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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在北京求學時正逢遇到北京國家圖書館、中國圖書館學會主辦「從青燈黃卷到數字網

絡─中國閱讀之旅」，我剛好有空檔便跑去當志工和內地朋友做了一番閱讀體驗的交流。

這活動的主要構思是讓參觀者可以穿越時空，體驗從遠古到現在隨著科技的進展影響了我們閱

讀方式的轉變。該體驗區以中國閱讀史的發展變化為主軸，以彰顯技術的變革與人類閱讀變化

的關連。體驗區設4個展區，第一展區主要以甲骨文的閱讀為代表，體現上古時代先民的閱讀狀

態。第二展區是簡帛閱讀時代，這一時期的重點是書籍出現的階段。此階段，毛筆和墨硯工藝

的改進加速了書寫的速度，為閱讀的推廣創造了條件。第三展區為紙本閱讀時期，這一時期歷

經千餘年。由於紙張和雕版印刷術的發明，使書籍製作變得更容易，此成為中國閱讀史上的第

一次閱讀革命。第四展區為現代至未來的閱讀，這一時期新技術變革加劇，首先是19世紀末書

籍開始進入大規模機器印刷時代，閱讀越來越普及化。20世紀中後期，隨著電子資訊技術的發

展，閱讀開始進入數位的眾聲喧嘩時期。現代的閱讀是閱讀載體多樣化、內容海量化、閱讀方

式碎片化、網絡化的眾聲喧嘩時代。

而在我當志工講解時，被參觀者問及最多的問題是紙到底可以保存多少年？以及文房四寶

的墨硯是什麼材質做的？從閱讀的體驗中大家還是寧可停留在紙本黃卷的書香味中享受閱讀的

寧靜，而參觀者從老、中、青等大小朋友都有，算是蠻成功的點燃大家對閱讀的關注。一個時

代的閱讀史，無可厚非地往往也是該時期科技史、文化史、社會史的縮影。

 中國閱讀文化研究與圖書館推動社會閱讀 ✿

近年由北京大學信息管理所王余光老師主持閱讀文化研究，他解釋閱讀是一種從書面語言

和符號中獲得意義的社會行為，實踐活動和心理過程，是讀者與文本相互影響的過程。而閱讀

習慣是在閱讀實踐中養成的，在一定情況下自動化地進行有關閱讀操作的行為傾向。而這有二

種含意，一是指個體讀者在一定時期的閱讀行為傾向；二是指在一定時期內讀者大眾對文本認

識的一種普遍現象。而社會閱讀，指的就是在全社會營造一種學習的氛圍，鼓勵國民借助各種

閱讀平臺積極閱讀。它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閱讀，並非簡單的書本閱讀，它是一種閱讀理念的

創新，是學習型社會下的必然選擇。

從青燈黃卷到數字網絡

談中國大陸推動全民閱讀

雷碧秀 ◎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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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余光認為圖書館是推動社會閱讀的

推手。公共圖書館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資

訊中心，承擔了為這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們

提供資訊服務的職能。圖書館也是公民終

身學習和接受繼續教育的學校，故被譽為

「沒有圍牆的大學」。倡導社會閱讀，推

動閱讀活動是圖書館進行終生學習教育的

一個主要功能。由公共圖書館推動社會閱

讀是必然的過程。首先，公共圖書館是公

共性、公益性的文化設施，「它對公眾無

條件開放、無償服務。與出版社、書店、媒

體等相比較，在推動大眾閱讀時，圖書館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初，中國在社會閱讀（大眾閱讀）上出現了許多新變化和新問題，於是

有了倡導全民讀書，建設閱讀社會的知識工程的一連串措施，2000年時便訂定每年12月為全民

閱讀月。而為配合世界閱讀日（World Book & Copyright Day）4‧23的日子，由北京國家圖書館帶

領策劃以「閱讀」為主軸的一系列活動集中在四、五、六這三個月舉行閱讀活動，其中最受市

民歡迎的則是名家講壇系列，邀請名人演講帶動閱讀新體驗。而值得一提的是北京社區型書店

如著名的單向街書店，因為建商為營造社區的書香帶動購屋人潮還主動邀約單向街書店進駐社

區給予租金的減免，使得單向街書店有較多的經費舉辨作者簽名會及名人演講，甚至還曾經邀

約臺灣作者蔣勳到店裡演講。

 中國全民閱讀藍皮書及全民閱讀網 ✿

2009年出版的《中國閱讀：全民閱讀藍皮書（第一卷）》是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和深圳讀

書月組委會辦公室聯合編撰並由中國書籍出版社和海天出版社聯合出版。這本藍皮書記載了中

國各地推展全民閱讀活動的實際狀況及主要做法、中國國民圖書閱讀的現狀及變化，國民閱讀

研究進展及主要觀點，世界各國促進國民閱讀的主要做法及經驗等，是中國第一本以國民閱讀

為主題的藍皮書。

同時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策劃推動，國民閱讀研究與促進中心和中國出版網共同承建的

「中國全民閱讀網」（www.cnreading.org）以便了解各地的閱讀推廣情況和最新活動訊息。皆對

中國全民閱讀研究有很大的助益。

 成立「國民閱讀研究與促進中心」及中國閱讀調查研究 ✿

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鑑於全球致力於推動全民閱讀，所以早在1999年即啟動了「全國國民

‧ 北京國家圖書館內，民眾正享受硬體舒適的閱讀空間。

（雷碧秀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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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與購買傾向抽樣調查」如今已到第七次國民閱讀調查，今年將邁入第八次。每年固定在4月

初發佈，以配合世界閱讀日推廣，讓大家了解中國的全民閱讀概況，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國民

閱讀研究與促進中心主任徐升國即說道：「其實，不論是紙質閱讀還是數字閱讀，人們對閱讀

的渴望都是存在的。」從調查看，有68.8％的人認為在這個時代，閱讀對個人的生存和發展來說

是非常重要或比較重要的。此外，從國民對自己閱讀情況的評價看，2009年中國只有7.5％的國

民認為自己的閱讀數量很多或比較多，而有58.1％的國民認為自己的閱讀數量很少或比較少。對

個人閱讀情況表示不滿意的比例佔32.1％，遠高於對個人閱讀情況表示滿意的比例（16.1％）。

人們不讀書，並不是不愛讀書。在不讀書的人群中，有41.0％的人是因為工作太忙沒時間讀書，

有39.9％的人是因為沒有讀書的習慣而沒有讀書。

徐升國強調，對於閱讀的積極推廣，首先是培養閱讀習慣。據國外追蹤研究，一個人如果

15歲前沒有形成閱讀的習慣，則一輩子都難以改變。由於教育的普及現在中國近八成（78.9％）

兒童在3周歲前家長即開始培養早期閱讀，其中25.2％的兒童在一周歲前就開始早期閱讀，但也

有10.5％的兒童在5周歲之後才開始閱讀。另外，雖然絕大多數老師和家長都贊成孩子讀課外

書，但也有超過20％左右的老師和家長反對孩子讀課外書。

其次，進一步營造全民閱讀的氛圍，仍然是十分必要和有效的。近年來，中國各地400多個

城市開展了全民閱讀活動。然而，這一切都才剛剛開始。調查顯示，只有5.6％的國民知道身邊

有閱讀活動或閱讀節，有74.4％的國民表示身邊沒有閱讀活動或閱讀節，另有20.0％的國民表示

不知道身邊是否舉辦過閱讀活動。65.5％的國民希望當地有關部門舉辦閱讀活動，這就說明了大

多數人對舉辦全民閱讀活動抱持著歡迎和盼望態度。

第三，完善公共閱讀設備，如農家書屋。從 2007年開始，中國累計投入了20多億建設了24

萬家農家書屋。前年第七次全民閱讀調查發現，2009年中國已經建有農家書屋的地區，有六成

以上（60.3％）的農村居民表示使用過農家書屋。在使用過農家書屋的農村居民中，約25％農

村居民每月至少到農家書屋讀書一次，使用過農家書屋的農村居民的平均使用頻率為 8.85次／

年。可見，只要有條件，農民群體也是願意讀書的。要進一步促進公共閱讀，需要國家拿出更

多的決心和投入，建立國家級公共閱讀基金，並設立更多的公共閱讀促進工程，如兒童閱讀啟

蒙工程、校園閱讀促進工程、城市社區圖書館工程、發放國民閱讀購書券等。徐升國再次提醒

這些都是在國外實踐多年、行之有效的實在舉措。

 數字閱讀與傳統閱讀 ✿

去年12月，中國的手機移動出版急起直追，單單12月單月的營業額即衝到一億人民幣，而

我在北京搭地鐵時，也觀察到隨時可見人人手機閱讀的現況，而最近《北京日報》報道將舉辨

「途書」票選。「2010中國十大途書評選暨2011首屆途書盛典」所謂「途書」 （指在路途、旅

途等碎片化時間內讀的書）概念，試圖藉由「中國十大途書」的公眾評選，尋找到「途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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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閱讀口味。

閱讀無所不在，而內容也將隨著科技的變革產生質變，於此「品味閱讀」的專欄更深具

特殊意義，在此提供內地推動全民閱讀的廣度和深度予參考。去年曾有一位北京大學學生到臺

灣大學做交換學生交流，他告訴我，非常羨慕臺大的學生有如此舒適的圖書館硬體空間和豐富

的藏書，但很奇怪為什麼圖書館總是冷冷清清沒什麼人，不過這倒可以讓他有個寧靜、寬敞的

空間讀書，反觀北京圖書館，人潮真的很多，座無虛席。我們私下結論是臺北人喜歡讀自己的

書，北京人喜歡去借閱書，閱讀的體驗兩岸差異很大，軟實力亦即是閱讀力，希望更多的人關

注全民閱讀，體驗閱讀並一起來品味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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