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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网络阅读不再“孤读”

世界读书日前夕，移动社交平台陌陌对
近万名网友进行抽样调查，发布了《2020网民

阅读报告》。根据这份报告显示，在疫情期间，
31.6%网民的读书量超过了 2019年的总和。

从地域分布来看，无论是过去一年还是疫情
期间，上海人的读书量最多，位居全国之首。

在读书花费等于大于 500元的网民比例中，

上海和北京以 14.2%的比例并列第一，领先

于其他地区。
“疫情突如其来，我们不仅仅面对肆虐的

病毒，更面对不安甚至恐惧的自我和急剧变

化的世界，此时大家更加体悟到了阅读的价
值和力量。”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王立翔说，

“网络突破了疫情的阻隔，为我们这个世界建
立起了一张巨大社交网，为阅读的选择和交

流提供了从未有过的便捷。因此我们不仅不
能忽略线上的社交功能，更应有力地利用好

它，为健康、有益、促进人类进步的阅读提供
出版人的能量。短短的两个月时间，我们看到

线上推出了各种阅读推广、交流和营销活动，
手段之丰富，样式之多样，与读者互动之热

烈，都是前所未有的。疫情给出版业一个重大
启示，就是要加速主动转型，坚决迈出与数字

技术深度融合的新步伐；未来只有将线上线
下的产业贯通，如此才能释放出更大的出版

力量。”
与过去的阅读相比，今天人们获得书籍

信息的渠道无疑更加广泛，特别是各种社交
平台为读者搭建了桥梁，人们得以克服时间

局限、跨越地理障碍，在阅读文本的同时与来
自不同时空维度上的其他读者开展社会层面

意义上的人际互动，包括点赞、分享和评论等

操作，甚至一些名人阅读的分享在无意之间

可以大大增加一本书的曝光率。此次疫情中，

一些新媒体平台推出“名人荐书”，邀请作家
梁晓声、医生张文宏等人分享自己的疫期书

单。阅读经典、分享心得，在这个特殊的读书
日里，让我们重新认识阅读的意义。

互动分享大有讲究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分享和互动等

功能，来展示他们阅读过的图书，有业界观察

者甚至认为这种阅读形态是“阅读的未来”。
但是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数字传播

与信息行为研究中心主任李武通过多年的研
究却发现，在阅读中如何互动和分享却是大

有讲究。

“我们从 2014年开始连续对不同群体进
行调查，包括微信阅读、图书类社会化阅读

APP等方面。从得到的调查反馈来看，绝大多

数受访者表示几乎不查看他人在电子书中添

加的注释和书友圈中的留言，更不用说就此
开展深入的互动交流了。”李武说，“多数受访

者提出只有重度阅读者才会对书友圈感兴
趣，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与他人的社交

互动，只是‘副产品’而非目的本身，这就与目
前大多图书类社交化阅读 APP书友圈倡导的

‘以书找人，以书会友’理念不太契合。原先打

算做成基于书的社交，事实上却成了书评书
摘区。”

在李武看来，网络增强了阅读过程中人
与人之间的社交互动，“当读者本身以社交为

目的时，他们需要通过桥梁接触更多的用户，
满足更高的互动性需求；当读者希望获取信

息时，社会化阅读所提供的连接桥梁是一条
可行但并非不可替代的路径；而当读者想要

阅读结构更加完整、内容相对闭合的图书时，
他们的目标并非社会互动，恰恰相反，他们更

想要的恰恰是筑起高墙摆脱外在打扰，以此
追求高度个体化和沉浸式的阅读享受。”

李武认为，对社交化阅读的“选址”格外
重要。如果将此搭建在错误的地方，那么互动

和分享功能不仅不能帮助读者更好地开展阅
读，而且会严重影响他们的阅读体验。同时，

需要将更多的选择权交给读者，让他们有更
多的操作空间，比如自主决定是否开启以及

在多大程度上开启阅读的社交功能。而在社
交功能的开发中，也不能只是简单地提供社

交媒介的标准三件套———点赞、分享和评论，
而应该深入思考如何结合阅读本身的特点将

人人互动与人文互动进行无缝链接。
对此，中国福利会宋庆龄儿童发展中心

儿童阅读研究与指导专家赵小华表达了同样

的观点。在她看来，阅读首先是一件很个体的
行为，它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深度互动，也是

一个思维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最好不要受到
外部干扰，“在读者与作者的深度对话和个性

化的情感体验完成之后，可以进行更多人的
互动和分享，这时候经过独立思考已经建立

了独到观点，社交化的互动和分享可以帮助
我们拓展和补充原有的认知，在观点碰撞中

丰富阅读体验。”
“从阅读中获取的能力和智慧是阅读者

最终追求的目标。不管什么平台，不管什么带
货，读者不要迷惑双眼，首先问问自己最近一

个月自己踏踏实实读了几本书，写下了几篇
读书笔记。”赵小华认为，“所有外部的喧嚣都

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眼花缭乱的图书中找到
好书，捧起一本书来安静读下去。”

从买书到知识付费
在上海人民出版社新媒体部主任陈季冰

看来，社交媒体的兴起，对于所有内容产业来

说都是一次版图的重构，“对于我们出版单位
来说，有内容、有作者、有版权，社交媒体不仅

可以起到宣传的作用，更有其他重要的功
能。”

“我们现在也尝试采用短视频、直播等在
线新经济的形式，不仅自己做，在重要的节点

上，也会与网红大咖合作。在未来，我们不仅

是卖‘书’，更要卖里面的‘内容’。像我们的许

多读书会，在活动中会请来很多作者。我们并
不在读书会上推销书，而是通过读书会这个

载体来推销‘内容’。”

陈季冰认为，社交媒体的兴起给出版社

带来挖掘自身内容，然后通过再加工、再开发
来实现内容直接销售的机会，而不只是卖书

的机会。“现在的社交媒体发展瞬息万变，上
周的主战场是微博，前天就变成了微信公众

号，昨天又是抖音短视频，今天又变成了各个
平台的直播带货⋯⋯这是一个变局的时代，

凡是在线新经济模式，只要不是成本大到我

们难以承受，我们都应该尝试。”

2016年，被称为知识付费元年。在资本吸
引下，喜马拉雅、知乎等“玩家”纷纷入局，抢

夺知识付费的蓝海市场。3年过去，知识付费
的市场仍然可观。艾媒咨询《2018-2019中国

知识付费行业研究与商业投资决策分析报
告》显示，2018年中国知识付费的用户规模达

2.92亿人，预计 2019年知识付费用户规模将

达 3.87亿人。
目前，有很多出版社和从事图书出版

的公司在尝试知识付费业务。事实上，我们
平时经常可以在网上遇到的书籍精简解读、

经典名著讲解、书籍内容课程化等就是最典
型的知识付费。哲学、诗歌、古典音乐⋯⋯这

些由传统出版机构精心打造的付费内容，
正越来越多地被年轻人所接受。对于图书

的作者来说，也可以借助知识付费方式，根
据自己的构想开展付费讲座，每次讲座都

可能得到受众的现场反馈，继而直接反映

到作者的书稿里，使后期成书在内容质量
上获得提升。

出版社、书店纷纷拓展销书路径

“拥抱”新经济 阅读不“孤读”

    每年的 4月 23日是世界读书
日。这个日子的设立旨在鼓励人们
发现读书的乐趣。今天，越来越多
的出版社、书店纷纷入驻网上商
城、开设抖音直播⋯⋯“拥抱”在线
新经济。对于广大读者来说，在家
就可以下单购买图书并由快递人
员送货上门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
读书，无疑成为一个更需要关注的
话题。

首席记者 方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