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足新时代数字中国，数字阅读不仅是全民
阅读、书香社会的创新形态，更已经成为人们获
取信息和知识的主要方式。从大众化的内容供
给，到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再到文化数字
化的丰富布局，在“Z世代”（1995年以后出生）
数字原住民的深刻影响下，数字阅读正焕发出新
的生机。

如何界定“Z 世代”在数字阅读中扮演的角
色？他们有怎样的文化消费偏好，这些偏好如何
与数字阅读的发展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在文化
数字化战略深化落地的进程中，产业侧又发挥着
怎样的作用？

在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国新闻出版
广电报》联合上海图书馆、阅文集团共同发布《Z
世代数字阅读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报
告》 以“Z世代”数字阅读画像、阅读习惯、内
容偏好及全球阅读趋势为切口，探讨“Z 世代”
对数字阅读内容及产业格局的深刻影响，回应文
化强国建设进程中中国故事的新使命与文化数字
化新课题。

《报告》 指出，“Z 世代”已成数字阅读主力
军。仅阅文集团一家平台，过去一年新增用户中

“Z世代”占比66%，阅读时间累计超20亿小时，
累计评论超3000万，阅文集团旗下QQ阅读APP
用户年平均在读11.7本书。《报告》同时指出，IP
已成数字阅读重要资产，网文“出海”为数字阅
读开辟国际空间。

“Z世代”成为数字阅读主力军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十九次全国国
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接触数字阅读的成年
人比例从 2008 年的 24.5%大幅增长至 2021 年的
79.6%；2021 年，成年国民人均纸质书阅读量为
4.76本，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3.3本，数字阅读正
在逐步撑起全民阅读“半边天”。

没有人比作为数字原住民的“Z 世代”更具
备对“一屏万卷”阅读方式的天然适应力。阅文
集团数据显示，2022 年阅文新增用户中 66%为

“95后”；QQ阅读“Z世代”读者有93%在过去的
12个月中阅读了至少一本书；年平均在读11.7本
书，“Z世代”已经成为数字阅读的主力军。

《报告》 显示，“Z 世代”的阅读画像为数字
阅读“随时随地”的特性，增添了更多可供解读
的新意：从时间上看，2022年，“Z世代”阅读时
长累计超过20亿小时，相当于读完2000万本《史

记》的时间。“Z世代”最爱的阅读时间是中午和
晚上，中午12点和晚上10点是阅读高峰期。从地
域上看，广东、江苏、河南、山东和浙江位列“Z
世代”最爱读书省份TOP5，长沙、重庆、北京、
成都、广州则跻身“Z世代”最爱读书城市。

数字阅读井喷的背后离不开数字内容储备的
持续夯实。以阅文集团为例，截至目前，阅文集
团已经与数百家出版单位及上千家文化单位合
作，平台出版物覆盖人文社科、历史哲学等近50
种主流品类；平台网络文学作品数千万部，包含
200多种内容品类；覆盖上亿“Z世代”用户。可
以说，数字阅读平台已经成为持续夯实全民阅读
服务体系、助力文化数字化的重要产业力量。

偏爱五大类型，关注自我成长

年轻人都在看什么书？《报告》显示，青春文
学、文学、心理学、传统文化读物、科幻成为“Z
世代”最爱的五大书籍类型。《龙王：世界的重
启》《鲁迅全集》《自卑与超越》《论语》《三体》
成为年轻人最爱的对应类型读物TOP1。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其他年龄群体，“Z世
代”更关注自我成长和心理健康，心理学主题书
籍成为年轻人最爱的TOP3类型。数据显示，2022
年阅文平台推出的心理学书籍新增读者中58%为

“Z世代”，《自卑与超越》《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
生》《提高情商的100种方法》是“Z世代”最爱
看的TOP3心理学书籍。

可以说，数字阅读不仅满足着“Z 世代”获

取信息和知识的需求，同时也通过提供更多互动
方式及学习、交流空间，成为连接年轻人与传统
文化、科普创新的重要桥梁。

2022年，《论语》《红楼梦》《西游记》成为年
轻人最喜爱的传统文化读物，讨论度最高纪录则
由《资治通鉴》创造，全年留下近1.5万条评论，
充满了“Z 世代”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思考；
2022 年，“Z 世代”在阅文平台累计评论超 3000
万，其中不少热度都贡献给了科普，如关键词

“科学”出现超 42 万次，“AI”出现近 40 万次，
“元宇宙”出现超 4 万次，“量子纠缠”出现超
4000次等，《时间简史》《乡土中国》也分别成为
年轻人最爱的科普和社科读物。

网络文学为数字阅读持续供给精
品内容

精品内容是数字阅读长效发展的根本动力。
中宣部印发的 《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
明确要求，提高数字化阅读质量和水平。网络文
学作为数字阅读的重要组成部分，聚焦精品内容
供给持续发力，用大量优秀作品引领年轻一代拓
展文化视野、丰富精神世界。

网文作品不断打破订阅、月票纪录，获得越
来越多年轻人的喜爱。如《灵境行者》打破24小
时首订及最快均订破10万纪录，《夜的命名术》成
为首部单月百万月票作品，《择日飞升》两次打破
平台单月月票纪录，《宿命之环》打破网文评论最
快百万纪录，等等。

在所有精品内容中，科幻网文成网络文学年
度题材，是 2022 年“Z 世代”的最爱。数据显
示，2022 年追更科幻题材网文的读者月均增长
50%，近 70%的科幻读者年龄小于 30 岁；2022 年
阅文平台“Z世代”阅读人次TOP3网文为《灵境
行者》《夜的命名术》《深空彼岸》，均属科幻题材
作品；《深海余烬》《泰坦无人声》《灵境行者》

《夜的命名术》等4部网文作品更是一举荣获中国
科幻银河奖，标志着网络文学真正实现了精品化
高质量转型。

与此同时，网络文学也成为数字图书馆的重
要组成部分，自 144 部优质网文作品入藏国家图
书馆、10部网文作品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后，《诡
秘之主》《庆余年》 等 103 部网文作品入藏上海
图书馆。

数字阅读多元呈现，“出海”开拓
国际空间

2022年，数字阅读借助媒介多元呈现的产业模
式，伴随着影视、动漫、音频、游戏等形式对数字阅
读外延的持续拓展，IP成为数字文化重要资产。

《报告》显示，2022年阅文平台“Z世代”听
书时长累计近1亿小时。在“Z世代”文化消费巨
大需求的催化下，2022年IP全链路开发产能也大
幅提升：2022年爱优腾平台各自播放量TOP10电
视剧中，近50%改编自网文IP；2022年共计3000
余个阅文IP完成有声剧上线，70余部漫改作品启
动连载。

与此同时，从数字阅读到全球阅读，网络文
学也在为数字中国开拓国际空间。数据显示，网
文“出海”已经覆盖全球200余个国家和地区，其
中“Z世代”用户占比75.3%，美国读者最多，巴
基斯坦读者增速最快；起点国际发起的WSA全球
征文大赛，历届获奖作品中已有约四成进行IP开
发，“中国”相关词在海外评论区热议超15万次。

在数字阅读时代浪潮下，“Z世代”既是见证
者，又是弄潮儿，他们与数字阅读相互作用。中
国传媒大学专任研究员李安表示：“如何进一步做
到以文学 （小说） 传播为原点，以故事 （IP） 开
发为手段，培养年轻人阅读习惯，从单一的类型
小说平台到综合性数字图书馆，让‘Z世代’年
轻人的数字阅读，从满足娱乐与社交，到养成求
知、审美乃至锻造人格的习惯，并借此与经典文
本、线下图书馆结下不解之缘，是数字阅读平台
的终极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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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凝眸

近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上海图书
馆、阅文集团联合发布的 《Z 世代数字阅读报
告》显示，数字阅读新时代，在“Z世代”作为文化
消费主力军的不断驱动下，数字阅读进一步呈现出
多元化、立体化的发展态势，不仅重塑了阅读方式
和文化交流的路径，更为青年人的快乐成长和文化
传播创造了新的可能、打开了更大视窗。

同时，作为全民阅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
阅读也在阅文集团等产业力量的坚实助力下，逐
步厘清面向青年人搭建专业教育、文化传承、人
格塑造桥梁的新使命，锚定内容高质量发展和形
态创新不断发力，推动文化数字化在时代浪潮中
阔步前行，未来可期。

数字阅读成为精品内容“扩音器”

生活在一个科技日益进步、文化丰富多元的
新时代，人们也在不断打破以往对数字阅读“碎
片化、泛娱乐化”的刻板印象，开始认识到阅读
精品内容并不拘于形式，甚至得益于电子设备随
时随地读屏的特性，精品内容的影响力和声量得
以不断扩大，深入塑造着青年人的文化素养。

《Z世代数字阅读报告》显示，青春文学、文
学、心理学、传统文化读物、科幻是“Z 世代”
最爱的五大书籍类型。其最爱的各品类 TOP1 读
物中，不乏《鲁迅全集》《论语》这样的跨时代经
典，数字阅读无疑已经成为连接青年一代和传统
文化之间的重要桥梁。

“00后”读者婉婉告诉笔者，自己非常习惯于
在手机上阅读传统书籍，“一方面因为专业是中文
系；另一方面则与个人兴趣有关，会阅读一些非
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书，比如汉服、扎染等相
关内容，尤其是图书馆借不到或者不方便去图书
馆的时候，手机阅读就成为首选方式。”

除出版物外，网络文学作为数字阅读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为数字阅读持续供给着精品内容。
2022年，《灵境行者》《夜的命名术》等网文作品
不断打破订阅、月票纪录，获得越来越多“Z世
代”的喜爱。《深海余烬》等4部科幻网文作品获

得第33届中国科幻银河奖，成为以科幻网文为代
表的网络文学从量变到质变的标志之一。

“95 后”读者牧川表示，虽然关注点各有不
同，但自己身边的同龄人中多数都有阅读网文的
习惯，“甚至有一大部分人是先接触到了网文改编
的电视剧，然后特地去读原文。”

首都师范大学艺术与美育研究院教授许苗苗
认为，当前的数字阅读对象已经不局限于纯文
本，而是围绕精品IP核心生发出影视、有声书等
多样态文化形式。能够提供契合不同阅读偏好的
丰富形式，正是数字阅读得以降低门槛、推动全
民阅读新增量的重要优势之一。

从“悦读”中汲取成长的力量

“Z世代”之所以成为数字阅读的主力军，不
仅因为这一形态更适应其与生俱来的数字化生存
经验，更因为数字阅读在满足其获取信息、知识
之余，为青年一代提供了更多互动方式和交流空
间，使快乐与成长可以在数字阅读中兼而有之。

从阅读到“悦读”，快乐几乎可以作为主线，
概括“95后”读者夙夕与数字阅读的故事。夙夕
2022年的数字阅读量接近20本，其中印象最深的
网文作品则是多次蝉联起点月票榜榜首的《大奉
打更人》，因为它带来了“纯粹的快乐”。自十几
年前接触网文至今，夙夕几乎和网络文学同步成

长着。“从最初和书友在QQ群里欢快讨论，到一
群人尝试写小说，再到被《诡秘之主》触发了做
视频的念头，直到自己成为网文UP主，而对话的
第一个作者竟然是我的网文启蒙作家月关，想不
到自己的真实经历画出了一个故事线回收的闭
环，现在想来那些都是最快乐的时光。”

快乐之上，还有成长。“95后”读者涂山鹿鹿
告诉笔者，自己阅读的原则就是有益于个人提
升，“无论是增长见识、开阔思维，还是具体方法
论的指导都可以，比如阅读《焦虑》，主动学习如
何缓解焦虑情绪，阅读 《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
惯》来培养优秀习惯，等等，其中一个方法我一
直在用，通过记录清单和日程让生活井井有条，
确实很有帮助。”

《Z世代数字阅读报告》显示，与涂山鹿鹿一
样，2022年阅文平台推出的心理学书籍新增读者
中58%为“Z世代”，其关注自我成长和心理健康
的阅读趋势呼之欲出。

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夏烈认为，心理学之所以成为年轻人最
爱的 TOP3 类型书籍，一方面是由于这些作品展
示了现代和后现代社会普遍的心理问题的科学
剖析和治疗方法，有助于初入社会的“Z世代”
理解和缓解相关时代征候；另一方面，心理学
作为与科学相似的“硬核知识”，也在“Z 世
代”的阅读版图中形成了对纯粹文学艺术作品
类型的有益补充。

数字阅读不断创造青年一代阅读增量

数字阅读以其内容丰富性、载体多元性、触

达便捷性、交流互动性，逐步成为“Z世代”开
阔视野、激活想象、传承文化、健康成长过程中
不可小觑的重要力量，不断创造和牵引着青年一
代的阅读增量。

中国传媒大学专任研究员李安认为，在全
民阅读连续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今天，文化
强国建设在新时代也对产业侧、平台侧提出
了新的使命和课题。“在培养青年阅读习惯的
基础上，也亟须平台在时代发展、国家号召、
用户需求、企业利益等方面做好平衡，储备多
品类优质内容，满足青年在平台求知、塑造审
美乃至锻造人格上的深层次需求，实现青年与
文化的深刻观照，这才是数字阅读平台的终极
使命。”

值得欣慰的是，以阅文集团为代表的数字阅
读平台正在助力全民阅读、文化数字化等领域持
续发力。截至目前，阅文集团已经与数百家出
版单位和上千家文化单位合作，平台出版物覆盖
人文社科、历史哲学等近 50 种主流品类；平台
有网络文学作品数千万部，包含 200 多种内容品
类；覆盖上亿“Z世代”用户。

同时，阅文集团也在围绕IP资产，着力夯实
文化数字化底座。2022年，144部网文作品入藏国
家图书馆，百部网文作品入藏上海图书馆，助力
数字图书馆建设；3000+阅文IP有声剧上线，70+
漫改作品启动连载……从“开卷有益”到“开屏
有益”，数字阅读正在拓展文化的半径，创造崭新
的可能。

正如许苗苗所说，“在青年视野中，屏幕既是
终端，又是起点。数字阅读背后是富矿，它能挣
脱介质的阈值，打开更大的空间。”

数字阅读为青年人打开更大视窗
□岳明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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