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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上班，在拥挤的地铁
上，闭目养神不现实，想读点东
西，只要努力尚可一试。时间久
了，对地铁上的阅读习惯了，发
现这个时代，“阅读”二字的含义
真是大大改变了。

通常一眼望去，整节车厢里，捧着纸质
书如我者，只有一两人而已。其他绝大部分
人要么捧着报纸，要么捧着手机，尤以后者
为甚。摩肩接踵的地铁上，身边人在看什么
倒也不是秘密，绝大部分都在看电子书或者
微信文章，题材五花八门，来源丰富多彩。

总有专家担心，人们阅读纸质书太少，
甚至据此担心说会造成整个社会精神家园
的荒芜。还有专家担心，电子书是一种浅阅
读，即使读的内容跟纸质书一样，“感觉也不
一样”。

作为一个长期主要读纸质书的读者，我
认为有必要给这种对纸质书不合理的“迷

恋”泼一瓢冷水。我是热爱纸质书的，但我
们这些人在电子书爱好者面前，其实没有任
何优越性。

且不说电子化的阅读拯救了多少森林，单
说这种阅读方式本身，和纸质书比起来，到底
差异在哪里？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解决
的当然是，当我们读书时，到底在读什么？

我的答案是获取信息。书籍作为一种
获取信息的有效介质，已经存在了许多年，
成为人类文明公认的伟大载体。无论长度
还是深度，无论影响力还是流传时间，书籍
都在人类的信息消费史中留下了光辉的印
记。但这绝不意味着，纸质书永远是人类获

取信息的最高级途径；也绝不意味
着，阅读纸质书的多少，是对人知识
水平甚至整个社会知识水平的最佳
衡量标准。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紧张至此，
能用碎片化时间来阅读的，依我之

见，起码态度上是勤奋的。古人比现代人闲
那么多，不也利用“三上”之功，读一些书
吗？利用碎片化时间阅读，古已有之，今天
只是更为方便了而已。

当然我们不能忽略的是，电子化阅读的
确有着诸多弊端。比如，各种程序不断跳出
的提示，甚至仅仅是想到还有很多别的程序
可以打开，就很容易让人分心，等等。但不
能因噎废食，否认这种阅读的价值。

只有用这种开放的态度，鼓励人们主动
去接受知识、汲取营养，而不是仅仅用“读书
量”来引导，才是全民阅读的根本价值和意
义所在。

数字阅读时代，中国人如何读书
申孟哲 贺璞薇 帕哈尔丁·斯坎旦尔

第第2020个个““世界读书日世界读书日””——

4月23日，世界读书日。这个在很多中国人
眼里稍显陌生的节日，已经悄然走过了20年的
历程。

近日，多家机构的阅读调查已经显示，电子

书正在逐渐取代纸质书，成为人们阅读的最主要
途径。在这个数字化阅读、碎片式阅读蔚然成风
的时代，中国人的阅读现状究竟如何？和以往捧
一本纸书安静阅读相比，现在的人如何读书？以

“80后”、“90后”为代表的年轻一代，究竟有着
怎样的读书习惯？而已经连续两年写入《政府工
作报告》的“全民阅读”，又在经历着怎样的发
展？

起床之后习惯性地打开“听书”软件，
把昨晚没听完的长篇评书再接上一段；走
去地铁的路上边吃早餐，边刷 app推送的
早间新闻；在一个小时的拥挤通勤路上，
进入ipad里存放的科幻小说的世界；晚上
休息之前，打开音乐再读一会儿kindle才
能睡着……这是家住北京的年轻白领蔡
芳华对我们讲述她的每日读书习惯。

“读屏时代”，无论是地铁、公交上，还
是马路边、商场里，抑或是更加传统的“读
书场合”如图书馆、教室内，到处都能看到
聚精会神于眼前方寸屏幕的“低头一
族”。相较于传统的捧一本纸书翻阅品味
的方式，这种更加快捷、更加碎片式的阅
读，也正在悄然成为趋势。

4月20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公布
了《第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

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成年国民的数字
阅读率达到 58.1%，首次超过了纸质书
58.0%的阅读率。而数字阅读率的增长速
度，也比纸质书的阅读增长率高得多——
从2012年到2014年，中国成年国民的数
字阅读率提高了 18.2 个百分点；同期的
纸质书阅读率，则仅仅提高了3.1个百分
点。

类似的数据也在当当网发布的《2015
中国网民阅读行为报告》中有所体现。在
该项调查中，有 62.2%的用户每周都有阅
读纸质书的习惯，而有 70％的用户每周
都读电子书，并且频率超过纸质书。

在东北，哈尔滨工业大学图书馆则提
供了一个更加直观的数据。他们的统计
显示，近年来，该馆纸质图书的借阅量逐
年下降，从2012年超过44万册，降至2014

年的 30万册，下降比例超过 30%；形成对
比的是，该校电子图书的使用量则逐年递
增，从 2012 年的 50 万册，激增至 2014 年
的163万册，在校生的人均年电子书阅读
量达到53册左右。

不过，在这个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共
同的辞世之日，依然有很多人以不同的方
式，延续着传统的阅读习惯。

去年4月，北京三联韬奋书店开办了
第一家24小时“不打烊”书店。一年的时
间，这家书店营业额比之前翻了一番。

在上海，一年时间内累积举办61期
的“思南读书会”，今年把主题定为“静
心读书”，并邀请了一批著名作家和演播
艺术家，以为现场读者朗读文学经典片
段的形式，来让读者静心感受文学作品
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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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成本最低的奢侈行为”。而随
着人群年龄的更迭，年轻一代正在成为读
书的“中坚力量”。

《2015 网民阅读行为报告》显示，2015
年，在网民阅读者的群体内，20—50岁的人
群占比最高，尤其是“80后”，占据了 48%的
比例，成为绝对的主力人群。这些人阅读
的频次更高，书籍的购买量和消费金额也
更高。

而在获取信息的阅读渠道方面，互联
网的迅速普及，也在改变着不同年龄层读
者的阅读习惯。上述调查显示，在“60 后”

“70 后”中，超过 80%的有纸质报纸阅读习
惯的人群；而到了“90后”那里，这一数据已
经降至不足70%。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的调查结果则指
出，年龄越小的群体，手机阅读接触率越
高，呈阶梯递增趋势，18—29周岁群体的手

机阅读接触率最高，为 42.7%，与其他年龄
群体拉开较大距离。

“‘80后’、‘90后’作为与网络共同成长
的一代，具有更多的网络性格和更强的网
络适应性，因此比生长于印刷时代的‘60
后’、‘70 后’更倾向于选择电子阅读的方
式。”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北京大学中文系
教授张颐武表示。

在京工作的媒体人华司文则告诉我
们，工作后的读书时间更为零碎，但也更加
自主了。“上下班路上，吃饭的间歇，以及睡
觉前，是几个主要的读书时间。”他说。

网易去年的一项调查也显示，“移动阅
读”使用场景分布最频繁的，就是“床上”和

“地铁／公交上”。
通过大数据，我们也能看到不同的年

龄、地域带来的阅读内容的多元化选择。
在湖南长沙市图书馆，最受欢迎的借

阅图书，是玄幻、言情、穿越、宫廷类网
络休闲小说。而诸如《纸牌屋》、《何以笙
箫默》等电视剧的热播，也带来了原版书
籍的走红。

当当网的阅读报告也显示了这一点。
在销售最热的作家榜上，获得诺贝尔文学
奖的莫言，和因为《平凡的世界》热播而重
回大众视野的路遥，实现了从“60后”到“90
后”的“通吃”；同时，《红高粱》、《狼图腾》等
书，也因为电视剧、电影的热播受到热捧。

读者的阅读选择分野也是显而易见
的。报告显示，在“60后”“70后”那里，古典
文学、巴金、金庸等更受欢迎，而在年轻一
代人眼中，以韩寒、郭敬明为代表的“青春
文学”显然更有市场。

同时，在“60后”那里，阅读比例最高的
是保健、旅游类书籍；受年龄增长、家庭组
建等影响，“70 后”“80 后”则开始更多地关

注亲子、育儿类书籍；而更加年轻、以学生
群体为主的“90 后”，阅读比例最高的则是
青春文学、旅游、运动、美妆等书籍。同时，
进入职场上升期的“80后”，则青睐经管、外
文、传记、文学类书籍。

全国不同地域，购买书籍的倾向也不
太一样。当当网去年发布的全国图书消费
报告显示，北京、上海、云南、广西的读者喜
欢购买旅行类图书，而青海、辽宁等地的读
者买得最多的是小说，教育大省山东的读
者买得最多的则是教辅资料，而在湖北、西
藏，销量最多的却是字典。

各省的读书热情也能从这份报告中窥
视一斑。去年，广东、北京、江苏、上海
等经济发达地区的网络购书购买力名列前
茅；而在过去的五年中，购书增速最快
的，则是新疆、内蒙古、河南、西藏、江
西等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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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数字阅读究竟有多火？
从数据就能直观看出。中国互联网

络信息中心（CNNIC）的数据显示，2014
年，全国移动阅读的用户规模已达到2.42
亿。这意味着，有接近一半的用户通过手
机看书。网易云阅读的报告则称，中国人
2014 年电子书总阅读量已经超过 14 亿
册，换成纸质书，首尾相接相当于绕赤道
8 圈，而纸书还原成树木，相当于绿化了
两个北京城。

张颐武表示，数字阅读的蓬勃发展是
一种必然的趋势，在很多年前大家也都有
所预见。对此我们应该保持冷静的态度，
一方面要鼓励数字阅读的发展，另一方面
也应对纸书的发展给予更多的关切，二者
皆不可废弃。

“数据说我国的人均纸质书阅读量低

于发达国家，这种情况是历来就存在
的，必须正视。对此，我们应试图建立
一种好的书评机制，加大对纸质书阅读
的宣传力度。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中国
的网络阅读是全世界发展得最为充分
的，呈现出一个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活
跃的发展态势。其实，无论是数字阅读
还是纸书阅读，都是阅读的一部分，只
是两者所依附的媒介平台有所不同。在
发展趋势上，纸书阅读所占的比重可能
会逐渐变小，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内，两者还会平行地发展，纸书还不会
被数字阅读所取代，只是数字阅读的便
捷性会使其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张颐
武说。

“互联网＋”的模式，也在催生着传统
的变革。

中国最大的图书馆——国家图书馆，
在拥有 3000 万册纸质文献总量的基础
上，已经配备了1000多TB的馆藏数字资
源，并与部分省市图书馆建立了资源共享
渠道；而在“慕课”方式的启发下，国家图
书馆也开办了“国图公开课”，将此前积累
的1000多小时的讲座内容经过信息化编
排，开放在互联网平台上供读者使用。

2015年，“全民阅读”已经连续第二年
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我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一个
转型升级的阶段，这就会对国民素质和文
化修养有不断提升的诉求，这也是中国崛
起和民族复兴的必经之路。通常来说，经
济发达地区的读者普遍对文化的需求会
更强烈。因而，实现‘全民阅读’还需要全
面的经济发展作为支撑。”张颐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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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何必在乎介质？
刘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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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铁 读 书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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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书 实 现图 书 实 现

““云阅读云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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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南阳在河南南阳，，农家书屋内看农家书屋内看电电
子书子书。。 付海厚付海厚摄摄 （（人民图片人民图片））

在江西抚州在江西抚州，，数字图书让阅读更便利数字图书让阅读更便利。。
陈源茂陈源茂摄摄 （（人民图片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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