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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代 是 思 想 之 母 实 践 是 理 论 之 源

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

从传统的“一卷在手”到现在的

“一屏万卷”，阅读方式正经历深刻

变革，数字阅读逐渐成为国民阅读

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21次全

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23年

我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

触率为80.3%，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

3.4本。而佛山相关调查显示，2023

年佛山市联合图书馆数字资源浏览

量为1650万次，数字资源下载量为

484万次，84%的受访市民有过数字

阅读买单行为。这些数据证明，当

下是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平分秋色

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数字阅

读理应成为赋能全民阅读推广的重

要内容。

以下结合佛山市图书馆的经验

做法，谈谈数字阅读如何赋能全民

阅读推广。

一是构建保障体系，满足数字

“畅读”。充分发挥图书馆在阅读

资源保障层面的重要作用，包括通

过构建丰富、优质的数字资源体

系，满足不同用户群体的阅读需

求；为市民提供电脑、移动上网设

备、电子阅读器等数字阅读的硬件

支持；注重用户信息素养教育，提升

用户数字资源获取、辨别与使用能

力。总之，要以资源与设备为“鱼”，

以信息素养能力培养为“渔”，让市

民畅享数字阅读。

二是加强内容引领，推动数字

“深读”。数字阅读方便、快捷，但

也被贴上了“碎片化阅读”“浅阅

读”的标签。尤其是网络数字资

源，在数量上浩如烟海，在质量上

良莠不齐，极大地增加了用户资源

选择的负担。因此，图书馆应在加

强数字资源质量把控的基础上，通

过精品资源推介、领读等方式引导

用户开展深度、系统的数字阅读。

三是注重技术运用，赋能数字

“智读”。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

技术的出现，让阅读的手段更为丰

富，体验更为多元。图书馆应注重

新技术的运用，为用户打造沉浸式

的阅读体验场景。比如，利用虚拟

现实技术为用户提供全新的阅读空

间体验，让阅读内容中的场景和信

息直观再现，从而让用户在虚拟场

景中实现畅读。又如，利用基于大

数据的用户阅读数据分析，为用户

提供精准、智能的阅读资源推荐。

四是创新形式转化，促进传统

文化“悦读”。在新技术赋能下，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特色地方文化

也成为了数字阅读的重要内容。

图书馆系统一是要充分利用数字

化技术活化古籍资源，让古籍走出

“深闺”，接地气；二是要采集地方

文化资源，建设地方文化数据库，

通过数字阅读让用户感受地方文

化的魅力。

今天，我们为什么需要阅读？
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第29个世界读书日刚刚过去，阅读的话题受到全民

关注。包括佛山在内，全国各地关于推进全民阅读的活动在持续深入开展。党的二十大报

告提出，“深化全民阅读”“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截至今

年，“全民阅读”已连续11年被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新时代新征程，

我们为什么需要推进全民阅读？在信息消费模式急剧变革时代，

文字阅读的价值和意义何在？如何深化重点人群的全

民阅读活动？本期圆桌论坛就此展开探讨。

主持人：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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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忠辉 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网络传播学院教授

查 斌 佛山市教育局教学研究室教研员

霍一凡 佛山市总工会宣传教育和经济工作部部长

蔡 畯 佛山市图书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

开卷有益。阅读，既有益于个

人心智成长与知识积累，更有益于

国家民族的文化传承与兴旺发

达。国民的阅读水平标志着一个

国家的总体文明程度和创造能

力。因此,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全民

阅读。佛山也明确提出打造“全民

阅读之城”，建立深度学习型社会。

随着全民阅读的不断深化，阅

读之风正逐渐浸润佛山每个角落和

群众生活。2013 年至 2023 年十年

间，佛山市联合图书馆持证人数从

37万增加到239万，流通量从240万

册/年增加到 834 万册/年，人人参

与、处处有书、时时可读的书香社会

得到极大发展和巩固，也展现了佛山

对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力度和决心。

全民阅读助推城乡区域协调发

展。当前，佛山正大力贯彻落实“百

千万工程”，积极推动城乡区域协调

发展向更高水平迈进。全民阅读何

以强调全民？为的就是逐渐建立健

全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在身

边、在掌上、在云端”的阅读服务，将

阅读资源扩展到社会各个角落，尤

其是边远地区。当前，佛山的图书

馆体系成员馆达502家，是2013年

（53家）的9.47倍，完善的体系确保

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群众都有机

会接触和利用阅读资源，在缩小城

乡差距上作出了一定贡献。

全民阅读赋能高质量发展。随

着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和技术的快

速发展，佛山面临着制造业转型升

级的迫切需求。此时，以全民阅读

为载体建设学习型社会，具有平等

性和普及性两大属性，不仅有助于

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更有利于推

动经济的良性发展和社会结构的优

化。一方面，通过提供丰富多样的

学习机会和资源，人民群众得以更

好地实现个人价值和职业发展，同

时，这也将加深全社会对岭南文化

和城市的认同感。另一方面，建设

学习型社会能够给佛山带来更多的

创新人才和技术，加快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的步伐，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

支持和人才保障。

全民阅读引领学习型社会风

尚。全民阅读是实现学习型社会愿

景的重要途径，为社会的整体发展和

个体的终身成长提供支持。而学习

型社会又能有效地创造无处不在、无

人不读的全城阅读氛围。在建设学

习型社会过程中，教育和学习不再局

限于学校这一场景，而是扩展到社会

的每一个角落。尤其是佛山近年来

以“全民阅读月”为契机，多形式组织

开展全民阅读推广活动，让“网红”书

店、新型阅读空间、农家书屋在全市

“多点开花”，形成了全民学习、终身

学习、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营造出

书香城市的氛围和气质。

随着移动媒体的迅猛发展，目前

我国已拥有超10亿的短视频用户，人

均单日使用超过2.5个小时，其中包

括近年来爆火出圈的读书类短视

频。有人担忧，很多人每天可能只刷

短视频，已经不看书了。我认为这种

担忧大可不必。短视频阅读的高流

量并不意味着阅读文字的人数就少

了，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短视频只是数字技术时代媒体

传播的一种技术，刷短视频引起关

注的实质在于对阅读模式的关注，

而非阅读本身。阅读的核心在于

人，好的技术会加强阅读效果，但是

主体的人才是阅读效果的决定性因

素。而且，短视频用户和阅读者是

两个不同的主体概念，技术与阅读

之间也不是对等关系。人们对短视

频阅读代替文字阅读的忧虑，实质

是对时代进步迅捷性的忧虑，尤其

是媒体传播技术力量的变化，导致

人类社会每一个场域都在迭代升

级，这种迭代升级在阅读模式方面

就体现为图像综合化的阅读感受正

在逐渐取代以单一文字为中心的阅

读感受，短视频便是这一图像化综

合感受变化最集中的表现地。

人们在将文字阅读与短视频阅读

并置讨论时，实质是对文字阅读形式

和短视频阅读形式不同定位和价值的

比较。文字是一种抽象符号，而短视

频阅读则是直接地形象呈现，短视频

阅读对文字阅读最大的冲击，就是剥

夺了文字阅读对人脑的由抽象到具象

的训练过程。同时，短视频阅读的形象

化事实上是附有观点和判断的，这会直

接影响短视频阅读者的自我判断。在

文字阅读作为千百年来人类思维驯化

工具，已经先在地获得合法性和优先性

的情况下，很多人会认为捍卫文字阅读

就是在捍卫人类文明成果。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阅读的核

心不是技术形式，而是阅读主体，不

管是文字阅读还是短视频阅读，决定

阅读品质的从来都是人，而不是人使

用的工具。事实上，恰当地使用短视

频，对文字阅读是有助益作用的，比

如近年来爆火的读书类短视频就在

客观上起到了知识普及的作用，也带

动了人们的阅读，尽管这种阅读谈不

上深度和专业化。

其实，短视频流量的偏高，反映

的只是大部分人感性生活的方式而

已，本质上刷短视频和打麻将没什么

区别。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忧虑短视

频能够代替阅读本身。说到底，阅读

是阅读者的圣地，阅读的效果取决于

不同阅读主体的选择。技术始终是

为人类服务的，任何一种形式都在迭

代更新，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人类

的需要才是最高的伦理，阅读同样也

要遵循这个伦理，无论在何时——过

去、今天，还是未来。

《第 5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底我

国短视频用户规模已达10.12亿，其

中 青 少 年 占 比 65% ，活 跃 用 户 达

20%。青少年是全民阅读的重点人

群，由于其阅读意识和阅读习惯尚

在养成阶段，过度使用短视频客观

上会对其文字阅读习惯和阅读能力

的养成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在短

视频流行的当下，大力实施青少年

阅读活动，引导青少年培养深度阅

读习惯十分重要。

那么，如何引导青少年深阅读?

一是营造良好阅读环境。从家

庭角度来说，可以挑选一个安静舒

适的角落，摆放书架、书桌和舒适座

椅，打造专属的阅读空间。每天可

以安排固定的阅读时间，家长和孩

子一起选择书籍、共同阅读，以此激

发孩子的阅读兴趣，养成定期阅读

的习惯，形成阅读的自觉性。从学

校来说，可在学校图书馆、教室乃至

走廊、过道中不影响安全的位置设

置专门的阅读角，吸引学生随时阅

读。此外，还可以定期举办阅读分

享会、读书节、书评比赛等活动，增

加学生的阅读参与度和趣味性。

二是举办多元阅读活动。学校

和社区图书馆要增加各种类型的图

书，包括小说、科普书籍、漫画、杂志

等，以满足不同年龄段和阅读水平

的青少年。除了传统的纸质书籍，

还要提供电子书、有声书等数字化

阅读资源，方便在移动设备上随时

随地阅读。同时，开展主题丰富、形

式多样的阅读活动，比如科幻小说

阅读会、历史故事分享会、动漫漫画

展览等。还可以邀请作家、学者或

其他专家到学校或社区图书馆进行

讲座和访谈，通过与青少年互动，激

发他们的阅读热情。

三是善用科技赋能阅读。短视

频并非洪水猛兽，运用得好，甚至还

能推动青少年读书。比如，可以创作

有关阅读的短视频内容，涉及书评、

阅读推荐、阅读心得分享等，以此吸

引青少年的注意力，同时传递阅读的

重要性和乐趣。可以在短视频平台

上举办与阅读相关的挑战，例如“每

月一本书挑战”“阅读分享大赛”等，

鼓励青少年分享自己的阅读经历和

心得，并以此吸引更多青少年参与。

打造专门的短视频阅读节目，邀请作

家、学者或其他专业人士进行访谈或

演讲，介绍优秀的书籍和阅读方法

等。董宇辉抖音直播荐书、网红教授

戴建业B站讲唐诗、人民文学出版社

微信视频公众号等，都是利用短视频

让读书活动“出圈”的例子。

近年来，佛山市教育局大力推

进中小学“5A”阅读教育体系建设，

打造“书香校园”，较好地推动了佛山

青少年阅读深入开展。接下来，我们

将继续推进青少年深阅读工作，引导

青少年潜心读书、敏于求知，澎湃青

少年的阅读力量。

佛山作为制造业大市，数量庞大

的产业工人是全民阅读的主力军之

一。倡导全民阅读，是全面提高产业

工人文化素质、助推佛山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的有效途径。近年来，佛山各

级工会始终将职工书屋建设作为满足

职工特别是产业工人群体阅读需求的

重要抓手，以及团结、凝聚、教育职工

的文化阵地，持续打造成为深受职工

欢迎的精神文化家园、闪亮的工会工

作品牌。截至目前，全市共建成各类

职工（电子）书屋865家，其中全国“职

工书屋”示范点27家，省级“职工书

屋”示范点9家，获得“广东省十大书

香企业”及提名单位共16家。

一是持续打造职工书屋品牌。

市总工会利用职工书屋纳入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佛山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示范区的契机，主动与文化部

门共同推动建立“文群共建”机制，成

立市工人文化宫与图书馆等9家单位

联合参与的文化设施联盟，推动市、区

图书馆与园区、企业职工书屋改造提

升，按照园区、企业出场地，图书馆提

供设备、定期更换图书的模式，建设

“智能文化家”15家，为产业工人提供

24小时全天候文化服务，极大地丰富

了产业工人业余文化生活。

二是广泛开展职工阅读活动。

通过职工书屋这一平台，全市各级

工会组织在广大职工中传播先进文

化思想，引导职工“爱读书、读好

书”，在提高职工科学文化素质的同

时，不断提升产业工人队伍的思想

道德素质、技术技能素质、身心健康

素质。把职工书屋建设与产业工人

思想政治教育、法制教育和职业道

德培育结合起来，开展集中宣讲、专

题读书会、阅读分享会、读书知识竞

赛、朗读比赛、演讲比赛等形式多样

的活动，引导职工群众听党话、跟党

走，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不断提升产业工人队伍的思想

道德素养和职业道德素养。2023

年，全市各级工会组织开展职工读

书小组、读书会等阅读活动超百场。

三是以劳模领读营造阅读氛

围。把职工书屋建设与职工素质提

升结合起来，引导广大职工形成良好

读书习惯，由“要我读书”转变为“我

要读书”，积极培育在工作中学习、在

学习中工作的新时代学习型职工。

其中，涌现出程祖彬、苏荣欢等一批

新时代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先进

典型人物。同时，我们还推荐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南粤工匠、国熙

定制陶瓷设计研发中心创始人唐奇

成为广东省职工书屋代言人。通过

开展劳模荐书、劳模领读等活动，在

产业工人中营造良好阅读氛围。

佘泽鑫 深化全民阅读 构建学习型社会

查 斌 短视频时代需要推动青少年深阅读

霍一凡 推进职工书屋建设 营造全民阅读氛围

蔡 畯 让全民阅读插上数字化翅膀

田忠辉 阅读的价值不因短视频而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