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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手机，摁下音频播放键，一
个个故事娓娓道来……当下，快节
奏的生活，让越来越多的人从“用眼
阅读”转为“用耳阅读”。

听书，正引领阅读的新风潮。
纵观整个“听书”市场，可谓声

势浩大。观研报告网《中国有声读
物市场发展态势分析与投资战略调
研报告（2023—2030 年）》统计，
2022年中国有声读物行业用户数
量约为4.2亿，市场规模高达93.7
亿元。这种将科技与阅读相结合的
新型阅读方式，如何俘获一大批用
户的“芳心”？

场景多、选择广
听书成阅读常态

何谓“听书”？即竖起耳朵，解
放双眼。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美
国就出现了有声书，服务对象主要
是视力残障人士，录制内容包括莎
士比亚戏剧、通俗小说等。而在我
国，早年听书活动主要是通过收音
机听评书、民间轶事等。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益发展，
如今的听书主要在“小屏”上进行。
第20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
示，2022年，35.5%的成年人有听书
习惯。

打开“喜马拉雅”等国内各大音
频分享平台，从传统的电台节目，到
相声、广播剧、有声书、脱口秀以及
各种知识付费内容，各类音频资源
琳琅满目，任君选择。海南日报记
者浏览后发现，这些音频内容大致
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演绎型，即直
接将文字转为声音；另一种则是解
读型，由主播介绍书本要义。

在很多阅读爱好者眼中，方便
快捷、轻松愉快、解放双眼是选择听
书的重要原因，既不会“打扰”当下
的行为状态，又能在配音演员声情
并茂的朗读中“声”临其境，用另一
种方式享受阅读的快乐。

“90后”王延韬是一名有声书
的“新粉”，与听书结缘，源于几个月
前一次偶然刷抖音听小说。“当时抱
着随便听听的心态听了一段情节，
结果越听越入迷。现在我会通过听
书来缓解工作的疲惫。”王延韬说。

“我主要在开车的时候听书，以
脱口秀、相声类内容为主，在通勤路
上把碎片化的时间利用起来。”在海
南某国企工作的刘健表示，最近他
还发现通过QQ音乐、网易云音乐
等音乐类平台也可以实现听书功
能，“听音乐和听书之间可以自由切
换，更方便快捷了！”

从事互联网工作从事互联网工作55年的梁曼年的梁曼，，
近两年也爱上了听书近两年也爱上了听书。。““平常久盯电平常久盯电
脑脑、、手机屏幕手机屏幕，，回到家就想给眼睛好回到家就想给眼睛好
好放个松好放个松。。有声书能站着听有声书能站着听、、坐着坐着
听听、、躺着听躺着听，，做家务时也不耽误做家务时也不耽误。。””梁梁
曼说曼说，，自己还是个自己还是个““播客粉播客粉””，，日常喜日常喜
欢在欢在““小宇宙小宇宙””APPAPP上收听各类职上收听各类职
场经验分享场经验分享、、生活感悟类等内容生活感悟类等内容。。

20232023年年66月月，《，《喜马拉雅儿童喜马拉雅儿童
收收听数据报告听数据报告》》公布显示公布显示，，““1010后后””是是
儿童有声内容收听主力军儿童有声内容收听主力军。。““让孩子让孩子
收听内容涨知识的同时收听内容涨知识的同时，，也尽量也尽量避
免长时间观看电子屏幕有损视力。”
家住海口的“宝妈”王雯淇说。

有声书还被“搬”到了公共场
所。在海口江东新区国际设计港职
工之家的书墙上，独特的听书功能
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手机一扫就
能听书，还不受地点限制，简直是懒
人福音。”江东新区国际设计港进驻
企业职工符旋说。

碎片化、非线性
深度阅读远了吗

海南日报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
现，不少用户的听书场景多由碎片
化的时间拼凑：独自开车、通勤路
上、做家务活、睡前半小时等等。由
此可见，有声阅读的优势就主要体
现在时间的利用上。

然而，很多读者也在思考：有声
阅读使碎片化时间得以利用起来，
它对深度阅读是否有帮助？

海南华侨中学语文教师汤成慧
认为，利用APP听书是繁忙生活中
的一种自我解压、自我调节的休闲
成长方式。同时也要清楚地看到，
听书关键还是书，以及书里的信息、
观点、思想等等。

“读书是把别人的思想装进自
己脑袋里的过程。听书只是阅读方
式的一种补充，再悦耳的语言终究
替代不了纸质阅读，也无法替代阅
读的严肃性与庄重性。”汤成慧说。

在海外留学的海南小伙邓先珑
深有同感。他告诉记者，诸如《史
记》这样的鸿篇巨制，其书中深意、
精髓无法完全靠简单的配音解读就
能完整呈现，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
阅读的广度和深度。

那么，在有声书的世界中，深度
阅读真的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吗？对
此，梁曼认为，二者其实也可以兼
得。

前不久前不久，，梁曼重温了四大名著梁曼重温了四大名著
之一的之一的《《红楼梦红楼梦》，》，不同于单一的看不同于单一的看
纸质书或听书纸质书或听书，，她选择了边看边她选择了边看边
听听。。耳机里耳机里，，每个章节的文字内容每个章节的文字内容
都被逐字逐句地转换成了音频都被逐字逐句地转换成了音频。。跟跟
着音频逐一对照书籍着音频逐一对照书籍，，墨香环绕指墨香环绕指
尖尖。。““有声书中还对各个角色进行了有声书中还对各个角色进行了
不同的声音演绎不同的声音演绎，，在聆听的过程中在聆听的过程中，，
大观园的轮廓也逐渐在脑海中构大观园的轮廓也逐渐在脑海中构
建建，，每一个故事情节也都有了画面每一个故事情节也都有了画面
感感。。””梁曼说梁曼说。。

尽管阅读的方式越来越多元尽管阅读的方式越来越多元
化化，，但阅读的本质并不会被改变但阅读的本质并不会被改变。。
真正的深度阅读真正的深度阅读，，从来都离不开持从来都离不开持
之以恒之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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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的喧
嚣中，我找到了一片静谧之
地。这里没有市井的嘈杂，没有
繁忙的交通，只有书香和墨迹。”1
月 6日，海口华彩·海口湾广场
“木木研茶店”24小时城市书房
内，一位读者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完这句话后，便又独自埋首书卷，
享受着阅读的惬意和满足。

这是今年元旦开业的海口首
家24小时城市书房，店内上架了
涵盖文学、艺术、科技、历史等多
个领域的书籍，为市民、游客提供
24小时不打烊的免费阅读体验。

无独有偶，“新华小漫”在海
口打造了近20家24小时智慧共
享书屋；去年下半年，海口市龙华
区建成10个24小时无人值守的
智慧共享书屋……24小时城市书
房、智慧书屋的涌现，让海口市民
实现了阅读“不打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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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品书香

24小时智慧共享书屋是一种以共
享经济模式运营的图书馆，它通过共享
图书资源、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为市民
提供了一种创新的阅读和学习体验。

近年来，海口建设了一批24小时
无人值守智慧共享书屋，将阅读延伸
至大街小巷，为市民打造“家门口”的
图书馆，营造“全民阅读”的书香氛围。

在解放西路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
大会旧址外，外观为红星状的智慧书屋
成了这里一个十分显眼的建筑物。书
屋虽然面积不大，但造型独特、外形别
致，玻璃门内数百本图书按照类别整齐
摆放，市民点点手指就能完成借阅。此
外，书屋还增设捐书窗口，方便市民将
家中闲置的书籍捐赠出来，营造全民阅
读的新风尚。

“这个书屋科技感十足，拿出手机
扫描二维码，用几十秒就能在线借还
一本书，真是很方便。”近日，市民张先
生在琼崖一大旧址附近的智慧共享书
屋享受到了便捷的借阅体验。他表
示，“24小时智慧共享书屋是一项实实
在在的便民之举，不仅不用再跑到距
离较远的图书馆，还可以不考虑营业
时间，实现随时借阅。”

龙华区智慧共享书屋运营负责人
陈先生介绍，智慧书屋存放的书籍以儿
童绘本、世界名著、历史人物传记为
主。同时，设立了“红色专区”，专门用
来存放红色书籍。目前，龙华区智慧书
屋中存放的各类图书数量达到了1万本
左右，“日常每个书屋每天借阅数量超
过20人次，如果遇到开学季或节假日，
有的书屋借阅数量会达到100余次。”

无独有偶，记者在友谊·南海城见
到了一家名为“新华小漫”24小时智慧
共享书屋。该书屋具有查询、借书、还
书等功能，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物
联网等技术，以及智能化控制和监控等
高新技术手段，实现无人值守、随时自
助借还。

书屋运营负责人——浙江新华小
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潘烨表示，
目前，“新华小漫”已在海口设立近20家
智慧共享书屋，为附近居民提供便捷的
借阅服务。同时，为了进一步优化读者
借阅体验，“新华小漫”智慧共享书屋打
通线上线下的智慧阅读平台，为市民提
供“书店+图书借阅+购书+预约到家+
共享”的高效服务，读者只需支付邮费
就可将想要借阅的书籍预约寄送到家。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海口已
建成运营近三十家智慧共享书屋，他们
覆盖在学校、社区、商业街区和党政机
关单位，让市民可以在任何时间段享受
到阅读的乐趣。

阅读氛围渐浓

海南自贸港的蓬勃发展，为阅读
提供更多的便捷、更好的条件。近年
来，我省公共图书馆的功能越来越全、
阅读空间越来越多，实体书店也如雨
后春笋般发展，云洞图书馆等成为市
民喜爱的网红打卡点，为阅读带来全
新的体验。

“从某种意义上讲，图书馆‘馆’字
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何凡予介绍，
海南省图书馆以“面向基层，服务读
者”为宗旨，不断“下沉”，拓展“馆校合
作”“馆地合作”等。在符合条件的公
共文化服务机构（场所），民宿、景区、
园区、公共交通枢纽等设立共捐共建
共享的“书香海岛”全民阅读点，建设
全民阅读平台书香社区、校园、机关
等，延长服务时间、延伸服务触角，让
图书馆不仅限于馆内，而是走到市民
身边。

“智慧书屋在国内遍地开花，形式
多样，可大可小，可进城，也可下乡，海
南应借鉴先进理念，以创新思维助力
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潘烨表示，智
慧共享书屋运营的关键在于以用户为
中心，24小时营业，满足用户需求，增
加与读者的“粘性”。通过互联网科
技，建立了高效的资源管理系统，包括
对图书进行分类、编目和存储，确保图
书的流通和更新，以及合理配置和利
用资源等，提升运营效率和用户阅读
体验；同时，基于现代技术支持的社交
化、共享化模式，市民可分享自己闲置
的图书，图书经审核、查验后上架陈列
在书屋内。

记者梳理发现，全国各地涌现出
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新型公共文化空
间。如：河北邯郸丛台公园雷锋智慧
书屋是当地首家以雷锋精神为主题的
公园式书房，这个智慧书屋的设计巧
妙地将雷锋精神与地方特色相融合，
营造出一种智慧、绿色、环保、简约、创
新的氛围；湖南浏阳大围山镇东门完
小的“智慧共享书屋”选址在较偏远、
交通不太便利的乡镇学校，旨在改善
乡镇学校阅读环境……

采访中，潘烨还透露，“新华小漫”
正在海南加速推进智慧书屋建设，计
划在海南布局50家至60家智慧共享
书屋。

何凡予表示，建设书香社会是一
个久久为功的过程。读书受益终生，
就必须经过不懈的努力，长久的培育，
方可激发全社会的阅读欲望，持续涵
育阅读风尚，营造出爱读书、读好书、
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阅读成新风尚

中华民族自古崇尚读书，有“耕读传
家”的优良传统。可在碎片化阅读时代，
建设24小时不打烊的智慧书屋有什么意
义？

“24小时智慧共享书屋进一步缩短读
者‘抵达’知识的距离，是虚实交融的‘第
三阅读空间’。”海南省图书馆馆长何凡予
表示，尽管碎片化阅读时代已经到来，但
是共享书屋仍有它的独特价值和优势，可
以提供深度阅读体验、推广阅读文化、满
足个性化需求以及促进文化交流。

何凡予认为，24小时智慧共享书屋全
天候开放，还自带共享社交基因，可以成为
一个文化交流的平台，不仅可以分享自己
的读物，还可以分享读书心得、探讨文化话
题等，为社会营造一种文化氛围。此外，可
以满足不同人群的个性化需求，例如学生、
上班族、文艺青年等，针对周边环境不同读
者的需求，书屋可以提供不同类型的书籍。

记者走访海口多个24小时智慧共享
书屋发现，它们提供种类繁多的书籍供读
者选择，受欢迎的书籍类型会因地域、文
化、读者群体等因素而有所不同。

以解放西路一家智慧共享书屋为例，
该书屋毗邻中共琼崖一大旧址和海口市
第九小学，因此这家书屋受欢迎的图书以
教辅和红色书籍为主；而友谊南海城附近
的智慧共享书屋因靠近商业区和居民区，
受众人群主要是青年人，图书类型以小说
和文学类书籍为主，包括经典小说、畅销
小说、文学名著、诗歌、散文等，这些书籍
通常被视为一种娱乐和休闲方式，可以帮
助读者放松身心，缓解压力。

中共龙华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浓郁书香气是城市的精神底蕴，龙华
区24小时智慧书屋方便居民阅读生活的
同时，结合智慧书屋开展跳蚤集市、“快
闪”等形式多样的活动，营造出浓厚的城

市阅读氛围。让阅读真正走进市
民日常生活，成为一种生活

新风尚。

关于阅读方式，

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偏好。

有些人喜欢到书店里翻阅实体书籍，

享受纸张的触感和书店的氛围；

而另一些人则更倾向于听书，通过声音来获取信息。

无论是到书店里阅读还是听书，

每种阅读方式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和适用场景。

无论是通过书页还是声音，

阅读都能带给我们知识、启发和乐趣。

位于海口市龙华区长堤路的一处共享书屋。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海口首家24小时城市书房里，市民
在阅读书籍。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新
﹃
姿
势
﹄

开篇语

新的一年，文化周刊携新的版面与您见面
——在这里，我们与您一同“阅见”书籍的

智慧，领略文学的魅力；“阅见”艺术
的殿堂，感受创造力的火花；
“阅见”历史的长河，了

解文化的传承
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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