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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王晨

上世纪
01

年代一部小说出版

后! 图书馆就会出现排队等候借阅

的情况!书店也会挤满买书人"周口

市文联主席马明超坦言! 如今经济

飞速发展! 但国人的阅读量与经济

发展不成正比! 对文学书籍的热爱

不及以往!考试类#职称类#领导艺

术类# 社交类书籍的销量却有上升

的趋势!而休闲类#文摘类书籍阅读

量的提升也是与现代人快节奏的生

活方式有关"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

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压力又大! 加上

网络等多种媒介传播方式的冲击!

我们有太多阅读方式可以选择" 在

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更多的人重视

眼前利益!商品意识更重!只想到金

钱和仕途进步! 产生了一种比较浮

躁的心理!让人不能静下心来读书!

也忽略了自身素质的提高" 这也是

为什么每年中国出版那么多图书!

却没有多少人买书! 或者即使买来

也大多变成了$装饰品%的原因"

采访中! 有人抱怨&$自从工作

后就没读过什么书了! 没时间也没

那心情" %马明超说!读书真的是一

种习惯" 这种习惯不是随便能形成

的!它需要培养"

那么! 阅读习惯是怎样形成的

呢'马明超告诉记者!书籍是人类的

朋友! 图书市场应该多提供优秀的

书籍供人们阅读! 政府部门可提供

良好的阅读环境和条件! 多建立免

费的图书馆和读者俱乐部! 为市民

提供便捷的服务! 让市民读书有了

更多更好的去处" 另外还可以多组

织图书类的活动以及注重社会公

平!多重用有文化有素养的人"马明

超还建议! 读书可以设定一个长期

或者短期的规划! 比如一本书自己

现在没有时间阅读! 但是这本书一

定要在
+

个月内读完或者
,

年内读

完等这样的计划! 有了计划也是有

了让自己读书的动力" 还可以挤时

间出来看书!也不是什么难事"别小

看这一点时间!日积月累!不知不觉

就会阅读不少内容"

马明超说! 如今出版的图书量

虽大!但是经典作品却很少!而且出

版社鱼龙混杂! 出版的图书可读性

差!实用性#指导性更差" 有些书出

版后!可以说是!编辑看看!作者看

看!阅读者却寥寥无几"另外各种网

络的畅销书榜也均有可操作的余

地!这是一种$伪经典%"所以说读书

需要一双慧眼! 有侧重地选择适合

自己的书籍很重要!马明超建议!还

是要追随自己的兴趣! 那些经过时

间和无数人检验过的经典书籍是我

们的首选!但在此基础上!可以从自

己最感兴趣的书入手! 这样才利于

自己持续有兴趣阅读" 可在开始的

时候选择那些好读易读的! 再逐渐

由浅入深"另外!各种媒介的推荐书

籍以及从朋友们的交流中选择书

籍!也都是不错的选择!要尽量避免

选择利用商业炒作出来的$伪经典%

书籍!做到好书精读!杂书浅读!伪

书不读"

说了这么多! 我们为什么要阅

读呢'马明超说!读书能立德#增智#

提高修养#学习生存和生活的技能!

或者追求精神世界的满足" 一个书

里的世界其实是一个可以游离于现

实之外地方世外桃源" 在这个人们

都抱怨物质丰富了! 精神却枯燥和

空虚了的年代! 人心浮躁不能感受

平静的年代! 读书无疑是最好的抚

慰自己心灵的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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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张燕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近日公

布了 !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

结果###接近六成国民认为自己

的阅读数量较少或一般$ !书不是

用来看的%是用来收藏的"&这句广

告词似乎已成目前国民阅读状态

的真实写照$ 昨天是 !世界阅读

日"% 但是绝大部分市民并不知晓

还有这样一个与阅读有关的节日$

当记者问及平日是否有读书习惯

时%大多数市民表示并非自己不愿

意读书%只是读书时间较少%极少

数市民表示他们已经把阅读当做

每日生活的一部分$

昨天%记者在周口市区七一路

一家书店看到%几个市民在不同的

书籍专区选购书籍$正在工具书区

选书的 !

02

后" 小陈说'!刚工作

时%我制订计划要求自己每晚必须

读一至两小时的书%现在受各种琐

事的牵绊 % 我总静不下心来读

书$ " 采访中%类似小陈这种情况

的人还有很多%他们均表示并非不

愿意读书%而是时间大部分被工作

和生活中的琐事占去%剩余的时间

太少%偶尔有点空余%便想找点其

他方式放松一下$

但仍有极少市民表示每天看

书的习惯仍然坚持着$从政府部门

退休的王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书

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多读书会让人

受益匪浅$ "王先生说%!我小时候

就很喜欢看书%无论厚薄我都会去

看$ 后来因为时代的原因%我们这

代人没能上大学% 之后我入伍当

兵% 但当兵时能读书的时间极少$

直到工作以后%我读书的时间才多

起来% 便给自己制订读书计划%用

书籍不断丰富自己% 紧跟时代步

伐$ "王先生还告诉记者%多读书%

读好书%勤思考%能让人明事理%在

工作生活中少走弯路(少碰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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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张志新

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和

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人在选择阅

读书籍时%借助于高科技所带来的

便利条件% 徜徉于书海$ 手机(电

脑(

3456

等一些电子产品已经悄然

走进千家万户%因此%不少人在阅

读时% 往往把电子类书籍当成首

选$

!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

的一组数据显示%

"2!!

年%中国
!0

至
72

周岁国民上网率为
8#9:;

%比

"1!1

年的
#:9:;

增加了
8

个百分

点$ 具体来看%有超过半数
<829*;=

的国民通过电脑上网%有
"89#;

的

国民通过手机上网$手机上网率的

增幅明显% 与
"2!2

年的
!*9*;

相

比%增幅高达
8>92;

$ 从这组数据

我们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人正选

择通过网络培养阅读习惯$

"22:

年大学毕业的薛女士 %

在周口某家企业已经工作近
+

年%

听朋友说平板电脑易于携带 (方

便(上网快捷%于是就花了
>222

元

左右买了一部
3456"

平板电脑$ 薛

女士说'!毕业已经几年了%我基本

上把书本给丢了%自己想看书的时

候%很少再去抱着书本去读%取而

代之的不是电脑就是手机$网络上

的信息很丰富% 只要手指一动%想

看什么都可以找到$ "

在大中专院校里%在获取知识

方面依赖电脑(手机等的大学生也

在慢慢增多$周口师范学院大三学

生小李告诉记者'!现在的大学生

几乎每人都有一部手机%拥有电脑

的学生也不在少数$ 在学习过程

中%我们除了上课听讲%课外不少

时间都在借助网络来学习$ "

网络阅读之所以受到人们的

欢迎% 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工作紧

张( 生活节奏加快% 另一方面是

因为手机 ( 网络 ( 微博等载体 %

更易于搜索和交流% 适合现代人

的生活方式$ 我们应该看到% 人

们在享受着网络带来便利的同时%

不少读者也在担忧重网络阅读 (

轻纸本阅读等现象影响了年轻人

的读书兴趣% 使他们无法感受到

闻着油墨香% 手捧书本读书所蕴

含的无尽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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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张志新

采访中%周口市区一家书店的

老板说%名著也有人买%但解读名

著的书比名著本身好卖%比如)于

丹论语心得*就比)论语*热销$ !总

之%费脑子的书就不好卖%我们也

不会放在显眼位置$ "他表示%功利

性(实用性已成为现在许多购书者

的阅读趋势$

#

月
">

日
:

时许% 记者来到

五一广场上一家书店时%店内已有

不少市民正站在书架前挑选图书$

来自江苏徐州的吴先生% 今年
#*

岁%现在周口一家建筑工地做建筑

工人%平时喜欢读些文学类和历史

类书籍$吴先生说'!我这个人对历

史类书籍比较偏爱%通过阅读一些

历史书籍%使我对历史上发生的一

些事情有了深一步认识和理解$俗

话说读史使人明智%读书真的让我

快乐和充实$ "

记者随后来到七一路一家书

店%看到不少读者在书架前走来走

去%翻阅很多书后%又放回原处$刚

从上海回到周口的姚女士%在养生

类书架前挑选了半天也不知道选

哪本书好$ 姚女士说%她读书的兴

趣很广泛%对文学类(养生学类(心

理学类等方面的书籍都有涉猎%但

是在书店选择书籍时%有时会觉得

很困惑%不知道选什么书好%甚至

有时候会听从朋友建议%购买一些

畅销书去读$

一书店工作人员介绍%虽然阅

读率在大幅下降%但是有一种类型

的书籍却在近几年受到人们的追

捧%这就是实用类的图书$ !不少读

者购买书籍时功利性很强%一般都

是根据自己的需求购买一些工具

类书籍或专业类书籍%以益于提高

他们的专业知识$大多数读者购买

畅销书%往往是为了增加其对知识

涉猎的广泛性$ "

核心提示

每年的
!

月
"#

日是 !世

界读书日"# 虽然这是一个全

球性纪念日$但知道的人并不

多$市民可能更清楚!情人节"%

!圣诞节"这类娱乐性更强的节

日# !腹有诗书气自华"$人如

此$城市亦然# 一座城市$会因

热爱读书的人越来越多而受人

尊敬# 但我们似乎正在远离书

籍$或者确切地说$是在远离传

统的阅读方式# 近年来持续下

降的!国民阅读率"也证明了这

一点#许多人似乎只在!世界读

书日"这一天才想起!读书"#工

作紧张$生活节奏加快$读书越

来越功利$ 修身养性的阅读似

乎已经成为!奢侈品"# 你现在

还有时间读书吗& 你通过什么

方式阅读&你在读什么样的书&

围绕这些问题$ 记者进行了深

入采访#

昨日$周口市区一所幼儿园

的老师带着孩子一起读 '弟子

规(#

!

月
"$

日是 !世界读书

日"$ 该园结合早期阅读教育目

标$围绕!读书日"开展了一系列

活动$ 让孩子们养成多读书%读

好书的良好习惯#

记者 李寒 摄

川汇区小桥办事处一 !农

家书屋"内$居民手捧自己喜爱

的图书津津有味地阅读#

晚报记者 徐松 摄

!!

调查)阅读时间

"!

调查)阅读方式

#!

调查)阅读内容

$!

调查)阅读场所

%!

调查)专家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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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徐松

!以前都是在网上乱翻乱看%

基本学不到东西% 还有损眼部健

康%+农家书屋, 让我有了新发现%

这里的书跟俺普通百姓都有直接

关系 $ "

#

月
">

日 %在 !世界读书

日"%川汇区小桥办事处
>

个!农家

书屋"内%有
!22

多位居民手捧自

己喜爱的图书津津有味地阅读$

据悉%小桥办事处
>

个!农家

书屋"共有藏书
>222

多册%涉及科

普(法律(文学(农业(政治(历史(

地理等
!2

大类
*2

多个书种%拥有

各类报刊(杂志
#2

多种$社区聘请

专业人员对书屋内部形象( 书架(

书桌等进行了设计$社区书屋还结

合自身实际%深入开展!书屋智多

星 "( !书香家庭 "( !科技致富能

手"(!科技标兵"(!全民读书月"等

丰富多彩的主题读书活动%在全社

区营造了浓厚的读好书(巧致富的

舆论氛围%充分调动了社区居民群

众到书屋读书的热情%进一步丰富

了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根据社区

居民的不同年龄结构复杂(文化层

次不同及实际需求不一%该社区还

派出办事处(社区干部组建各类培

训(辅导小组%引导社区居民有效

读书学习$

像小桥办事处一样% 全市
,"

个县市区拥有!农家书屋"近万个$

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书

屋"%村民们却称它是!绿色书库"(

!金色书屋"$ 一本本种植类图书%

一张张科技光盘% 一部部致富影

片%为村民们开启了一扇扇致富的

大门$ 特别是一些乡村干部(大学

生村干部也经常到书屋里充电(学

习%利用所学(立足本职%发挥着服

务农村(服务农民的作用%为新农

村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线索提供 贾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