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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900 多年前多年前，，北宋理学家北宋理学家、、教育家程颐就曾说过教育家程颐就曾说过：：
““外韧之味外韧之味，，久则可厌久则可厌；；读书之味读书之味，，愈久愈深愈久愈深。。””读书读书，，让让
人开阔视野人开阔视野、、陶冶性情陶冶性情，，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保持思想活力，，得到智慧得到智慧
启发启发，，滋养浩然之气滋养浩然之气。。自古以来自古以来，，读书读书、、修身修身、、立德被中立德被中
国传统文化视为立身之本国传统文化视为立身之本；；当今中国当今中国，，全民阅读更是建全民阅读更是建

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举措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举措。。读书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记读书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记
录过往录过往、、观照现在观照现在，，还在于能够发现和创造未来还在于能够发现和创造未来。。

重庆的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已持续开展重庆的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已持续开展1616年年。。今年今年
11月月，，““倡导全民阅读倡导全民阅读””再次被写入再次被写入《《20222022年重庆市政府工年重庆市政府工
作报告作报告》》中中。。为彰显全民阅读成果为彰显全民阅读成果，，引导并探索更有质引导并探索更有质

效的全民阅读效的全民阅读，，即日起即日起，，本报特别推出本报特别推出““重庆全民阅读现重庆全民阅读现
状调查状调查””系列报道系列报道，，以现象为切口以现象为切口，，从阅读方式从阅读方式、、图书榜图书榜
单单、、乡村阅读乡村阅读、、实体书店实体书店、、读书会等多个方面展开调查和读书会等多个方面展开调查和
探讨探讨，，倡导倡导““爱读书爱读书、、读好书读好书、、善读书善读书””的生活美学的生活美学，，让重让重
庆在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征程上书香更悠长庆在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征程上书香更悠长。。

身 在“ 十 佳 数 字 阅 读 城 市 ”

今天，你用“数字”阅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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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平

1990年代中期，我分配至都江堰工作，
曾无数次穿过满是梧桐的街道，到城郊“野”
走，一块“都江堰市晏阳初工程学校”的路牌
总是不经意间闯进我的视野。时而，有稚嫩
的读书声飘出来，伴着鸡犬桑麻与蛙鸣蝉鸣，
成为乡野的合唱。

“晏阳初是谁？”每次路过时，我都有这样
的疑问。

然而，当时的我并不知道，那个被我在心
里问过无数次名字的主人，1990年才以百岁
高龄离去，而他倡导和发起的平民教育运动，
已经在中国大地上乃至世界版图上，轰轰烈
烈而又安安静静地施行了70多年。

晏阳初1890年生于四川巴中。1923年
—1949年长期担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
会总干事，1926年在河北定县开始乡村平民
教育实验，继而在全国推行了轰轰烈烈的平
民教育和乡村改造实践。1950年代以后，协
助菲律宾、泰国、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及加纳
等国建立乡村改造促进会。1960年代在菲
律宾创办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任院长及该院
理事会主席。他曾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顾问，被誉为“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之父”。

尤其值得追忆的是，晏阳初于1940年—
1949年在重庆北碚歇马乡创办“中国乡村建
设育才院”（后更名中国乡村建设学院），作为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培养乡
村人才的高等学校。在这片曾经满目疮痍的

土地上，在那段极其艰难的日子里，晏阳初和
他的同仁们一起组织开展了在世界乡村史上
影响卓著的华西乡村建设实验，书写了平民
教育的辉煌篇章。晏阳初先生匆忙的身影，
也成为当时北碚最朴实动人的风景。

说起中国的教育家和中国的乡村教育，
很多人知道梁漱溟领导的山东邹平、陶行知
领导的南京晓庄、卢作孚领导的四川北碚、黄
炎培领导的江苏昆山、高践四领导的无锡黄
港，但却不太知晓，与上述杰出的教育家一
样，1926年晏阳初就举家迁往河北定县，探
索出了世界闻名的“定县经验”。他致力于平
民教育七十余年，与陶行知先生并称“南陶北
晏”。希望更多的人了解这位从四川走向世
界的平民教育家，这或许也是苗勇写作《晏阳
初》的初衷。

尽管苗勇没有和晏阳初产生过交集，但
是这并不妨碍他对晏阳初的尊崇与景仰。他
们喝着同一条河里的水，吃着同一片土地上
收获的粮食，说着同样的巴中方言。他在浩
如烟海的史料中爬梳晏阳初的人生履迹，他
在时空剧场中去聆听晏阳初的命运交响，他
把笔触深入到晏阳初的内心去探询晏阳初的
喜怒哀乐。读到动情处，我恍惚觉得，只要读
者轻轻地唤一声晏老师，那位已故去的百岁
老人便会从远去的时光里回过身来，微笑着
问道：“你识字不？”“要不你来教大家认字？”
或者慷慨道：“要改造农村，就必须了解农村，
扎根农村起居……”甚而坚定地说：“这条路，
我们一定要走下去……”我们从晏阳初身上
看到了那一代乃至后来学者的家乡情怀、中
国灵魂、东方智慧和世界眼光，充满了可亲可
敬可爱甚至可贵的书生气和朴实的烟火气。

值得欣喜的是，今天之中国城乡教育均
衡发展，乡村变化日新月异，琅琅书声起于田
野，富足生活，掩映山水，一幅纵横万里的“均
衡教育千户秀，乡村振兴万家春”的生动画卷
正在祖国大地上徐徐展开，足以告慰晏阳初、
陶行知、梁漱溟、黄炎培、卢作孚等老一辈教
育家的期待了。

这位平民教育之父，曾在北碚留下身影
——读苗勇新作《晏阳初》

□吴景娅

语言多奇妙，总在暴露我们的心理——
我们可以说，春暖花开，面朝大海。而对于
森林，我们却不甘心只是面朝，遥遥地眺望，
我们得钻进去，像钻进别人的五脏六腑，钻
进自己的内心。

人搬离森林的时间还不算太久，那里还
保留着我们早期生存活动、身体成长的痕迹
与气味，还残留着我们原始而刻骨铭心的家
园记忆——森林提供给我们血液里的成分，
或许还多过乡镇与城市……森林就是我们
的老家，所以一提起森林我们便会眉目含
笑；一走进森林，我们会突然精神抖擞，面容
娇嫩，四肢敏捷活泼。

这些感受都是我在读美绘本《森林报》
时咕噜咕噜冒出来的，它们迅速漫淹了我的
书桌。

读它那天刚好是虎年的立春日。当我
们人类在欢呼春天到来时，别忘了，森林也
与我们同喜同贺。在森林年历中，二月，被
称为“候鸟返乡月”。书中告诉你：“春天年
年有，但，年年都是崭新的啊。”自然界的车

轮永远向前，不会在原地，“每年它会滚到更
远的地方去。”

森林年历，这是我在读《森林报》时收获
的第一条新信息。人类社会包括我们中国
人一直以年月日、用节气来调整我们与自然
的关系：如何号准自然的脉动与呼吸来制定
我们劳作和生活的规律。而森林世界同样
如此聪慧，该书便通过对森林万物活动、迁
徏的观察，发布出每年的森林历：它们仍是
12个月，只是每个月都有一个诗歌般的名字，
如一月叫冬眠初醒月，三月叫歌唱舞蹈月，
九月叫冬客临门月，十月叫雪路初现月……
我相信每个读者都会被这些晶莹剔透的名
字迷住。而给它们命名的作家胸腔里，不仅
跳动着一颗小孩子的心，还有小鹌鹑、小伶
鼬、小蜂斗叶的心……

前苏联著名的儿童科普作家维·比安
基以及他的代表作《森林报》，也许还不太
为中国读者所熟悉，但现在非常有必要
去熟悉——关于森林，关于自然，是目前
我们得去阅读并读懂的大书。《森林报》
从 1927年出版迄今已是95岁的高龄，但
仍畅销于全世界 60多个国家，影响着不
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影响着孩子和
成人，为什么？只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老
家——森林。

维·比安基在此书的前言中特别注
明，谨以本书纪念他的父亲瓦连津·沃科
威奇·比安基。他可真幸运，自小就跟随
父亲走进森林，老比安基教他观察冬眠后
的熊钻出雪洞时的恓惶，“没有翅膀的小
蚊子从土里探出头来，调皮地光着脚丫在
雪地里乱跑”……一个伴山野之风、飞禽
走兽长大的人，他的文明不会是狭隘、单
薄，只属于人类的，他会觉得万事万物都
在自己关心、疼爱和学习的视线里，他的
臂弯广阔又柔软，能抱住森林、湖泊、天空
和海洋。

所以比安基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森
林里发生的趣事和城里一样多，那里也有

愉快的节日和不幸的事件，也有英雄和强
盗。”“春天飞来了，它展开欢乐的翅膀，开
始了严肃的工作。第一件事就是要解放
大地，一小块、一小块地把雪化开。”他会
给你讲，兔子妈妈生下宝宝后便满世界去
晃荡，忘了自己亟待给兔宝宝喂奶的工
作。她不着急的原因是，同样有她这样的
兔妈会晃过来替她喂宝宝们，而她也可在
另外的窝喂别人的娃……兔子的大同世
界、共享世界，甜蜜得如同春风拂柳，你不
得不对这些毛茸茸的“种族”心生敬意；他
也会讲到森林中的战争，你死我活，阴谋
与背叛……臣民们为了能活一口气，如何
在拼勇敢、拼坚韧、拼智商，譬如雪一融
化，“白鹌鹑就迅速脱掉白羽毛，重新长出
了褐色和红色带条纹的新羽毛”，为的是
在新季节更好地伪装自己而不被袭击者
发现。而伶鼬和白鼬也跟着换装，由白至
灰，模仿地面上的一片树叶或一块石头，
为的是更好地去接近猎物！看着这些，会
扑哧笑出声，原来人类所有的鬼把戏——
弱肉强食、攻城掠池、骗子……并不是我
们的发明，不过是森林戏法的延伸。人比
起自己在大自然中的邻居、兄弟姐妹来，
的确高明不了多少。因此，以森林为镜，
我们大凡可以看穿、看透、看得哈哈大笑，
阅读森林就是在阅读我们自己。

我把一套四本的《森林报》放在书桌的
左岸，就像搬了一座森林在那里，也像放了
一只船在那里。风来，森林便来，随时启程
回家。

搬一座森林在书桌左岸
——读维·比安基的《森林报》

市民怎么看
待数字阅读（有
视频）。

扫一扫 就看到

□本报记者 赵欣

春风十里，书香拂面。科技发展正深刻
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改变着我们的阅读
方式。

十年前，我们很难想象移动支付可以不
断弱化人们对现金的依赖。2022年伊始，已
有两家银行率先宣布停办现金业务，以加快
金融业务的数字化转型。

十年前，我们也很难预见今天之阅读生
态发生的剧变——数字阅读正在成为越来越
多国人阅读方式的首选。

数字阅读时代来临已是事实。在重庆，
数字阅读正处于蓬勃发展的生长期——
2021 年第七届中国数字阅读大会公布的

“2020年十佳数字阅读城市榜单”中，重庆位
居第九。作为全民阅读的重要一环，数字阅
读方式究竟如何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人
们为何青睐数字阅读？在不同的阅读方式之
间，我们又该如何选择？连日来，本报记者进
行了调查。

遍布老中青少
数字阅读无处不在

2月7日，虎年首个工作日。一大早，重
庆轨道交通二号线挤满了上班族们。市民袁
晓洁从杨家坪去较场口上班，她照例靠着车
门一侧站好，戴上耳机，点开喜马拉雅App，
听起了小说《三体》。

“每天这段通勤大约半小时，我习惯在车
门一旁站着听书，边听书边看风景，窗外的嘉
陵江让我心情特别舒畅，挤早高峰的焦虑烦
躁也一扫而光。”袁晓洁说。

除了像袁晓洁这样利用通勤时间听书的
上班族外，同一节车厢里，记者还看到不少用
手机、kindle等阅读的市民。这些看似漫不
经心打发时间的日常行为中，数字阅读已悄

然融入他们的生活。
顾名思义，数字阅读就是阅读的数字化。

这一概念相对传统的纸质阅读产生，主要包含
阅读对象的数字化和阅读方式的数字化。

得益于移动互联网发展和智能手机普
及，数字阅读变得无处不在。中国新闻出版
研究院调查表明，近五年来，中国智能手机用
户规模由5.9亿人增至8亿人，数字化阅读接
触率也由64%增至79.4%。中国音像与数字
出版协会2021年发布的数据也显示，2020
年我国数字阅读用户规模已达4.94亿人次，
较2019年增长5.56%；数字阅读整体产业规
模为351.6亿元，较2019年增长21.8%。

人们零碎的时间渐渐被手机、ipad、
kindle等终端填满。通勤的公交、轨交、私
家车，下班后的跑步机，回家的厨房……无论
何时何地，只要你以数字化方式与文字相遇，
恭喜！你就是数字阅读中的一员了。

重庆市网络作家协会主席袁锐（网名：静
夜寄思）算得上数字阅读的“老饕”。10多年
前，正是海量的数字阅读让他走上了写作之
路。“阅读写作就是我的生活，我每天起床看手
机，数字阅读就开始了，就像吃饭穿衣，不可一
日或缺，估算下来，每年至少读了一千万字。”

数字阅读仅是年轻人的专利？当然不
是。2021年发布的《第十八次全国国民阅读
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表明，尽管18-
49岁的中青年群体是我国数字阅读主力，但
也有越来越多50岁以上中老年人士加入数
字阅读大军，这一比例为23.2%，较2019年
提升了2.8个百分点。

作为数字阅读的拥趸，散文家吴景娅直
言自己退休后对听书已产生依赖。“我是走传
统路子成长起来的写作者，本应更偏爱纸质
阅读，但在抗疫宅家期间听完一位著名女作
家的20多部作品后，我发现声音对文字的加
持可以带来更丰富的文学体验，现在听书已
成为我每天在厨房洗碗时最好的陪伴。”

除了优于传统阅读的便捷性以外，袁锐
说，数字阅读的互动性也让他受益良多。他
使用起点读书App时喜欢顺手批注，“标注
你感兴趣的话时，点进去可能看到成千上万
书友也有标注，思维的碰撞极大提升了阅读
体验。”

数字阅读的互动还扩大了社交圈。供职
于光电园一家IT公司的冉茂林说：“数字
阅读的社交功能更吸引我，比如通过网易蜗
牛读书推出的‘领读人计划’‘与人共读’等活
动，我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数字阅读队伍中少不了儿童的身影。《报
告》显示，74.8%的儿童从启蒙教育时就开始
接触数字阅读，65.7%的儿童更喜欢数字阅
读形式。不少家长表示，动态绘本、有声读物
等儿童数字阅读内容有利于增强孩子对阅读
的直观感受。

“在全民阅读的今天，数字阅读对纸本阅
读构成挑战，不仅改变着阅读习惯，也影响到
教育方式与知识获取的途径。”中国图书馆学
会阅读推广委员会顾问王余光教授认为。

共生共荣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数字阅读已成蔚然大观，重庆也不例外，
多次入选“十佳数字阅读城市”榜单。发布榜
单的中国数字阅读大会承办方咪咕传媒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榜单综合了城市数字阅读渗
透率、普及率等整体性指标，以及人均数字阅
读时长、数字阅读次数、数字阅读的书籍量等
个人指标。”该人士说，重庆的各项指标均不错。

尽管如此，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纸质阅读
依然有它的坚守者，家住七星岗的退休老师
李万芬便是其中一员。

2月8日，记者在解放碑重庆书城见到她
时，她正边看边摘抄着叶嘉莹的《迦陵谈
诗》。“我很享受在书店翻书，这里氛围好，当

然我也用手机阅读资讯。”
李万芬的观点并非个案。《报告》显示，从

成年国民倾向的阅读形式来看，2020年，倾
向于手机等数字形式阅读的受访者占
56.6%，依然倾向于纸本书的为43.4%。值
得注意的是，后者比2019年上升了6.7个百
分点。

倾向于纸本阅读的比例升了，数字阅读
的规模、接触率也在增长，这一“双升”现象并
不矛盾，其背后所折射的是阅读方式的共荣
共生。

10多年前，早期数字阅读主要以电脑在
线阅读出现时，挪威斯塔万格大学阅读研究
中心安妮·玛根教授就曾指出，显示屏与纸张
两种介质在物理性质上的不同，直接决定了
人们无法从电脑上获得传统的阅读乐趣。此
外，手指触摸纸张更有助于激发人的潜意识，
帮助深入理解文字之美，而不是仅仅止步于
获得信息。

对此，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樊星认为：
“生活中，人们都是按照自己习惯在各自道路
前行，阅读也一样，纸质阅读也好，数字阅读
也罢，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重庆巴南区图书馆文献研究中心主任王
传艳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数字阅读接触率
很高，它对全民阅读有积极价值，但阅读效果
呢？这种游离式阅读是否有助个人成长？我
觉得选择阅读方式还取决于你需要什么。”

建设城乡数字网络
多元化推进全民阅读

可以肯定的是，数字阅读与纸质阅读会
长期共生，但阅读方式的多元变化已是大势
所趋。新的阅读习惯正在建立，如何对其正
向引导，使之成为推进全民阅读的强力支
撑？相关单位也在不断探索和思考。

据记者了解，近年来，重庆先后推出了数

字图书馆、数字农家书屋、手机App阅读、书
香重庆微信公众号、新华阅淘网等新兴阅读
载体和渠道，建起了链接广大城乡的数字阅
读网络，有效助推了我市全民阅读开展。

以有声图书馆建设为例，近两年来，全市
与喜马拉雅App等机构合作建设的有声图书
馆达130多个，每个图书馆配备两万多部有声
版图书，市民通过手机就能免费听书并分享。

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载体的“百本
好书送你读”数字阅读活动，也是我市全民阅
读一大品牌，该活动打通了“三维”阅读空间渠
道，成为全国唯一同时提供推荐图书电子版、
有声版、纸质版的荐书活动，近两年来已向市
民推荐了230本好书。结合这一活动，重庆日
报以每周一期的频率，出版《共赏百本好书》专
版，同步推荐这些书籍，现已成为重庆全民阅
读活动的风向标。

重庆还作为全国唯一试点省市开展“学习
强国”数字农家书屋建设，以数字阅读的形式
服务广大农村干部群众。据了解，书屋同步建
设了手机端、电脑端、电视端，已上线各类图
文、视频作品2.6万余件，累计页面浏览量达
1.7亿次，总订阅量、用户量达500万余户。

全民阅读需要全民参与，参与阅读，也参
与建设。值得高兴的是，重庆对数字阅读的
大力推进也得到各大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的响应。现在，我市的
行政办事大厅、医院、银行、文化地标等场所，
不少数字图书馆相继涌现，让更多市民通过
数字阅读感受书香熏陶，体验阅读带来的幸
福感、满足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