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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在中國

萬麗慧 ◎ 閩南師範大學教師

1972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向全世界發出了「走向閱讀社會」的號召，呼籲社會成員人人

讀書，讓讀書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1995 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佈 4 月 23

日為「世界圖書和版權日」（World book and Copyright Day，也譯為「世界讀書日」、「世界書香

日」）。世界讀書日的主旨宣言為：「希望散居在全球各地的人們，無論你是年老還是年輕，無論

你是貧窮還是富有，無論你是患病還是健康，都能享受閱讀的樂趣，都能尊重和感謝為人類文

明作出巨大貢獻的文學、文化、科學思想大師們，都能保護知識產權。」讀書節的推動意在讓各

國政府與公眾更加重視圖書這一傳播知識、表達觀念和交流資訊的形式，讓地球上每一個地方

的人都能讀到書，能享受到文學大師創造的知識文化成果，同時號召人們增強對版權的保護意

識，向那些為促進人類社會和文化進步做出不可替代貢獻的人致敬。

  政協提案推動 9月 28 日為中國「全民閱讀節」

響應讀書運動，世界各國也紛紛想建立屬於自己的閱讀日或讀書節，中國則欲把全國讀

書節定在每年的孔子誕辰日 9 月 28 日，目的是突出中國的讀書傳統。在今年 4 月 13 日，首屆

「博雅出版論壇」中，中國出版集團總裁聶震寧對世界已經有讀書日了，中國是不是還需要一個

讀書節的說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見。聶震寧表示：「世界也有教師節，並不意味著中國不需要自

己的教師節；這就像世界有植樹節，並不妨礙中國也有植樹節。這就看各個國家是否就某些公

眾問題要特別進行提倡。那麼我想世界有，中國還是可以有自己的讀書節。這樣上半年有 4 月

23 日的『世界讀書日』，下半年有 9 月 28 日『全民閱讀節』，又在春天和秋天，都是非常好的讀

書季節。」，並強調「中華民族的閱讀是有深遠的閱讀傳統與文化。完全可以有一個我們民族獨

特的讀書節。這樣可以一方面鼓勵讀書、組織讀書，同時傳承我們的閱讀文化，傳承我們的民

族精神。」、「全民閱讀活動不是要培養出多少博士，而是要養成更好的國民。」

聶震寧表示，從 2007 年第 10 屆全國政協第 5 次會議上，自己就提出了設立國家閱讀節的

提案，提出要開展全民閱讀活動，建議成立國家讀書節，當時有 30 位政協委員連署，提案受到

較廣泛的關注。此後，每一次政協大會上都再提出這個提案，一直到 2010 年的 11 屆 3 次大會

上，提案中具體建議把全國讀書節定在 9 月 28 日。2013 年的全國政協 12 屆一次大會上，《關於

制定實施國家全民閱讀戰略的提案》繼續被提出，以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鄔書林委員作為第一

提案人，共有 115 位委員連署，提出 5 項具體建議。一是，成立國家全民閱讀指導委員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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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領導，統籌協調各地各部門資源，形成合力；建立長效機制，形成國家長遠戰略；解決全

民閱讀工作中的重點難點問題。二是，設立國家全民閱讀節，可把孔子誕辰日 9 月 28 日確定為

「全國閱讀節」。三是，進行全民閱讀立法，由全國人大制定《全民閱讀法》、國務院制定《全

民閱讀條例》，以法律法規的形式將推動全民閱讀工作納入法制化軌道。四是，制定全民閱讀

規劃，作為開展全民閱讀的指導性文件。五是，建立國家閱讀基金，建設全民閱讀重點工程。

在大陸人民政協是中國人民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組織，政協提案是由政協委員向人民政協組

織提案，並通過政協組織向人民代表大會或人民政府就有關國家或地方大政治方針、社會生活

等重大問題提出意見和建議的形式。政協委員的提案是民主監督的一種形式，沒有法律的約束

力，並不像人大代表所提的議案，一經通過就具有法律效力。但這個提案建議設立「全民閱讀

節」，顯然是把讀書節提高到一個提倡全民運動的層次，更把閱讀提高到了國家戰略地位的層

次，在在彰顯了對全民閱讀活動的重視。

  閱讀活動已在中國各地展開

儘管一個屬於大陸自己的閱讀節還未正式誕生，但大陸地區對於閱讀活動的推廣卻早就開

始，1997 年 1 月，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部、國家教委、國家科委、新聞出版署、全國總工

會、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 9 個部委共同發出了《關於在全國組織實施「知識工程」的通知》，

提出了實施「宣導全民讀書，建設閱讀社會」的「知識工程」。2000 年，全國知識工程領導小組

把每年的 12 月定為「全民讀書月」，這是中國實施「知識工程」的重大專案。2004 年，中國圖

書館學會為了實施「宣導全民讀書，建設閱讀社會」為宗旨的「知識工程」，在全國範圍內舉辦

了許多大型閱讀活動，讓內地愈來愈多人認識「世界讀書日」。

今年 4 月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注 1）發布了《2013 年全民閱讀活動安排》文稿，期間對近

兩年來全民閱讀活動的情況有了簡要的回顧，本文摘要如下：

1.  政府愈來愈重視閱讀這件事。《國家「十二五」時期文化改革發展規劃綱要》將全民閱讀列入

重要文化建設工程、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要「開展全民閱讀活動」、2013 年「全國政協

委員也提交了《關於制定實施國家全民閱讀戰略的提案》，閱讀在提案中都已經提到了國家戰

略地位。此外，在中國已有 18 個省市區建立了全民閱讀活動的組織領導機構，其中湖南、湖

北、江蘇、廣東、河北、黑龍江、福建、重慶、陝西、新疆等 10 個省區都成立了由地方黨委

或政府主要領導擔任負責人的全民閱讀組織領導機構，這些機構的成立無疑是希望透過政府

的力量，在加強領導、制訂規劃、配置資源、組織活動、宣傳推廣、解決重點難點問題等方

面發揮作用，進一步保障全民閱讀的有效開展。

2.  全民閱讀的風氣已漸漸形成。在原新聞出版總署連續幾年舉辦「書香中國」全民閱讀電視晚

會的示範帶動下，現在北京、河北、陝西等省市也開始舉辦當地「書香」晚會。河北、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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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北京、天津等地更因地制宜地開展了各具特色的「書香家庭」評選活動，像是河北

2011 年舉辦的「書香飄萬家」、江蘇 2012 年率先開展了「書香之縣」、「書香之鄉」評選推薦

活動，這些極具創新意義的開拓探索有力地推動了全民閱讀活動。

3.  重大工程改善了基層群眾閱讀條件。如：農家書屋工程全面覆蓋了全國的行政村，10 億多冊

圖書進入農村，極大地改善了農民文化生活。「南國書香節」、「深圳讀書月」、「三湘讀書月」、

「三秦讀書月」、「書香上海」、「書香荊楚、文化湖北」、「天山讀書節」等具有示範效應的大型

閱讀活動更是吸引了幾億讀者參加。面向基層、面向群眾的全民閱讀「七進」活動（進農村

（牧區）、進社區、進校園、進軍營、進企業、進機關、進家庭）亦在各地蓬勃開展。

  閱讀像愛情，終究得自己來！

又在《2013 年全民閱讀活動安排》文稿中更詳列了，中國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今年欲在全國

和各地開展的全民閱讀活動安排，分為總局重點活動安排和全國各地全民閱讀活動工作安排介

紹。通讀這些今年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閱讀活動工作的安排，無論是總局重點活動或是各地的全

民閱讀活動，基本上仍延續之前閱讀推廣活動的主軸，在政府方面積極建立全民閱讀活動長效

機構組織、大力推動農家書屋及七進等重大閱讀工程、主動推薦優良讀物、推動各地品牌閱讀

活動、關注不同群眾如青少年、盲胞等細分群體的閱讀需求、積極開展數字閱讀活動，並繼續

做好全民閱讀（調查）工作、善用新媒體力量推廣閱讀，以鼓勵和引導社會各界共同參與全民

閱讀公益活動。

顯然對「閱讀」這件事，中國的政府是花了不少心力推動，但「閱讀」真的是一件能被倡

導的行為？還是一種純屬個人的自發行為？觀察中國國民閱讀率發現，這些年來在政府帶頭重

視，民間配合推廣的兩相作用下，中國的閱讀活動似乎確實有了增溫現象。據中國新聞出版研

究院調查資料顯示，1999 年到 2005 年之間，中國國民圖書閱讀率呈現連續下降趨勢，自 2006

年由原新聞出版總署發起的全民閱讀活動廣泛開展以來，國民閱讀狀況得到有效改善，國民閱

讀率開始呈現連年上升態勢。2007 年，中國國民圖書閱讀率為 48.8﹪，2008 年為 49.3﹪，2009

年為 50.1﹪，2010 年為 52.3﹪，2011 年為 53.9﹪。2008 年國民包括圖書報刊和數位出版物在內

的各種媒介綜合閱讀率為 69.7﹪，2009 年為 72.0﹪，2010 年為 77.1﹪，2011 年為 77.6﹪。

在英國讀書節是每年 3 月 6 日舉行，英國的讀書活動貫穿全年；從 1996 年開始，美國將

每年 4 月定為「全國詩歌月」；每年 10 月 14 日至 16 日，是法國的「歡樂中的閱讀」（即讀書

節）。以國家力量參與閱讀活動的推廣顯然並不是新鮮事，閱讀對於國家的重要亦可見一般，

而且似乎在政府的推動下也果然讓調查中的閱讀率提升了。但行筆至此，卻讓筆者想到「世界

讀書日」背後美麗的傳說。4 月 23 日原是西班牙自治區之一加泰羅尼亞地區的「聖喬治節」。

傳說中的勇士喬治屠龍救了公主，公主回贈了一本書做禮物，從此書就象徵著知識與力量。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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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年一到這天，加泰羅尼亞的婦女們就會贈送一本書給丈夫或男朋友，男人們則會回贈女人

一枝玫瑰花。不過據說現在每到這天，當地玫瑰花的價錢是愈來愈貴，書的價格卻因特價活動

而卻愈來愈低……。這就像是每年愈來愈多的情人節，白色情人節、西洋情人節、中國情人

節……，在慶祝這些愈來愈多的情人節時，是不是也讓現代人的愛情愈來愈堅定，還是只是讓

玫瑰、巧克力的價錢愈來愈可觀？在這個快速的時代，時間變得破碎、閱讀變成瀏覽，「閱讀

節」或許至少能提醒我們，「閱讀」曾經是很重要的事。對於「閱讀」這件事，法國政府很鼓勵

一種認知，即閱讀並不僅僅是一種私隱性的行為，而是要和別人的思想相遇，把自己向世界開

展。很浪漫吧！閱讀原來像愛情，通過閱讀我們遍嘗人間的喜怒哀樂，通過閱讀我們學習、成

長，終至讓自身的情感有所依託。但無論政府如何幫忙，閱讀總得自己來，這就像媒婆說了半

天，愛情總得自己談！

注　釋

1.  2013 年 3 月 22 日在中國，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和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合併後的「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

局」正式成立。新組建的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將承擔「統籌規劃新聞出版廣播電影電視事業產業發

展」、「監督管理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機構和業務以及出版物、廣播影視節目的內容和品質」等職責。

「閱讀」在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