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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从黑龙江省图书
馆了解到，该馆将举办 2021年世
界读书日·龙江读书月系列活动，
活动包括百年辉煌系列活动、读
书月专题活动、少儿活动、特殊群
体服务、创新空间活动、传统文化
活动和其他与读者互动活动等 60
余项。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
动，将伴随读者度过一个充盈而
丰富的读书季。

据介绍，黑龙江省图书馆
2021 年世界读书日·龙江读书月
系列活动将持续至 12月，其中百
年辉煌系列活动是读书月活动的
重头戏，将通过线上线下开展“红
色故事绘”——连环画里的中国
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标记长征
路线 传承红色文化”——红色历
史主题诵读活动、“颂红色经典
庆祝建党百年”——张成生书法
作品展等活动，重温红色历史，凝
聚爱国力量，营造书香文化；少儿
活动将通过家庭阅读指导讲座、

“学党史 颂党恩 跟党走”少儿美
术作品展、最美亲子阅读家庭评
选等，着重突出人文关怀，进一步
培养广大家长和儿童的阅读兴
趣；创新空间活动将从即日起陆
续推出国际象棋公开课、电钢琴
速成体验课、思维导图在线直播
课、合理膳食健康公开课等，读者
可通过这些公开课陶冶情操、培
养良好的意志品质；特殊群体服
务则致力于老年读者以及视障读
者，通过“阅经典，咏诗文，贺百年
辉煌”世界读书日视障读者诵读
比赛、老年书法在线培训、银发书
友分享会等活动，丰富他们的精
神文化生活；传统文化活动将开
展“芸台八音——中国传统音乐
乐谱文化推广活动之中国传统音
乐乐谱展、音乐图书文献展”、“最
是读书滋味长——经典书目导
读、解读”、“琴书乐道——辛丑季
春古琴雅集”等活动。此外，“芸
台八音——中国传统音乐乐谱
展”是国内首次举办的关于乐谱
文化的展览，遴选了以黑龙江省
图书馆馆藏为主的珍贵古籍文
献，将系统而全面地介绍中国传
统音乐各类乐谱，展示我国民族
音乐精粹。

图片由黑龙江省图书馆提供

悬崖之上
国产片，悬疑，动作
时间：4月 30日上映
地点：各地电影院

热 斑《NOT BAD》巡
演 哈尔滨站
时间：4月 24日
地点：
哈尔滨|SUBLIVE

《广播时间》爆笑喜剧第
二轮
时间：4.29-5.16
地点：哈尔滨悦木剧场

春天的芭蕾——《春·欢
乐颂》交响芭蕾晚会
时间 4.28-4.29
地点：哈尔滨大剧院歌剧
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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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
组 织 于 1995 年 通
过决议，宣布每年 4
月 23 日为“世界读
书日”。每年的这
一天，世界各国都
以不同的方式隆重
庆祝这个具有深刻
文化意义的节日。
在第 26 个“世界读
书日”到来之际，有
关“读书”的话题又
成了人们关注的热
点。

随 着 时 代 发
展、科技进步，不仅
阅读的内容愈加丰
富，纸质阅读、数字
阅读、有声阅读等
多元化阅读方式已
向广大读者敞开大
门。那么，阅读方
式的“更新”给我们
生活带来了哪些改
变？当你想读书的
时候，更青睐哪种
阅读方式呢？

在印刷时代，谈到阅读，我
们想到的是白纸黑字，是人与
纸、字与墨的亲密接触。进入数
字时代，人们的阅读重心慢慢转
移到微博、微信公众号和各类移
动阅读应用当中。线上阅读形
式正在成为阅读的主流渠道。
据黑龙江省图书馆透露，2020
年，该馆读者的线上阅读量在大
幅增加，阅读方式和阅读习惯呈
现出新的变化。数字阅读无处
不在。

据 2020 年 4 月 20 日公布的
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
告》显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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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3%，较上一年的 76.2%上升了
3.1个百分点。

仅以上海为例，上海市今年
4月 15日发布的《2020年度上海
全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2020
年上海市民的数字阅读率为
99.52% ，高 于 纸 质 阅 读 率
（96.05%）3.47 个百分点，说明数
字阅读已经超越纸质阅读，成为
最普及的阅读方式。其中，选择
手机阅读的人群占比最高，其次
是网络在线阅读和使用电子阅
读器进行阅读，只有 0.48%的市
民从不进行数字阅读。

据调查显示，线上数字阅读
建立起了四通八达的内容传播
渠道。但与此同时，人们却很难
通过数字化阅读完整读完大部
头的著作。人们阅读的总体时
长在变长，但阅读时间切分成碎
片，眼花缭乱的各类读物分散了
我们的注意力，降低了读者的阅
读耐性。这种追求“即时满足”
的浅尝辄止的阅读，有人称之为
浅阅读。

业内人士认为，在快节奏的
今天，人们的“浅”与“深”的阅读
同时存在，而无论“浅”与“深”，
随时随地都可以读起来获取知
识，则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

除了看电子书
之外，听书是近年来
备受欢迎的新的阅
读方式。

近年来国内有
声书市场也表现惊
人，从 2016年开始，

“听”阅读在中国掀
起热潮。喜马拉雅
FM、知乎、得到、樊
登读书会、分答等平
台，纷纷推出在线音
频/视频付费内容。
有声阅读的出现，使
人们不用捧着厚厚
的书去通读，花上三
四十分钟，就可以听
到分享者所提炼、转
述的原著最精华的
思想、理念和技法。
同时，听者还可以获
益于讲书人融入的
其他作者相关的思
想和理念，甚至可以
帮助我们在任何时
候利用碎片的时间，
系统地学习一门由
国内著名学者所讲
授的课程，而微信则
是这些资讯和知识
产品的主要分享平
台。

哈尔滨易闻思
修·中央书店总经理
韩晓光说，“4·23”世
界读书日，“书”是阅
读的主角，现代人的
阅读途径也在悄然
改变，目前的读书途
径大概有三种：一种
是纸质书，一种是电
子书，一种是手机上
的各种APP，电子书
和手机 APP 的特点
是便携，但如果学英
语通过音频的刺激
效果会更好。纸质
书是一种传统的读
书场景，可以在阅读
时做好笔记反复咀
嚼阅读，但面对网络
和电子书的冲击，市
场份额逐渐降低,但
总体的使用频率还
是纸质书>电子书>
APP。

据 喜 马 拉 雅
FM 相关负责人介
绍，“有声阅读正在
全世界范围掀起一
场阅读新革命”。目
前，喜马拉雅黑龙江
区域日活跃用户人
数过百万，月活跃用
户人数近 500万，与
4 年前刚刚落地黑
龙江时相比增长一
倍。

“八九十年代，我会定期
去书店买书、去图书馆借书
和查阅期刊，现在想来，真是
一件很享受的事情。如今，
图书市场非常繁荣，好书太
多了，看到了我就忍不住想
买。只是现在读书的速度慢
了很多，很难再有年轻时候
一口气儿连夜读完一本书的
劲头。我的书架上也多了数
本没有拆封的新书。但是，
这也并不影响我对纸质书的
喜爱。”70 后的宋然仍对纸
质书情有独钟。

“虽然用手机阅读很方
便，但我还是更喜欢看纸质
书。看到书里喜欢的内容，
我习惯圈圈点点，记录感
受。这是电子阅读和有声阅
读代替不了的。”90 后的朱
长程这样介绍自己的阅读。

记者从黑龙江省图书馆
了解到，2020年该馆接待读
者 595852人次，新增注册读
者 6399人。爱读书，把读书
作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人，
并未减少。

日前，哈尔滨慧文书院
举办与书有关的体验课，以
文化延伸服务，吸引读者的
驻足停留。哈尔滨慧文书院
创始人白双修认为，具有独
特魅力的纸质书会“神”一样
的存在，永远不能被取代。
数字阅读、有声阅读与纸质
阅读相互补充互相烘托，谁
也不能完全取代谁。他告诉
记者，纸质书销售额其实逐
年递增。据不完全统计，
2020年全国纸质书销售首次
突破 1000 亿元。市场没有
缩小，行业没有缩小，人们购
书方式改变了，更多的购书
行为转到了线上。比如，十
年前实体书店销售额占比为
80%，而去年，实体书店销售
额占 20%左右，网上销售占
80%。

从黑龙江省新华书店集
团遍布全省的 123处书店的
销售数据看，近两年党政类
图书销售明显增长，全国人
民学习热情空前高涨。《民法
典》的出版，掀起了全民学法
的浪潮。在新华书店各实体
书店，这两类书的零售、团购
络绎不绝。

从黑龙江省图书馆去年
的借阅统计情况能够看出，
借阅排行榜位居前 20 位的
涉及文学、经济、绘画、漫画、
外国名著等多个方面，说明
读者的阅读兴趣、阅读范围
越来越广泛了。而《四大名
著》依然受到青睐。

第十七次《全国国民阅
读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成年
国民中，11.1%的国民年均阅
读 10 本及以上纸质图书。
此外还有 7.6%的国民年均
阅读 10本及以上电子书，有
三成以上国民有听书习惯，
选择“移动有声APP平台”听
书的国民比例较高。

综上，业内人士指出，不
论是纸质阅读带来的文字熏
陶、数字阅读带来的便捷，还
是有声阅读带来的听觉享
受，都是帮助我们徜徉在知
识海洋中的好方法，我们应
该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去更
好地加以利用。不同阅读方
式只是介质不同，重要的是
人们肯多拿出时间看看书，
就值得鼓励。

本文图片均为本报记
者 蒋国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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