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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8 关注
《2024上海市民阅读状况调查》发布 专家解读热点话题

市民参与二手书交易热情高涨

Q新闻晨报：从调查报告来看，“夜读”成为都
市文化生活新风尚，其中也包括青年，这反映了市
民在阅读时间上的什么特点？

A徐剑： 首先，市民的阅读时间多集中在晚饭
后，呈现出时段集中化的特点。大多数市民的白天
都被工作和社交占用，而晚上对他们来说是相对可
控的时间段，无论是青年群体还是其他市民，都倾
向于在夜晚比较安静的环境中阅读，体现出阅读向
夜晚集中的趋势，这也反映出当下人们对于碎片时
间整合化的需求。其次，“夜读”的流行其实就是市
民将工作和生活划分开来的表现，把阅读作为“精
神 SPA”，尤其是对青年群体而言，“夜读”是他们
缓解压力的重要手段。最后要强调的是，这种阅读
时段的选择，本质上是阅读需求的改变，而这种从
功能性需求到情感性需求的改变，反映了阅读时间
与情感满足的深度绑定。

Q新闻晨报：市民热衷于参加线下公共阅读活
动，其中排名第一的是以上海书展为代表的图书交
易活动，这是否也反映了“文旅商体展”融合的形式
受到全民追捧？

A徐剑：在我们调查中，当问到最常参加的公共
阅读活动时，上到银发群体，下到少年儿童，都共同
选择了上海书展这类图书交易活动。这类活动的盛
行确实反应了“文商体旅展”深度融合的模式正成
为公共阅读活动的新趋势，也证明了这一融合形式
在公共阅读服务中的可复制性。上海书展突破了传
统书展的单一模式，形成“文化引流 -消费转化”
的闭环，最终这种“文化本质 +商业新态”的形式
受到了全民追捧，每年夏天都形成“全城参展”的
文化热潮。

Q新闻晨报：调查报告显示，纸质图书二手经
济日渐活跃，年轻人真的喜欢二手书吗？

A徐剑：从我们最近的调查来看，年轻人确实是
二手书市场的主力。他们不仅更愿意买卖二手书，
还更主动地参与到这种循环经济模式中。比如，我

们发现大多数年轻人对二手书接受度都很高，根据
调查数据，青年群体对二手书交易持积极态度的接
近百分之八十，是所有年龄段当中最高的，他们更
倾向于把旧书卖掉或者交换，而不是直接扔掉或其
他手段。这和他们的消费观念有关，也就是既注重
性价比，又具有环保理念，而二手书正好满足了这
两点。对年轻人来说，这既是实惠的选择，也是一种
可持续的阅读行为。

Q新闻晨报：在阅读方式上，电子书阅读率连
续三年占据榜首，怎么看视频讲书的发展？

A徐剑：视频讲书是这两年伴随着短视频流行，
逐渐走红的电子阅读方式，其发展态势也能折射出
数字化阅读的深度渗透。实际上，我们去年就已经
把它作为专题进行调查，当时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
在我们心头，就是那些纸质阅读方式的铁杆粉丝是
如何看待这类新型阅读形式的。最后调查数据显
示，纸质阅读量越高的人，对视频讲书的接受态度
越积极，观看视频讲书的频率也越高，这种统计学
上显著的相关性证明了喜欢纸质阅读的人并不像
我们所想的那样，对这类碎片化的视频阅读持有消
极态度，反而更加拥抱这类阅读方式。今年我们的
调查数据显示，对视频讲书持积极支持态度的市民
占比进一步扩大，这也表明视频讲书实际上是符合
现代主流知识获取方式的。如果市民都能够利用生
活中碎片化的时间观看视频讲书，小小地“充一次
电”，何乐而不为呢？当然，目前的视频讲书质量仍
然良莠不齐，有些只有吸睛的“面子”，却没有实在
的“里子”，如何引导创作者进一步在内容质量和
深度方面下功夫，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的。

Q新闻晨报：老有所读，老年人的阅读有什么
特点？

A徐剑： 总的来看，老年人阅读有这样几个特
点。第一，老年人的阅读热情在持续上升，有超过
65%的老年人每年阅读 6 本以上书籍。第二，在阅
读媒介的选择上，和我们的认知可能相反，大家普
遍认为老年人更偏好纸质书，但其实老年人中最主
流的阅读方式是数字化阅读，有超过八成的老年人
喜欢电子书阅读，这种趋势和电子产品越来越友
好、内容更便捷获取有关。当然，纸质书依然有独特
的魅力———将近三成的老年人家中藏书超过 100
本，这个比例比整体平均水平要高，显示出他们对
书籍有很深的情感联结。第三，在内容偏好上，老年
人尤其偏爱人文历史和健康养生类的书籍，其中
“阅读 +养生”的主题活动特别受欢迎，这反映了
他们对身体健康的关注与对精神文化生活的双重
需求。第四，在阅读场所选择上，老年人更多地倾向
于前往“家门口”的社区阅览室，这些空间不仅便
利，更承载了社交和情感交流的功能。最后，有相当
比例的老年人希望在医院等医疗场景中也能看到
“读书角”的设置，说明他们期望将阅读与医疗保
健结合起来。未来可以考虑由医生推荐养生类书
籍，让阅读成为诊疗之外的一种心理慰藉和健康促

进方式。

Q新闻晨报：这次报告设置了未成年人阅读和
城市公共阅读空间两个专题板块，这是基于什么原
因？

A徐剑：我们都知道青少年儿童是祖国的希望，
民族的未来。本次调查也是首次专门面向青少年儿
童，新增未成年人阅读专题。习总书记时刻心系未
成年人工作，叮嘱青少年儿童要“像海绵吸水一样
学习知识”“好好读书，才能梦想成真”。我们及时
开展上海市未成年人阅读情况的摸底，有助于对青
少年的阅读趋势进行提前研判，改善未成年人整体
阅读氛围。这次调查也的确发现了一些我们此前并
不掌握的现象，比如月收入越高的家长所汇报的亲
子阅读时长也越长，这和我们过去的认知可能是相
反的，大部分人觉得工作繁忙的家长应该没有时间
顾得上陪伴孩子阅读，调查结果显示恰恰相反，证
明了“忙不是借口”。
城市阅读空间是“人民城市”基本内涵的重要

体现。目前我们上海市已基本形成公共图书馆、书
店、城市书房、社区阅览室、公共阅报栏等大、中、小
型空间互为补充的城市阅读空间体系，也有一些儿
童友好型城市阅读新空间等特色阅读场所。但是，
光是闷着头做好文化供给是不行的，还要及时了解
市民对城市阅读空间的使用情况、满意度、现存问
题、未来期待，这样一方面有助于改进阅读空间建
设，满足市民对于美好阅读生活的向往，真正践行
“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另一方面，也能够探索
城市生活中更多“阅读 +”的新场景，比如公园、商
场、Citywalk等等。

Q新闻晨报：作为高校教师，能否为我们分享
一下你最近正在看的一些图书？

A徐剑：这里我分享其中一本书吧，麦克卢汉的
《理解媒介》，虽然这本书算是我们传播学领域非
常经典的书籍，但我觉得对于市民朋友，仍然也是
很有启发的一本书，我自己也是常读常新。尽管这
本书写出来的时候，真正的互联网时代还没有到
来，但实际上有很多我们所熟知的理念都是麦克卢
汉所提出来的，包括地球村。那么在这本书里，他提
到了冷热媒介的概念，冷媒介是需要接收者进行深
度加工和认知卷入的，而热媒介就给接收者留下了
很有限的加工空间。之所以推荐这本书，是因为我
们刚刚也谈到视频讲书在如今的流行，当今世界正
在从冷媒介大步迈向热媒介，比如短视频在近几年
的疯狂生长便是生动的例子。这并不是一场狂欢，
而是值得我们警惕的事情，热媒介过度介入个人生
活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大脑认知参与度的降低。当你
读一段当代文学作品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动用自己
全部的想象力，去构建属于你的文学世界；但是当
短视频内容直接呈现出来的时候，你就要被迫接受
别人的建构，这对个体的认知发展和逻辑成长无疑
是不利的。

晨报记者 严峻嵘

4月 23 日是第三十个
世界读书日。 近日 ，《2024
上海市民阅读状况调查》发
布，本次报告由上海市委宣
传部（市新闻出版局）指导，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

学院执行，是对于上海市民
阅读状况连续进行的第十

三次调查，这也是上海交通
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第五

次参与上海市民阅读状况

调查。
调查显示 ，2024 年上

海 市 民 综 合 阅 读 率 达

97.15%， 人均阅读量超 10
本。 数字阅读连续三年登
上市民偏好阅读方式榜首，
数字阅读付费行为愈发普

遍。 上海书展等图书交易
活动受全民追捧，市民参与
二手书交易热情高涨。儿童
友好阅读空间受欢迎，青年
群体“夜读” 趋势初显，银
发群体阅读获得感进一步

提升。
本期新闻晨报《上海会

客厅》节目，我们在世界读
书日之际，邀请上海交通大
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副院

长徐剑教授就一些热点话

题为读者进行解读。

徐剑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