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风榜”问与答

从阅读中，我们获取知识、信念、慰藉，从

书中理解过去，也从中预见未来。

据统计，近十年来，全球数据量以每两年

翻倍的速度增长，用来统计数据的单位，已经

上升到了“ZB”，即万亿GB。

知识爆炸的网络时代，如何读书，怎么选

择书，成了无比重要的问题。

2017年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公布的《第

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成

年国民的图书阅读率和平均阅读时间，都有

小幅上升。

同时，手机的阅读率连续8年增长，国民

每天花在手机阅读——微信公众号、网络小

说、手机报、博客微博——上的时间平均有一

个多小时，是花在阅读纸质书上的3倍还多。

从大数据中也可以读到一些倾向：超过

一半的成年人更倾向“拿一本纸质图书”读，

远超偏好手机阅读的33.8%。而只有不到十

分之一的人，觉得自己的阅读量较多，或很

多。

有不少人心中有“深读”的渴望，但因为

种种原因，无法达成。

借2018春风图书势力榜，我们想与读者

走得更近。于是，我们一对一走近新老杭州

人，去倾听阅读对于每个人的意义，找出“读”

与“不读”的原因。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钱报记者来到杭城

四通八达的地铁、车站，来到商场、书店，也通

过网络空间，与读者交心。2018 年的“好书

60”榜陆续现身，记者也将一册册好书赠给

他们。

18 位普通读者，18 种不同的阅读样本。

他们的个人阅读习惯是怎么样的？他们怎么

理解“悦读咏流传”的涵义？

从他们的回答中，我们读到，“碎片时间”

成为了不少人的阅读时段，但也有人把读书

当作一件大事：一字字写下读书笔记。

人们阅读的书籍数量则分散于“几乎不

读”到“每年近百本”之间，和统计数据中的人

均近8本对照来看，波动很大。

有人觉得，阅读就跟一日三餐一样，一旦

改变，身体会不适应；也有人觉得读书是浪费

时间的：“有更有趣的事情在等着我。”

有人把阅读当作个人精神世界的建构：

一人一心一书；也有人把共读一本书当作同

爱人、孩子亲密交流的方式。

而沉甸甸的“悦读咏流传”五个字，给

读者们最直观的联想，是读书能够带来的

的喜悦，还有文化和知识通过书籍的长久

传递。

我们的“读”与“不读”：18位在杭人士的阅读样本（上）

知识爆炸时代
阅读该有怎样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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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书与“闲书”泾渭分明
读完工作用书，再读心头好

玛丽 70后，教师

1）我的直觉是在鼓励人们阅读。

“咏流传”，让我想到央视的一档节目。

它用歌唱方式演绎经典诗词，这种演绎方式

和起到的效果都很好。

“悅读”，这个词语，前几年就很流行——

阅读，能让人愉悦心情。

两者结合，是鼓励人们多阅读，带着愉快

情绪阅读，或者也可把愉快情绪传递给别

人。还有一层含义，要读经典，也要让经典以

读的方式代代相传。

2）我把书分为两类。闲书和专业书。以

前，闲书读得比较多，我觉得阅读不仅是丰富心

灵，也能触发灵感。那时候也写了不少文章。

这几年，我在读硕士。所以，近几年专业

书比前几年读得多一点。不过，我自己组织

了一个读书会，主要是读闲书为主。我读书

是比较认真的。专业书，都会圈圈点点有批

注。凡是认真读，有触发的，会写读书笔记。

舟颜 80后，儿童培训

1）悦读咏流传，大概是提倡让快乐阅读

成为一种习惯吧。

2）平时阅读书籍没有固定的数量，工作用

书，翻阅资料平均每个月十几本。其他书籍，空

余时间多，多看一点，时间少就少看一些。

Noon 90后，在读研究生

1）我觉得“悦读咏流传”的核心在于“读”

和“咏”，也就是视觉和听觉的有效结合。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最早的文学作品就是

用来“歌唱”的，比如诗经，或者后来的唐诗宋

词，都有自己的格律和音韵，蕴藏着优美的语言

结构，许多古代优秀的文学家也都是音乐家。

我们当下的文学和阅读正在经历一个

“失语”的过程，也就是失去了文字中优美的

音乐部分。我觉得“悦读咏流传”这个活动，

似乎是将“读”和“咏”再次结合，发掘和重建

中国最传统、最优美的一部分。

2）出于专业和兴趣，平时阅读偏向于历

史和文学类，偶尔会阅读一些经管类作品。

一年大概20-30本左右。专业作品一般选择

精读，业余作品一般选择泛读。个人阅读一

般注重思想和文字，二者有一就可以。主要

是为了训练思考方式和写作能力，因为自己

平时也要写一些论文或科普文章等。当然，

有时候也会读一些畅销小说，作为业余消遣。

阅读如一日三餐
是多年保留的习惯

征宇 70后，政府机关职员

1）这句话让我联想到父母爱好读书会

影响到子女，很美好的传统。如晴耕雨读，

在父母的潜移默化下，阅读可以成为农人耕

种赖以果腹一样自然而然的事。当然，如果

从字面上联系，畅快的阅读，还以“咏”得滋

味。

2）说真的，从来没想过为什么读书。只

是一种多年保留的习惯，就跟一日三餐一样，

一旦改变，身体会不适应，人会变得恍惚。

我读的书不太多，基本以抒写自然的散

文居多，普里什文、德富芦花、雅姆、李奥帕

德等等。近年偏爱古诗词阅读，五言七律的

浓缩，才真正彰显汉字的精妙。对于热爱写

作的人来说，读书是蚕食桑叶的过程，也希

望美好的阅读经过自己的消化，可以吐出丝

来。

菰城之城 80后，经理人

1）口号挺顺溜。阅读要传承。

2）平时小说、人物传记、散文、专业书籍、

经济专著都看，目前的目标是一个月三本，搭

配着看。主要是兼顾个人兴趣、专业知识和

文化学习。读书是一种个人的爱好。

和家人读同一本书
可以有更好的交流

骆尘 70后，企业安全管理人员

1）读书是使人快乐的事情，这样的快乐

可以代代相传。

2）我平时读书以诗词、小说、散文类居多，

也看名人传记、心灵鸡汤类的书。家有初中生，

也和她一起看推荐书目。跟女儿读同样的书可

以让我和她有更好的交流，走在同一个世界

里。读书喜欢穿插着读，几本书同时看，车里、

家里、办公室里分别放着，什么时间有空就读随

手的那一本。

鱼妇 60后，退休职员

1）看到“悦读咏流传”五个字，想到的是

来自外界的劝告：要愉悦地去读一些有益的

书籍、要多读一些古典的经典的作品。我的

反应是这种劝告里面的善意能领会到，但是

在我们这个年龄段，阅读习惯大概定型了。

阅读习惯来自更复杂的因缘。

2）我平时偏向于读古典和经典的作品，

量少。新作品也会读一些，多半是因为媒体

推介或朋友有赞誉而去找来读。

彩虹 60后，公务员

1）“悦读咏流传”，我第一反应阅读是喜

悦的，希望阅读成为自己的一种习惯，一种爱

好，把好的作品、思想理念、经典著作流入心

田，不断提升自己，成为优雅、有品位的人。

并将之永远流传下去。

2）我平时读的一些书籍，比如《平凡的世

界》、《欢乐颂》等，也喜欢读一些诗歌，多用细

碎时间阅读。

本报记者 张瑾华 通讯员 马正心 竹嫄

1、“悦读咏流传”，读到这五个字，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你怎么理解？

2、你的个人阅读数量、习惯是怎么样的？原因是什么？

书 店 里 静 静

阅读的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