就直接贴个图了事了。在电脑上更加惨不忍睹。

这种敷衍了事的电子书就拿出来卖了，
还卖 87美元，实在是……给人一种黔驴技
穷的感觉。还好在购买之前都是有提供
Sample可以试看的，要不然有一大帮人
要被坑死了。

不过比较好的例子也是有的，比如说《Machine Learning: A Probabilistic
Perspective》4这个书的 Kindle版，显示效果就近乎完美，简直就像 TeX 4小八卦一下，最近 JMLR 的 Editor-in-

Chief换届，MLPP的作者 Kevin当了新的
EIC。然后我也去做了新的 webmaster，人
肉更新 paper列表、元数据、RSS feed什么
的，虽然随手写了几个 ad hoc的脚本来半
自动化，但是比想象中的要更苦力一些。
不过既然想要支持 open access，就总要
有人来做事情嘛，像自己现在这种时候，
能做一些 dirty work也是觉得算是一点点
力所能及的贡献吧，向着工业界的 Open
Source World 一样的 Academia……嘛，说
得过于高尚了，哈哈。

直接排出来的 PDF文件一样，仔细检查了一下发现其实这是一种叫做
AZW4的格式，其实就是一个 PDF，不过 Amazon为了实现和他其他电
子书同样的 DRM，再做了一层包装而已。嘛，这样也不错了，不过有一
点需要格外小心的就是，这种格式很明显无法 reflow，而且在小屏幕的
Kindle上看起来肯定很难受，所以 Amazon压根就不提供购买到 Kindle
的选项，在页面上会明确说明：Available only on Kindle Fire Tablets, iPad,
Android Tablets, PC and Mac。甚至连大屏幕的 Kindle DXG也是不支持
的。所以说……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现实效果如下图所示：

Figure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另外一个玩家就是苹果和 iBook，一贯了苹果的奇葩作风，各种限制。
比如 iBook不提供电脑上的阅读器，所以必须要买个 iPad什么的设备才
能看，然后用于制作 iBook格式电子书的软件 iBook Authors据说还有
“制作的电子书不能在 iBook Store以外的任何商店出售”这样的霸王条
款。不过抛开这些不说的话，在技术方面 Apple却比 Amazon看起来要
更有诚意的。比如 Apple给 iBook加入多媒体功能，可以播放视频、甚
至是具有交互功能，虽然这些东西从技术上来说（比如，在浏览器中，
甚至 PDF本身也是支持许多多媒体和交互功能的）并不是什么新东西，
但是 Apple做了一步是把他们比较好地集成进电子书中来，并且给了实
际的制作精良的多媒体 textbook的例子，在 iBook 2发布的那段时间网
上可以看到各种评论称 “Apple Reinvents Textbooks”。

我真正注意到 iBook是从《Signal Processing for Communications》这
本书宣布发布 iBook版本开始的。一个截图如下：

里面的公式排版相当漂亮，虽然也不能随意改变文本的字体大小什么
的，但是似乎也并不是像 Kindle格式那样只是拿 PDF来包装一下而已。

http://www.amazon.com/Machine-Learning-Probabilistic-Perspective-ebook/dp/B00AF1AYTQ/ref=tmm_kin_title_0
http://www.amazon.com/Machine-Learning-Probabilistic-Perspective-ebook/dp/B00AF1AYTQ/ref=tmm_kin_title_0
http://en.wikipedia.org/wiki/Digital_rights_management
http://www.sp4comm.org/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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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这个文件里实际上还有 Interactive的部分，比如左下的那个 figure，实际
上是可以点开调整 figure中信号的采样率从而看到不同的结果图的。此
外，这个 portait模式中看到的结果实际上是 Text Reflow之后的结果，在
Landscape模式下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样子：

Figure 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几点值得注意的地方，表格中求和符号 ∑N−1
n=0 那里上标的 N − 1凸

出去了，大概这就足可以证明这并不是由 TeX直接渲染的 PDF的浅包
装了吧，这样的结果或许是 MathML渲染的结果。另一方面，注意到每
行结尾的连字符，比如倒数第二行的 vec-tor，这是区别 TeX之类的专业
排版工具渲染的结果和Word之类的字处理软件导出的结果的一大特征：
TeX会在合适的地方插入连字符将单词断开，以实现行的右边看起来很
整齐的情况下行内单词之间的空白也能达到平衡美观的效果。而Word
等字处理软件由于需要实时排版，所以就没有实现这样的功能，于是
可选的结果通常是 “文本段落的右边边界长短不一”或者是 “行内单词间
的空白有时候会被拉得很大”这两种。现在几乎绝大部分的 epub这种
reflow-able格式的电子书的阅读器都采用 “巨大空白”的显示方式，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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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拉得太开就让人看着很不爽。比如上面的 portrait模式截图中 “which
is a complex”一行的词间距就比下一行要大，再之前的 Kindle截图的例
子也可以明显看出不同行的区别来。我觉得，像Word Processor这样的
要不停变来变去的不使用 hyphenation就算了，像阅读器这种，一般计
算资源足够的情况下（比如在电脑上的时候）打开的时候处理一下也不
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我之前用过一个 Linux下的 epub阅读器就支持
hyphenation。现在连 CSS都开始支持 hyphenation了，电子书阅读器们
还停滞不前真是让人心寒啊。

公平起见我还是提一句其实苹果的 iBook Store里也有像 Amazon那边
的那种直接把公式转成图片就拿来买的书。不过上面的这个例子展示了
排版 reflow-able的带公式甚至是多媒体和交互内容的电子书是完全可行
的：在合适的屏幕尺寸下（这里是 iPad的 landscape模式）就以原始的
结构显示出来，甚至连 hyphenation都保留下来了多少也让我有点怀疑
是 PDF呢；而在不同的屏幕下则进行 reflow，Apple还玩了一点小 trick
就是在 reflow的时候把图和表都放在旁边的 margin里面去，并且可以
点击放大，这样就不会出现图文自动混排难以处理得很好的问题，同时
又看起来也比较美观。

事实上，就《Signal Processing for Communications》这本书而言，Ama-
zon上的纸质版价格是 80刀，而 iBook上的 interactive版只要 14刀左
右，所以说采用电子书的形式降低成本把科技类图书的价格放到学生们
比较能承受的范围内的可行性应该还是有的。而且电子书还有诸如可能
可以实现自动更新 errata之类的功能。

总而言之希望以后能够出现一种标准格式可以很好地解决电子书中的
各种问题，充分发挥出电子设备自己应有的优势来吧！比如至少做到像
现在的电脑绘画一样，虽然还是完全无法取代纸笔，但是也有纸笔所不
能做到的非常好用的诸如图层、随意放大缩小、限制绘画区域等等各种
功能。

不过这只是理想的世界，我们往往会忘记现实世界中其实大部分的问
题都可以归结为 “历史遗留问题”，就电子书而言，要做得好的话，就必
须得同时考虑兼容已经有的电子书格式。偷懒一下可以简化为 PDF和
Djvu两种。PDF一直以来都是精致排版的电子书的首选格式，并且学术
界的论文什么的也都以 PDF的格式进行电子存档；而 Djvu的强项则在
于扫描电子书，一本做好的 Djvu扫描书如果转成 PDF的话不仅体积会
放大 N倍，而且显示效果也会变差。

比较理想的情况是有一个统一的阅读器可以同时支持这些主流的格
式，进行阅读、标注之类的。这一点在电脑上的话，有 KDE的 Okular做
了一个示范。至于好用不好用嘛，很大程度要看个人喜好了。Okular有
个特点就是标注并不是存储到文件本身的，比如标注的 PDF在其他 PDF
阅读器里打开是看不到的。当然有一些格式本身就不支持标注笔记，所
以这样做也可以理解。另一个原因待会会再说到。

最后不管是过去的格式还是未来的格式，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数

http://okular.kde.org/formats.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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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字版权管理了。我对这方面并不是很了解，所以就胡乱设说一下，如果
不考虑什么知识自由啊什么之类的，仅仅从出版商和零售商的角度来看
的话，DRM做好了，如果可以让它们没有多大顾忌地像出版和销售现
在的纸质书一样来对待电子书的话，应该也是一件不错的事。并且电子
书自己的特点也可以产生出许多新的使用方式。比如现在 Boston Public
Library据说就可以借 Kindle电子书。在学校的图书馆的感觉就是，虽然
各种好书都有，但是通常就只有一本，长年被借出中，而且后面有人在
排队预约的话，借到的人也没有几天可以看的；如果是一些更热门的或
者教科书什么的，则有可能被放入 reservation stack，通常借出两小时之
内必须还的，超时罚款罚得相当重。

如果是电子书的话，也许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运营模式来解决这个
问题。而且 Google前些年扫描了那么多那么多的图书制作成电子版放
在 Google Books上面，扫描效果相当好，有许多书还做了 OCR甚至连
目录的超链接都做好了，现在这些书通常都可以直接在 Google Book上
预览到一部分。如果能想一个办法把版权方面的问题解决了，让 Google
Books可以和各个图书馆合作起来，比如如果你这个图书馆是拥有这本
书的硬拷贝的，那么就可以从 Google那里拿到这本书的电子版再然后
以电子版的形式借给该图书馆的读者们。那真的是一件大好事呀。因为
许多以前出版的书大概只有 Google那边才有比较精良的电子版了。嘛，
这个美好愿景，也许至少在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年以后，那些书的版权全
部过期以后应该是可以实现的了。

YY的话题告一段落，接下来再来聊一下现在的阅读设备和相应的配
套软件的问题。现在的阅读器大致可以分为三类：Kindle（包括 Nook）、
Android平板（包括 Kindle Fire、Nook HD以及各种 general的 Android
平板）、iOS平板（iPad、iPad Mini）。

首先是 Kindle，简单地来说就是两条：1. 这真是个东西；2. 这不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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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reading。一方面来说，现在的 Kindle不管从重量、便携程度、
电池、设备的价格、后端 Amazon书城的支持还是（最重要的）阅读体
验方面都非常赞。唯一需要吐槽的大概就是 Amazon的云端书库管理界
面了……然而这只是针对非科技类书籍而言的，换句话说以文本为主的
书籍。

技术类书籍的特点就是虽然 iBook给我们证明了不用 PDF格式也是
可以做出比较精美的带复杂公式、图表的电子书来，但毕竟也还未成为
主流，再就是一大堆的以前出版的书都只有 PDF电子版或者是扫描版，
并且是大约 A4左右大小的。

现在的 Kindle尺寸加上外壳还没有 letter paper的一半大，全尺寸的
PDF直接显示出来……当然，还是可以勉强辨认的，上图中两边是同一本
书的电子版和纸质版对比。如果只是临时看一下的话，其实就连 iPhone
那么小的屏幕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打算长期用这个东西看 paper
之类的……我觉得不要说长期，连 5分钟我都会坚持不下去，眼睛会累
死。

有一个选项就是把屏幕横过来，但是由于 Kindle这样的 e-ink reader
切换屏幕的特点，在同一页上下滚动的时候也会很痛苦，而且 Kindle原
生系统对横排也没有什么特别贴心的特殊支持。或者可以装多看，切边
呀、横版什么的可能支持会好一点，但是也不会有特别大的改观吧，而
且 E-ink目前的大问题还是在于翻页吧，像小说之类的读物基本上就是
看完一页往下翻一页这种基本阅读顺序就 OK了，但是科技文献的阅读
特点是经常要翻来翻去的，什么公式 5呀、定理 7呀之类的，用 E-ink就
比较痛苦。

Kindle 家族还有一个快要被遗忘的成员就是大屏幕的 Kindle DXG，
Amazon很早就没有把它放在 Kindle展区里了，现在去看似乎都没有卖
的了。按理说 9.7寸的屏幕应该看科技类文献是很合适的，但是 Amazon
似乎对此没有兴趣，大屏幕的 e-ink翻页迟滞更加明显，而且 DXG不管
是从硬件还是从软件上都相当古老了，之前我们看到的 Amazon上出售
的 Kindle电子书的那个不支持小屏 kindle的例子，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
支持 DXG，猜测估计是因为 AZW4格式比较新，DXG的系统不支持？其
实现在的 Kindle在 “轻”这条路上已经走得相当出色了，定位目标就是小
说类的 “轻读物”，而一个 Kindle PW的重量大概也就跟一个手机差不多
的，居家旅行各种方便，所以像 DXG这个另类的产品得不到关怀也不
是什么难以置信的事了5。 5啊？事后诸葛亮？有没有听说过一本书叫

《Everything Is Obvious》，副标题是《Once
You Know the Answer》。结论是：Kindle 是个好东西，不过目前并不适合用来做 academic

reading。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考察平板。从硬件上来看现在的各种平板之
间应该也都差不多，比如和 E-ink屏幕比起来会各种反光啊、看起来眼
睛更累啊之类的，目前也只能忍一忍了。而苹果虽然有名字很响亮的
retina屏技术，但是现在其他的平板也都达到了各种高分辨率，就文字
显示的 sharp程度来说都是非常厉害了。

实际上我在接触平板之前是抱有相当美好的期待的，因为平板的触屏

http://home.duokan.com/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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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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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方式非常适合于做 annotation呀、即时查词典啊什么的——再普通
不过的要求了吧？结果我满怀期待地入了一个 Nexus 10，然后各种失望。
当然主要原因大概还是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平板，所以期望过高的缘
故。

因为平板毕竟不是一个 “缩小号的电脑”那么简单嘛6，多任务之间切 6如果像 Microsoft Surface Pro那样用 Intel
架构，就会出现惨不忍睹的电池只能用五
个小时的情况，那还不如直接带个笔记本
电脑算了。

换之类的也略有点不方便，而且各种操作上（比如 PDF渲染）性能也不
及电脑。当然更让我崩溃的还是软件方面的问题。

作为一个 Android新手，不了解行情，所以我最先尝试的当然是官方
的 Adobe Reader，免费软件，并且还支持 annotation，不过就是选择文本
进行高亮的时候精度似乎是以行来计算的……一开始我还以为是由于平
板设备计算资源比较低，没有办法在 PDF里精确定位所以不得不搞成这
个样子，于是也就忍了。后来 Adobe Reader很快就变得越来越慢，于是
我开始寻找 Alternative。

在之前做 survey的时候就听说 Android市场的 App并没有 Mac App
Store那么丰富，不过近几年也有越来越好转的倾向，搜索了一下 PDF
也有许许多多的可选项。我自己总结了一下自己的需求主要是：

• Annotation: 高亮、下划线、文本注释7 7作为强迫症患者我希望自己标注的高亮
和下划线都是整齐地沿着文本的，所以只
有 freehand drawing功能的标注而没有文
本选择的方式进行高亮的那些假冒伪劣
annotator是不予考虑的。

• Reading: 渲染正常，翻页迅速
• 手动或自动的切边功能，或者翻页的时候 zoom-lock
• 选中文本查词典或者 web搜索

其实我还一直想能在浏览器中显示 PDF文件，好让我在决定下载之
前先看看是什么样子是不是我想要的那个文件，不过完全没有找到可用
的插件。回到 PDF阅读，我自己尝试过的大概有以下一些（还有一些打
开了一下就删掉了都不太记得了）：

Figure 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qPDF Notes：比较清爽的一个阅读器，不过标注的时候选文本 highlight
居然是用一个矩形框来选的，太不科学了。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我脑子
进水了会买了这个 App。

• RepliGo Reader：高亮功能超级好用，就是长按就会出现 Android系统
的那种选择文本的 indicator，拖动两边选好要高亮的文本然后选择高
亮就可以了。同样的方法还集成了 ColorDict进行查词以及 web搜索
之类的功能。

实际上我是尝试了这个 App之后才突然对 Adobe Reader感到非常无
语的，因为选词的精度明明可以做到非常高。美中不足的是没有切边
之类的功能，不过最不能忍的还是翻页的时候切换到下一页或者上一
页总是会先显示出一个模糊的页面，大概等半秒左右才会清晰，如果
是图片的话这样当然还不错，一开始给显示个大概，但是文档就很不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qoppa.activities.noteskey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cerience.reader.app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socialnmobile.colord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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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了，这样感觉眼睛非常累，其实一开始也觉得能忍，同样地是因
为发现有其他的阅读器在翻页方面做得非常好，就觉得这个太不科学
了。平板再弱 preload前一页和后一页的资源应该还是有的吧？就算
退一万步说没法做 preload，我宁愿看到从白屏切换到文字都不想看
到从模糊到清晰的那个过程，感觉每次翻页我的大脑内部的 deblur模
块就被带动起来疯狂运转。

• ezPDF Reader：提供了一个 Free Trial，这货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一个
大杂烩，一堆功能胡乱堆起来的感觉。总的来说文本选择还算比较好
用，也集成了查词典、标注功能，而且有连续标注的选项，就是打开
标注工具之后就可以到处画高亮了，对于高亮重症患者大概是比较实
用的。

切边和列缩放锁定功能也是有的，但是各种奇怪，比如好像锁定之后
就不能用 swipe手势来翻页，之类的，就是各种自己的功能互相之间
也不兼容的感觉。

• iAnnotate PDF：这个东西号称是 iOS上的神器，在 Android系统上目
前还是个免费软件，大概是还没做完，反正我试用的结果就是连正常
显示都不行。

• EBookDroid：免费开源无广告，同时支持 PDF和 Djvu，切边功能很
好用，翻页的时候渲染也非常迅速。而且还能在 Chrome 里直接打
开 PDF，也算是一种形式的浏览器 PDF 插件了，不过需要小心的
是如果你是 Google Search然后点开了一个 PDF，由于 Google Search
的结果是先到 Google 的页面然后再跳转到结果页面的，所以当你
从 EBookDroid 切换回 Chrome 的时候 chrome 会后退到上一页，也
就是 Google的跳转页，然后一下子又会被自动跳转，于是又打开了
EBookDroid，如此反复。而且 Chrome还非常坚挺，把它关掉之后再
打开它还会自动载入上次的页面，于是……我忘记当时是怎么解决这
个问题的了。

EBookDroid的问题在于不支持 Annotation。另外在缩放的时候缩放中
心似乎是不对的。

• Mantano Reader Premium：算是各个 Reader里卖得最贵的了，要 7块
钱左右。它有一个 Lite的带广告的试用版，除了带广告之外功能也不
太一样，而且 Lite版更加容易 Crash一些。Google Play的 Appstore有
一个比较贴心的地方就是你可以试用 App，购买 15分钟内如果不满
意的话都是可以全额退款的。不过每个 App只能试用一次。

Mantano不愧是最贵的 Reader，平均来说也是我觉得最好用的了。他
同时支持 PDF和 epub，切边、翻页、缩放都工作得非常好，标注和
查词典的 text selection也是比较好用的方式实现出来的，就是会经常
crash……=.=bb在我这里大部分 PDF第二次选文本的时候就会瞬间退
回书籍列表页面。不过更新也比较勤快，crash的问题应该最终会被
修复吧。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udk.android.reader.trial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branchfire.iannotate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org.ebookdroid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mantano.reader.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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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Android的软件市场给我的感觉就是处在乱世纷争时期，如果
是大家都比较弱也就算了，每个功能基本上都有 App能做到很好，但
是却没有集大成者，就让人很崩溃。虽然说 Android在各方面都比 iOS
要开放许多，比如程序之间数据共享也很方便，直接在 Dropbox的 App
里浏览 PDF，然后在其他 PDF Reader里打开，进行标注，然后保存回
Dropbox自动同步到云端这都是很轻松的事情。iOS的话就每个程序各
是各的，要在外部程序中打开 PDF的话就是各自有一份各自的拷贝了。
简单来说，就是 “前途一片光明，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感觉
:p。

接下来要讲 iOS，需要声明的是我既不是果粉也不是果黑，在网上打
口水仗争论 Emacs还是 vim、Linux还是 Windows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在我自己用电脑的过程中随着自己习惯的改变也在所使用的工具上会慢
慢地变化，这个过程让我认识到的一点是：这些争论根本就没什么意义，
也就大家吵吵架好玩了。因为每个工具也都有它自己的优缺点，而更重
要的是，不同的人，或者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会有不同的
需求，有些情况下这个工具更合适，另一些情况那个工具更合适，这是
非常正常的。所以，我们再回到 Academic Reading上来谈论问题吧。

Figure 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论文阅读这一块，苹果用户的让人口水的东西是有名声很响的参考
文献管理工具，一个是 Papers，另一个是 Sente。上面就是 Paper的官方
界面截图。Sente也是一个非常类似的东西。他们都是参考文献管理工
具，能够把你的论文集中管理起来，管理内容包括 PDF文件本身、各种
元数据、还有 annotation和 notes，还提供实时搜索等功能。另外就是他
们都提供 iPad版本，允许你通过Wifi (papers的方式)或者云端 (sente采
用的方式)进行数据同步，实现在 pad上阅读和标注论文。

论文多了以后依靠元数据和全文检索的管理和搜寻功能应该就非常重
要了，其实我也一直觉得这是做研究非常重要的一环，只是一直也没有
适应这种方式，虽然有尝试过Mac下的 Papers，但是里面也就一直只有
四五篇论文而已，-.-bb很多时候想找一篇自己以前看过的论文里面的
一个什么东西一时又想不起来是哪篇论文的时候，就觉得管理和积累的
功能还是相当重要的。

不过不论是 Papers还是 Sente都是相当贵的，Mac和 iPad版合起来估

http://www.papersapp.com/papers/
http://www.thirdstreetsoftware.com/site/SenteForMa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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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要 100刀左右吧。好消息是 Sente现在正在改版，根据 Sente的 Blog介
绍说从 6.6开始要将软件免费化了，取而代之采用云端收费的机制：免
费用户可以最多有 250M的云端存储并且有 100个条目的限制，花大概
30块可以永久升级到 1GB，如果还嫌不够的话，可以以每年 5GB, 20块
左右的价格租用更多的空间。总的来说是可以免费体验一把的。

Mac版的软件没有什么好说的，和 Papers的风格、流程都不太一样，
但是基本上做的是同一件事情。iPad端的 App，由于 iOS似乎对于程序
间数据共享卡得比较死，所以基本上这种管理类型的 App都必须要使用
自己内置的阅读器。Sente的阅读器还算不错吧，iOS上的各种 PDF阅读
器从整体上来说都比 Android上要好上许多的感觉，不管是渲染速度还
是可操作性来讲。然后标注功能也很好用，不过并不支持切边之类的功
能，而我在电脑上用 Skim将 PDF切边之后再放到 Sente中的结果就是：
标注的时候严重错位……嘛，总的来说还是挺不错的，如果有设备的话
不妨自己去体验一下。

Figure 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由于我在电脑上还没有习惯用这种工具来管理论文，在他的阅读器变
得强大起来之前我也还不想专门花钱在这上面，于是免费的 250M空间
就不太适合连电子书也一起放在里面了，既然电子书要另外的 App来阅
读的话，还不如索性论文都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处理。所以我暂时是没有
采用 Sente的。至于 Papers嘛，由于没有提供 iOS的试用版，而价格也
不便宜，再加上 App Store上最近一片一星差评，我就不想去花冤枉钱
了……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不论是 Papers还是 Sente，他们的标注都只能在
他们的 App中看到，而不是存储在 PDF中的。之前 Okular这样搞的原
因是因为需要支持不同的格式。而这里的 App们这样搞应该是出于数据
同步的考虑，因为如果把标注写到 PDF中作为一个整体的话每次同步起
来相当费劲8，而分开来的话，PDF文件本身是基本不会变化的也就不需 8我有次在 Mac下用 Preview对一个扫描

版的 20 MB的 PDF做了一行高亮再保持，
一下子就变成了 100+ MB……

要同步，只同步 annotation、comments之类的话就会节省很多资源而且
迅速得多。从用户的角度来说的话，喜不喜欢就全看个人爱好还有你对

http://www.thirdstreetsoftware.com/blog/2013/03/sente-660-final-public-preview-now-available.html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papers/id304655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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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软件的依赖程度了。

对于我来说，阅读的体验明显是比管理的体验有更高的优先级的，
因为我本身就有点手工管理各种文件的强迫症。不过即使如此，电脑
和阅读设备之间的数据同步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方面现在 Dropbox、
box.com、Google Drive、SkyDrive之类的各种工具都可以做到。由于不
希望让自己的文件夹乱得一团糟，也想精确控制哪些地方同步哪些不
同步，于是支持软连接的 Dropbox目前是最喜欢的。不过在 iOS上由于
没有程序之间的共享文件系统，所以用 Dropbox App来配合其他 Reader
App的操作就不太好做，于是各个 App都纷纷实现了直接管理和同步各
大云端存储商的文件的功能。接下来是 iOS PDF Reader集体卖萌时间。

Figure 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首先是 Adobe Reader，免费，而且和 Android上的那个 Adobe Reader
一样烂，文本选择的精度在一行以上……然后是大名鼎鼎的 iAnnotate
PDF，名声非常响亮，号称是 PDF Annotation的神器，售价十块钱，也
不便宜。然后我看了一下介绍和各种 review，基本大意就是这玩意有十
八般兵器七十二种变化，各种你想得到的想不到的 annotation tool你有
我有全都有，然后我觉得肯定用不上还会被玩晕，就没有去斗胆尝试。

GoodReader售价 5刀，各种功能都有，支持同步 Dropbox在内的各种
云存储，也可以直接通过 wifi同电脑传输文件，PDF阅读、标注、切边
等功能都非常正常，也能多 tab同时打开多个文件。而且界面也比较清
爽，给人一种 “just works”的感觉。如果要说有什么缺点的话，就是同步
是必须要去手动点的，而且同步是在前台，于是同步的时候不能做其他
事情。其实也不算什么缺点，像 Dropbox的官方 App其实更类似于一个
web程序，文件都是要打开的时候才下载过来的，所以并不是以同步的
机制在工作；而其他比如 PDF Expert虽然是可以自动同步，但是也有选
项可以关掉换成人肉同步，因为这样会省点许多。

PDF Expert售价 10刀，Good Reader有的功能都有，如果有什么特别
的地方的话，就是多了一些比如 PDF页面管理、Signature管理什么的
功能，另外就是同步可以是自动的。阅读的时候并没有切边功能，但是
却可以 zoom-lock，lock之后还是可以用两个手指来缩放和移动，但是
一个手指就是直接翻页，并且翻页之后还是保持原来的位置和缩放比例
的。我觉得切边或者 zoom-lock都挺好用的，碰到一些奇怪的 PDF并不
能所有的页面统一切成一致的大小（比如我有碰到过因为插图的原因中
间有一页是横过来的 PDF），页面单独切边的话又会变得参差不齐，而
zoom-lock随时都可以方便地改变缩放和位置，所以大概会方便一点。

实际上，PDF Expert是由一个叫做 riddle的公司出的，他以前有一个
叫做 ReaddleDocs的产品，能够管理和浏览 PDF之外的图片啊、Office文
档啊、视频音频之类的各种文件，也是收费的。最近他把 ReaddleDocs

http://www.goodiware.com/goodreader.html
http://readdle.com/products/pdfexpert_ip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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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了一下，名字改成 Documents，然后免费了。直接给一张官方的截
图吧：

Figure 12: . . . . . . . . . . . . . . . . . . . . . .

界面看上去跟 PDF Expert差不多的（文件夹的图标不太一样），连 PDF
阅读器也是用的 PDF Expert的引擎，所以相应的功能也都有而且也很
好用，唯一一点就是不支持多标签同时打开多个 PDF。不过 Documents
能处理 PDF之外的各种文件类型，还是免费的，也没有任何广告……按
照他们公司 blog上的说法，他们靠公司的其他产品已经能各种盈利了，
所以这个产品现在的唯一目的是吸引用户，所以免费并且无广告（而且
还确实非常好用），他们的目标是一亿用户（100 Million，不知道我有没
有算错？），然后这款 App会永远免费，以后可能会加入付费才能使用的
功能，但是目前已经有的功能将会一直免费存在。真想请少校来题一句
“Readdle是个好公司”！:p

最后提一下一个叫做 Stanza的阅读器，我是从别人那里听说的，免
费，而且支持包括 PDF、Djvu在内的各种文件格式。不过上 App Store
里看到各种恶评如潮，基本上就是说无法在最新系统上运行起来，看了
一下最新的一版是 2011年底发布的，大概曾经是一个很流行的 App，后
来不知怎么就停止开发了。

这样一来 Djvu阅读的问题就还是没有解决。虽然 App Store里搜索结
果一大堆，但是也不知道哪个好用，而且如果用不同的 App的话同步
电脑的时候除非把 PDF和 Djvu格式的电子书分开放，否则就要有两份
copy存在了。

嘛，先不管了，最后再说一下论文管
理的问题，既然决定了用 Dropbox 来同
步，就得要自己管理论文了。我一般是
按大的类别分一下，然后下面按照期刊

会议名 +出版年 +论文标题的方式来命名文件。有个可以玩的 trick是
可以在电脑上用论文管理软件来管理，像 Papers、Mendeley之类的软
件都有提供论文 PDF文件自动重命名的功能，导入的时候就按照某个
规则将 PDF重命名然后归类到某个文件夹下面。好玩的是没有那个工
具提供以论文的类别来命名子文件夹的选项，比如我想把 optimization
的论文和 regularization的论文放在不同的文件夹下面就不行。搜索一
下会发现 Mendeley 的 feedback 页面 2009 年的时候就有人提这个需求
了，并且 N多人投票赞成，回复是我们已经开始考虑这个功能了，结
果……=.=bPapers有个按 editor来归类的选项，于是我就把 editor这个域

http://readdle.com/products/documents/
http://readdle.com/blog/2013/01/documents-by-read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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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当做 categorization来用了，然后再建立一些 smart collection就按照
editor来划分，也算是一个 workaround吧。

Kindle HD、Nook HD之类的设备都是基于 Android的，就不专门讨论
了，因为 Kindle App本身是可以按照在人和 Android系统上的，而其他
Kindle Store上的 App应该也大都可以直接安装到 Android上。在接触了
平板设备之后我的一点感受是，似乎 App生态圈甚至比设备的硬件参数
要更重要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