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04.22 星期六｜责任编辑：张辰霏 视觉编辑：黄栋

第5版时报周末·文化

据新华社 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
79.9%、纸质读物阅读仍是5成以上国
民倾向的阅读方式……4 月 18 日，中
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了第十四次全
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

在手机阅读接触率连续 8 年增
长的今天，身处触屏时代，我们该如
何阅读？

手机阅读能否打开“新天地”？
“逛街或吃饭时，我都会随时拿出

手机刷刷朋友圈，看看新闻。坐地铁
时间长的话，我就会看网络小说或电
影。”在北京工作的范跃辉表示。

手机阅读正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人
的习惯。此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
显示：2016年我国66.1%的成年国民进
行过手机阅读，较2015年增长了6.1个
百分点。我国成年国民手机阅读接触
率、手机阅读时长连续8年增长。

“手机阅读极大扩展了阅读的方
便程度，也极大扩展了国人阅读空间，
这是对阅读的整体带动，是一个好的
起步。但也要防止碎片化阅读的弊

端。”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
张颐武说。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
表示，公众对知识的获取需要有广度
和深度，现在一些内容提供方也在不
断创新形式，开发出新的软件、app
等，将优质图书内容平移至手机平台，
有利于深度阅读。

专家认为，经过数字化处理的文
化资源越来越丰富，手机让公众便于
接触文字，已变成获取咨询和知识的
入口，成为数字化阅读新的增长点。

创新如何让传统阅读回归？
提着购书筐穿行于书架选购，来看

书的人或背靠书架或席地而坐……这
是记者在北京图书大厦看到的景象。

为了给读者增加更丰富的文化体
验，北京图书大厦每逢节假日都会举
办名人签售、专家讲座、主题展览等各
类活动，在吸引更多读者的同时，扩大
自身影响力。

报告显示，纸质读物阅读仍是 5
成以上国民倾向的阅读方式。2016

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
为 4.65 本；每天读书时长为 20.20 分
钟，比 2015 年增加了 0.51 分钟；对于
购买一本 200 页左右的文学类简装
书，成年国民能接受的价格为 14.42
元，比2015年略有提升。

“纸质书阅读率提升已成为一种全
球性新现象，与实体书店回暖互相呼应
互相影响。”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国民
阅读研究与促进中心主任徐升国表示。

在北京艺天桥咖啡厅，青年作家
与读者谈阅读、谈创作、谈生活；在青
岛 BCMIX 美食书店，人们在享受美
食、品味咖啡的同时，领略阅读之美，
度过一段慢下来的愉悦时光；在北京
三里屯，老书虫、PageOne、言又几等
各色书店吸引了众多年轻人，每逢周
末还举办图书交流会、作家见面会等
活动，让这里不仅是潮流地标，也成为
文化“宝地”。

在徐升国看来，传统阅读的回归，
在于传统书店不断创新，找到了在数
字化背景下人们阅读的兴趣点，即体
验式的阅读需求，这是网上书店、在线

阅读所不能提供的。因此，亚马逊、当
当、阿里等电商也纷纷扩展线下渠
道。此外，得益于全民阅读的大环境，
促使更多人走进书店。

全民阅读如何厚植土壤？
从江西举办“经典诵读会”，到北

京启动“妈妈导读师”亲子阅读大赛
……走过 11 年的全民阅读工程通过
一个个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着越来
越多的人享受阅读。

“目前中国年人均阅读图书 7.86
本，欧美国家在10本左右，韩国为13
本，日本为12本。”魏玉山表示，和发
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均阅读图书量仍
有差距，但差距在缩小。在发展中国
家，中国的全民阅读数量已居前列。

张颐武认为，这是国民教育普及
的成功。此外，手机端促进了大量碎
片时间阅读，以及特色读书活动等，造
就了更加浓厚的社会阅读氛围。

调查发现，2016年我国成年国民
对个人阅读数量评价中，有 45.2%认
为自己的阅读数量很少或比较少，

36.0%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一般，认为
自己的阅读数量很多的只有 1.7%。
此外，有 65.7%的成年国民希望当地
有关部门举办阅读活动。

“全民阅读关键在于培育民众对
阅读的兴趣。”第五届书香中国·北京
阅读季金牌阅读推广人孙慧阳认为，
诸如邀请外国专家参与的交流活动、
优秀图书作者见面会等具有优质内容
价值的阅读活动更能提升公众对阅读
的理解和兴趣。

“除了多举办类似文化交流活动，
有关部门机构还应考虑如何把每次活
动中的优质内容持续传播和发酵，让
更多人获取有益信息，让阅读变成‘悦
’读。”孙慧阳说。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十三五”时期，将通过举办重
大全民阅读活动，加强优质阅读内容
供给，大力促进少年儿童阅读，完善全
民阅读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等，让百
姓既有参与感，又有获得感，让全民阅
读真正蔚然成风。

■李亚红 王思北 史竞男

据新华社 旨在促进中外古典音
乐交流、培育青年音乐艺术家的“中
国艺术拓展计划”4月16日晚在上海
启动。

这项国际性的艺术拓展活动覆
盖国内外多个城市，其中大部分为

“一带一路”沿线的地标城市。
“中国艺术拓展计划”由上海交

响乐团、广州交响乐团发起，得到了
纽约爱乐乐团、北德广播易北爱乐
乐团等响应，著名大提琴家马友友、
指挥家余隆、柏林爱乐首席本迪克
斯等也积极参与其中。

上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余隆介
绍，“中国艺术拓展计划”的关键词在
于“青少年”“文化交流”“艺术教育”。

据其介绍，按照计划，一方面古
典音乐领域的中外名家名团将派遣
艺术家到相关城市举行演出、开展艺
术普及活动等，比如在乌鲁木齐将举
办的一场音乐活动，艺术家们将在卡
车上举行露天演出；另一方面中外青
少年也将受到邀请，到世界各地参加
名家名团的短期集训，比如上交与北
德广播乐团已经开始探索青年人才
的交流培养。 ■许晓青

据新华社 80 余位专业人员，15
年坚守遗产保护，10000余件历史档
案，4000幅复原设计图纸，2000座数
字建筑模型……4月18日，清华大学
建筑学院教授郭黛姮团队完成的数
字圆明园研究和应用项目新闻发布
会在清华大学举行。曾经饱受战火
侵袭的圆明园，正在通过数字化复
原重现光彩。

“圆明园历经战争浩劫，有人认
为它今天是爱国主义教育场所，有
人说圆明园是古代皇帝骄奢淫逸的
见证。其实这些观点都不够全面。”
郭黛姮说，对圆明园的数字化复原，
能够让人们对圆明园有更全面的认
识。“我们研究了每一位皇帝的驻园
时间，发现他们一年中大多数时间
都在圆明园，圆明园实则是皇帝临
朝理政的场所，能够称之为紫禁城
外的‘第二个政治中心’。”

历史上，由于每一位皇帝爱好不
同，圆明园同一景区不同时期的景观
也会随之变化。通过数字化复原，现
代人还可以一睹这座“万园之园”在
不同历史阶段的风采，但是这就给修
复工作增加了难度。据介绍，每复原
一个景区就有十多道程序：遗址信息
采集与记录、样式房建造技术分析、
残损构件虚拟拼接等等，每一步都需
要结合史料严格论证、分析。从1999
年开始，十余年间郭黛姮团队对圆明
园修复的脚步从未停止。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数字复原
圆明园图景，让更多人通过图像领
略圆明园的魅力，能够把科研成果
变成实实在在为大众服务的成果。”
郭黛姮说。

据介绍，郭黛姮团队利用精准数
字化复原景区达全园总量的60%。

■孙琪

据新华社 美国派拉蒙影片公司
主席吉姆·贾诺普洛斯4月19日在京
宣布，派拉蒙出品的机器人科幻电影

《变形金刚5：最后的骑士》将于今年
暑期在全球上映，届时将在广州举办

“变形金刚系列电影十周年盛典”。
变形金刚是从1984年起美国孩

之宝公司与日本TAKARA公司合作
开发的系列玩具和系列动画片的总
称。2007 年起，美国派拉蒙影业将
其搬上了大银幕。

据介绍，《变形金刚5》依旧由本

系列的导演迈克尔·贝执导，有两条
故事线，一边是以凯德·伊格尔（马
克·沃尔伯格饰）为主的人类，将与恐
龙金刚一起面对即将到来的新威胁；
另一边是擎天柱在太空中搜寻其统
治者“五面怪”，也是它派出赏金猎人

“禁闭”四处搜捕领袖，而擎天柱将在
途中遭遇超级反派“宇宙大帝”。

另据介绍，正在举行的北京国
际电影节期间，将特别展映派拉蒙
出品的《教父》三部曲、《藩篱》《科洛
弗道10号》。 ■白瀛

触屏时代，我们该怎样阅读？
——全民阅读新观察

“中国艺术拓展计划”在沪启动

《变形金刚5》暑期全球上映

数字化复原：让圆明园“重生”

河南省西平县棠溪是全国冶铁铸剑文化之乡。高端棠溪宝剑需经过创意、锻打、磨削、热处理、雕刻等工种600
多道工序才能完成。2014年，棠溪宝剑锻制工艺被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图为铸剑师傅在加热
剑条。 ■新华社记者 冯大鹏 摄

据新华社 4月19日晚，在香港会
展中心新翼会议室，由600多个临时
座椅和一块演讲台搭建而成的大讲
堂座无虚席。团结香港基金旗下中
华学社邀请著名作家莫言来港进行
主题为“黄土地幻觉世界与中国文学
契机”的讲座。

讲座一开始，莫言通过对自己笔
名“莫言”的有趣解读引得现场观众
阵阵掌声。莫言说，“叫‘莫言’是为
了提醒自己少说话，多写作；少说话，
多干事。少说多干，这也是中国人非
常宝贵的人生态度。”

在谈到对香港文学的印象时，莫
言表示，单从文学领域来讲，香港具
有非常丰富的资源，以金庸为代表的
香港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学乃至世界
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这些小说
繁衍出来的影视作品不计其数，每一
版都吸引了很多观众，这种力量便是
文学的力量。

莫言同时指出，香港的严肃文学
有一条没有断过的、像静水一样默默
流淌的文学脉络，有着很强的生命力。

莫言认为，香港以独特的语言、
历史、地理、文化环境等因素，造就了
别具一格、独一无二的文学特征，同
时还培养了许多优秀作家。

莫言表示，如果有很多民众都是
阅读者，并在阅读中反思，那么这个民
族的精神素质自然会提高。他鼓励人
们热爱文学，多阅读经典文学作品。

莫言将自己形容成一个“文学的
乐观主义者”。他说，在现代科技快速
发展的时代，文学不会消失，而读者的
阅读热情和作者的创作热情是并驾齐
驱的。“文学的发展像任何事物的发
展一样，不会是一条直线，而像波澜
一样地前进，有高潮，也会有低谷。”

谈到网络文学的发展，莫言认
为，网络文学如今已成为一支重要的
文学创作力量，不容忽视。网络作家

的创作数量和速度让人惊叹，但当中
的精品却较为稀少。莫言呼吁网络
文学作者要沉静下来，努力将语言打
磨得更为优美和精炼，将故事设置得
更为合理，把人物塑造得更为丰满，
以提高作品质量。

“文学需要生活，生活需要文
学。支撑我文学写作的根基是童年、
故乡和生活经历。”莫言指出，作家的
写作应立根于自我，将生活积累当作
最重要的写作资源库。

在专题讨论环节，团结香港基金
顾问、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
会主席郑培凯问及莫言如何从西方
文学吸取养分时，莫言表示，自己深
受西方文学思想与拉美写作风格的
启示，同时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古
典文学和民间口头文学的精髓。

据主办方介绍，这次讲座吸引了
超过 600 名师生及热爱文学的人士
参与。 ■丁梓懿

文学需要生活，生活需要文学
——著名作家莫言赴港畅谈文学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