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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借助手机、电脑、电子阅读器等

设备，博览群书似乎已不再是一件难以达

成的事情。据统计，2018年全国数字阅读

用户已达 4.3 亿人，且这个趋势还在不断

增长中。未来数字阅读会有怎样的前景？

身处“读屏时代”的我们，该如何摆脱“碎

片化阅读”之困，享受阅读之美？

“一屏万卷”
——数字阅读蔚然成风

【案例】

近日，家住上海的顾晓玲开始了《人类

简史》的阅读之旅。不过，她没有购买纸质

书，而是在“微信阅读”APP 上阅读电子版。

“我喜欢电子书，读起来方便，而且种类也比

较丰富。以前我经常在Kindle上读，现在习惯

用手机阅读了，平时等公交车、坐地铁的时

候都可以看书。”她说。

“80后”周勇从小到大一直有着阅读

的习惯。“上学的时候，看纸质书比较多，

现在开始喜欢数字阅读了。”周勇告诉笔

者，从他的住处到单位，路上耗时接近 1

个小时，用手机看电子书既能打发时间，

又能让自己放松下来。在一些读书类APP

上，他还可以知道其他书友在读的书目，

并相互交流阅读心得。

如今，很多人像周勇一样，成了数字

阅读的忠实粉丝。而数字阅读也不负众

望，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美好的阅读体验。

戴上增强现实眼镜，会看到画册里原

本是平面的图像变为立体模型；“3D电子

课本”除了可以阅读外，还具有互动功能；

一家听书企业生产的卡通玩具，可以讲述

《西游记》里的故事……在日前举行的第

五届中国数字阅读大会上，一大批数字阅

读的新产品、新服务让人大开眼界。

那么，当前我国数字阅读的发展态势

如何？先来看一组数据。第十六次全国国

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8 年我国成年

国民包括书报刊和数字出版物在内的各

种媒介的综合阅读率为80.8%，较2017年

有所提升，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

76.2%，较2017年上升了3.2个百分点。从

中不难发现，2018 年我国数字阅读保持

了快速发展势头。

另外，据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发

布的《2018 中国数字阅读白皮书》所示，

从2016年到 2018年，我国数字阅读用户

的年度同比增幅分别为 12.3%、13.4%和

14.4%，呈现加速增长态势。从时间段上

来看，与2017年相比，数字阅读的“早读”

读者快速增长，在上午 7 点至 9 点的“早

高峰”时段进行数字阅读的读者占总数的

比例从10%左右跃升到了近43%；午间阅

读的读者占比也翻了一番多。

有人说，阅读是世界上门槛最低的高

贵举动。数字阅读的蓬勃发展为更多人迈

过这道门槛提供了机会。中国新闻出版研

究院院长魏玉山说，数字阅读的发展，提

升了国民综合阅读率，推动了整体阅读人

群持续增加。

“我们已经身处‘一屏万卷’的数字阅

读时代。”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冯士新表

示，数字阅读作为全媒体时代的新型阅读

方式，从应运而生到蓬勃发展、蔚然成风，

极大丰富了人民群众的阅读体验和精神

文化生活。

技术赋能
——产业发展前景向好

【现状】

20多年前，网络文学应运而生。近年来，

我国网络文学飞速发展，作品数量和读者规

模不断扩大，市场持续向深度和广度拓展。

《择天记》《花千骨》《鬼吹灯》《锦衣夜行》《全

职高手》等多部网络文学作品不仅出现在老

百姓的手机、电脑屏幕上，还走出国门，吸引

了一大批海外读者。

“我国的网络文学已经和美国好莱坞

大片、日本动漫、韩国偶像剧并称为世界

四大文化现象。”网络作家“唐家三少”说。

在政策持续引导和推动下，我国网络

文学创作开始出现积极趋向，创作主题涵

盖改革历程、社会热点、生活变迁、文化传

承、职业生涯、个人奋斗等多个方面，涌现

出一大批优秀作品。

网络文学的发展是我国数字阅读产业

规模稳步增长的一个缩影。《2018中国数字

阅读白皮书》显示，2018年，我国数字阅读

产业规模达到254.5亿元，同比增长19.6%；

愿意付费阅读的读者占比也从2016年的

60.3%增加到66.4%，其中有68.7%的付费

用户愿意付费区间在20元以上。

“但实际上，读者只要买到了一本满

意的电子书，他的实际付费就会明显高于

20元的付费意愿，人均实际付费在 33元

到41元之间。”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

第一副理事长张毅君说。

专家分析，用户付费意愿的提升，意味

着我国数字阅读产业的前景会继续向好。

未来，我国数字阅读产业发展重点将放在

全民阅读、新兴出版、媒体融合等方面。在

国家政策引导下，数字阅读产业将会持续

快速发展。与此同时，新技术的发展也会带

来新的机遇，为数字阅读产业注入新活力。

中国移动咪咕公司总经理刘昕认为，

图文、音频、视频以及增强现实、虚拟现实

等技术使阅读变得更立体，数字阅读行业

将会更好地提供沉浸式互动体验。未来，

数字阅读的空间和场景会得到极大拓展。

业内人士预测，随着 5G 商用步伐的

加快，以及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的快速发展，多屏、多端的万物互联将会

让“屏幕”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数字阅读的

服务和体验会进一步提升，各类用户规模

将持续攀升，释放出巨大的市场潜力，推

动我国数字阅读产业规模稳步增长。

“深”“浅”之争
——优质内容才是追求

【故事】

这几天，网友“月明”在朋友圈发布了一

条状态：书卷多情似故人。虽然在手机上读

过很多短文，但感觉什么也没有沉淀下来，

转眼就忘记了，果然还是对深度阅读有种特

别的情结。想去寻找一些慢读物，像喝茶一

样，在阳光明媚的下午，坐下来慢慢品读，顺

便回味一番生活的甘苦。

在北京一家科技型企业上班的王珊

珊告诉笔者，她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喜欢用

手机看电子书或听书，有的人一周的阅读

时长多达几十个小时。“虽然我也喜欢数

字阅读，但总觉得太浅、太碎片化，有时甚

至会有一种空虚感，而且如果长时间盯着

手机屏幕看，眼睛也会很疲劳。”她说。

像王珊珊一样，不少人都有过类似的

困惑。专家认为，数字阅读在给读者带来

极大便利的同时，也会出现碎片化、实用

化、娱乐化的倾向，让人趋向“读图”“读

视频”，迈进一个“浅阅读”时代。在手机

面前，阅读容易被简化成“刷”，长此以

往，阅读的初衷和乐趣也会渐行渐远。

有调查也显示，我国成年国民网上活

动行为中，以阅读新闻、社交和观看视频

为主，娱乐化和碎片化特征明显，深度图

书阅读行为的占比偏低。

那么，如何摆脱“浅阅读”之困？专家建

议，一方面，数字阅读相关企业要补齐优质

供给的短板，努力提供更多高质量的数字

阅读产品，让用户拥有更多深度阅读的机

会和选择；另一方面，用户要结合自身需求

和兴趣，注重“深”“浅”搭配，不宜有所偏

废，并擦亮眼睛，自觉抵制低俗、劣质内容。

“高质量的数字阅读有赖于优质出版

内容和先进数字技术的有机结合。”中南

出版传媒集团新技术新媒体部副部长林

峰说，要用自身的优质内容衍生出更多的

优秀产品，以吸引更多用户。

冯士新指出，我们要深入研究把握互

联网传播规律，不断探索数字阅读发展新

路径，不断推动数字阅读产业提质增效。

要强化效果导向，把握终端随人走、信息

围人转的传播方式，加强对数字内容和传

播方式的应用，构建社交化传播、精准化

推送的体系，有效满足全媒体时代用户的

需求。研究完善促进全民阅读的数字阅读

措施，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基层数字

阅读条件，推动优质阅读内容进机关、进

学校、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有效提升

数字阅读的公共服务能力。 刘坤

编者按：
古时，勤奋的人读起书来手不释卷，甚至会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现在，喜

爱读书的人在阅读方式上有了更多的选择，人们可以手捧纸质书阅读，也可

以用手机或Kindle阅读电子书……从木牍、竹简、缣帛、纸张到数字化载体，文

化穿越了几千年，不断翻新的是介质，绵延不息的是本质。

如今，数字阅读早已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是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获取

信息的阅读新方式。面对新的阅读方式，有人说，数字阅读是一种“浅阅读”，

快餐式的浏览如走马观花般，读者对文字的处理速度过快，影响了对内容的

消化吸收，这种阅读方式也因此遭到了质疑的声音。其实，无论是“深阅读”

还是“浅阅读”，无论是读纸质书还是读电子书，只要爱阅读，都是好事情。

只要爱只要爱阅读阅读，，都是好事情都是好事情

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 16

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2018 年，

我国成年人人均纸质书阅读量为4.67本。

在与此相关的很多微博评论中，网友们除

了纷纷留言晒自己是拖了后腿还是跑赢

了平均数外，还出现了一些讨论——“一

年看了 50 多本电子书，想知道这种阅读

方式有没有被加入统计”“其实我更喜欢

纸质书，但电子阅读确实更方便”……

这类热烈的讨论，指向一个共同的话

题——今天，你选择如何读书？

如今，在朋友圈里，转发读书链接的

朋友不在少数；在地铁上或高铁上，拿着

Kindle读书的人不在少数；在起床洗漱或

开车途中，选择听书的人也不在少数。第

16 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指出，2018

年，我国各类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均

有所增长：数字化阅读方式（网络在线阅

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Pad阅读

等）的接触率为76.2%；2018年，我国成年

国民和未成年人有声阅读继续较快增长，

成为国民阅读新的增长点，近三成的国民

有听书习惯；《2018 年度中国数字阅读白

皮书》显示，截至 2018 年年底，我国数字

阅读用户人均数字阅读量达12.4本，人均

单次阅读时长达 71.3 分钟……凡此种种

都表明，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数

字时代的到来，阅读的方式和载体已经发

生了改变。

针对这种现象，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

质疑的声音，有人哀叹纸质书的衰落；有

人认为数字阅读由于速度过快阻碍了人

们在思考方式上的优化；有人批评听书是

被动接受信息的行为……这些观点虽然

有其原因和考量，但其实大可不必将数字

阅读放在纸质阅读的对立面。诚然，数字

阅读往往利用的是碎片化时间，很多电子

书的内容也是鱼龙混杂，但说到底，人，才

是阅读的主体，阅读质量的高低也在于

人。善于思考、勤于思考的人即使是浏览

电子书，也能收获满满；浅尝辄止、不求甚

解的人即便是阅读纸质书，依然头脑空

空。因此，快餐文化、“浅阅读”的锅如果都

让数字阅读来背，实在有失公允。

一张屏同样可以读万卷书。数字阅读

是时代发展、科技进步的潮流和趋势，它和

纸质阅读一样，都在为促进全民阅读添柴

加薪。身处“一屏万卷”的时代，读者应该明

确自己想读什么，又读到了什么。这些，才

是我们谈起数字阅读时该有的思考。

前不久，2019年中国数字阅读大会在

杭州举办，数字阅读与 5G 相结合的尝试

打造出鲜活的沉浸式体验，数字阅读的发

展前景不容小觑。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人

担忧，认为数字阅读似乎是肤浅而缺乏深

度的。然而，数字阅读难道真的不能有深

度吗？

在质疑数字阅读的碎片化不够有深

度的同时，人们也应该看到，碎片化阅读

正在向作者提出更高的写作要求——如

何在一篇简短的文章里清晰简洁地表达

观点？如何能够用短短几行字吸引到读

者？如何避免内容空洞乏味？要处理好这

些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数字阅

读时代，作为读者我们更应该学会挑选

优质的文章来阅读。简短而优质的文章

不仅节省阅读时间，而且能在每天坚持

阅读的长期积累下慢慢培养读者的思辨

意识。我们应该意识到，数字阅读正以便

捷的方式不断塑造着我们快速思考能力

和辨识速度，这，是数字阅读带给我们的

文化福利。

阅读纸质书时，翻动书页可以感受到

迎面扑来的油墨馨香，这感觉正如作家苏

童所说，“纸质阅读是生活的一种诗意”。

的确，纸质阅读能避免各种广告消息的干

扰，而网络中的信息良莠不齐，大家也确

实可能因为跟风而缺乏独立思考。但是，

这并不能完全否定数字阅读的价值。其

实，现在的一些阅读器不仅具有仿真的纸

质效果，而且同样可以保证不被干扰；再

者，如果选择看的文章质量高、有深度而

且文字还精炼，一样可以引发读者的深

思。假设一个人看到一条信息后全盘接

受，读到一篇文章后囫囵吞枣，即使阅读

的是纸质书，也依然不能够达到深度阅读

的效果。从这个角度看，其实阅读方式、阅

读载体并不能完全决定人们能否深度阅

读，只有使自己将思考变为一种习惯，让

思维逻辑和批判意识保持清醒，人们便能

坦然地面对数字阅读，从而在电子书的海

洋中尽情遨游。

可见，数字阅读是否有深度，取决于

阅读者是不是一个擅于思考的人。深度阅

读不在于读了多厚的书，多长的文章，而

在于我们是否具有持续思考的能力。开卷

有益，积少成多，不管读什么，读完后积极

地去回味去思考，才是有质量的阅读。在

写作时代和出版形式都发生着复杂变化

的时代，我们可以充分开发数字阅读的渠

道，以之丰富和补充我们的阅读。

近日，“共读时代”的说法悄然兴起：

每翻一页书，你就可能‘掉’进一个热热闹

闹的社区，你甚至还能间接参与到作家的

后续创作中……在互联网产品日益丰富

的时代，我们正在迎来具有阅读的参与

性、分享性、共同性、集体性、交流性、互动

性的“共读时代”。

最近，一位女性读者称她在地铁上用

“起点读书”App 看小说时，阅读速度变

“慢”了，因为她从数字阅读中发现了新大

陆。在她看的小说中，每一段话的末尾都

标注有一个小小的数字——那是专门为

读者设置的“段评”功能。点开数字，可以

发现其他读者在读这段话时所写的感想，

有些感想甚至能引发“弹幕”般的热评。

这，就是“共读”。

阅读的“共读时代”，首先体现在“共

时间”上。“网易蜗牛读书”App 推出的

“共读”功能，能让你把读书这件事纳入

“亲密关系场”：和相隔千里的朋友们，颇

有仪式感地相约同一时间读同一本书，

这种读书体验，是不是还有种心有灵犀

的浪漫感？天南地北的爱书人为了一本

好书，共同奔向“共读小组”，彼此关注对

方的阅读进度，被“量化”的阅读时长，代

表了这个陌生社区里每个人的“读书表

情”，这让你恍若回到需要排队“等书”的

大学图书馆……

而与微信社交紧密绑定的“微信读

书”，开辟了“共场所”的两种视角。在“共

场所”的微观视角里，大家能窥一眼好友

的阅读生活，读一个好友的读书笔记，或

是一览好友读书排行榜，就像是钻进了他

（她）们的小书房，甚至可以送一本心仪的

书给好友。

共读时代，还可以体现为作者与读者

的“共创作”。编段子、“抢楼”、撰写角色小

传、梳理作家世界观……这是“共创作”。

当读者吐槽或质疑时，作者还会“亲自下

场”来解释构思理念；当有人捕捉到常识

性“硬伤”时，作者会迅速更正，并在“段

评”里告知所有读者“已改”。

读书大家林语堂在谈到读书艺术说：

世间确有一些人的心灵是类似的，一个

人必须在古今的作家中，寻找一个心灵

和自己相似的作家，他只有这样才能够

获得读书的真益处。实际上，读者之间的

种种“共读”，就是建立在读者在选择作

品时的共鸣基础之上。因为在文化趣味

上、风格上是有着共同点和喜好的，读者

甚至会发现这“共读”之中，有与自己相

似的读者，乃至自然形成一种阅读的集

体文化心理和意识。因为“共读”，读者具

有了“类似的心灵”。

如今，我们提倡“全民阅读”，建立“书

香社会”，其重要特征是大众、读者的参与

性、共同性，为此而形成社会合力，变成共

同的愿景和追求。所以，从这一点上说，

“共读时代”的到来，是符合阅读的社会文

化潮流和时代精神的。

一张屏就可以读万卷书
陈晨

数字阅读也可以有深度
邵鹏俐

迎接阅读的“共读时代”
杜浩

读屏时代，
更要享受阅读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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