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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世界读书日。近日，上海
到处可见书香与美好生活相伴的场
景，不少社区开展了主题鲜明、内容丰
富、形式多样的读书主题活动。

社区是全民阅读的神经末梢。营
造读书求知的书香社区氛围，就是要
实现居民在  分钟社区生活圈内，不
仅能阅读，更要“悦读”。今年3月，上
海进行了第七次上海市街道（乡镇）图
书馆评估定级工作。被评为“示范馆”
的街道（乡镇）图书馆，延伸了公共文
化服务触角，探索“社区+图书馆”新模
式，集“阅读”“社交”“共享”等功能于
一体。

让书香弥漫社区居民身边，关键

在于阅读服务设施布局布点，这不仅
需要公共图书馆实现与区馆及街道
（乡镇）图书馆的通借通还，还要依托
城市书房的建设，点亮以其为半径向
外延伸的“  分钟阅读圈”，聚合优质
阅读资源，打造精品阅读阵地。 月
  日，青浦区图书馆与朱家角镇社区
文化活动中心合作共建的城市阅读新
空间——青溪书房 · 舒阅楼正式开
业。截至目前，青浦区已有7家书房投
入运营，这些各具特色的书房凭借高
颜值的阅读环境和品质化的阅读服
务，让阅读不仅成为一种时尚，更融入
了日常生活。

“  分钟阅读圈”的打造，不应局

限在实体网点的布局上，也要通过科
技手段进行移动网点布局，为读者构
建高质量科技阅读环境。去年，杨浦
区图书馆“书界——图书网借平台”入
选中国图书馆学会公共图书馆分会
“图书馆区域协作发展创新案例”。“书
界”自助服务网点已进入杨浦区内的
大型商圈、社区、公园等人流密集区
域，并结合网点特点，开展了“书界寻
樱记”“行走的地图”等打卡集章活动。

线下与线上双向发力，不断扩大
“  分钟阅读圈”的优质阅读内容供
给，通过对读者阅读行为数据量化分
析，进一步提升社区居民阅读体验，为
他们提供更为完善的智慧阅读服务，

不断在社区中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
读书的浓厚氛围。 月  日，宝山大场
城家人才公寓共享书房揭牌启动，这
是宝山首家  小时自助阅读新空间。
书房主打便利性与智慧感并存的服务
特色，通过“扫一扫”，触手可及宝山区
图书馆海量数字资源、“云书房”“你选
我购”等智慧阅读服务，吸引了众多年
轻住户前来体验。

让阅读走进生活，构建便捷服务
网络，惠及更广阔的人群；以书香赋能
社区，打造特色阅读空间，促进社区蓬
勃发展。通过书香社区，使得“诗”和
“远方”在家门口更好联结，也更形象
地诠释了“阅读，让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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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民阅读状况调查》显

示，上海市民数字阅读率达  . %——确

实，随身携带的电子产品，让阅读变得

更为“轻便”。不过，创造网文的网文作

家，却在家里看名著或者热衷收藏纸

质书——至少，他们在世界读书日这

天都这样表示。因此，事情变得有意

思起来——我们在看网文，网文作家

在看名著且多半是纸质书。

名著，永远是历史大浪淘沙后

留下的经典。网文，大部分随着时

代起伏而起伏。例如，现在有多

少人记得第一部网红小说《第一

次的亲密接触》？作者痞子蔡，

似乎也仅有这一部代表作。网

文的潮流大约与时装的潮流一

样，不时更迭。

当然，网络带来的扁平化、

迅捷化，让“作家”更容易被大

众看到，就像是不依赖网络就

成名的作家，现在也要通过进

入董宇辉的直播间，才更容

易被大众看到——技术，带

来便捷，也带来屏障。他们

在直播间里推荐的书，大多

也是纸质书，是经典名著。

表面看，我们似乎比

网文作家更缺乏每天写1

万字的时间以及毅力。

并且，在平板上也可以

选择名著电子版——区

别仅在于是触摸屏幕

还是摩挲纸面的体验。

实际上是我们总

是容易放过自己。多

看名著，多写美文，

网络让一切都不那

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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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网络
文学发展研究
报告显示，中
国网络文学产
业增长势头迅
猛，社会影响力
近年来持续增
强。作家、作
品、读者数量呈
稳健增长态势。
以 2023年 为
例，作者规模达
2405万，新增
作者225万，作
品数量达3620

万部，新增作
品420万部，用
户 数 量 达

5.37亿。

走近网文新生代

“斜杠青年”网文作家
在读些什么？

00后作家“一书封神”
网文写作者大多是年轻的，且呈现越来越年轻

之势。以代表性网络文学平台阅文集团为例，2023

年新增作者60%是00后，2023网络文学榜样作家

“十二天王”中80%是95后。网文作家大多非文学

教育背景，是兼职写作的“斜杠青年”。例如“最白的

乌鸦”是检察官助理，“可怜的夕夕”是精算系毕业的

海归硕士，“三九音域”曾修建筑学和金融工程，00

后的“季越人”和“鹦鹉咬舌”是在读大学生……来自

各行各业的写作者源源不断地为网络文学注入新鲜

血液。“一书封神”也成为2023年中国网络文学行业

发展的独特现象，更多新人作家凭借一部作品迅速

破圈。

刚刚公布的《2023上海市民阅读状况调查》显

示，上海市民的数字阅读率达98.20%，超六成市民

每日数字阅读半小时以上，数字阅读已成为主流阅

读方式。网络文学在今天拥有巨大的读者数量，网

络作家的写作始于热爱，成就于互联网时代制造的

机遇，更离不开所有写作者倍于常人的努力耕耘。

对于专注于网文创作产出内容的网络作家而言，世

界读书日里，他们读了些什么，又是如何读的？

每天都是“读书日”
上海网络作家协会会长血红（刘炜）写作的文字

估算应有将近6000万字了，创作的十七八部长篇小

说平均每部都在300万字以上，最长的《光明纪元》

有700余万字。除了每天保持码字1万字外，大量阅

读成为他生活的重要内容，对于一天七八个小时花

在读书上的血红而言，每日都是“世界读书日”，这一

天和那一天并无太大不同。

“网文作者圈里整体的阅读量都很大，我们

需要不断看名家名著，不断搜集各种资料，

阅读的内容估计也是最杂的。”正因为

血红自身是书本内容的创作者，他

家里的藏书从文学名著、天文

地理、建筑民俗等非常丰

富，读书口味也颇杂，

但求杂而有味。

他最爱读的

是《基督山伯爵》，此书在血红写作

历程中有近乎于教材一般的地位。

在经济并不宽裕的大学时代，血

红最爱逛的是书店，但最怕逛的也是

书店，“因为进了书店门，口袋里就剩

不下几个钱啦！”“进，还是不进”，很长

一段时间一直是他的纠结。

在血红看来，传统文学和网络文学

只是载体和传播渠道有了差异，他认为

在上海这个海纳百川的文化空间里，所有

的文化元素和样式都能找到生长发展、蓬

勃向上的土壤。“最早的网络文学写作没有

经济收入、没有稿费。网络文学诞生的初

心就是作者对文字的热情、对创作的激情，

是一群‘小众’网友因为对小说的热爱聚集

在一起创作，由此自然诞生的一种基于互联

网传播的文学样式。因此，网络文学的初心

是对创作的虔诚。也唯有此虔诚，才能让无数

作者写出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故事。”血红说。

阅读始于哪天都不晚
近年来，网络作家的创作从时空架空题材，

开始转向现实生活。因而，他们也更加体会到上

海这座城市的文化元素。阅文作家“空谷流韵”毕

业于复旦大学，其代表作品有《大唐暮云》《大宋清

欢》《大明英华》。“空谷流韵”坦言，长期工作生活在

上海给了她灵感。她说：“上海所处的地理位置，在

明代时属于松江府。松江府‘特产’是顾绣，如今也

是国家级非遗，与苏绣、湖绫、杭锦、漳绒等又有所不

同，前者是作为具有文人清孤气质的闺阁绣品存在

的，不像其他绫罗绸缎那样会对外出口。我就从这个

具有戏剧冲突性的点入手和展开。”日常，她更喜欢读

战争史、人物传记，或者展现宏大历史背景下小人物际

遇的小说，最近在重温余戈的“西南抗战三部曲”。她认

为，正是阅读可以让人们变得更包容、更勇敢，“阅读的起

点，即使在人到中年时才降临，也不算晚”。

在B站十分火爆的网文作家“枯玄”是一名95后，他最

近在读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他说：“也许隔段时间再

读还会有新的体会。”“枯玄”的阅读习惯更偏好日常生活、

自然科技、悬疑探险类的书籍。他家里的藏书不少，中国经

典名著如老舍的《骆驼祥子》、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国外经

典书籍如《丧钟为谁而鸣》《卡拉马佐夫兄弟》《肖申克的救赎》

等，还有许多科普类书籍。毫无疑问，电子书是“枯玄”等网络

作家的最多选择，但是遇到自己特别喜欢的书，还是会买纸

质书，存于家中珍藏，“阅读，能让自己在一段段文字中

静下心来”。

本报记者 徐翌晟

 

    年 月  日/星期二

本版编辑/蔡 燕
本版视觉/邵晓艳

焦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