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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读

世界读书日 为阅读“打卡”
“4·23世界读书日”是属于爱书人的节日。当阅读者捧起书本，就如同为自己的灵魂找到一处栖息地，与写作者进行一场智

慧对话。近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就我国国民阅读率进行调查，发现2017年我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和纸质图

书阅读率均有所增长。越来越多的人为阅读“打卡”，新的阅读风尚正在形成。

“世界读书日”前后，阅读又
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有一种惋
惜的声音时常响起，那就是批评
数字化阅读方式让人趋向“读图”

“读屏”“读视频”。我们不妨把时
间倒退回去，回到莫说互联网，就
连纸质书都没有的上古时代，看
看当时的一位阅读者如何读书。

春秋时代的鲁国国都曲阜，
时常会迎来列国的使者，他们不
是来通好交聘，而是专程请求答
疑释惑：齐国都城飞来了异鸟，楚
王在江中拾到了奇果，吴军在越
国发现了巨人的骨头。这些问题
最终都汇总到了孔子那里，他如
同“搜索引擎”得出一个个答案：
商羊、苹实、防风氏之骨……令大
家五体投地:“大哉孔子！博学而
无所成名。”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
求知者也”。孔子是一位非常成功

的阅读者，他爱读书，“读《易》韦编
三绝”；精选书，教育儿子“不学

《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
阅读成就了一座2500 多年以来，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学识高峰。

但是，与我们身处的数字化
时代相比，甚至与印刷术诞生之后
的时代相比，一个事实显而易见，孔
子并没有太多的书籍可供阅读。
因为当时的“书籍”无非是简帛甲
骨，或是青铜鼎彝，其记载的篇幅
有限，而这样的载体，即使是汗牛
充栋也好，是学富五车也罢，实际
的字数也未必能有成百万或上千
万字。由此可见，在那样的年代，
孔子的阅读是何等艰辛与可贵。

这也愈发让我们明白，孔子
之所以能够成为“万世师表”，靠
的绝不是简单的阅读。他坚决反
对读死书，认为“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身体力行读“社

会书”，“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
进而把阅读、思考和游历有机统
一起来，即使“陈蔡绝粮”同样“弦
歌不辍”，体现了知识分子风骨和
尊严。在先贤的启迪下，后世学
人才得出“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
师”的判断，不断提出“格物致知”

“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等主张，
强调“为万世开太平”和“人须在
事上磨”的修为。

假如，孔子置身当下，能够上
网，面对网络上“浩如烟海”的电
子书，以及书店里“铺天盖地”的
纸质书，他或许会有一时迷惑，可
能也会有选择困难，但是他一定
会奉行“吾道一以贯之”，坚持自
己的阅读之道，“学而时习之，不
亦说乎”。同时，他也不会只在互
联网上发帖点赞，没准会与同时
期的哲人建个群，聊聊天，“如切
如磋，如琢如磨”。

假如毕竟只是假如，现实生活
中，数字化阅读在给读者带来极大
便利的同时，也会出现碎片化、实
用化、娱乐化的倾向，以至于像认
僻字、诵诗词的“寻章摘句”和“记
问之学”，在以往仅是学人入门的
台阶，现如今已升任公众追捧的
对象。这与“腹有诗书气自华”的
真谛相去甚远，也启示我们在全
民阅读的道路上还要努力前行。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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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当下的纷繁复杂，无论是为
了保持内心宁静，还是旨在寻找
航标，阅读都是一把金钥匙。我
们有必要重温孔子的阅读之道，
他的阅读曾经开启中华民族走向
文明的辉煌，也曾经陪伴中华民
族走过历史的风雪，在今天也同
样能给我们以不时闪耀的启迪。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到
来，“全民阅读”在中国走过 12年。
然而，随着人均阅读量提升有限、
深度阅读不足、城乡阅读差异等问
题凸显，真正实现全民阅读还存在
现实“瓶颈”。

阅读，决定着一个民族思维的
深度和高度，对文化传承、国家发
展有着重要意义。如何推动全民
阅读向高质量、纵深化发展？

从少到多：提升全民
阅读量要“久久为功”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最新公布
的第15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
示，2017年中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
图书阅读量为4.66本，较2016年的
4.65本略有增长；人均电子书阅读量
为3.12本，略低于2016年的3.21本。

“综合比较美国、日本、韩国和
西欧发达国家的阅读数据，中国人
均阅读量仍有差距，这与我国人口
众多、全民阅读基础低等因素有
关。”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国民阅
读研究与促进中心主任徐升国表
示，推动全民阅读最有效的方式还
是厚植土壤。

21日，在河南漯河，“书香中国
万里行”活动拉开序幕，随后将在
全国各地开展。活动期间，将举办

“红沙发”论坛、专题讲座、经典诵

读等一系列活动，让广大读者共品
书香，享阅读之乐。据了解，“书香
中国”系列活动每年吸引 8亿多人
次参与，全国有 400多个城市常设
读书节、读书月。

“全民阅读关键在于培育民众
对阅读的兴趣。”阅读推广人孙慧
阳建议，各类阅读活动的开展要细
分人群，创新方式方法，真正做到
切实有效。

面对增长缓慢的人均阅读量，
徐升国认为，培养国民阅读习惯不
是朝夕之功，而是要长期努力，持
久推动，让阅读活动蔚然成风，带
动人们的阅读热情，从而提升全社
会阅读水平和文化素养。

由浅及深：两种阅读
方式并非“鱼与熊掌”

不知不觉中，我们迈进了一个
“浅阅读”时代。一个“刷”字尽显
了数字化阅读方式的特点，静静地
品读，仿佛已成为很多人的奢望。

第 15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
示，2017年，我国数字化阅读方式
如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
阅读器阅读、Pad阅读等接触率为
73.0%，较 2016 年的 68.2%上升了
4.8 个百分点；我国成年国民人均
每天微信阅读时长为27分钟。

这次调查还发现，我国成年国

民网上活动行为中，深度图书阅读
行为占比偏低，仅有 21.7%的网民
将“阅读网络书籍、报刊”作为主要
网上活动，远低于“网上聊天/交
友”和“看视频”“听歌”等。

很多人都把浅阅读归咎于数
字技术的发展。但有识之士指出，
虽然数字技术促进了碎片化阅读
的发展，但阅读的深浅并不应该以
阅读媒介划分，对纸质书籍的快速
浏览也是浅阅读，而对微信公众号
文章的思考式阅读也是深阅读。

浙江人民出版社社长何成梁
指出，人类的阅读需求是多方面
的，阅读的深浅要视人们阅读的需
求而定。

山东省平度市蓼兰中学教师
徐李媛更形象地指出，深阅读与浅
阅读并非鱼与熊掌，而是粗粮与鲍
鱼的关系：吃了粗粮，自然知道鲍
鱼的好，吃了鲍鱼，自然也可以吃
点粗粮换换口味。“更重要的是，浅
阅读可以激发兴趣，让阅读者发现
什么才值得深阅读，而深阅读培养
的思考习惯，能使浅阅读的选择更
为精细和准确。”

城乡差异巨大：动员
社会力量填补阅读鸿沟

有人说，读书是世界上门槛最
低的高贵举动。可就是这样一道几

乎不存在的门槛，对中国偏远山区
的孩子们来说，却仿佛一座大山。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
院的调研显示，在贵州、四川、
山西、河南、云南等地乡村学校，超
过 71%的受访者表示家庭藏书低
于10本，接近20%的孩子家里一本
藏书都没有。

“当前我国城乡居民阅读率和
阅读量都存在明显差异，需要进一
步推动农村基础阅读设施建设，尽
快补上这块短板。”徐升国说。

据了解，我国开展的“百社千
校”阅读活动，累计捐赠图书 1000
多万册，价值2亿多元，惠及1万多
所中西部贫困地区的中小学校；全
国已建成农家书屋58.7万家，推动
11亿册图书进农村，为 6亿多农民
解决了看书难问题。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
魏玉山认为，农村阅读推广和普及，
不仅关系着农民自身文化素养的提
高，也关系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美
丽乡村的“成色”。要通过政府引导
和社会力量参与，让更多优质阅读
资源涌向农村，激活农村阅读需求。

为改善偏远乡村小学阅读现
状，亚马逊中国联手中国扶贫基金
会实施“书路计划”，已为全国 8省
份100余所乡村小学捐建电子图书
馆，数万名乡村学生从中获益。

在互联网时代，欧洲各国图
书馆相继开通电子书借阅服务，
不过对于热爱阅读的人们，纸质
图书依然散发着独特魅力。

欧洲图书馆的前世今生
从公元 760 年开始，圣加仑

修道院的修道士们就开始用羊
皮纸抄写经文，以便诵读、保存
和流传，到9世纪晚期积累了300
册藏书。如今，圣加仑修道院图
书馆已有藏书 17 万册。这里作
为公共图书馆对外开放，公众可
借阅1900年以后出版的书籍。

在欧洲大陆最北端，芬兰国
家图书馆从380年前的20本藏书
发展到如今尽收全芬所有文字
读物。馆舍几经翻修，所属权几
经易手，现在对公众开放，不收
取任何费用。

在荷兰，公共图书馆协会覆
盖全国 160 多家各类公共图书
馆，全国四分之一人口是协会固
定会员。人们可随意进入这些
图书馆，选书读、选 CD 听、选电
影看，无需出示证件，也不用付
费。办张卡，缴二三十欧元年
费，就可以把图书和音像制品借
回家。

除了不断扩大的馆藏图书
和馆舍，欧洲很多国家还设有

“流动图书馆”。在人烟稀少的
地方，在新建的社区中，在无力
自建图书馆的中小学，一辆装满
图书的改装巴士就可以满足人们
的阅读需求。可以说，只要是有
人住的地方，就提供图书馆服务。

迎接互联网时代挑战
进入网络时代，人们获得知

识的渠道无限拓宽，传统图书馆
开始思考新的定位。开辟电子
书借阅服务成为迎合时代需求
的首选方式。

3 年前，荷兰公共图书馆协
会增加了电子书借阅服务。登
陆在线图书馆，开设账号，缴年
费42欧元，就可从两万多本电子
书中挑选借阅。电子书会下载
到读者选定的电子设备上，借阅
到期后自动消失。

海牙中心图书馆负责人扬·
赖恩德斯告诉记者：“电子书符
合年青一代的生活方式。我们
要想办法保持图书馆对年轻人
的吸引力，不仅是现在的青年，
还有那些现在只是小孩子的未
来青年。”

截至 2017年年末，荷兰在线
公共图书馆已有注册用户44万，
比上一年增加 28%；2017 年有

48%的读者借阅过电子书，平均
每月出借电子书26.7万本。

电子技术和互联网得以让
古典书籍更长久地保存、让经典
内容更广泛地流传。瑞士圣加
仑修道院图书馆长科尔内尔·多
拉说，他们从2005年开始对部分
羊皮手抄卷进行数字化处理，如
今全球各地的人们可以登录该
馆网站，窥探书籍历史，体验古
书魅力。

除为读者提供足不出户借
阅电子书的便利，图书馆也在想
方 设 法 吸 引 人 们 亲 往 。 芬 兰
2017年修订图书馆法，所有公共
图书馆禁止向公众收费。在首
都赫尔辛基，图书馆翻修从未停
止过。让图书馆拥有最优越的
地理位置、最漂亮的建筑设计、
最舒适的驻足空间成为人们的
共识。

让阅读图书回归生活
随着娱乐方式日趋多样，人

们翻开一本好书、静心阅读、纯
粹思考的机会已越来越少。不
少欧洲国家政府为此组织了各
类活动，以期重新唤醒人们对阅
读的认识。

2012 年 9 月 8 日，波兰时任
总统科莫罗夫斯基发起全民阅
读日活动。他组织各地群众阅
读波兰民族诗人亚当·米茨凯维
奇的长诗《塔杜施先生》，并现身
公园带头朗读其中部分段落。
此后每逢全民阅读日，波兰总统
都会带头朗诵波兰作家的经典
作品。

如今，阅读日活动的规模和
范围越来越大，从2012年在波兰
数十处地点举行发展到 2017 年
在国内2000多处、国外63处地点
朗读波兰文学作品。波兰卢布
林天主教大学文化哲学系主任
彼得·亚罗辛斯基说，阅读名著
可以唤醒群众对有影响力的文
字作品的关注，改变低俗的阅读
方式。

令分析人士意外的是，在电
子阅读逐渐普及的今天，纸质书
仍然散发着特有的魅力。

海牙图书馆读者埃尔温·哈
尔德曼告诉记者，很多人不仅眷
恋纸质书的感觉，也爱图书馆特
有的氛围，喜欢图书馆举办的各
种活动。哈维斯托认为，从芬兰
公共图书馆借阅情况来看，电子
书并没有跑赢纸质书，原因是并
非所有高质量书籍都有电子版，
而且人们似乎更喜欢手捧书本
的感觉。

提升数量·增加深度·填补鸿沟
——全民阅读如何冲破三大“瓶颈”

热点评弹

假如孔子能上网

欧洲人与图书馆的千年之恋

◀ 这是4月17日在法国巴黎拍摄的“渡桥”旧书店一角。
在法国巴黎塞纳河左岸拉丁区卢森堡公园旁，有家名为“渡桥”的旧书

店。它由法国诗人马塞尔·贝亚吕于1949年创办，并于1973年搬至现址，目
前由他的遗孀若泽·孔泰-贝亚吕经营，主要贩卖当代诗集、小说、美术画册
以及17至19世纪有收藏价值的精装书。

▲ 4月21日，家长带着孩子在合肥市包河区罍街一处名为“悦书房”的
城市阅读空间里阅读。

目前，合肥市已建成开放各类城市阅读空间29个，其中政府主导的22
个阅读空间已接待读者55万多人次。计划到2020年，合肥市将建成约100
个城市阅读空间，形成“15分钟阅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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