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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萌

我们处在一个“泛阅读时代”，读者所接触
的内容越广泛，对内容的思考与理解或许就更
泛化。我们所探讨的广义的阅读范畴，不仅局限
于读一本书、一份报纸，而是以开放包容的心态
去阅读万事万物。

在信息传播追求“短、平、快”的当下，我们
看一篇公众号推文、关注一条微博热搜，也是在
接收并阅读信息。只不过此时的阅读，是与深度
阅读相对的、浮光掠影式的匆匆看过。在本雅明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一书中，曾感叹当代的
“灵光”消逝，这样的感慨与反思也适用于解读
人与阅读、人与书的关系。

阅读的数字化，是一个阅读留痕的过程。大
数据会记得你在何时阅读了哪本书，也会留下
当时的阅读标记、阅读心得。过去一年，你读了
多少本书，长期的阅读偏好、阅读习惯，都会以
数据的形式展现，形成个人独家的阅读记忆。

阅 读 的 数 字 化 ，也 是 数 字 资 源 高 度 集
成，迫使读者去沙里淘金的过程。如果没有
技术的高度发展，我们将无法想象，成千上
万册的数字图书，是如何汇集成一个“掌上
图书馆”，我们又是如何可以通过简单的检

索，就能即时阅读自己想要的书籍。信息化
的浪潮下，阅读变得空前便利，选择也更加
多样，这就需要我们学会判断、辨别，对阅读
保持一种去芜存菁的态度。

近两年，与数字阅读相伴相生的线上“云阅
读”，带来了新鲜的阅读体验。在线上发起一场
好书共读，借助直播平台开展一场春日读诗会，
利用虚拟现实技术“云游”图书馆，在播客平台
上共同探讨一本好书……技术赋能，未来阅读
以更多元的场景与更多的可能性，让我们再想
到读书二字，不再是一味地伏案埋头苦读，而是
能在线上线下之间自由切换，实现人与人、人与
书之间的良性交互。

本期所采访的几位读者，大多从事的是文
化传媒工作，也都是爱书惜书之人。他们当中有
人表示，如果要问关于纸质阅读的经历，能分享
的阅读故事也就更多，像是在二手书市上淘到
一本喜欢的旧书，参加喜欢的作者的读书分享
会并请他在扉页签上名字，给远方的朋友寄上
一本好书……正因为有实体图书的存在，那些
阅读的记忆才更鲜活。

当然，对于数字阅读的浪潮，他们也选择去
接受并拥抱它。他们相信，阅读的未来与人的未
来、文化的未来是密不可分的。

评 论

阅读是独家记忆

本报记者元 萌

当线上阅读遇到图书馆，将碰撞出怎样的火
花？今年“世界读书日”期间，我市各县（市、区）
公共图书馆推出了系列活动，尤其是丰富线上阅
读活动形式，各种各样的“云阅读”为市民带来了
一场指尖上的文化盛宴。

据了解，部分线上活动将持续数月或作为今
年的常设活动开展，让阅读成为市民生活中的日
常事，足不出户就能享受阅读乐趣。

“世界读书日”当天，全市各公共图书馆在
线上开展了“听书马拉松”大赛。参赛选手需在
6 小 时 内 ，听 完 指 定 书 籍 的 音 频 ，并 根 据 听 书
内 容 回 答 相 关 问 题 ，系 统 将 根 据 答 题 正 确 率
与时间进行排名，并获得相应奖励。每位完成

“听书马拉松”全程的参赛者，都将获得一份专
属的电子证书留作纪念。

此外，各县（市、区）公共图书馆共同开展
的“书说浙里 共读共富”讲书大赛与“诗画浙
江·在 风 景 里 阅 读 ”视 频 征 集 活 动 ，于 4 月 23
日 正 式 启 动 。这 是 一 种 以 视 频 为 媒 介 ，推 广 、
普 及 全 民 阅 读 。市 民 还 可 上 微 信 搜 索“ 浙 里
阅”小程序，参与正在进行的其他阅读活动。

台 州 市 图 书 馆“ 云 享 新 阅 ”读 书 日 专 场 直
播 活 动 ，邀 请 了 资 深 职 业 素 养 培 训 师 和 从 业
11 年 的 金 融 工 作 者 作 为 阅 读 推 广 人 ，向 读 者
推荐书目并答疑解惑。在直播的 60 分钟内，观
看人数达 3545 人次，点赞数达 2.5 万，总计借出
的 140 本图书，将免费包邮送至读者家中。

台州市图书馆还借助 AR 智慧阅读平台，开

展了“AR 趣读·品阅名著”活动，让经典名著与数
字技术相融合，以剧本杀的形式，为读者创设沉
浸式的阅读场景。

4月 23日至 28日，为提升儿童阅读意识，培养
良好的阅读习惯，台州市图书馆面向 7至 12岁儿童
开展了“悦读拾光记”线上主题活动。活动分为“时
空能量站”每日阅读打卡计划、“时空之旅”主题书
目沉浸式阅读体验、“时空秘笈”名著荐读三个板
块，积极参与的小朋友有机会获得相应奖品。

为提升青少年群体的文化素养，团市委联合
台州市图书馆开展“青少年阅读 21天养成计划”，
参与者可扫码上传每日阅读照片或视频，坚持打
卡 21天即视为成功。

为丰富广大读者对古典诗词的积累运用，临
海市图书馆在线上开展了“宫格闯关寻古诗”专项
诗词大赛。4月 5日至 30日，读者可扫码进入临海
市图书馆中华诗词库平台进行在线答题，活动期
间每天可打卡一次，活动结束后馆方将根据答对
题数及所用时间进行排名，送出相应的文创礼品。

近期，为了促进在线阅读交流与分享，三门
县图书馆联合约读书房开展了“春风十里·阅
读有你”全城接力换书活动。

活动分为接力换书与打卡抽奖两个环节，
读者只要在朋友圈分享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同
时邀请好友进行分享，就能形成阅读接力，换
取 1 到 3 本新书。每换取一本新书后，读者需要
在共读群内打卡，完成阅读后可获得盲盒抽奖
机会。接力换书与线上共读活动，不仅有效利
用了市民手头的闲置图书资源，也能让市民在
分享中获得更多乐趣、收获更多知识。

线上“云阅读”，享阅读之乐

本报记者元 萌

随着出版数字化与数字阅读设备
及平台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以数
字阅读作为日常阅读的补充，或是直接
替代传统纸质阅读。想读一本书，不必
再跑到图书馆查找借阅，也不必在电商
平台下单实体书，只要打开手机上的阅
读软件，兴许你想读的书就近在眼前。

尽管数字阅读拥有资源易获取、易
携带、成本低等优势，但纸质阅读仍有
大量的拥趸者，他们认为实体书带来的
阅读舒适感，以及收藏书籍带来的幸福
感，是数字阅读无法替代的。

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
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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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6%，图书阅读率为 59.7%，数字
化阅读方式接触率为79.6%。由此可见，
我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倾向明显。

选择以何种方式进行数字阅读？数
字阅读都读些什么？本期视点，我们将
分享几位读者的数字阅读故事，看看数
字阅读如何改变一个人的阅读习惯乃
至生活方式。

电子阅读器更新迭代

喜欢阅读的人，可能都曾拥有一部
Kindle，哪怕最后惨遭闲置沦为“盖泡面
神器”。

小郑，1997 年出生，三门人。她回
忆，当年的大学班里，同学几乎人手一
部Kindle，阅读器算得上是物尽其用的
学习工具。

“我们专业必读书目多，到图书馆
借还得靠抢，买实体书又费钱又占地
方。当时身边同学购买了 Kindle 阅读
器，很快就在全班风靡。”小郑说，她在
2014 年购买了第一代 Kindle，售价为
499元，由于墨水屏不带背光功能，如果
夜间有阅读需要就很不方便。

“Kindle是一款纯粹的阅读器，没有
多余的复杂功能，也没有花里胡哨的噱
头。特别是在各大阅读软件尚未普及时，
给了我们很大帮助。”她介绍，平时老师
发的电子资源，可以导入阅读器，同学之
间也会共享电子资源，非常方便。

除了可以自己导入电子资源外，联
网后的阅读器也能在亚马逊商城中直
接购买电子书，已购资源会显示在“我
的书架”上。当打开一本电子书，读到重
点词句或段落时，手指轻点就能实现划
线或高亮，读者能在上面批注一些心得
体会。阅读过程中所留下的标记与批
注，还能自动保存下来方便导出。

为了追求极致的阅读体验，阅读器
开始更新换代，出现了性能更强的中高
端设备。

新款阅读器上市后，小郑并没有更
新手头设备的打算。“毕业工作后，阅读
时间减少了。电子阅读设备更新太快，
市面上的国产阅读器，更加贴近国内用
户的使用需求。”当年盛极一时的Kin⁃
dle，如今难免沦为“时代的眼泪”。

临海的陈先生，目前在上海一家出
版社工作，每天与书打交道的他，有时
会用国产电子阅读器来审读书稿。

“我之前也使用过Kindle，阅读体验
感还好，但用它看稿子的话，屏幕太小。部
分文件格式不支持时，文章还会乱码。”陈

先生表示，出于电子阅读及办公的需求，
他选择入手了文石的电子书阅读器。

一收到文石阅读器，陈先生就将过
去Kindle里的几百本电子书导入进来。

“我经常使用阅读器的移动办公模式，
自带的手写笔记录笔记后，能自动转化
为文字，方便我在书稿上随时修改、批
注，分屏功能也很实用。”审读完毕后，
陈先生会将文稿及批注一键导出，实现
与手机、电脑的“云共享”。

值得一提的是，文石阅读器支持直
接下载微信读书、豆瓣阅读、QQ阅读等
主流阅读类软件。“有时还是需要这样
一款专门的阅读器，来解放工作中过度
使用的双眼，手机平板虽然方便，但更
多是用来娱乐的。”陈先生说。

使用文石阅读器之后，陈先生的工
作生活有了改变。在倡导无纸化办公环
境下，他的案头、背包里不必再放着一沓
沓厚厚的纸质书稿。灵感迸发的时候，他
也不必打开手机、电脑，而是直接在笔记
功能中抒写所思所想。他直言：“这是一
款我后悔没有早点入手的产品。”

阅读软件花样翻新

椒江的小唐，是一名媒体从业者，
也是一名数字阅读爱好者。市面上各种
各样的阅读软件，她几乎都体验过，但
使用频率最高的，还是微信读书、喜马
拉雅与豆瓣阅读这几款软件。

小唐使用微信读书已经将近 3年，
在上面完整读完的书有 52本，以文学
作品及社科类读物为主。作为微信读书
的资深用户，她与这个软件之间已经建
立了一种“用户黏性”。

吸引她持续使用微信读书的原因
有很多。一是它为读者提供了阅读奖励
机制，以本周发起的阅读挑战为例，只
要一周阅读3天，总时长达1小时，读者
就可获时长 3天的“无限卡”或 5书币。

“只要每天坚持读书半小时，就可以借助

阅读奖励机制，获得相应的阅读时长。既
实现免费无限阅读，又能督促自己养成
每天阅读打卡的习惯。”小唐表示。

另外，微信读书基于微信自身的社
交属性，开设了“读书排行榜”功能，根
据每周的阅读时长在好友中进行排名。
软件上设置的阅读“小圈子”，可以随时
随地与好友在线交流阅读心得，还可与
好友在线共读。

“原本以为现在坚持阅读的人不
多，但在微信读书里还是能发现一些志
同道合的好友。”小唐说，“大家在阅读
圈里打卡，平时也会互相交流。”

小唐常用的另一款软件豆瓣阅读，
除了为读者提供近 10万种电子图书之
外，还开放了网络原创小说阅读平台。

“上面优质的类型小说很多，主要包括
悬疑、女性、科幻、文艺、历史等题材，每
月都会有新作不断上线。”

对于像小唐这样的网文爱好者，豆
瓣阅读为读者提供了兼具文学性与流
行性的原创作品，读者可以按照热门程
度、更新字数、好评程度等，选出最适合
自己阅读的那一本书。

喜马拉雅听书软件，则满足了小唐
有声化阅读的需求。最近，她做家务时
会收听广播剧，专业的配音总能为她带
来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上下班路
上，她也会打开一集平时常听的播客，
为空闲时间带来更多乐趣。

像小唐这样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一
天的碎片化时间有很多，利用手机上的
阅读软件，就能将空隙时间利用、积累
起来，实现个人完整的阅读体验。

小郑毕业之后，也很少再用曾经的
那部电子阅读器，而是选择使用手机或
平板电脑上的阅读软件进行阅读。她表
示，自己通常在碎片时间里进行数字化
阅读，如果有相对完整的空闲时间，她
会选择坐下来，慢慢去读一本纸质书。

我们也要思考阅读

据《2021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
显示，去年我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达
5.06亿，人均电子书阅读量 11.58本、有
声阅读7.08本。

如今，数字阅读已经成为了一种潮
流，阅读媒介、阅读场景也日益多元化。
阅读不再局限于书、报、刊等纸质媒介，
也不再禁锢于一方小小的阅览室，而是
扩展到更开阔的天地。

当代人在享受数字阅读高效便利
的同时，也面临着“万物皆可数字化”所
带来的困惑。阅读的本质是什么，未来
的阅读又将走向何处，这些都是本次受
访读者所思考的问题。

“数字阅读在技术上不断更新完
善，但在实际体验上仍然无法与传统的
纸质阅读相比。”小郑说，“我以前上学
时阅读的专业文献，注释是很多的。电
子书的排版有时候就无法实现在每一
页作脚注，阅读起来体验感就不太好。
另外，像那些竖排本的古籍，影印后导
入到阅读设备中，阅读起来也很费劲。”

在专业书籍领域，纸质阅读拥有数
字阅读所无法替代的优势。作为从事出
版工作将近10年的图书编辑，陈先生认
为，传统出版业及传统阅读方式，在求新
求变的同时，不能丧失阅读的本质。

“近期隔离居家办公，阶段性焦躁
不安时想到的还是书籍，阅读就是在翻
动书页过程中最能安抚人心。”他说，

“数字化阅读中，我们接触东西多了，阅
读面也广了，读书时的专注力和信任感
却减少了。”

随着 5G技术、人工智能、VR（虚拟
现实）、AR（增强现实）等快速发展，陈
先生认为，数字阅读的未来，缺的并不
是技术，而是回归阅读的本质，在内容
质量、阅读体验上进行优化，“未来的阅
读，还是要以内容为王”。

今天，你数字阅读了吗？

4 月 23 日 ，台 州 市
图 书 馆 举 办“ 云 享 新
阅 ”读 书 日 专 场 直 播
活 动 ，推 荐 书 目 、答 疑
解 惑 ，直 播 间 共 借 出
140 本 新 书 ，将 免 费 包
邮送至读者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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