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午两点钟是一天最热的时候。我焦
躁不安地坐在黄色的草坪上，希望很快会
下雨。

火红的太阳高高地挂在一片碧蓝的天
上，不屈不挠地晒着干涸的土地。一滴汗
水颤颤地流下我的眉头。燥热的空气静止
地呆在那儿，唯一的声音是蝉那叽叽喳喳
的叫声。突然，一阵雷声响彻天空。黑云
遮住了太阳的烈焰，雨水掉在我的身上，
遮住了我的目光。

雨水渗透了干枯的苗木，使得周围的
植物更加神奇了。

有时候，雨慢慢地变小，直到它变成
难以觉察的毛毛雨。嫩弱的花朵颤抖着，
叹一口芳香的气。

有时候，暴雨会越来越大，小花朵害
怕地粘紧树枝。可是暴风雨的怒气太
狂躁了，娇弱的花朵自然不能抵抗
住它。一打雷，一闪电，树上的

花都掉下了枝头，变成一场
花瓣雨。

风停了，雷静了，
雨终于止住了。我抬
起头。一个隐约的
彩虹挂在了天
上。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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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过去的春天里，伴随着第

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的出炉，

已经连续举办了 !! 年的北京地坛书

市今年停办的消息也搅动着不少人的

心情。

当今社会，电子阅读进入大众生

活已是不可回避的现实。现在，在地

铁里、公交车上，随处可见盯着手

机、"#$%的人们。据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前发布的《中国文情报告 （&'(!)

&*(+）》 显示，&*(& 年我国移动阅读

的日浏览量已达 ,亿次。

面对日益普及的手机、"#$%等电

子阅读器，纸制出版物遭遇到了前所

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对此，一些人忧

心忡忡，一些人则不以为然。

其实，作为一个有阅读能力的现

代人，我们应该感到庆幸，因为我们

赶上了阅读方式的多元化时代。电子

阅读不是洪水猛兽，不必将之与传统

的纸质阅读对立起来。电子阅读方式

的便捷、环保等优势是传统纸质阅读

方式无法比拟的。但同时我们也应

该看到，并不是所有内容、所有群

体都适合电子阅读方式，纸质阅读

方式也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和作

用。通常的情况是，选择纸质阅读

的人可能不会尝试电子阅读，但青

睐电子阅读的人，则多少会选择一

部分纸质阅读。

只要传统纸质阅读出版物的制造

者们能够分析自身优势，找准方向，

就会在多元化阅读时代占据一席之

地，吸引一批忠实读者，让书香

绵延不绝。而作为阅读消费

者的大众，则可以通过在不

同阅读方

式之间的

自 由 变

换，充分

享受阅读

的乐趣。

持续举办&&年的地坛书市已经成为
北京文化生活的一张特殊名片，可是今
年“五一”都过了，地坛春季书市还是
没有动静。近日，地坛书市承办方北京
青少年服务中心主任刘杰证实，由于书
市成本高、风险大、无资金支持，网上
书店及盗版书冲击等原因，今年春、秋
季地坛书市已确定停办。

北京人抹不去的珍贵记忆

北京地坛书市原名叫北京特价书
市，(--*年由共青团北京市委同北京市
新闻出版局等单位共同创办，北京青少
年服务中心承办。地坛书市伴随一代人
长大、成熟，成为一代人的珍贵记忆，
而在今年的春天，它与书友依依惜别。

网友“胖千儿”回忆说，因为老爸
在出版社工作的缘故，小时候每逢举办
地坛书市，她都会坐在摊位里面看书、
喝汽水、吃盒饭。后来自己长大了，依
然年年都来逛地坛书市。

大学毕业后留京工作的小王从(--.

年到现在，每一年的地坛书市他都会光
顾。实惠是书市留给人们的最大印象。
“对于工资不高的爱书之人，能够淘到
几本知名出版社的心仪书籍，能美上好
几天，而现在地坛书市也要成为‘必将
失去的青春’了。”小王感慨地说。

王女士经营的书店从/00,年开始就
参加地坛书市。“那时的书店很少打
折，所以读者们一到书市，感到很吃
惊：‘原来书还可以打折’。”王女士
说，“当年地坛书市鼎盛时期，各级单
位、图书馆都排着队去地坛书市买书。
不管是批发零售还是个体读者，来地坛
书市就像朋友间的定期聚会一样，突然
没有了，心里还挺不是滋味的。”

多种原因导致书市停办

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大型活动部活
动一处处长李进考曾全程参与了地坛书
市&&年的组织和招商工作。对于地坛书
市的停办，他认为一方面是成本逐年增
大。“保安费已从每人一天,'元涨到现
在一天1''多元。原来安排的是双排展
位，现在为了防止

踩踏和其他事故，改为摆单排展位，由
此造成展位数削减了一半。同时，安全
设备全面升级，租一个安检机要.'''

元，地坛1个门就要+2&万元，让书市的
运营成本越来越高。”李进考无奈地说。

另一方面，出版发行单位的参展积
极性也逐年降低。其原因有三，第一，
近几年出版社普遍库存书数量减少，导
致在地坛书市上市的新书、好书越来越
少，使书市流失了许多读者。第二，当
当、亚马逊等网络书店对地坛书市的冲
击也很大，网上书店常年有打折书销
售，而且还会送货上门，很多人在网上
足不出户便能购到便宜的图书。第三，
电子书的出现让传统纸质书的销售受到
了冲击。

地坛书市的复活需多方努力

地坛书市是否会彻底停办，目前尚
无定论。

李进考希望政府能够投入一部分运
营资金。“毕竟我们创办这个活动，坚
持了&&年，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化品牌。
停掉很可惜”。如果今后地坛书市还有
机会办下去，应该如何运作？李进考也
有一些考虑，比如对书市进行整体设计
和升级，开辟书吧、小型咖啡馆等场
所，提升书市的品位，改变书市的运行
模式。

凤凰壹力公司策划总监陈乾坤认
为，标志性的地坛书市的停办，对图书
出版界来说是一个坏消息。目前预测地
坛书市永远“消失”似乎为时尚早，期
待地坛书市的春天还会到来。他举例
说，台湾书市也曾有过低谷时期，但经
过多方努力，现在已经办成了世界上比
较成功的书市之一。地坛书市可以学习
借鉴他们的经验。比如在举办书市的同
时，吸引一些各界名人前来签售，并为
来逛书市的读者举办讲座，使书市从单
纯的售书变成一场多种形式的文化盛
宴，让书市变得更有魅力。

有专家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地
坛书市是传统书籍的一个标志。在今天
的网络时代，纸质书籍有很多不可代替

的优点，也仍被许多人广泛接受。
所以，纸质书籍依然有其

存在的必要。地坛书
市作为老字号的
书市，不应该
简单地遵循
老套路，也
不应该被动
地等待救
赎，而是要
多方面地寻
找适宜的生
存之道，取其

精 华 ， 与 时 俱
进，早日迎来自己

的“春天”。

京城地坛书市
是否将成为记忆

杜勃飞

未来人们如何阅读
晓 杜

近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
了第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数
据显示，&'/&年，/.至 3'周岁国民
人均纸质图书和电子书合计阅读量为
4231 本，比 &'// 年纸质图书和电子
书合计阅读量 ,233本上升了 '203本。
其中，国民人均阅读电子书已达 &2+,

本，比 &'// 年增幅达 5,2,6，九成
读者表示阅读过电子书后就不会再购
买此书的纸质版。面对以上数据，人
们不由得发问：中国人真的不再需要
传统阅读了吗？

数字化时代的阅读

第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
示，获取和阅读的便利性、丰富的信
息量、成本的低廉甚至无成本是我国
国民选择数字化阅读最主要的三大原
因。因为“喜欢在电子设备上阅读”、
“方便复制和分享”、“音画俱全，非
常生动”等原因选择数字化阅读的人
群比例均不足 /'2'6。

1月 &+日是第 /7个“世界读书
日”。在论及“世界读书日”时，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说：
“从简牍到抄本、手稿、印刷本，再
到平板电脑，图书的形式有过多次变
化。但无论是以何种形式存在，图书
都蕴含着思想和观点，以及世人崇尚
并传承之价值观。”在数字化时代，
互联网、电子书、诸多社交媒体发展
迅猛，“浅阅读”、“泛阅读”、“趣
味阅读”、“娱乐阅读”越来越多地
占据着人们的眼球。

纸质书不可替代

“纸质图书不仅买起来麻烦，看
起来也很麻烦。”来自烟台的周先生
说，“现在每天工作那么忙，看书的
时间都是零碎的，电子书和网络阅读
就非常方便，正好填补了这段时间。”
与周先生有相同感觉的人不在少数。

那么，电子书会不会挤走传统书
本的那一缕缕“墨香”？

笔者了解到，电子书虽然目前有
了越来越多的粉丝，但相当一部分人
表示，自己还是更习惯手捧书本，阅
读传统纸质书。

大学生小康以前也常常阅读电子
书，但现在“重回传统”。“网络上
的很多小说，连载一段时间莫名其妙
就不更新了。尤其是一些文章，开始
看着不错，最终却落个残缺不全的结
果，心里特郁闷。”小康感慨地说，
“还是传统纸质书读起来更有感觉，
可以静下心来好好地去读，还能在自
己喜欢的内容旁写下读书心得。”

尽管目前网络出版物和电子书在
某些领域已经开始出现了取代传统纸
质图书的趋势，但仍有超过七成以上
的国民依旧对传统阅读方式有所偏
好。原因之一是，网络阅读质量普遍
让人感到不甚满意，相当多的人认为
自己的阅读质量有所下降。中南传媒
董事长龚曙光认为，传统纸质图书的
阅读方式依旧是主流。他说：“碎片
化阅读的深度和知识传递的有效性，
的确令人质疑。”

差异化阅读各取所需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
所传媒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楚新认为，
传统纸质出版物衰落是不争的事实，
这是全球化的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
传统的纸质出版物会消亡。预计未来
传统的纸质出版物将与电子出版物并
存，分别满足不同人群的阅读需求。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水平考试中心
考务部主任柴生三则表示，未来国人
的阅读方式会向多层次、全方位的方
向发展。娱乐性、消遣性读物通过网
络、手机等方式阅读几率比较大，因
为不受时空限制，又方便携带。而正
统学术类读物大多还是通过传统纸质
书籍阅读，因为需要精读，还要详细
做笔记。
“俗话说，不动笔墨不读书。”中

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副主任
黄正雨说，“在互联网诞生之前，传
统的阅读方式已经流传了几千年，
人们对纸介书籍保留着敬畏。”他认
为，当人们习惯于便利的超级链接，
更多地依赖搜索引擎时，殊不知已
经减少了深入细致的思考，不自觉
地弱化了思维能力。传统阅读可以
实现从载体到内容的多元化享受，其
随意性、艺术性、长久性和直观性使
作品的存在感更强，使阅读的质感更
突出。

不会有人愿意将娱乐段子翻印成
册收藏；也不会有人愿意将学术性的
文章通过手机和电脑来阅读。可以
说，电子书和纸质书的存在，分别满
足了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阅读形式
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的时代。

链接

!

"

#

!年，我国
$

%

&

'

(周岁国民

图书阅读率为
)

*

+

,

-，比
!

(

$

$年的

)

.

/

,

-上升了
$

/

0个百分点；
!

0

$

!

年，我国
$

%

&

'

0周岁国民人均纸质图

书的阅读量为
*

/

.

,本，与
!

0

$

$年的

*

/

.

)本基本持平；数字化阅读方式

（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

器阅读、光盘阅读、
1

2

3

4

5

1

*

4

5

1

)阅

读等）的接触率为
*

0

/

.

-，比
!

0

#

#年

的
.

%

/

6

-上升了
$

+

'个百分点。

致读者

本版责编的工作邮箱将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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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于7月/,日作废。请大家互

相转告。由此带来的不

便也请谅解。

———刘老师

雷阵雨
潘天琦（/1岁）

爱上课爱学生的海归老师
王湘宁

陈
剑
玲
近
影

陈剑玲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的老师，长期从事双语教学和全英文教
学，她所开设的国际商法、知识产权等
课程完美地融合了外语、经贸和法律知
识。在学生心中，她是能用全英语讲
课，并把本来枯燥的课程讲得好听的美
女老师。

用留学生熟悉的语言

给留学生上课，陈剑玲采用全英语
方式，她认为“用留学生熟悉的语言教
授中国的法律，效果更好。”法学院为
外国留学生开设了“全英语法学硕士项
目”，包括合同法、公司法、财产法、
证券法、国际贸易与世界贸易组织法等
&'门课程。通过论文答辩后，留学生可

取得中国的法学硕士学位。陈剑玲也在
其中担任教学任务。她多采用案例式教
学方式，让留学生课下阅读很多案例，
课上师生再讨论、交流。她笑着说：
“留学生与中国学生的思维方式很不一
样，他们的提问经常很独特。有关中国
法律、法制史等一些与历史、文化相关
的东西，他们常常能带来新的视角。”
这让爱讲课的陈剑玲更觉得教学很有意
思。

传授务实的法律

陈剑玲说，作为大学老师，把课讲
好是基本责任。她任教的课程在教学测
评中多次位于全校前 ,6，上学期的全
英文课程———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实务，

全班 &'多人一致给了她 /''分的评价。
陈剑玲说，不管是不是学法律的，

了解法律知识都非常重要。所以她的课
堂上经常有很多其他专业的学生来旁听
和选修，“他们很希望了解中国的法
律，我也希望能在有限的时间里，把更
有意思的、更务实的法律知识介绍给同
学们。”

把务实的法律教给学生其实是一项
很有挑战的工作。热点问题、新出台的
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有时候上午新闻
里刚刚听到，下午就进了陈剑玲的课
堂。“备课肯定辛苦，但这样能够减少
空洞条文的距离感，让法律和大家生活
联系更加密切，更容易理解。她还把自
己的理解融入其中，帮助学生理解。

留学生的好朋友

陈剑玲说，自己也曾在国外留学，
能体会到留学生背井离乡在国外学习的
心情。“他们需要交流，如果老师能利
用课余时间和他们交流，他们会很开
心。”所以，课下陈剑玲常常与留学生
交流谈心，她还带领留学生参观律师事
务所，与中国律师交流，为学生寻找实
习的机会。意大利学生卢克儿就是陈剑
玲的忠实粉丝，上学期一下子选了她好
几门课。几位乌克兰学生也非常喜欢陈
剑玲。有一次，陈剑玲还带他们参加了
一次朋友的婚礼。几个留学生第一次参
加中国式的婚礼，高兴极了，感觉自己
真的开始融入到了中国。

迎接阅读方式

的
多元化时代

刘 菲

压题照片为北京地坛公园西门牌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