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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鉴于有如此多的读者希望我为他们提供
一些指导，那么假如我根据自己在为了娱乐
或知识而进行阅读方面的经验，对这个问题
作出一些简明的阐释的话，我想他们或许是
很乐意看一看的。

首先，我必须指出的一件事就是，阅读
应当是令人愉悦的。当然，为了应付考试或
者获得知识，总有许多书我们不得不读，而
这样读书肯定不可能谈得上愉快。我们只是
为了学习而阅读，因此我们的希望就是自己
确实非常需要读它们，以至于这种必要性可
以让我们在把书读完的过程中不感觉过于乏
味。我们阅读这种书并不是为了娱乐，而是
因为非读不可。然而我想要讨论的并不是这
一类阅读。接下来我将要提到的书既不能帮
你拿到学位，也不能教你谋生的手段，既
不会告诉你怎么开船，也不会教你如何修
理停转的发动机，但是这些书会让你的生
活更加丰富。不过话虽如此，假如你无法
在阅读中发现乐趣的话，这些书籍也是无
法发挥作用的。

此处的“你”所指的主要是在工作之外
拥有足够的闲暇和兴趣去读书的成年人，以
及很愿意读一读那些可以归为“不读可惜”
的书籍的人士。我想要讨论的只是那些长久
以来被公认为一流杰作的书籍。理论上说，
我们所有人都应该读过这些书才对，但遗憾
的是，真正读过这些书的人寥寥无几。不过
同样存在着这样一类所谓的杰作：杰出的文
学评论家对它赞赏，研究文学史的学者也认
定它在史册上应当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如今
的普通读者很难在阅读这些作品时得到什么
享受。这一类作品对于研究者而言固然很重
要，但是时间的流逝与人们喜好的变迁让它
们逐渐丧失了原有的趣味，使得当下的读者
只有耐着性子才能勉强读下去。

对于这一类书籍我并没有什么可说的。
每个人对自己来说都是可靠的评论家。不管
学者对一本书的评价如何，不管他们对某一
本书如何众口一词地赞扬，只要你对它没有
兴趣，那么你就完全不用去在意这本书。别
忘了评论家也是经常犯错的，在文学批评的
历史中，知名评论家犯下的错误比比皆是。
何况只有阅读过某一本书的你才是最终评判
它价值的人。当然，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我
即将向各位推荐的书籍。毕竟人与人不可能
完全相同，至多只是有所相似而已，因此，
假定对我十分有价值的书籍对你而言恰好同
等重要，很明显并不合理。但是我想要推荐
的这些书籍的确让我的心灵变得更加充实，
假如我从未读过它们的话，我或许未必能够
成为如今日之我一样的人。所以我在此恳求
各位，假如你在我这些文字的诱惑下去读了
这些书，而感觉完全读不下去的话，那么你
不妨直接把它们放下。如果你读过感觉不喜
欢的话，那这些书对你而言就完全没有用
处。人应当为了快乐而读书，而谁又能保
证，能够为一个人带来愉悦的书籍就一定能
讨另一个人的欢心呢？

请不要认为这种愉悦是不道德的。不管
以何种形式出现，愉悦本身是好的，只不过
敏感的人们可能会倾向于规避它带来的某些
后果。愉悦也并不一定肤浅粗鄙，或者流于
感官层面。在每一个时代，往往都是聪明人
才能够发现唯独由知识与智慧带来的愉悦才
是令人满意也持久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是
一件好事，因为在人生的黄金时代过去之
后，留给你用以自娱的活动就已经所剩无
几了，除了单人纸牌、象棋复盘和纵横填
字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不需要陪伴就能一
个人玩起来的游戏了。而阅读就不受这些
困境所影响了，没有哪一项活动能像读书
一样——可能针线活儿除外，但是它只会
让人的心灵更加不得安宁——你可以随时
开始，随便读多长时间，在有其他事情要
忙时又能随时放下。也很少有其他娱乐的
开销像读书一样少，公共图书馆和普及版
图书都能在不怎么花钱的前提下给人带来
快乐。培养阅读的习惯就是为你自己构建
一座避难所，让你得以逃离人世间几乎所
有痛苦与不幸。

就我个人而言，同时读四到五本书更符
合我自己的习惯。毕竟你的心情可能每一天
都不太一样，就算是在一天之中，你也不会
每时每刻都迫切地想要读同一本书。我们必
须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调整，我就是自然而
然地建立了适合我自己的习惯。在早晨开始
工作之前，我通常会读一会儿科学或者哲学
方面的书籍，因为这一类作品需要清醒而专
注的头脑，让我为接下来的一整天做好准
备。等到工作结束之后，我虽然感觉放松了
下来，却没有来一场艰苦的思想体操的意
愿，那么我就会读历史、散文、评论或传记
一类的书籍。到了晚上我还会读一读小说。
在这些书籍之外，我手边总有几本诗集，以
便我一时兴起随手翻阅。我的床边还放着几
本那种随便从哪里翻开都能读下去，又可以
在看完任何一段后随时放下的书，不过这样
的书实在是太难得了。

（本文摘自《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
难所》 天津人民出版社）

读书
应该是一种享受
□〔英〕毛姆

阅读是我一直非常关注的领域。在
《光明日报》工作期间，我一直主张为
全民阅读注入媒体力量，不仅要通过各
类媒介渠道倡导读书，更要发挥平台优
势，链接媒体与出版界，聚合不同形态
的阅读资源，通过精选与推荐，影响和
塑造全民阅读生态。我也曾在多个场合
说过，自己是个读书人，推广全民阅
读，分享阅读经验，对社会阅读风尚进
行价值引领，责无旁贷。

近年来，全民阅读蓬勃开展。从
2006 年中宣部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发起
了全国范围的全民阅读活动，到 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历史性地写入“开展
全民阅读活动”，将之列为建设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的一项重要举措；从 2013
年中国全民阅读媒体联盟正式成立，到
2022 年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举办……

“全民阅读”从一个站位高远的概念，
发展成一个有无数组织者、参与者，有
无数线上线下活动、基础设施支撑的文
化战略品牌，发展成一种充盈中华大
地、辐射社会风尚、融入基层治理、改
变每个人生活方式的书香力量。这样的
成就，是我们每个读书人乐见的，也是
让我们这些参与全民阅读推广中的人所
欣慰的。如果把全民阅读想象成一座大
厦，今天走进这座大厦，放眼望去，阅

读资源琳琅满目，阅读爱好者人头攒
动，阅读推广者引人注目，可以说这里
就是书中所说的“琅嬛福地”。

我自己是读书的受益者。我在十
四五岁赶上恢复高考，就没犹豫地扎
进书本，准备半年多后参加了 1979 年
的考试，考进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
后进到 《光明日报》，一干就是 40
年。我一直感恩，是读书改变了我的
人生轨迹，所以之前一直呼吁，读
书 是 件 好 事 ， 于 个 人 是 修 身 的 根
本，于民族是智慧的源泉，于国家
是文化的底气，全社会都当尽心尽
力呵护阅读的愿望，引导阅读的风
尚 。 今 天 看 到 阅 读 在 意 义 层 面 上 ，
社会共识已经如此稳固，在推广实
践层面上，体系链条如此完善，我
更想结合两个场景分享，阅读最深沉
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一是之前散步的时候，因为习惯戴
耳机，听音乐，也听书，让我对社会热
议的“听读”话题，有了更切身的体
会，因此对阅读形态和阅读价值的关
系，有了进一步理解。我认为，如果把

“听读”“智能阅读”等新兴的阅读方
式，简单推导为“纸读”“屏读”的进
化形态，是不恰当的。它们既不在一个
层面，也不属迭代、替代关系。阅读的

过程，该是更多能动的选取、判断、臧
否、存废，“听读”等形态，大多在被
动接受有人替你“咀嚼”过的确定信
息，不可否认它加持了阅读内容的获
取方式，在满足特定人群阅读需求和
提供碎片时间阅读产品方面，有重要
意义。在我看来阅读的深沉价值，当
为那些随时扑面生发的不确定性，当
为那些个体通过阅读，通过印证参
照、消化吸收，实现的只可期待、不
可限定的创造。

二是随着 ChatGPT 掀起人工智能
风暴，在使用相关产品过程中，我不断

观察人工智能工具以近似人类阅读的方
式，迅猛扑进数据海洋，摄取信息、
梳理文本、消化知识、生成结论，对
阅读行为的核心逻辑有了另一维度的
思考。当人们开始焦虑人工智能会不
会消解阅读的价值时，我看到的是，
人工智能正在把人类从机械的信息获
取、烦冗的记忆整理、海量的数据
检索等事务中解放出来，让人们有
更 多 精 力 ， 在 “ 知 识 爆 炸 ” 的 时
代，面对与日俱增、体量庞大的知
识信息海洋，去追求阅读的深沉价
值，即思维创新、逻辑表达、审美积
淀、价值传递。

这里提到的两个场景都与技术变革
有关，实际上如今讨论很多发展性话
题，都很难脱离技术展开。全民阅读走
到今天，技术丰富了阅读资源、阅读载
体、阅读形态，在此过程中，个体学会
的不再是单一维度的读书、获取知识、
提升认知，社会达成的也不只是终身学
习理念的传递和核心价值观的涵养。面
对新的技术浪潮，我们再次探讨全民阅
读话题，我的观点是，回归到对阅读深
沉价值的关注，无论技术走多远，进步
有多快，无论书香是浸润纸墨，还是传
播网络，阅读的这部分价值，当不会动
摇改变。

阅读最深沉的价值
□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副会长 陆先高

6年时间，我记录了北京地铁上2600
多个阅读瞬间。

6年前的2月，当我在通勤路上随手
拍下一张地铁乘客读《禅与摩托车维修艺
术》的照片时，我并没有想到这会成为一
个悠长故事的开端——我只是把它当成了
又一个日常观察的场景。我常常对很多事
物满怀好奇，对那本名字古怪的小众书也
是一样。出于职业敏感，也出于作为普通
读者的好奇，当时我很想要张口问一问他
的阅读感受。但他那样专注，最后，我只
是拍下了他读书的样子而没有开口。没有
说出的话把那个瞬间牢牢地印在了我心
头。此后，一个又一个地铁阅读画面映入
我眼帘，我以拍照爱好者和阅读观察者的
双重身份记录它们，一张一张汇成网络相
册，这一拍就是6年。

我给这个网络相册取名“北京地铁上
的读书人”，如今相册里的照片已经超过
2600 张，而我遇到的地铁读书人也有
2000 多个。这些在地铁上坐着、站着、
走着读书的人，是普普通通的上班族、脸
庞稚嫩的学生、头发花白的老者。那些被
带上地铁的书，是历久弥新的经典、刚刚
上市的新书或专门淘来的旧书。在很多个
清晨、傍晚、深夜或周末的北京地铁上，
他们捧着书在快时代放慢脚步，人和书穿
梭流动，宛如一个长达6年的慢镜头。

地铁阅读故事：最难忘的还
是人

最初，我以为地铁里擦肩而过的都是
陌生人，人在地下的轨迹不过是随机的

“布朗运动”。但当我留心记录，才发现每
个人的生活都有它的道理——许多人在相
对固定的时间、相对固定的路线乘地铁，
因为始终有阅读习惯或阶段性有阅读需求
而选择带一本书上地铁。

我常常会反复遇到同一个人，他们有
的每次都带着同一本书，或是每次都读同
一类书。那个坐在地铁站里期待偶遇的青
年，3 个月中一直在读英文版的 《奥赛
罗》；那个自带马扎上地铁的乘客，每次
都在读机器学习方面的书；还有一个见过
四五次并且互加了微信的姑娘，每次都沉
浸在不同的推理故事中。我还曾在一年多
时间里遇见一个姑娘 100 多次，光阴流
转，四季变换，每次她都端坐在地铁站内
同一个位置读书，《世界小史》《国防论》

《人类群星闪耀时》……她读过的每一本
书都像是经过精挑细选才带上路。

6年中，有一半时间人们戴着口罩读
书。很难忘记在新冠疫情之初，空旷的地
铁里仍有人读书。2020年3月的一天，我
照例走上地铁，看到一对夫妻一同读一本

《童年》，他们就那样坐在一起读这部高尔
基的著作，难以想象他们是如何做到了一
路无话又始终保持着同样的阅读速度。在
他们身上我看不到疫情早期的焦虑恐惧，
只看到两人间的默契。也许阅读是“良
方”，故事是“良药”，在特别时期把自己
交给文字的人显得特别沉静。

我也在深夜的地铁上遇到过朋友。要
知道，在偌大的北京，因为工作繁忙、相
距较远，大家即便相约都很可能一年见不
到一次，但我在地铁车厢里“捕获”了故
人，是他手里的书让我们相见。他在公共

空间展现的仍然是勤于思考、专注职业的
一面。

还有那些“出乎意料”的画面，比如
拿着放大镜一字一句读太宰治小说 《斜
阳》的老者，头发花白在拥挤的人群中看

《深入理解计算机系统》的乘客——他那
本厚厚的书上还写着“在家就是学基础知
识的地方”。读绘本的大人，读古籍的孩
子，读日文书的老人……地铁上的读书人
不断刷新我对“读书”这件事的具象认
知，是的，阅读没有边界，我们也不该为
自己设限。他们读书的样子平凡又动人，
以至于在充斥着喧嚣的地铁车厢内自成专
注静谧的精神角落。而他们手捧着书的画
面，更多也是对我、对周围乘客的一种提
醒：在繁忙中不忘精神世界，在日常之余
还有阅读。很多网友告诉我，在看到这些
画面后他们也选择出门时带一本书，或者
真正尝试打开一本书。

我常想，也许那些普普通通的地铁读
书人才是生活中最好的“阅读推广人”，不
是非要讲究阅读方法技巧、教给大家如何
拆书选书，才叫阅读推广。在拥挤的空间里
读书，本身就是在用行动展现阅读之美。一

个个地铁读书人就像一粒粒种子，传递着
“阅读可以随时随地开始”的讯息。

北京地铁书单：彰显都市人
精神底色

作为一个爱书人，我最关心的当然还
是书，也因为这样，我每次都将镜头对准
书，而尽量避免拍摄人的面部。我好奇是
什么样的书吸引着当下的读者，好奇哪些
出版同仁的作品受到最真实的认可。在拍
下画面的同时，我总是尽可能地随手记下
每一本书的名字、版本等。在这个过程中，
我很自然就留意到哪些书畅销，哪些热点
议题透过厚厚的地表传递到地下车厢，也
会发现不同读者关注什么、选择什么。

随着拍摄越来越多，我逐渐发现，在
稀松平常的路程中，地铁读书人无所不
读。他们读经典、读新知、读世界：厚厚
的“四大名著”、《战争与和平》、《资治通
鉴》，小小的《新华字典》、连环画，严肃
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轻松的

《音乐闲话》《上帝掷骰子吗？》《那些古怪
又让人忧心的问题》，探问心灵的《亲密

关系》《非暴力沟通》……我把遇到过的
书列成了一张不断更新的“北京地铁书
单”，目前这张书单上的书已近1300种。

我试过给这些书分类，几次整理后就
发现这简直是一项太过艰巨的任务，是
的，这张由北京地铁上的读书人亲手开具
的书单也把北京地铁变成了一座流动的地
下图书馆。阅读是很多人平淡生活中最有
质感的部分，在一次次短暂的旅途中，地
铁读书人建构着丰盛的自我，也编织了一
座城市的精神底色。

在地铁上阅读：链接更广阔
的生活空间

我曾拍到过这样的画面：一个衣着普
通的老人站在车厢门口，他一手拎着食用
油，一手拎着塑料袋，袋子里装着一本
书。我在这张照片下面写下“柴米油盐是
生活，书也是”。没想到这张画质粗糙的
随手拍和这句话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共鸣。
我也看到《恩宠与勇气》这样观照心灵的
作品跟馒头放在一起，对这样的读者来
说，精神食粮是他们生活中很自然的一部
分。地铁不仅仅是交通工具，它链接的是
地铁之外更广大的生活空间。在地铁上读
书，是普通读者的日常阅读习惯在路上的
延伸。地铁阅读也许“罕见”，但阅读本
身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行为，和吃穿用度
是物质世界的重要一部分一样，它是构筑
我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阅读之美，很大程度上是纸书之美，
特别是在有限的地铁车厢里，读纸书更容
易被关注到，但其实用电子阅读器的人也
不少。我记录下那些翻动书页的温柔瞬
间，也记下了那些轻点阅读器屏幕的样
子。不过，我仍然很难拍下更多地铁上的
读者人，因为许多看过“北京地铁上的
读书人”相册的网友告诉我，他们没有
带纸书，没有用电子阅读器，他们也在
读书——他们用手机 APP 阅读。更有甚
者，我没法拍下那些“听书”的人。是的，我
只是拍下了我恰巧遇到的那个读书人，而
真正阅读的人，不拘载体形式，都是在读
书，他们的数量远比我想象得多。

用手机镜头向世界讲述
中国阅读故事

不少人看过有关国外地铁读书人的报
道，羡慕那种沉静的阅读氛围，也有人说
那是因为国外地铁信号不好，人们只能读
书看报。我不太在意这些，我好奇的是身
边人，无论网络信号有无，都不影响一个
人随时随地享有自己的精神生活。只是没
想到，当我记录下北京地铁上的读书人，
也是在无意间向世界讲述中国阅读故事。
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北京地铁上的读
书人”被更多海外读者知道，引发了良好
的社会评论。你看，世界上的爱书人都一
样，总是对彼此报以善意。

因为爱读书而对地铁上的读书人多了
留意，因为喜欢拍照而把地铁上的阅读之
美随手记录下来，于我而言，拍“北京地
铁上的读书人”是我每天通勤路上的小快
乐。在几乎人人低头刷手机的现实之上，
那些地铁上的读书人正用自己的阅读行动
悄悄奖赏做书人。

2600个瞬间记录北京地铁上的读书人
□世界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总经理助理 朱利伟 文/摄














































北京地铁上的读书人。

■“书香中国万里行”优秀媒体人代表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