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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林海容新作展
独特画风表现女性美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继成功举行
香港龙门雅集的开幕首展之后，林海
容的“偶像——林海容2017”新作展
近日在上海龙门雅集举行。这位42
岁的新锐女画家展示其独特的创作
风格。

这个“偶像”个展，汇集了林海容
2014年秋季“美像”个展后至今陆续
完成的大小型油画约20幅。内容还
是林海容最擅长的含蓄温婉女性创
作手法，展现淡薄清朗、自然诗性的
特殊艺术情境。

林海容笔下的女性，虽然身份不
同，但是相貌上具有很多相同的特质，
比如眼睛和脸庞，都是一副比较淡泊
的样子，淡泊之中又有几分高傲。四
川美院教授、策展人王林看了林海容
的“偶像”个展后表示，“林海容作品的
背后，令人看到艺术家‘克制、安静、幽
默’的特质，她把艺术作为生活，指的
是‘生活在别处’，如米兰·昆德拉所
说：‘在一面撒谎的美化人的镜子前面
看自己，并带着激动的满足认识镜子
里的自己’。”在开幕式现场，王林教授
与80后名媛哲女沈奇岚现场展开主
题为“观看林海容——我的艺术就是
我的生活”精彩对谈。

阅读成“做任务”网上“共读”模式引读者热议

读书靠相互督促 只能解一时之需

“共读”就是一个网上读书会
读者郭小姐最近在拼命地阅读

一本关于艺术史的书，希望能够在一
周之内读完。艺术史对她是感兴趣
的分类，但是如此卖力地去阅读，却
还是第一回。而这一切的阅读动力
其实都来自于将在几天后进行的一
场讨论会——网上的关于这本艺术
史书的讨论会，郭小姐希望自己到时
能发表一点真知灼见，或者至少不要
让别人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

让郭小姐如此富有阅读热情的，
是一种叫做“共读”的新兴阅读模
式。说到“共读”其实很简单，就是现
在有一些关于阅读的微信公众号（比
如“有读”）会将粉丝按阅读兴趣分成
很多小组，每个小组会提前一段时间
想组员征求意见，最后确定一本大家
要“共读”的图书，阅读时间过后，组
员就在网上针对这本书展开讨论，谁
的观点有见地还有可能获得奖励。

这种“共读”模式，其实也就是一
个网上的读书会。现在一般线下的
读书会每一期也都是有主题的，参会

者会就一本书或者一类书进行讨
论。现在只不过是将这些讨论移到
了网上，但是参与的读者会更多。这
种网上的“共读”模式一个最直接的
好处就是增加了读者阅读的动力。
郭小姐就对青年报记者表示，现在生
活节奏这么快，书是越读越少，越读
越薄，最后看几本绘本也算是读书
了。对于那些大部头的厚重的书，简
直是望而却步。现在有了“共读”，大
家一起来读一本书，一起相互激励，
相互督促，在一种“任务化”之下，读
又“啃”下了不少厚重之书，这是大大
出乎自己意料的。

兴起的背后是读者的迷茫
“共读”兴起的背后，其实折射出

了当今一些读者的复杂心态，其中一
点就是迷茫。这个迷茫当然首先就
是如郭小姐所说的那样，缺乏阅读的
动力。事实上正是如此，在快节奏、
什么都讲究“获得感”的今天，功利主
义已经成为阅读的一个主要障碍。
读什么书都要问对自己有没有什么
立竿见影的好处，如果没有，对那些

“无用之书”怎么也提不起兴趣。“共
读”多少改变了这种局面。但是应该
注意到，“共读”还是将阅读“任务化”
了，而且还要通过奖励来激励读者阅
读，这本身也就说明了阅读存在的问
题。

除此之外，“共读”兴起也显示出
读者在择书方面的迷茫。虽然很多
读者都有自己的阅读兴趣范围，但是
具体能读什么书简直就是两眼一抹
黑。面对茫茫书海，他们感到困顿。
不得不通过在“共读”机制下的众人
的商议，才能确定自己的读本。这本
身也就说明，现在的阅读推荐机制出
现了问题。荐书不多，少有的一些荐
书渠道，又因为充斥着“红包评论”、

“买榜卖榜”，而失去了读者的信任。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共读”模式

对于消解读者的诸多迷茫应该是有
一些积极作用的。但是要从根本上
解决阅读问题，恐怕还是要从整个阅
读氛围的治理和营造开始。毕竟阅
读是一个非常私人的行为，“共读”只
能解决一时的问题，更重要的还是要
靠阅读氛围对个人所产生的影响。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句古语现在用在阅读之上，恐怕是最贴切不过了。
最近，一种叫做“共读”的阅读模式正在兴起，这被很多读者视为又找到了新的阅
读动力。然而，“共读”兴起的背后是何种阅读的焦虑心态呢？ 青年报记者 郦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