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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综合图书阅读7 . 78本

世世界界读读书书日日，，你你““拖拖后后腿腿””了了吗吗？？
今年4月23日是第20个世界读书日。随着“全民阅读”连续两年写进政府工

作报告，“多读书，读好书”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据第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
调查数据，2014年我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58 . 0%，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
率为58 . 1%，均有所上涨，成年人人均综合图书阅读7 . 78本。

去年一年我国成年人平均每人读书7 . 78本，正读报纸的你达标了吗？

“几年前,很多书店曾经开
不下去而倒闭。或许是因为新
兴阅读模式的冲击,也可能是各
类娱乐方式挤占了市民的读书
时间,图书市场经历过一场生死
考验。”鲁西图书城负责人赵继
存对前几年的书市低迷仍心有
余悸,国内很多大的书店接连倒
闭,甚至曾经有书市将灭的各类
分析,但所幸这些都过去了。

“书店饿跑”的时代终于熬
了过去,图书城的店主们期待着
图书市场未来的繁荣。“莫言获
得诺贝尔文学奖那段时间,文学
类书籍火了一段时间。”一家书
店店主甚至用“洛阳纸贵”来形
容那场购书热。在书店店主们
看来,图书市场不是孤零零的个
体,而是会在整个大环境跟着浮
沉,只希望能多来几阵让书市扬
帆的风。

“多少年了,走进图书城,放

眼望去都是从小学到高中的各
类教学辅导书 ,还有公务员考
试、事业编考试书籍资料,以及
教师资格证、司法考试等等各
类书籍的天下。”一家书店店主
介绍,教辅考试类书籍盛行多年,
被称为“功利性读书”。近几年
来,这类书籍依然长盛不衰,但读
各类闲书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在店主们看来,“80后”辣妈
奶爸们对于如何做个好爸爸、
好妈妈,如何给予孩子良好的家
庭教育很喜欢从书中获得答案,
而亲子教育类书籍就成了畅销
类目,以家庭启蒙教育为主的新
阅读模式悄然兴起。而随着一
些名人如主持人、演员、艺术家
等出书的越来越多,粉丝们热捧
也会购书 ,引爆一波波购书热
潮。文学类、旅游类、鸡汤类等
书籍也各有自己的固定读者
群。

书店老板>>

这两年买书的比前两年多

“读书数量肯定超过十本，
但书籍质量不知道够不够标
准。”市民周女士沉浸网络小说
多年，对各类热门的女性网络
小说题材如数家珍：穿越、架
空、仙侠、耽美等等，每个类别
都能说出一大堆，还能附带几
百字详情简介和读后感，“如果
这些都算上，每年四五十本应
该是足够的。”

周女士还炫耀，近年来很多

改编成影视剧的网络小说，她几
年前就看过不止一遍。“单纯从
数量来看，我绝对达标了，不过
读书质量高不高，不好说，但我
从中获得满足、感到开心，成为
了我的一项休闲活动，上学读书
功利化了十来年，毕业后拿读书
当休闲娱乐，读得开心自在。”

周女士读书基本上是手机
电子书、平板电子书，晚饭后的
闲暇时间是她的读书时间。

而新入职的“90后”张先生
则早就入手了一部kindle，是位

“指尖阅读”的践行者。“公交车
上、吃饭间隙、上班空闲时间，
都可以拿出kindle看看书，而且
网购电子书方便又快，比纸质
书也便宜很多。”张先生翻阅了
下自己kindle中的记录，这一年
看了四十多本书，其中有十来
本没有看完。“难得没拖全国人
民后腿，以后继续多读书。”

“小说控”、“指尖族”：读书数量严重“超标”

调查中，也有部分市民读
书数量少于平均数，因为没时
间：忙工作、忙照顾孩子……

“每天下班累得要死，有时
候吃个饭就吃到10点，回家倒
头就睡，越长大越没时间读书
了。”读书数量不达标的很多市
民接受采访时，大部分诉说着
相同的原因：读书非常好，可我
没时间。

市民刘女士去年基本没读
书，只能刷刷微博和QQ，网上

偶尔看看新闻和各类资讯。“古
人故事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偷
光为读书，现在却越来越觉得
读书是件奢侈、小资的事儿。感
觉现代人读书的情景应该是：
喝着咖啡听着歌，窝在沙发上
翻着书。可我没时间，也没精
力。”

也有市民感慨，“不是没
时间看书，只是沉重的社会压
力，即使有时间，也只会看一
些快餐似的小说，再不复当年

专拣名著看的勇气。”
“继续读书并不是说书本

身特了不起，而是读书意味
着，还没有完全认同于现实、
还有追求、还在奋斗，还在寻
找另一种可能。”市民李先生
是个“文艺青年”，在他的认知
中， “没时间”只是借口。事
实上，是人们越来越缺失对书
的敬畏和热爱。正因如此，读
书才没有成为很多人的生活方
式。

“房奴孩奴”：都说读书好，都喊没时间

本报记者 凌文秀 通讯员 张海英 齐慧

一对母子在读书。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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