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阅读空间美美与共
伴随着文化强省建设步伐的加快，我省全民阅读基础设施

建设不断升级。目前，我省建有省、市、县三级公共图书馆 113
家，新型公共文化空间 645 个，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 1561 个，农

家书屋（职工书屋）1.63 万余个。众多实体书店成为阅读推广的

重要场所，一大批富有特色的书店、书吧开进社区、景区、校园、

广场、工业园区等。

传统阅读空间以其场地开阔、藏书丰富、服务便捷等优势

成为许多读者的首选地。2023 年，江西省图书馆接待到馆读者

289 万人次，同比增长 57%，移动图书馆服务读者 531 万人次；新

增借阅证 5万个，同比增长 67%，累计有效读者证达 40万个。

头部图书馆圈粉万千，新型城市书房则结合自身优势打出了

差异牌，如借助现代空间美学打造小而美、小而独特的主题书房，

以“高颜值”和高品质阅读体验，收获忠粉和高人气。

“我不允许附近的人还不知道这个书屋”“真的很适合暑假

来学习”“交通挺方便的”“一所免费的公益图书馆”……许多读

者在社交网络上，向网友“种草”南昌市新建区抱朴书屋。抱朴

书屋设有阅读区、多媒体区、非遗工艺手作展示区以及书画交

流室，提供多样化的文化体验，成为

附近居民的一个阅读好去处，也被

评为 2023 年全省“最·悦读”最美阅

读空间。“平时上班忙没时间，闲下

来也不想去远的图书馆。这里离家

近，环境温馨，读完书还可以去户外

放松，是忙碌生活中的心灵栖息地

和文化充电站。”家住抱朴书屋附近

的居民丁冀荣介绍。

与 湖 为 邻 ，卧 于 林 中 ，绿 植 环

绕，雅致静谧。这便是艾溪湖美书

馆，一座湿地书房，原木色调风格，

充 满 文 艺 气 息 。“ 春 日 盛 开 缕 缕 雪

柳，夏日是映日荷花，秋日会有粉黛

花海，置身于此，时间都慢了下来。

焦躁的我，来到这能静下来。”琅琅

是这座美丽书房的常客之一，她在

社 交 网 络 上 发 了 几 条 动 态 ：“ 我 的

‘梦中情馆’终于有了具象。这儿不

仅 仅 是 图 书 馆 ，更 像 是 灵 魂 的 净

土。”

新 型 城 市 书 房 吸 粉 众 多 的 同

时，也存在一些短板。在与部分城市书房粉丝互动时，记者得

到了相似的反馈：空间小、座位少，图书种类、数量不占优势。

如何结合自身特色，发挥自身优势？一些城市书房做出了探

索。

心海书屋是江西第一家本草主题图书馆，依托赣江新区中

医药科创城资源，除了融入中医药文化，设置中医药主题阅读

区，营造中医药美学书房，还尝试了许多有意义的公益实践。

在心海书屋主理人刘白看来，生活在都市的现代人喜欢亲近本

草，用现代文化空间表现传统中医药文化，可以提高书屋特色

阅读活动的影响力。“本草进万家”是心海书屋诸多有趣活动中

的一项：每位小读者现场认领或在书屋内寄养一棵中草药，通

过日常浇灌、养育的过程，习得中草药知识。“不像养萌宠那样，

能直接、实时地得到反馈，植物需要时间的滋养。”一个参与该

活动的孩子的妈妈反馈，细心呵护、等待植物长大的过程，教会

了孩子“美是逐步养育出来的”。

起初，心海书屋注意到有些前来看书的孩子不太开心，于

是邀请了一些心理咨询师、中医药学者、美学达人、美术教育老

师等组成“心海读书人”队伍，轮流给孩子们讲课；后来，这座散

发着草药香、花香、书香的公共文化空间，不断显现出阅读的多

元与包容，吸引了越来越多样化的人群：留守儿童、等孩子放学

的爷爷奶奶走了进来，小区片警、外卖小哥停下脚步，连书店的

保洁阿姨、施工监理完成工作后也舍不得离去……如今，这座

占地 1500 平方米、藏书 4 万余册的独立公益图书馆，逐渐成为

新祺周一座温暖的文化地标。刘白说：“百草皆可入药，城市园

林里最普通的灌木或许就是一味中草药。我们在打理这座中

医药美学公共阅读空间的同时，自己也有被滋养到。”2024 年 3
月，心海书屋获 2023 年长三角及全国部分省市“最美公共文化

空间大奖”；在 4 月 20 日举办的第二届江西省全民阅读大会上，

心海书屋与其他 9 家书店一起，荣获江西省“年度最美书店”美

誉。

尽管近些年关于“书店的坚守与消失”的话题频频被人们

提及，一些品牌书店仍持较乐观态度。携手并进、相互取暖，成

了江西书店人前行的姿态。

“我们每年邀请文化名家来书店讲座，开展各类文化活动

180场，受众群体达 30万人次。”在江西新华文化广场经理刘忠看

来，民营书店具有灵活的个性化、精细化服务，而新华书店这类传

统书店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两者相互合作、携手并进，一

定能更好地服务读者。

其实，无论是老牌图书馆、书店，还是不断“上新”的阅读文

化空间，都面临提升服务水平、扩大读者群等诸多挑战。有趣

的是，在今年的世界读书日相关活动中，省图书馆和老牌独立

书店青苑书店同时把创意点放在了“图书盲盒”上。省图书馆

倾力打造城市客厅唤醒计划，其中一项活动就是邀请读者探寻

“第三空间”，赢取图书盲盒宝藏；而青苑书店则邀请粉丝参与

阅读一小时到店打卡活动，提交一份读书笔记，领取图书盲盒。

分众阅读成为共识
近年来，随着建设书香社会的持续推进，基于对读者群

体进行细分而开展有针对性的阅读推广活动，越来越成为

行业共识。

在分众阅读服务中,青少年阅读是个“高频词”。位于

南昌市红谷滩区学府大道的江西新华文化广场，分为南座

与北座两大经营区域，营业面积超过 1.5 万平方米，上架近

15万个品种的图书，将休闲、娱乐、培训、艺术品展示交易等

多种泛文化业态融为一体。其中的北座，便设有童书馆、儿

童职业体验馆等新业态，吸引“小粉丝”。“儿童职业体验馆

可为儿童青少年提供各种职业情景体验，童书馆是孩子与

家长们共度亲子阅读温馨时光的文化乐园。在这里，孩子

们总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区域。”据刘忠介绍，为了丰富业态、

提高服务水平，他们还经营了一些电子产品、眼镜、玩具、毛

笔、文创等，甚至开办了儿童托管业务。

保障残障人士的阅读权益，体现着一方土地的人文关

怀。2023 年，省图书馆开展了无障碍电影解说活动、盲文培

训与无障碍阅读体验活动、“盲用文献资源送上门”志愿服

务活动等，深受读者喜爱。去年全年，省图书馆开展各类志

愿活动 69 场，累计服务时长达 7105 小时。此外，省图书馆

结合“盲人数字阅读推广工程”举办了盲用智能听书机发放

仪式，并围绕新馆无障碍设施建设召开了座谈会。目前，通

过“盲人数字阅读推广工程”，全省 12 家公共图书馆共配发

了 4000台“智能听书机”。

近些年，我省社区书房和乡村新型文化空间等基层阅

读空间，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较好满足了银发人群、留守儿

童、农民工等群体的阅读需求。

抚州高新区钟岭街道丰源社区的吴大爷，是社区“微型

图书馆”里的常客。他时常来这座面积约100平方米、藏书约

6000 册的“微型图书馆”阅读书籍、练习书法。目前，这座社

区“微型图书馆”与抚州市图书馆实现共建共享，图书资源实

时更新，借阅手续通借通还，累计接待居民 3600 人

次。下午放学后，这座社区“微型图书馆”往往挤满

了一颗颗小脑袋。吴大爷笑着说：“我在一帮放学

回来自习的孩子中间读书，觉得很热闹。”

在赣鄱田野上，越来越多的村民走进了自在

又便捷的农家书屋。赣州市寻乌县长宁镇三二五

村的文化客厅，占地 3300 平方米，是附近小有名气

的网红打卡点。“过去，村里建设了一个 20 多平方

米的农家书屋。面积不大，但群众的阅读热情很

高。每天附近的村民、学生都会来看书。”三二五

村第一书记张哲瑜介绍，2019 年深圳市支援合作

寻乌县，打造了当下这个集城市书屋、艺术展馆、

健身休闲、文明实践为一体的文化客厅，开业半年

来举办各类文化活动 100 多场，接待读者 3.5 万人

次。无论是送孩子来玩的父母，还是需要充电的

年轻人，或是散步的老者，都能在这里安静地享受

一段阅读时光。日前，张哲瑜获评第二届江西省

全民阅读“最美基层阅读推广人”。

阅读形式纸屏音齐飞
据《第 21 次 全 国 国 民 阅 读 调 查 报 告》显 示 ：

2023 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 4.75
本，略低于 2022 年的 4.78 本，而电子书阅读量有所

上升，一成左右的人年均阅读 10 本书及以上。此

外，听书和看视频讲书等新兴的数字化阅读方式

受到越来越多的成年国民喜爱，2023 年有 36.3%的

成年国民通过听书的方式进行阅读；有 4.4%的成

年国民通过观看视频讲书的方式进行阅读。

4 月 20 日至 21 日，在上饶举办的江右读书节

暨首届赣鄱惠民书展共吸引了 119 家出版单位、图

书公司等参展，带来了 1 万多个品种 5 万余册图

书。前来观展的吴女士说：“我平时爱看网络小

说，但我家里有三个书

架。我倾向于让小孩

阅读纸质书。”在她看

来，碎片化、轻度化阅

读时，电子书比纸质书

更具优势，但是对于那

些厚重的经典著作，纸

质书带给读者的感受

更深刻，还有那抚摸纸

页的真实触感，是电子

阅读始终无法比拟的。

在 数 字 化 浪 潮 席

卷全球的今天，电子产

品 以 其 便 携 性 、实 时

性、互动性等，逐渐成

为重要的学习交流工

具，丰富着读者的阅读

体验。

刘 佳 颖 和 曾 莉 是

江西财经大学的在读研究生，和许多年轻读者一

样，电子阅读成了她们的一个阅读习惯。“许多人

选择电子阅读，或者电台听书、看短视频，去快速

了解一本书的内容，这种获取知识的方式比较高

效。”“电子书的获取成本相对较低，还更自由灵

活，可以随时随地拿出来读。”当然，她们也坦言，

对于那些十分感兴趣的书籍和学科专业书籍，她

们还是更愿意选择有仪式感和沉浸感的纸质书。

面对电子阅读的冲击，出版业和图书销售一

方面正在进行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则努力提升

纸质书籍的品质，强化特色，丰富业态，以此吸引

更多读者。

“纸质书受到电子书的冲击无法避免，但我们

的情况相对还好，这让我看到纸质书市场前景仍

然广阔。作为图书出版商，理应找准读者需求，多

出好书。”江西高校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图书发行

工作人员周女士说。

刘忠认为：“当前数字化转型是必要举措，但人

们对纸质书的需求是一直存在的。”

对此，作家张品成也持相似观点。他认为，一

个人不同阶段的阅读习惯是不一样的，每个时代

都有自己的阅读潮流，现在生活节奏快，电子读

书、音频听书、短视频看书是潮流和趋势。

认 可 电 子 阅 读 ，并 不 意 味 着 要 放 弃 纸 质 阅

读。张品成的足迹遍布全国书展，观察过很多地

方的阅读氛围。“不妨向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看

齐，不妨在公共场所立一些书架、放一些书，潜移

默化地激发人们的阅读热情。纸质书是有文化象

征意味的，乐观点又何妨？”

作家彭学军坦言，人们无法改变一个不读书、

沉浸刷手机的成年人，因而，培养小朋友对书籍的

热爱和探索的热情就变得更为重要。“我走访过一

所小学，校园里随处摆放着开放式书架，供孩子自取

书籍。我还对一位把整本绘本刷上墙面的校长印象

非常深刻。不大的两层教学楼上，一层刷一本，每个

学期还重新刷，更新一本。校长说，‘我的学生即使再

不爱读书，小学毕业走出校门的时候，至少读完了这

墙面上的 12 本绘本’。这样的教育者，是相信书籍润

物无声的力量的。”

邀上三五好友去各具特色的书店拍照留念，一起

讨论纸质书的内容、装帧、设计、印刷，在社交网络分

享读书心得，依然是不少书迷喜爱的生活方式。纸张

的物质形态带来了情感与温度，光是手捧一本纸质书

就足够优雅。

纸屏音齐飞，是对现代科技发展的接纳与欣赏，

也是对传统阅读方式的尊重与传承。无论是纸质阅

读还是电子阅读，都只是获取信息、学习知识的一种

方式，真正重要的是阅读本身，享受两者带来的不同

体验和优势。

阅读内涵不断延展
“我做过许多科普公益讲座，自备奖品、自带资料

去敲一间间校园、一家家机构的门，被拒绝了很多次。

第一次感觉到自己被看见、被信任，是在这里。”在过去

的 2023年，高中地理教师李老师是心海书屋年度最活

跃的“一日馆长”。她带着 600 多人的“旅行团”，在书

香里完成了一场场赣地“神游”。

李老师是江西省全民阅读“最美基层阅读推广

人”，她的另一重身份是广东黑石顶自然保护区、河南

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等 5 家国家地质公园的科普讲

师。“学了世界地理你会知道，做中国人有多么幸福；学

了中国地理你会知道，做江西人有多么幸福。在江西，

山水、自然、植被、文化等，各类条件都很优越。但是我

们自己很少了解这一点……”

“经过小土坡，走过塘埂，春天在小山谷上蹦蹦跳

跳，看看露水，扑蝴蝶，摘桑葚，虽然也被蛇吓到夜里

做过噩梦，但现在回头看，一切未知好美妙。”李老师

乐于分享自己童年从自然中获得的美好感悟。她注

重课堂互动，更认同小型科普讲座，因为能够关注到

每一个听课的人，她会有意识地在课程设计中针对受

众年龄作相应调整。她还设计了《我的家乡在江西》

自然篇、人文篇课题，尝试开启“江西十一城”系列讲

座，在她的 PPT（演示文稿）里，每一幅风景图片都自

己拍摄，因为“只有打动了自己的才能打动听众”。

都昌妇女儿童中心、庐山市图书馆、九江市图书

馆、心海书屋……一场一场的科普实践下来，李老师

也收获了属于自己的成长。接下来，她筹备着将“妈

妈学院”阅读推广志愿者交流平台做好，打算受邀以

昌北二小科普副校长身份不定期开展科普讲座，她还

计划退休后把只做了两期的“江西十一城”做完……

在同李老师一般的公益读书人这里，书籍的内涵

已经被远远延展开去。他们借由书籍和知识出发，传

播江西自然地理和人文历史的魅力，身体力行传递着

江西人的自信、自豪。

闹中取静的孺子书房，为不少南昌读者带来一份

朴实和宁静。如以江豚保护为主题的扬子洲分馆、以

航空文化为主题的洪都航空文化园分馆、利用旧城改

造“见缝插绿”建成的经纬分馆……散落南昌市的 100
家孺子书房，因地制宜打造出特色各异的新型阅读空

间，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公共文化服务形态。如今，去

离家 15 分钟阅读圈内的孺子书房，成为许多南昌人

的新生活方式。

4 月 23 日，一场关于书籍与海昏文化的读书沙龙

活动，在孺子书房摩天轮分馆启动。一众研究者、讲

解员、书友和海昏迷，一起热烈讨论着与刘贺相关的

事与物。现场有导游感慨于沙龙的热烈氛围：“现场

不少读者是对海昏侯做过深入研究的，提出的很多问

题，我这个导游都不太清楚。”

以阅读传播地域文化，营造良好社会风尚，推动

文旅发展……阅读的力量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压题图从左至右为：南昌高新区图书馆、南昌未

来空间未时合集馆、南昌县莲花书屋。

本版图片由本报全媒体首席记者李 劼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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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新闻出

版研究院近日发布

的《第 21 次全国国

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2023 年

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每天读书时

间为 23.38 分钟，人均纸质图书

阅读量为 4.75本，人均电子书阅

读量为 3.40本，人均纸质图书和

电子书阅读量合计为 8.15本，高

于 2022 年的 8.11 本；全民阅读

呈现出数字阅读深入国民生活、

三成以上的国民通过听书的方

式阅读、各地全民阅读品牌活动

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未成年人阅

读基础良好等特点。放眼江西，

阅读的空间、形式、理念、内涵也

都呈现出一些变化。

特特 别策划别策划

阅读的力量远阅读的力量远超我们的想象超我们的想象
————全民阅读全民阅读观察观察

□□ 谢龙龙谢龙龙 本报全媒体本报全媒体记者记者 周周 颖颖

两名读者在朗读亭内诵读，制作的音频作品可分享至微信朋友圈。

南昌高新区图书馆内，一名读者在拍摄孤独症儿童的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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