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的定义随着时代的
变化在悄然改变。拥抱新的
阅读方式才能适应新的生活
节奏和时代潮流。

2021年 7月，33岁的市民
陈晓平成立了慕溪诗社。“如
鹿渴慕溪水一样地渴慕知识，

我们都是可爱的小花鹿。”陈
晓平说，她爱诗词歌赋，很想
找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互相学
习、督促。

于是，三五人的聊天群发
展到现在 15 人的背诗群。群
里的年龄层不限，有退休职
工，也有小学生。有着优美声
线的陈晓平，经常把喜爱的诗
词制作成小视频，配音后发到
群里让大家打卡。

“毕竟大家工作都很忙
碌，所以我们的群是自由的。”
陈晓平说，诗友可以自由支配
打卡时间，大家的热情都很
高，她每次发布诗词后，不到
半小时就有诗友发来语音，声
情并茂地背诵诗句。

“听着大家背诗如春风拂
面。”“声音轻曼舒缓，别有一
番风味。”“感谢鼓励，我会继
续加油。”群里的诗友经常互

相打气、鼓励。
“本以为诗词背起来很

枯燥，但晓平每次都会把要
背的诗解析出来，甚至引经
据典，感觉这首诗突然‘活’
了。”诗友“菊花”说，她很久
没好好读书了，慕溪诗社确
实为她的生活增色不少。

目前，陈晓平正尝试通
过社交平台发布诗词视频，
并建立抖音诗友群，把更多
热爱阅读、热爱诗词的人集
结起来。

“无论是纸质书还是电子
书，都是大家获取信息和知识
的途径，如何选择还要看受众
群体的个人喜好。”第29个世
界读书日来临前夕，陈晓平组
织诗友走进了大自然，以诗词
为友，晓古今、知天地，享万物
之美，共草木之情，追凌云之
志，承浩然之心。

左手纸质书 右手电子书

“读书就要翻着页，闻着香，
捧在手里，放在心上，我更喜欢
这样读书。”4月21日，正在鹰城
广场读书的 40 岁市民李雨霏
说，她家里藏书千余本，经常关
注各大网络畅销书榜，从京东、
当当和实体书店购买纸质书，是
她常年保持的习惯。

微信读书、豆瓣读书……打
开33岁市民肖女士的手机，读
书类App就有五六个。“我天天
看小说，App可以追更、讨论、互
动，更有氛围感。”肖女士说。

一边是纸质书，一边是电
子书，孰优孰劣众说纷纭。

“大家喜欢纸质书还是电子
书？”“每年花费在电子书和纸质
书的钱分别是多少？”“纸质书和
电子书的优劣有哪些？”记者在微
信朋友圈发起了一个小调查，调
查结果与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
布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基
本一致：我国接触数字阅读的成
年人比例3年增长3倍，成年国民
人均年纸质书阅读量为4.76本，
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3.3本。

我市公务员王智智说，她
身边大部分人读纸质书，感觉
纸质书读起来更加直观，还可
以勾勾画画。“我闲暇喜欢拿本
书到公园，在大自然中读书很
舒服，而电子书总有冷冰冰的
感觉，长时间看还会视觉疲
劳。”王智智说。

19岁的大学生亚喆说，她平
时获取信息，大部分是通过台式
电脑、笔记本、手机或kindle。

读书、选书、买书的场景，
不止在书店和网购平台上。去
App“淘书”，逐渐成为不少人
的习惯。

33岁的高冰琼在市区经营
一家渔具店，闲暇喜欢通过百度
阅读网络小说。“去年，我花80
元买了一套纸质版《十宗罪》，到
现在还闲置在家里。”高冰琼说，
看手机习惯了，阅读累了还能翻
翻其他信息，她也曾试着打开纸
质书，但时不时就忍不住翻看
手机，没有耐心读下去。

微信读书、阅读器……与高
冰琼不同的是，市民曲丽看书的
方式有很多，她喜欢《悉达多》
《大地之上》《皮囊》等文学类书
籍，有的从微信读书上看，找不
到的则从淘宝购买电子书，再借
助阅读器读。想读的时候，随时
随地都可以打开App阅读，还
可以收藏自己喜欢的段落。

“电子书的好处就是随时
随地可以听书，完全不耽误开
车、散步、做饭……”多年前，
市民张明购置了一台 kindle，
自从手机上有了微信读书、晋
江小说阅读等 App 后，kindle
就被闲置了，“我不喝酒抽烟，
也不喜欢打游戏，最近在重温
《水浒传》，阅读确实可以为生活
增添许多乐趣”。

“我白天的时间很紧张，只
能通过碎片化时间阅读。”市民
孟杰说，她喜欢健身时通过喜
马拉雅听书，但缺点也显而易
见，可视化不强，有些感触不能
及时记录。

多元化阅读渠道
让书香更入味

随着抖音、小红书成为“Z
世代”生活的主流社交平台，
短视频的可视化优势也带来
了新的阅读形式。

“都靓读书”“静心读书”
“深夜读书”……打开抖音，与
读书相关的抖音号众多，博主
们大多喜欢通过2分钟左右的
视频，为大家讲一本本书、一
位位文学巨匠或搜集到的佳
句。

“这样的形式很好，我关
注了3个读书账号。”34岁的市

民杨梦说，她结婚后不仅要工
作还要照顾孩子，能集中学习
的 时 间 很 少 ，比 起 读 书 类
App，她更喜欢短视频式的阅
读方式，可以从博主的表情和
语气中感受到情绪的变化。

市民孙丽则喜欢读书直
播。每天早上7点，她会准时
打开抖音或小红书，听博主读
一本书，洗漱间隙，还会在弹
幕区参与讨论。“这样挺有意
思，大家听不懂的可以随时在
评论区咨询。”孙丽说，直播读

书增加了阅读的互动性和趣
味性，比较接地气。

今年初，市民刘小小（化
名）在 抖 音 开 通 了 读 书 账
号，隔三岔五不定时开直播
为网友读书。“我平时爱读
书，就想把喜欢的段落分享
给网友。”刘小小说，她没有
带货也没有卖书，就是纯分
享，每次读书时，大家会在
评 论 区 互 动 ，聊 点 所 见 所
闻，让她结交了很多朋友，
也丰富了精神生活。

直播阅读成为生活“加油站”

线上读书群 打开生活新格局

市民在读《唐诗三百首》

使用手机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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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元 阅 读

读书不觉已
春深，一寸光阴一
寸金。多读书、读
好书无疑是充实、
提高自身能力素
养的有效方法。

在工作和生
活节奏加快的当
下，阅读方式早已
不同往日，走向多
元化。有人习惯
闻纸质书的墨香，
也有人喜欢电子
书的方便易携、互
动性强。4月23日
是第 29个世界读
书日，记者走近鹰
城读者，分享他们
的阅读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