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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4 日——15 日，2017 中国
数字阅读大会在杭州举行。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数字出版司司
长张毅君称，国家政策的扶持、阅
读环境的形成、精品力作的推出以
及用户规模的拓展，拉动着行业的
持续增长，“在多重利好因素影响
下，数字阅读预计未来将继续保持
20％左右的增长。数字阅读已呈
井喷之势”。

数字阅读已呈井喷之势。我以
为，这个判断，未免过于夸张。

先来普及一下，何谓井喷？井喷
本来是石油或石油气开采中非常忌
讳的意外事故，是石油或石油气无控
制连续不断的涌入井筒，喷出地面或
侵入其他低压层位的现象。

井喷是石油或者石油气喷涌而
出，速度很快，后来被借用到经济领
域，形容经济增速较快。例如，股市
长期受某种利空因素的影响，股价
低靡或长期非理性地下跌，众多大
小投资者被套或不愿介入，一旦利
空出尽，被非理性低估股价的股票
就会被大小投资者在第一时间集中

介入，致使股市暴涨，这就是我们所
说的股市井喷。

究竟怎样的一种增速才算得上
井喷？年增长十个百分点肯定不
是。2016年我国数字阅读用户突破3
亿，年增长12.3％，中国数字阅读市场
规模已达120亿元。这几个数字其实
很难看，数字出版市场规模人均还不
到十元，怎能支撑我国数字阅读已呈
井喷之势这一论点？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公开报
道数据显示，2016年全球数字出版
市场规模153亿美元，美国在数字出
版市场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2016
年收入达到72亿美元，占全球电子
出版市场的47.3%。与美国相比，中
国2016年数字出版收入仅为14亿美
元。还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如果
按人均计算，这个数字就更加难看，
差不多只有美国的五十分之一，这
能算是井喷么？

读书的好处，无需赘言。现代人
不爱读书也是不争的事实。媒体报
道，中国人年均读书0.7本，与韩国的
人均7本，日本的40本，俄罗斯的55

本相比，中国人的阅读量少得可怜。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尴尬？

《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一书作
者、国内某著名职业经理人唐某
在被指博士学位造假时，竟然大
言不惭地说：“能骗到所有人就是
成功！”对于此番言论，还有人出
面声援：“真假学历不重要，重要
的是成功了！”

“成功”可以走捷径，这就是很
多人不愿意读书的根本原因。以
至于阅读成了需要政府推动的老
大难问题，折射出当下社会的浮
躁与功利。的确，阅读是一件苦
差事。板凳要坐十年冷，这得有
多大的耐心？不用动脑筋炒几套
房，就能赚得盆满钵满，谁还有心
思去读书？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最
好的精神滋补品。要让人们重新回
到书桌前，必须在全社会真正形成
尊重知识规则，让书籍真正成为人
类进步的阶梯。如果某一天投机取
巧不再管用了，读书自然而然会成
为一种刚需。

论新 新点 点观

克服“阅读危机”，不
是在纸质书和电子阅读
的选择中“有你没我”，而
是要选择一种全新的知
识装订方式，从而给人们
提供系统性的认知

想思 引领

数字阅读果真呈井喷之势？
■张卫斌

读阅 新观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对年轻
人而言，阅读就是最好的老师。当我
们真正静下心来阅读一本好书，不仅
让我们增长知识量，见识扩宽，而且
在无形中也会影响我们的气质。然
而当下，却是碎片化阅读大行其道。
系统性、整体性阅读被视为畏途。很
少有人能真正沉得下心来安静阅读，
甚至开始抱怨快节奏的生活让我们
没有时间去读书。

但是大家扪心自问：每天果真抽
不出一刻钟或者半刻钟的时间吗？
答案否也。试算，如果每天都抽出半
刻钟，每天至少可以读三到四页的内
容，每月可以读一百多页，一年就可
以读四五本书了。看到这些数字，不

知道你是不是还会为自己辩解没有
时间可读书呢？

其实，阅读不是没有时间的问题，
而是一种决心，是一种习惯的坚持。
刚刚获得世界文学大奖的曹文轩曾经
说过：“阅读是对一种生活方式、人生
方式的认同。阅读与不阅读，区别出
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或人生方
式。这中间是一道屏障、一道鸿沟，两
边是完全不一样的气象。一面草长莺
飞，繁花似锦，一面必定是一望无际
的、令人窒息的荒凉和寂寥。”可见，阅
读应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成为
一种良好的习惯。而让阅读成为一种
习惯，让这种习惯成为自然，就需要我
们具有持之以恒的阅读决心，让阅读

成为一种永恒的追求。
因此，我们要摒弃那些碎片化的

阅读，时刻提醒自己，碎片化的阅读只
会降低我们的专注程度，只会让我们
的阅读如蜻蜓点水、浅尝辄止。而且
还可能消耗我们许多宝贵的时间，无
法为我们造就整体性的知识体系，而
整体性的知识体系对于一个人的思维
方式、人格养成大有益处。所以我们
与其在碎片化信息的海洋里到处扑
腾，不如“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

另外，我们还要做到理性阅读，
抛开那些所谓“心灵鸡汤”的文本，剔
除那些廉价的阅读，多读好书，可以
读历史书，读经典名著，读诗词歌赋
……多读可以陶冶自己性情的好书，

使自己变得温文尔雅，具有书卷气；
多读可以提高自己能力的好书，使得
自己下笔如有神，变得才思敏捷；多
读影响力大的好书，如那些旧书，使
自己明确：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
思子自知。

阅读的过程本来就是一个修身养
性，开启心智的过程。既然阅读能给
我们带来丰富的精神食粮，教会我们
做人，为了求知，就不能畏难。我们要
不断锻炼坚定的意志，好读书，读好
书，只要打开任何一本有益的书，我们
便会立即进入一个与凡尘不一样的世
界，发现一个别样的幸福之地。所以
珍惜时间，摒弃那些碎片化阅读，让理
性的阅读为我们打开梦想之地吧！

儿子上小学一年级学了拼音后，
我改掉了每晚给他讲故事的习惯，开
始选一些标有汉语拼音的故事书让他
自己读。这下坏了，原来最喜欢听我
捧着书讲故事的儿子，忽然变得讨厌
起书来。

有一次，我选了一本画有彩页插
图的《八十天环绕地球》给他看，结
果，他只草草地看了看里面的图画便
弃之一旁。问他这个故事怎么样，他
坦然地回答说“没看”。我气不打一
处来，可这小子才不管我的横眉立
目，他写完作业，最大的兴趣是看《猫
和老鼠》、《唐老鸭》等动画片，或者在
电脑上打游戏，再有趣的书，也无法
吸引他的目光。

如何培养儿子的阅读兴趣，把儿
子从对电视和电脑的沉迷中“解放”出
来，一度成了让我非常头疼的问题。
转机很快来了。那年暑假，电视里天
天播放《西游记》，儿子特别喜欢看。
我趁机买了一套儿童版的《西游记》图
书放在他的书桌上。开始的时候，儿
子瞧都不瞧一眼。我故意在播完一集
后，根据进度，拿着图书到他面前晃
悠，一边晃，一边把明天即将播放的内

容读出来。这招果然有效，儿子急于
知道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结局，看我
慢吞吞地读着，他忍不住夺过书本，自
己一个人躲在卧室里看了起来。这一
看不打紧，书本里有趣的故事深深地
吸引了他。吃饭的时候，他还捧着书
不丢，看到孙悟空大战红孩儿，他不时
嘿嘿笑着。没一会儿，他皱眉跺脚几
乎要眼泪汪汪了，估计是读到唐僧要
赶孙悟空回花果山那个章节了。看到
儿子终于能够非常投入地独自看书，
并且深深地体会到了阅读的乐趣，我
非常开心。

从这件事之后，我才明白，培养儿
子的阅读兴趣必须“投其所好”，而不
能像先前那样自作主张地以自己的阅
读好恶强加于他。明白了这个道理，
再购书时，我总是领着他到书店，让
他自己选择爱看的图书。儿子爱上阅
读后，真的不再狂热地迷恋电视和电
脑了。现在，书成了他最好的朋友，
卧室里、书桌上甚至厕所里，他足之
所至的地方，处处都放着爱看的书。
儿子他爹有时“无奈”地说：“咱家每
个角落都乱丢着你们的书，真是有其
母必有其子！”

少儿出版已成为我国出版业增
速最快、效益最好的门类。不过，一
些专家指出，少儿出版热并不等于少
儿阅读强。我国少儿阅读存在人均
阅读资源较低，城乡差别过大，阅读
功利性强，阅读推广不力等问题。其
中，城乡少儿阅读资源失衡的问题非
常突出，已经影响了农村儿童平等阅
读权利的实现。

“不要认为北京的孩子有书看，农
村的孩子就也有书看。”别看我国每年
发行的儿童图书有4.6亿册，但平均到
3.6亿未成年人身上不过1.3册。我国
的未成年人儿童读物拥有量在全世界
排名第68位，是以色列的1/50，是美国
的 1/30。而在这其中，城市与农村儿
童的阅读环境差距又非常大，30%的城
市小读者拥有80%的儿童读物，70%的
农村小读者只拥有20%。

据调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读
屏时代的到来，我国未成年人图书阅
读率连年下降。而且，由于大人们还
受着“学而优则仕”等传统意识的影
响，为孩子们安排的阅读具有很强的
功利性。大量贫困地区的孩子和农村
留守儿童的阅读状况还没有得到应有
的关注。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
是我们提供少年儿童阅读的原创和精
品还不多，服务少年儿童阅读的条件
和环境还不优。

改善我国少年儿童的阅读状况需
要从扶持原创、打造精品、推荐好书等
多方面进一步作出努力。

我国少儿文学植根于中华民族数
千年文化沃土，产生了《百家姓》《千字
文》《弟子规》《幼学琼林》等大量流传
百世的经典读本，成为历代少年儿童
汲取人生智慧、吮吸文化精髓的不竭
源泉。近代以来，鲁迅、陈独秀、胡适、
叶圣陶、郑振铎、冰心、巴金、老舍等众
多文学大家参与到儿童文学倡导、创
作和出版中来，开辟了中国少儿文学
的新篇章。今天，少儿出版工作者要
积极发现和发掘代表我们这个伟大时
代、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优秀少儿文学作品。这就要求我们
放下架子、沉下身子、拿出点子、想出
法子，努力服务那些潜心创作的少儿
文学作家，大力扶持那些具有成长性
的少儿文学作者，着力催生那些培育
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扬主
旋律和传播正能量、具有精神高度和
思想深度的优秀原创少儿文学精品力
作，在多元共生、百鸟和鸣的少儿文学

生态中引导创作方向，推动形成少儿
文学之苑繁花盛开的新局面。

目前，少儿出版成为我国出版业
最具活力、最有潜力、发展最快的一个
领域，“小儿科”成为令人瞩目的大气
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要坚守少
儿文学出版的价值和责任，始终坚持
质量第一、精益求精，在深入研究不同
性别、不同年龄、不同群体、不同地域
少年儿童审美能力和阅读需求的基础
上，推出思想性与艺术性、教育性与趣
味性相统一的出版精品，在小读者中
树立大品牌。

对于孩子们来说，大人们既是精
神食粮的耕种人和提供者，也是精神
生活的守门人和引领者。我们有责
任采取政府推介、社会推广、专业推
荐等多种方式，把小读者们领进少儿
文学阅读的美丽殿堂。近年来，我们
在开展全民阅读活动中，始终把少年
儿童阅读作为基础工程，坚持开展

“全国青少年百种优秀图书推荐活
动”“全国青少年百种优秀报刊推荐
活动”。对那些无书可读的少年儿
童，启动“百社千校书香童年阅读活
动”，把荐书与送书结合起来。为了
提高保障程度，正在制定的《全民阅
读促进条例》和《国家全民阅读中长
期规划》，将少年儿童阅读作为重中
之重。我们在不断提高少年儿童阅
读服务能力的同时，还要密切关注少
儿出版物市场动向，深入开展少儿出
版物市场净化行动，给孩子们一片纯
净清澈的阅读天空。

良好的人文环境对少年儿童成
长至关重要。历史和实践也一再证
明，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一个家
庭、一个学校乃至整个社会的阅读风
气，每个家长、每个老师乃至每个成
年人对阅读的理解和实践，对于少年
儿童阅读习惯的养成具有潜移默化、
润物无声的影响力和渗透力。从这
个意义上说，要促进孩子们阅读，首
先是我们这些大人们要爱读书、读好
书、善读书，用自己读书的实践带动
孩子们读书。特别是我们的写书人、
编书人、印书人、卖书人，更应该树立
起读书人的形象，担负起读书人的责
任，把为孩子们而读书作为一种动
力，作出榜样示范，当好良师益友，将
阅读的种子播撒到孩子们的心田，和
孩子们一起在感受阅读、体验阅读、
分享阅读的快乐中共同进步，从而实
现“为中华崛起而读书”。

让孩子爱上阅读
■孙红岩

为少儿阅读架一道彩虹
■蒋建国

摒弃“碎片化”阅读 做理性阅读者
■阚亚玲

墨香阅读和指尖浏览，到底哪种阅
读才能通向未来？这个问题不仅关乎
阅读方式的选择，更有着深刻的时代烙
印，即阅读场景的变革。以前，人们的
阅读场景比较明确，比如报纸杂志在办
公室里阅读，书籍在家里的书房或者图

书馆阅读，时间紧凑的上班族也可以在
公共交通工具上阅读，等等。如今，随
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人们几乎可以在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阅读任何内容。以
往在时间和空间上对阅读的限制，已经
被移动互联网的技术全都解除。

阅读场景的变化，引发了一场知
识领域的大变革：传统的知识载体
——书籍上的图钉被网络撬开了，知
识信息漂浮了起来，成为碎片化的存
在。网络放大了这些信息碎片，进而
改变了人们的阅读心态。换句话说，
面对海量信息，人们的信息焦虑症也
更严重，时间不够用了，注意力也不够
用了，读过的信息像手中的沙子一样，
记不住、留不下。海量信息缺乏装订
工具和装订方式，正是被很多人称为

“阅读危机”的根本所在。

克服“阅读危机”，正确的方式不是
在纸质书和电子阅读的选择中“有你没
我”，而是要创造一种全新的知识装订
方式，从而给人们提供系统性的认知。
传统的阅读在这方面显然是有优势的，
但电子阅读也并非无可作为，可以通过
构建虚拟的阅读空间，为人们提供崭新
的阅读体验。比如，微信朋友圈和微信
群，就是典型的虚拟阅读空间，通过微
信好友这一“装订方式”，把人群聚集起
来，形成信息交互的空间，从而吸引受
众的注意力。

在信息世界，最早承担“装订知识”
使命的是搜索引擎，它让每一个词语、
每一种思想，都能从驳杂的网络信息
中迅速进入其坐标位。每一个信息都
可以被迅速带入需求者的阅读场景中
供其推敲。如今，一些付费阅读 APP

的成功也启示我们，网络升级了阅读
场景之后，获取知识和装订知识的方
式也在进化，人工装订知识大有用武
之处。比如，一些阅读APP倡导“把书
读薄”，通过后台加工，用更加精短的
内容吸引受众关注，既让一些经典书
籍获得了更多的读者，也为移动阅读
增加了文化厚度。

当今时代阅读场景的变快，提示
内容制造方必须以更加用心的方式装
订内容，给人们提供新的阅读体验和
知识服务。今天，制造信息的技术鸿
沟已被网络填平，人人都可以提供有
价值的个性化信息，这也是自媒体崛
起的背景。先进的阅读工具非但不会
破坏阅读效果，反而会大大提升“单位
面积”内的阅读质量。网络时代的阅
读，可以更精彩。

网络时代，阅读可以更精彩
■李待军

手机阅读正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的习惯。第十四
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6年我国66.1%的成
年国民进行过手机阅读，较 2015 年增长了 6.1 个百分
点。我国成年国民手机阅读接触率、手机阅读时长连
续8年增长。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表示，公众对知
识的获取需要有广度和深度，现在一些内容提供方也
在不断创新形式，开发出新的软件、app等，将优质图书
内容平移至手机平台，有利于深度阅读。

专家认为，经过数字化处理的文化资源越来越丰
富，手机让公众便于接触文字，已变成获取咨询和知识
的入口，成为数字化阅读新的增长点。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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