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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力量

能啃“硬骨头”也爱“轻阅读”电子纸质随性切换

对青年读者的偏见可以休矣

■新体验

“可能一时看不懂
但很感兴趣”

商务印书馆在书展中首发
了他们的“瑜伽哲学经典丛书”
系列。以往这类哲学书的发布
现场以中老年读者为多，但这
次却是一个例外。读大二的靳
楚是和三四个同学一起来的，

“逛书展时看到有这场发布会，
有个同学问‘哲学看不看’，结
果大家很快达成了一致。”

这是一套介绍19世纪末、
20世纪初“东学西渐”成果的
翻译丛书。有的书名都未必能
读对，更不要说读懂内容了，应
该说这些图书阅读门槛颇高。
就连资深译者灵海都说，这是
一部让人“从何处来，向何处
去”的书。这显然不能阻碍靳
楚他们要“啃一啃硬骨头”的兴
趣。“虽然可能一时还看不懂，
但我们几个好像都很感兴趣，
以后真的读懂了，不就意味着
进步了吗？”靳楚对青年报记者
说。

过去有一种偏见，认为现
在的青年人都是时尚阅读，快

餐消费，看不了太厚的书，喜欢
读图，而且对经典之作表现出
不屑。但在书展现场，青年报
记者在和一些年轻读者交谈时
发现，情况并非如此。白领明
先生这次请了假逛书展就是为
了集齐5部新晋茅盾文学奖作
品。5部小说分散在不同出版
社的不同展位，所以买齐颇费
了一番功夫。记者问他为什么
不在网络书店一下买全，他说
这样在书展奔波，可以显示对
作家和文学的尊重。

门槛相对较高的传统文学
也是目前青年读者比较热衷的
门类。20 岁的祁小姐是典型
的文艺女青年，她说自己正在
读《莫言全集》《余华全集》《村
上春树全集》，以及小说《灿烂
千阳》，全是大部头的纯文学作
品。而21岁的付小姐报给青
年报记者的书单上有洋洋洒洒
24部作品，除了《罗马人的故
事》《叫魂》这类人文社科图书
之外，大部分是《在细雨中呼
喊》《边城》《雾都孤儿》《飞鸟
集》这类经典文学图书。

所以在谈论青年人读什么

书的时候，完全有必要进行一
场纠偏。起码可以认为，逛书
展的这些青年人是拒绝“浅阅
读”的，对“深阅读”心怀崇敬和
向往，并且喜欢啃一些“硬骨
头”。

音频课和纸质书
“双向奔赴”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副总编辑何奎和青年报记者
讲起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为了迎合青年读者的口味，他
们最初实施了将纸质图书做
成音频课的策略，当然传播效
果相当好，也符合出版社对

“网络一代”读者的定位。但
是没想到的是，过了一段时间
后，有很多青年读者就向他提
出了新的要求，就是他们其实
也喜欢纸质阅读，光听音频课
并不过瘾。于是三联书店又
开始实施将音频课出版为图
书的举措，效果同样很好。
目前，三联书店让音频课和纸
质书“双向奔赴”，很受青年读
者追捧。

这件事已经很明确地表

明，作为“互联网一代”，青年读
者当然会热情地拥抱电子阅
读，但同时他们也不排斥纸质
阅读，非但不排斥，甚至还有一
点渴求。20 岁的林小姐对青
年报记者说，她很适应电子阅
读，同时，她家里也有一面爷爷
留下的书墙，里面有很多经典
读物，她有时坐在沙发上也会
抽出一本来看，一样感到很适
应。电子阅读和纸质阅读，在
林小姐身上相处得很融洽。

另一位青年读者吴斌杉对
青年报记者说，越是大家都在
电子阅读，越是显得纸质阅读
的难能可贵。纸质书对阅读者
来说有一种亲切感，触碰到纸
张时，那种与文字交流的方式，
将阅读的体验感与感官相融
合，大大提高了阅读的快乐。

“你可以想一想，一个人有一万
册藏书，按照现在的技术，这些
书的内容完全可以放到一部手
机里。但是一部手机放在那
里，和几排藏书放在那里，给人
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吴先生
说，阅读需要氛围，需要感觉，
而这只有纸质阅读可以满足。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实习
生 叶子闻 已经有出版社成立
了部门在专为女性出书。女性
的阅读不仅细腻，充满哲思，而
且大多时候是独自阅读。这也
正是上海文联主席奚美娟《独
坐》一书的由来。作为书展的
重要论坛，由上海妇联和上报
集团联合主办的“家·国——
2023上海智慧女性读书讲坛”
在上海市群艺馆举行。演员奚
美娟、女足前门将赵丽娜等来
自各行各业的女性与读者们共
谈家国情怀。

演了40年戏的表演艺术
家奚美娟这次一不留神就跨界
到了文学圈。在这次书展上，
奚美娟带来自己的第一本散文
集《独坐》。说起这本书的出
版，她感到是缘分使然。当时
在剧组拍摄的75天期间，上海
文艺出版社向奚美娟约稿，何
不把她写作生涯十年以来的作
品收集整理，于是《独坐》面世
了。对于《独坐》这个名字，奚
美娟认为这其实就是自己每天
阅读和思考的一个状态。现在
喧嚣太多，每个人都需要有独
处的时间，在放空自己的同时，
增加阅读的体会。

在奚美娟看来，无论是写
作、阅读还是拍戏，其实都是相
通的。值得一提的是，奚美娟
去年的电影作品《妈妈！》在各
大平台爆火，这是她意想不到
的。作为一部中老年题材的电
影，《妈妈！》讲述以阿尔兹海默
症这一平时不被大众所关注的
疾病。一名00后年轻女孩看
了电影想起了自己平时与妈妈
的交流，感动落泪，对自己进行
了反思。奚美娟说，女性的作
品，无论是文学还是电影，都更
容易将人性关怀之花绽放在社
会之中。

本次讲坛的主题“家国”对
赵丽娜来说，足球队是她的家，
教练是她的家长，队员是她的
家人，而国就是她每次赛前听
到国歌的那份信仰。退役之
后，赵丽娜并没有离开球场，而
是决定用下半生反哺足球事
业。因此，她打造了个人IP栏
目《丽娜叨叨叨》，在女足世界
杯前夕完成栏目《娜就这么
看》，参加女性励志成长综艺
《乘风2023》，以咪咕体育特派
员的身份参加 2023 女足世界
杯进行赛事一线报道，从而宣
传足球元素，宣扬足球事业。
赵丽娜还发起了“星球计划”公
益项目，立志走进100所乡村
学校，为乡村足球启蒙。赵丽
娜表示：“我希望更多人能够真
正了解足球，走进足球运动的
门。”

主打“数字阅读”的浦东分会场活动昨起举办。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摄

青年人正在成为上海书展的主体，如果没有这群青年人，书展的活力一定会减半，并且书展中
的青年人正在改变人们对这个群体阅读状况的偏见。虽然受到互联网的影响，但他们依然保持着
对于经典阅读的崇敬和向往，并且对纸质阅读怀有好感。对于青年阅读状况，青年报记者在书展现
场做了一次调查。 青年报记者 郦亮

奚美娟：
阅读需要独处

逛书展的青年很多喜欢“大部头”。 受访者供图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本报讯 戴上 VR 眼镜，跨
上动感单车，“骑行”在上海的
街头，每路过一个历史建筑，屏
幕上就会打开一本书，介绍这

个建筑。随着上海书展开幕，
主打“数字阅读”的浦东新区分
会场活动于8月17-20日在浦
东图书馆举办。随着社区图书
馆“蹿红”，年轻人也在开启一
场“City Read”。

此番浦东分会场围绕
“数字阅读：开启阅读新体
验”主题，邀请多家数字资源
与技术服务商到场，提供种

类多样的数字阅读设施装备，
聚焦元宇宙、云书店、剧本杀等
热门领域供读者现场体验，满
足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多层次、
多场景化的阅读需求。

活动地点除了浦东图书馆
本馆外，还广泛覆盖了浦东区
域内多家主题分馆、特色书房、
阅读空间及街镇图书馆。随着
社区图书馆在各大网络平台

“蹿红”，年轻人开始涌入其中，
开启一场“City Read”。

“去腻了书店和咖啡厅，不
妨搜索一下附近的社区图书
馆。”“24小时城市书屋深得我
心，打工人深夜也能来”……在
社区图书馆评价区可以看到，
便捷的地理位置，全天候书房
的设计，宽敞的空间等优势，成
为年轻人扎堆涌入的理由。

去社区图书馆开启一场“City Re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