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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有书香的城市 □ 孙佳音

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较高，纸质阅读
和数字阅读的人数占总人数比例达
97.04%，高出第 17 次(2019 年)全国国
民阅读调查 15.94 个百分点。去年，上海
市民的日均阅读时长为 102.17 分钟，
50.40%的上海市民纸质日读时长超过半
小时；68.50%的市民数字阅读时长超过
半小时。这是昨天发布的《2020 上海市民
阅读状况调查》传出的信息。

昨天上午举行的 2021 年上海市全
民阅读工作会议上，上海市委宣传部（新
闻出版局）联合上海交通大学研究团队开
展的《2020 上海市民阅读状况调查》发
布。这是上海市就市民阅读状况连续进行
的第九次调查。

疫情期间，阅读尤其发挥了正向作
用，认为阅读对缓解疫情焦虑“比较有用”
和“非常有用”的市民占比为 51.80%和
13.60%。

马上评

    最近的上海，哪些景点最火热？ 大概，排名前

十的榜单里，一定会有好几家热门书店。朵云书店
位于上海中心的旗舰店， 藏身上生新所的茑屋书

店，这些摩登又文艺的书店，更是需要早早提前预
约，才能“一睹芳容”。

或许会有人不屑，说这些书店能成为“网红”，

不过是建筑和陈列出位， 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前去

打卡。但其实，如果你流连于这些充满设计感的书

店，在关于戏剧、关于诗歌的专门书店看到那一张
张安静的、虔诚的，甚至躲在角落里阅读的脸，你

便会相信，翻书，选书，买书，读书，在这座城市，是

寻常的美好。

书于上海， 从来不仅仅是教辅教参的机械和
压力，也不简单是英语和计算机考试的工具。 数据

显示，我们最爱读人文历史，我们也关心科技前沿
和生活趣味。昨天发布的《2020上海市民阅读状况

调查》更带来一组令人欣喜又骄傲的数据：上海市
民纸质阅读和数字阅读的人数占总人数比率达

97.04%，?出第 17?（2019年）全国国民阅读调查

15.94个百分点。 尤其纸质阅读率达 96.05%，?出
全国平均水平 36.75个百分点。

我们爱买书，也爱读书，哪怕在电子阅读如此
便捷的时代里。 或许，吸引我们的，不仅仅是那一

本本装帧精美的书，一爿爿装修别致的书店，我们
爱它们温润文雅的气息，爱置身书香的恬静纯粹，

更爱这个弥散着书香的可爱城市。

    在新民晚报和新华传媒联合发起的“寻

找 100份红色记忆”征集活动中，一张拍摄于
1976年的泛黄照片和一只外壳已经掉漆的行

军水壶，带人们重温了 40多年前唐山大地震
中共产党人的果敢和奉献。

这张老照片，拍摄于 1976年 9月，是上
海第一人民医院医科大学班 13?学员赴唐

山抗震救灾回来之后留下的一张合影，坐在

前排左边第三个的是当年 25岁的徐慧琳，也
是照片的持有人。1976年 7月 28日，唐山发

生 7.8?强地震，那天徐慧琳刚好在医院值早

班。听到消息她立刻请战：“我是党员！我要参
加去唐山的救援队！”

到了震区，徐慧琳被分配到妇产科，科室
连床位都没有，队员们便捡来倒塌的门板和

砖块，搭起临时病床，跪在地上给产妇接生。
一次，一位 AB血型的产妇出血不止，急需输

血，医疗救援队里却已经没有库存。整支医疗

救援队的医护人员，只有两人是 AB型血，一
位是第一人民医院的张医生，另一位是徐慧

琳的同班同学季培珠。两人略加思索，当场各

献 200毫升的血。徐慧琳回忆：“震区献血可

不比?时，他们抽完血就回到岗位上工作了。

唯一的照顾，就是我们在当地倒塌的仓库里
挖出来两袋麦乳精，留给他们补充营养。”

当时的救援条件非常艰苦，灾区蚊虫肆
虐，食物放上一会儿便被苍蝇污染，吃了就会

腹泻，但腹泻药有限，都要留给病患。队员便
爬到山坡上采草药，自制中药药丸治病。徐慧

琳说：“就像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样，就地

取材，有什么吃什么。”

初到唐山的几周里，大小余震不断，徐慧
琳却从不害怕。她把哥哥当兵时用的行军水

壶（见上图）带上了。一路上，她不断见到冲在

抗震救灾一线的解放军战士。她摸一摸那军
绿色的水壶，告诉自己：“我是解放军的妹妹，

一定能跟他们一样，打赢这场‘仗’。”
汶川地震、新冠肺炎疫情，徐慧琳抢着捐

款，“我已经 70岁了，没法到现场去帮忙了，

但不管是什么方式，我总要出一份力！”

徐慧琳把唐山地震救援的老照片和行军
水壶送给嘉兴路街道做展示。她说：“我希望

无论老一辈还是新一代的英雄，都能被更多

人记住，希望这份红色记忆能够被一代代传
承和发扬下去。” 本报记者 吴旭颖

那段属于唐山的红色记忆，依然鲜活
当年上海救援队一员徐慧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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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综合阅读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较高，纸质阅读率达

96.05%，高出全国?均水? 36.75个百分点；数字

阅读率为 99.52%，高出全国?均水? 20.22个百
分点。全民阅读在市民中的深入普及不仅仅体现

在较高的阅读率层面。调查发现，市民阅读资源
获取方式也较为多元，除网上购书及书店购买图

书外，阅读网站获得资源已成为上海市民图书资

源选择的最主要途径，微信、今日头条、喜马拉雅
等社交媒体渠道以及移动 App?台成为市民阅

读资源获取的重要渠道。
其次，市民阅读目的十分丰富，除满足兴趣需

求、获取信息知识以外，工作学习需要、掌握实用
技能、提高自身素质修养也成为市民选择阅读的

重要原因。
● 纸质与数字阅读各有场景
数据显示，上海市民的日均阅读时长为

102.17分钟，50.40%上海市民纸质每日阅读时长

超过半小时，68.50%的市民数字每日阅读时长超
过半小时。

总体而言，人们花在数字阅读上的时间高于
传统的纸质阅读。日阅读时间越长，纸质阅读和

数字阅读之间的时长差距越大。

调查数据显示，家庭是市民阅读较为重要的
场所，在不同阅读场所的选择上，“书房或客厅”

“卧室”的占比均位列前三位。传统纸质阅读的群
体中，书房或客厅(65.71%)的选择排在第一位。

数字阅读作为首要阅读形式的人群中，排在
第一位的阅读场所是交通工具（地铁、公交、火车、

飞机），可见，交通工具已成为市民数字阅读的重
要空间。

● 人文社科类纸质书受青睐
在纸质书种类的偏好上，上海市民选择阅读

最多的是人文社科类书籍，占

比为 26.44%，其次是文娱类（19.70%）、科技类

（10.97%）、生活类（10.76%）、经管类（9.01%）。
在电子书种类的偏好上，文娱类电子书选择

最多，占比为 27.50%，其次是人文社科类
(19.10%)，生活类 (12.40%)，资讯类(10.80%)，科技

类(10.40%)。
从市民的阅读支出上看，27.00%的人一年购

买纸质书刊的支出在 200-500元之间，超过 500

元一年的占比为 17.90%，只有 10.70%的人纸质
阅读支出为 50元以下或没有。

数字阅读的支出方面，33.90%的人只看免费
的内容，200元以上的年数字阅读费用支出占比

为 15.85%。
● 阅读对个人发展有独特价值
为更深入了解市民的阅读行为和“自我”之

间的关系，认识阅读究竟在市民生活和成长过程

中扮演着何种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价值，调查组
参考了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相对成熟的量表，

将阅读意义划分为“认识自我”“认识世界”和“社
会责任感”三个维度，探究市民的阅读行为与阅

读意义之间的关联。结果发现市民的阅读时间越

长、阅读花费越多、阅读评价越高以及公共文化
设施使用频率越高，越能够帮助他们认识自我、

认识世界，同时具有更高的社会责任感。这一发
现，进一步说明了阅读对个人发展的具体作用和

独特价值。
会议还发布了《关于促进上海全民阅读工作

的实施意见》和《上海市全民阅读工作 2021年度

重点项目指南》，上海市促进全民阅读联盟也同时
成立。 本报记者 徐翌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