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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时代休

世界读书日每年都会来。每
当 4 月中，读书人就好像特别
忙，八方来请，四处受邀，讲述
读书的好处，倡导众人都来读
书。据我个人不经意的观察和印
象，每一年的主题似乎都一样，
强调读书的好处，倡导众人都来
读书。就好像宣传交通安全知识
一样，既重要，又简单。

然而读书并不简单。读书的
妙处在每一个手不释卷者心中。
从这个意义上讲，读书其实是一
件独乐乐的体验，然而读书人又
常有这样的冲动，想把自己阅读
中的心得和妙解分享给他人，引
来众乐乐，换得更大程度的快
乐。于是就有了总体上的提议，
希望人们都能拿起书来阅读。

我以为，平行推广这么多年
之后，今天的读书日，应该有每
一年度的特别主题，这种“主
题”，就是指在一般性的倡议之
下，特别列出具有特定指向的主
题，以年度主题的方式，逐步分
享读书的诸般好处。特别是在今
天，网络视听已成汹涌之势，读
书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人们
既担心过度的手机视听会侵占过
多时间，导致读书总量的大幅下
降；同时又分明体验到通过网络
视听手段和渠道，可以大力促动
阅读的推广。短视频助力长阅读
并非不可能，而且已经有了不少

成功案例。
我们还应看到一种趋势，

“直播带货”也在渐增文化含
量。我以文学为业，最近这 20
年，让文学这个看上去属于传统
的行业，发生了许多过去难以想
象的事。一是写作和传播渠道发
生的巨变。网络文学从异军突
起，发展到今天已成主流文学的
一部分，也就用了短短 20 年时
间。二是直播间里刮起的卖书热
潮，极端数据令人咋舌。不但是
小说，文学期刊也借此大大地向
社会推广了自己。这一切都让人
直观地感受到新媒介的力量，也
深切地认识到潜藏在社会各阶层
的广泛、深厚的文学阅读基础。

回到开始所提及的话题，我
以为今天的阅读更应向精细化、
专业化方向引导。全民教育水
平、学历高度、文化素养普遍得
到大幅提升，即使不是写作者，
有阅读习惯的读者在专业水准和
文化知识上绝不输给写作者。只
是一般性地强调读书的好处，已
经不能引来众人呼应，停留在口
号上的倡导，也难以深入人心。

比如，在当今时代如何充分
认识传统经典的价值，让古老的
智慧之果在当下仍然飘溢出清
香，散发出新的魅力，就是一件
特别需要强调的读书主题。轻阅
读、短阅读、视听阅读自然也是

各有价值，然而人类数千年来创
造而出的文化经典，代代流传的
名著佳篇，汇聚着精深的思想智
慧，蕴含着国家、民族的精神、
情感的奇文妙诗，特别值得在今
天加以传承和弘扬。

践行“两结合”，阅读经典
当是题中应有之义。近些年来，
我本人除了继续关注中国当代文
学发展、推荐新的文学作品之
外，也把很多精力用来发表一些
关于鲁迅的人生、思想和作品的
研究。我本人并非学府中人，做
不出高深的学问，但我很希望自
己能够在鲁迅思想和艺术成就的
社会普及方面做一些努力，这样
的想法也与我对鲁迅研究本身的
意义和价值的认识有关。

从 1918 年 发 表 《狂 人 日
记》开始，鲁迅的创作起点距今
刚过百年，而“鲁迅研究”的发
生，也应有百年之久。一个作家
创作的开始就是其研究的起点，
这样的现象在文学史上并不多
见，现代以来的中国，应该只有
鲁迅研究是如此。百年来的鲁迅
研究成果汗牛充栋，超过鲁迅著
作的数量不知几何级的多少倍。
我以为，相比较深入的学术探
究，关于鲁迅生平的故事性讲
述，关于鲁迅精神的深入浅出的
讲述，关于鲁迅作品思想力量与
艺术魅力的解读，总体上还属于

相对偏少、偏弱的一面。以至于在
网络时代，鲁迅仍然是热议的话
题，是人们喜欢、乐于讨论的对
象。有时我们也不得不无奈地看
到，对鲁迅的误读、八卦式的错解
时有发生，而且传播力还很强。这
种时候特别需要鲁迅研究专家合力
而为，为正解鲁迅，为塑造鲁迅形
象尽力。如果完全以“一派胡言，
别理它”而鄙视之，那并不能改变
这些错误的流传。

以上所说仅是试举一例。类似
的工作有很多。我近日翻读故旧梁
归智先生关于《红楼梦》诗词的探
佚解读，就特别受益。这样的解读
不但让人欣赏了诗词之美，还让人
读出了这些诗词联语同小说人物故
事、作者意图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
系，更感到《红楼梦》是一部探究
不尽、魅力无穷的经典名著。清新
的文字，广博的引用，浅显的读
解，让人读出新意，勾起重读红楼
的欲念。

分享阅读，甚至分享学术，接
通传统经典与当代文化的关联，搭
建网络视听与深阅读、长阅读之间
的桥梁，正当其时。

（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
副主席）

阅读何以分享
阎晶明

上小学时尽管已是 20 世纪 90 年
代，但在洛阳乡间，能够接触到的书依
然有限。所幸家里亲戚有“读过书的
人”。印象最深的记忆便是每年暑假时
节到外婆家，钻进屋角旧式橱柜的下
层，打着手电筒从里面翻出一摞摞的旧
书。感兴趣的装进书包带回自己家里，
看不懂的重新塞回去，等到看完的时候
再从里面翻找其他勉强可读的书。

从最初的《西游记》等连环画，到
后来的小说，最后实在无书可读的时候
甚至读过竖排的旧书 《三国演义》。小
学毕业前，那个橱柜下层的图书，几乎
都被我以“蚂蚁搬家”式的手段全部用
书包偷偷背回了自己家。

那个时期，我家俨然成了村里的图
书馆，每当我带新的书回来，大家便围
坐一起伸着脖子看，再之后得寸进尺地
要求借阅，然而大多有借无还。很遗
憾，满满的一柜子书现在留存下来的所
剩无几。但那些书却潜移默化间开启了
我的读书之路，为乡村少年打开了一个
全新的世界。

高中时期住校，第一次享受到自己
支配金钱的滋味。我总能从每个月有限
的生活费中结余出购书的费用。每周日下
午学校开放的时间，出学校，穿过马路，
对面那个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长的缓坡是我
高中三年对县城印象最深刻的记忆。

路边有彼时县城仅有的两个书店，
无数个周末都在那个书店中度过，总是
去看书而不买书，心里不安，买太多书
生活费又不允许。间或遇到极其喜欢的
书，也会下狠心购买一两本，期间购买
的《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尘
埃落定》等几本书珍存至今。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书籍，尽管正逢
高考不分文理科的时期，我在填报大学
志愿时依然选择了中文系。新生入学第
一课上，系主任陈伟琳老师对我们说：

“寒假回家，家长问你们，中文系学什
么，你们就回答说‘看小说’。”同学们
在讲台下哄堂大笑。尽管后来发现老师
所言非实，还要学习、考试 《现代汉
语》《古代汉语》 等语言类课程，但同
学们心里已经种下了文学的种子。大学
几年，学院内有多位师兄、同学创作的
长篇小说、诗集接连出版，甚至被誉为

“小作家群”。我彼时已将新闻作为未来
的职业，大学毕业前采写的一些作品也
在中央、省级媒体刊发，不知天高地厚
颇有几分骄傲。

真正的读书，是从大学毕业后开始

的。2006 年春天，我从河南小城来到北
京，工作地点在清华校内，周末及晚间便
以五道口为圆心了解北京这座城市。蓝旗
营的万圣书园、五道口的光合作用以及北
大校内、中关村附近的几个书店，都是那
段时间我经常去的地方。做了记者后，随
着工作及生活半径逐渐延展，三联生活书
店、涵芬楼等书店也觉得不再遥远。到其
他城市出差，也总要抽空逛逛当地的地标
书店。几年间，一些书店关张，又有一些
地标书店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诞生。期间想
起某个地方，总是以附近的书店作为地标
在地图上寻找。

到学校工作后，有了稳定的住所，终
于可以“买书如山倒，读书如抽丝”般肆
无忌惮地大规模囤书，逐渐在客厅形成了
颇具规模的一面书墙。

每个夜晚，关掉客厅大灯，开启书架前
的暖色落地灯，这里便是独属于自己的空间
和时间，轻翻着书页，享受着这份平静和安
宁，感到无比满足和幸福。一段时间，我开
设了自己的读书公众号，在发刊词中这样写
道：“从‘慢书慢读’开始，重新琢磨和品
味生活，‘慢慢地喝一杯水，而后专注、安
静地聆听自己内心蓄水的声音’。”

4 年前，赴贵州省晴隆县挂职扶贫。
在逐家逐户走访过程中，看尽大山里孩子
的酸辣苦楚——哥哥、姐姐放学后先要洗
衣、做饭，照顾弟弟妹妹；几名失去父母
的孤儿，放学后只能在暗淡的灯光下，就
着一高一矮两个塑料凳子写作业……很多
乡亲们也迫切希望孩子们能够学到更多的
知识，他们跟我说：“我们不识字，不能
让孩子不读书”“我们苦一点，希望孩子
们能到大城市去读书”……

而后两年间多方奔走呼号，从全国各
地募集适合孩子们阅读的图书近两万册，
由中国光彩基金会、上海星舍公益基金
会、上海中梁控股集团支持 20 万元，终
于在2021年4月世界读书日前夕，建成贵
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首个专为儿童而
建的图书馆。著名作家刘震云先生在为孩
子们专门录制的视频寄语中说：“三宝儿
童图书馆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意，它使大山
的孩子和书有了切身的联系。三宝儿童图
书馆会使更多的山里的孩子好读书、读好
书。好书里面都藏着有见识的话，有见识
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自贵州返回学校工作后，正值马来西
亚华文教师研习班在线举办。意外的是尽
管尚无法来到中国，但远在海外教授中文
的老师们竟然对北京的书店甚感兴趣。我
将自己到北京后的阅读经历以 《遇见书
店，遇见不一样的北京》作了分享，期间
也翻阅了《如果没有书店：中国书迷打卡
计划》《遇见一家书店》《北京书店印象》
等图书。诚如书中所言，城市中最美的风
景是书店。书店，不仅承载着我们的阅读
记忆，还潜移默化改变甚至塑造一座城市
的气质。这种气质，会成为一座城市乃至
一个国家最有味道的部分。

现在想来，对于像我初到北京时一样
的年轻人而言，书店应该是对他们最丰富
的滋养和最大的容身之所。而年轻人，正
是一座城市和一个国家的未来。

（作者单位：北京华文学院）

读 书 杂 忆
张冬冬

4 月 16 日，在第 29 个世界
读书日前夕，抖音电商在北京举
办“直播间里的全民阅读”活
动。现场数据披露，第一季度抖
音电商图书销售超 1.5 亿单，每
天售出图书超200万册。参会的
出版行业人士认为，直播电商把
更多新书、好书带给了更广阔的
读者群体。

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 年中国
图书零售市场码洋规模为912亿
元，同比上升 4.72%，短视频电
商成为第二大图书销售渠道，
出版行业零售市场增长回暖。
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理事长艾
立民表示：“电商平台和出版发
行界一起，壮大了图书阅读人
群的基本盘，推动出版行业向
暖、向新发展。”他强调，随着
数字化技术的普及、电商平台
的 快 速 发 展 ， 作 者 的 创 作 方
式 、 出 版 行 业 的 内 容 生 产 方
式、读者的阅读方式和习惯都
在发生深刻变化，出版社也需
要勇于突破、坚持创新。

短视频和直播推动图书销售
的同时，对经典图书、新书的影

响日益增强。据北京开卷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研究部经理冯小慧现场披
露，2024 年第一季度，短视频电
商渠道仍是唯一实现码洋同比增长
的渠道，增幅为 31.15%。《人间
信》《额尔古纳河右岸》《我们生活
在巨大的差距里》等新老作品受短
视 频 、 直 播 带 货 拉 动 明 显 。
2024 年第一季度短视频电商销量
前 100 名图书中，有 15 本是新书，
新书占比高于其他渠道。这意味
着，短视频电商持续成为新书首发
的重要渠道。

抖音电商图书行业的发展也印
证了这一趋势。抖音电商数据显
示，2024 年第一季度，平台图书
挂车短视频播放超216亿次，图书
带货直播观看超 39 亿次，优质内
容与货架电商互联互通，带动平台
上图书销售超 1.5 亿单，平均每天
售出超200万册图书。而从年龄来
看，“00 后”图书消费潜力最大，
买书数量同比提升 187%，他们更
偏爱心理学、小说、文学类书籍。

抖音集团副总编辑于津涛表
示，平台发起的长线社会价值项目

“抖音全民好书计划”，将不断通过
平台政策、深度运营活动、流量扶

持等举措，联动出版社、作家、优质
内容创作者等各方力量，用短视频和
直播的方式，发售新书、推荐好书，
将更多新书和好书带到读者身边。

“图书与直播间带货的联系越
来越紧密，图书市场已经发生了结
构性重塑。”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
经理王秋玲介绍，由人民文学出版
社出版的迟子建作品《额尔古纳河
右岸》，在主播董宇辉推荐后被更
多读者所认识，并在读者的自发推
广下形成了巨大的口碑效应，在一
年半的时间内实现惊人销量，总印
量已超过 600 万册。《唐诗三百首
详析》在直播间半个小时便售出近
20万册。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
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认为，直播
电商降低了阅读门槛，激发潜在读
者兴趣，让很多短视频用户直接转
化为阅读新人群。另一方面，直播
与短视频还促进优质内容向出版业

“回流”带动图书销售，让更多人
重新爱上阅读。此外，她还呼吁社
会各方共同努力，监管方、出版
社、电商平台、读者等多方密切协
作，保护正版图书，推动全民阅读
健康发展。

短视频和直播电商助力阅读率提升
本报记者 刘圆圆

“从来没有想过一本书能对我产
生这么大的影响。”在今年世界读书
日即将到来之际，谈及读书经历，西
安外国语大学学生王亚茹感慨万分。
她回忆，小学时逛书店的一次经历，
一本隐藏在书架角落的图书《一生最
爱古诗词》影响了自己的人生。

“正是这本书激起我对古诗词的
兴趣，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带给我
许多底气。”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
她高中时因为喜欢外语，报考了外国
语大学并选择俄语专业。但随着对专
业课学习程度的加深，她感觉到自己
的兴趣点好像总没有得到最大的满
足，因此对未来充满了迷茫。

“有一天晚上，我在图书馆走廊
里学习专业课知识，我面前的女生正
在背诵 《春江花月夜》，那一刻我格
外心动——这些诗词曾经是我最爱背
的、最擅长的。”随后，王亚茹下定
决心，并向中文学院提交了汉语言文
学专业转入申请书。

天遂人愿，带给王亚茹“底气”
的古诗词阅读助力她成功通过了转专
业考试。

“永远为文学动容，永远为文学

热泪盈眶。”去年夏天，学习了两年
的古代文学史正式结课，王亚茹如此
在朋友圈感慨。也正是在文学领域内
广泛的阅读经历，让她感觉有了不同
的体验。

“读书意味着我可以在自己的生
活里感受不同的人生，让精神更充
实；读书也让我感受到生活里不只有
柴米油盐，还有风花雪月。比如《红
楼梦》里许多的神话传说，美食、服
饰、人物、谶语都很有意思，对我们
的思想、为人处事也会有启发。”在
王亚茹的计划里，她要再读一遍《红
楼梦》。

与王亚茹同样喜欢经典文学作品
的，还有来自山西的大学生胡震涛。

“去年，我开始重读四大名著，令我
印象最深的还是 《红楼梦》。那时我
非常后悔自己没有早点重读经典。”
胡震涛说，无论是书中细腻的笔触，
还是其丰富深刻的思想底蕴，都使他
受益匪浅。“经典名著流传多年，历
经了时间的筛选，开卷有益。”

在胡震涛看来，读书和看电影、
追剧一样，都是一种休闲生活方式，

“我习惯于每天都读一些，比如三篇
诗集、10 页经典书，就当是放松。
感觉有收获时就放下书本做一个小
结，持之以恒、循序渐进。”因此，
能够“打卡”、记录读书时长和摘要
的微信读书App成了胡震涛阅读的主
要工具，“这让我感觉每天过得都很
充实。”

此外，耳机也是胡震涛的阅读伴
侣，“我非常喜欢独处，时常佩戴耳
机，不是听音乐就是在听书。”安静
的阅读环境可以让他与作者以及书中

的故事产生更强烈的链接，“我们没
有机会接触所有的事物，但是读书可
以让我们领略到不同的风土人情、文
化思想，思考人生、人性、爱情等深
刻的问题，从而更好地理解自己，

‘读’懂世界。”
“在如今的网络小说、科幻小说

中也蕴藏着不少经典文学的‘大智
慧’。”来自天津财经大学的刘渤阳有
着自己的观点，“ 《三体》 是我阅读
的第一本科幻小说，它让我跳脱个人
生活，以更加宏观的视角看待文明兴
衰，思考生与死的意义。”

“中学时期喜欢动物小说，《雪豹
悲歌》《狼王梦》《鹤唳》都曾让我沉
醉其中，遐想翩翩。但最让我印象深
刻的是在图书大厦里偶然读到的那本
金曾豪的 《苍狼》，在血与荒野的呼
唤下，狼群谱写了自己生命的伟大哀
歌，我也想写出这样震撼的文学作
品。”刘渤阳说。此后创作小说、撰
写剧本便成了他课余时间的一大兴趣
爱好，“在那之后我开始大量读书，
文学书、本格推理、动物小说、诗
集、科幻小说，还有文笔较为优美的
网络小说等，它们不仅让我对世界产
生了更深的思考，也为我的故事提供
了灵感，让撰写的文字焕发了生机。”

“读书能够增加精神厚度，也是
在这个愈发浮躁的时代灵魂最好的休
憩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快节
奏’、碎片化阅读正在通过各种媒介
渗入到我们的生活中，这是无法避免
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减少对
书本和文字的思考，我时常边读边
思，因为这不仅是我与自己的交流，
更是我与世界的对话。”刘渤阳说。

翻“阅”人生 “读”懂世界
——三位当代大学生的读书故事

本报实习记者 李梓源

“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
之际，读书再一次成为全社
会的关注点。如今，纸质
书、电子书以及当下正热的
短视频读书，交织成丰富多
元的读书网络；爱读书、多
读书、读好书，也成为人们
重要的休闲生活方式。但更
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世
界读书日每年只有一天，我
们更应该把读书当成习惯，
把每一天都过成自己的“读
书日”。 小朋友们放学后在三宝儿童图书馆内读书小朋友们放学后在三宝儿童图书馆内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