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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评]

昨天下午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的
第30期学习读书会上，青年报记者
又见到了读者吴宏。吴宏是个大三
学生，是学习读书会的常客。这个学
习读书会每半个月举行一次，请的都
是各领域的专家来作讲座。这次是

“人工智能专题月”的第二场活动，请
的是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林少伟来
谈“区块链为何需要法律”。

虽然这个讲座对于学中文出身
的吴宏来说有一点生涩，但她并不反
感。她似乎很享受置身于读书会的
感觉。“学习读书会举办了一年多了，
虽然每次的主题都不同，但是我每次
都会遇到一些书友，大家彼此熟识
了。我们经常会讨论一些阅读话题，
甚至会私下里见面。”吴宏说。

阅读过去在很多人心里是一种
十分私密的行为，但是现在，这种私

密性正在被打破。人们，尤其是一些
青年人似乎更喜欢抱团式的阅读。
像吴宏就同时参加了三四个读书会，

“读书会里有很多书友，大家可以相
互促进，相互勉励，当然也可以分
享。所谓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市民这种阅读方式的变化，直接
促进了上海读书会组织的蓬勃发
展。昨天，由上海市委宣传部指导，
上海作协和虹口区委宣传部主办的

“2019上海读书会主题论坛”就在建
投书局举行。论坛披露，参加读书
会已成为上海市民一个重要的阅读
方式。上海目前已经有思南读书会、
学习读书会、行知读书会等一批定位
不同、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读书会。
这些读书会成为阅读力量的集合之
地，成为读者之家，成为推动城市阅
读的引擎。

申城阅读习惯新趋势

市民喜欢抱团阅读渴望私人书单

芳菲四月，迎来爱书人的节日。

每个春天的故事看似相近，又总能带

给人别样的沉思与触动。

在阅读中，见自己。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生命成

长的见证。当一本好书抵达心灵，当渴

求真理的读者与“人生之书”相遇，总能

激发灵感，带来感动。阅读的力量未

必会马上改变现实的模样，却能长久

留存内心，润泽心灵，成为人生底色。

因为阅读，我们得以走出自我的

小天地，进入从历史到未来的无限时

空，与其他思想和灵魂对话，获得超

越自身经验的感悟。“读书可以让人

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

让人滋养浩然之气”。

在阅读中，见家国。

读书从来不仅是个人的事，也与

一个民族的精神追寻，和国家的发展

进步紧密相连。现代化的本质从来

不只是物质的丰富，更是精神的充盈

和人的现代化。而阅读构建的，正是

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和心灵栖息地。

近几年，从汉服流行到国学热

潮，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成为大趋

势。越来越多人开始从中华文化传

统中寻找精神食粮。随着文化自信

和文化认同成为“刚需”，年青一代对

中国历史文化的阅读正在从浅表向

内核深入，在传统经典的滋养中获得

创新的灵感和力量。

在阅读中，见世界。

通过阅读，不仅能够探寻自己的

文化根脉，也可放眼世界的辽阔、文

化的多样，获得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包

容的胸怀，“更好领略人类文明的博

大精深、丰富多彩”。跨文化阅读，能

够让人获得某种“全息视角”，不囿于

单一文化或身份，手握多元文化图

谱，读懂自我和他者、中国与世界。

在阅读中，见众生。

什么能让人类超越种族、民族、宗

教、文化藩篱，重新团结起来呢？是人

们对于命运与共的深刻认知，对于共

同未来的坚定追寻。达成这种共识，

首先需要的是理解和共情。不同文明

对彼此的阅读，正是一种人类视角下

的“见众生”，引发彼此间的深沉共情。

用阅读弥合观念和思想的裂痕，

用阅读增进理解和包容，用阅读沟通

时空和心灵，用阅读指引行动和未来。

在春天里，用阅读播下一颗种

子，等待它发芽破土，蓬勃生长，晕染

出满园春意，为纷繁的世界带来希

望，为文明的未来带来生机。

据新华社电

从书香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
告已经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数字
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 76.2%，较
2017年上升了3.2个百分点，数字阅
读渐成主流。

很多人将数字阅读与浅阅读、碎
片化阅读画等号，认为是数字阅读导
致了国民整体阅读水准的下降。但
是显然事实并非如此。亚马逊中国
的2019全民阅读大调查显示，97%受
访者表示深度阅读和碎片化阅读均
会涉及，以深度阅读为主的受访者占
比达到38%，高于以碎片化阅读为主
的33%。

资深出版人李德明告诉青年报
记者，数字阅读与阅读的深浅无关，
但是数字阅读的硬件设备确实和阅
读深浅有关。比如像手机这样的小
屏幕设备，那就只适合看微博微信，
浏览网页，如果看厚重作品，那对眼

睛就是一场灾难。
青年报记者注意到，在今年世界

读书日期间，一些被认为可以助推深
阅读的数字阅读设备相继亮相。阅
文集团这次就推出了“口袋阅”移动
电子书。“口袋阅”的墨水屏让市民数
字阅读时与看纸质书的感觉区域相
同，这也就使得数字阅读厚重作品成
为可能。并且“口袋阅”可以与运营
商网络连接，随时随地可以下载电子
书来阅读。应该说，除了体积小之
外，“口袋阅”已经与一座私人的图书
馆没有什么区别。

除了“口袋阅”外，著名的听书平
台蜻蜓FM这次还上线了东野圭吾、
饶雪漫的有声书，不日还将上线唐家
三少的有声书。听书也属于数字阅
读的一部分。听书的内容越来越丰
富，这本身也就是数字阅读不断推进
深阅读的一种表现。

昨天是世界读书日，这座城市的
各个角落都沉浸在浓烈的阅读氛围
之中。青年报记者在走访中注意到，
和多年前相比，现在市民的阅读方式

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有一些趋势值得关注。
例如，青年人如今喜欢抱团式阅读，但在内容上
越来越渴望私人定制。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抱团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新近公布的第十六次全国国民
阅读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成
年国民包括书报刊和数字出版物在
内 的 各 种 媒 介 的 综 合 阅 读 率 为
80.8%，比2017年有所上升，属于历
史高位。而与之相对应的是，亚马逊
中国和新华网联合发起的2019全民
阅读大调查结果显示，在1.4万名受
访者中，九成受访者认为读书非常重
要，其中有21%的受访者认为读书已
经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69%的受访者表示将读书列入了
2019年非常重要的年度计划。

通过多年的全民阅读的推广，现
在应该已经不会有多少人还持有“读
书无用论”的观点。大多数人对阅读
充满渴望，他们认为阅读是生活的必
需。但是“读什么”已经成为一个新
的困惑。官方数据显示，2018年中
国图书零售市场动销品数量达194
万种，同比增长2.5%，其中新书品种
数达20.3万种。面对如此浩瀚的书
海，“读什么”对于很多市民而言确实
变得十分困难。

说到底，读者现在渴望的是“私
人阅读方案”。今明两天，静安区图
书馆会举行贯穿两天的“新书抢鲜
看”活动。针对现在读者的阅读需
求，主办方精心挑选了数百种2019
出版的新书供读者挑选，内容涵盖文
学、历史、传记、经济、心理等多个方
面。这些新书尚未入列静图馆藏，但
读者选中之后，交给工作人员现场编
目加工，便可借阅图书。除展出图书
外，若现场和本馆馆藏系统中无读者

想借阅的书，可填写《静安区图书馆
读者需求登记表》，凡符合馆藏需求
且能采购到的图书将于两周内完成
编目，并通知本人前来借阅。昨天一
个上午就这样借出了40余本新书。
静图相关负责人告诉青年报记者，为
引领阅读，静图每个月还会向读者推
荐12本新书。就这样，图书馆深度
地参与了读者私人阅读方案的制
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像静图这样
的机构已经承担起为市民提供阅读
引导的职责。

除了机构之外，现在还出现了名
为“阅读推广人”的社会新角色。这
些“阅读推广人”大多有丰富的阅读
经验，他们会给读者进行有针对性的
阅读推荐。上海著名主播何婕就是
这样的一位“阅读推广人”。她最近
推出由华师大出版社出版的《书单思
维》一书，同时向读者推荐自己过去
一年所读的22本书。

这是何婕继去年《书单更新》后
第二本类似“荐书的书”。何婕接受
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她一年要花
上万元买书，每年读的书都在100多
册，而且其中大多数是精读，她喜欢
在书上作读书笔记。何婕说，她很能
够感受到市民阅读的渴望，以及不知
道如何选书的无奈。所以她愿意以
自己的阅读经历来给市民一种阅读
的参考。“我的原则是，不要让人觉得
读书是一件高深莫测的事。随便读
什么，怎么读都可以，只要开始读书
就好。习惯了阅读，再慢慢地深入也
不迟。”

引领 读者“私人阅读方案”何来？

助推 数字阅读同样可以深阅读

申城举行读书日活动。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