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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记者问“读书”时，教育企业家俞

敏洪委员立刻就作出了回应：“不读书，这

是个大问题！”

“是现行的教育体制造成的！”俞敏洪

直接了当，“从小学开始，孩子们就不断在

考试、考试，没有人倡导读书。长大了，又

是互联网，看的都是碎片化的东西！这是

个问题！”他一直在重复“这是个问题”。

“是不是和出版社的图书质量下降也

有些关系？”记者问。

“和出版社没关系！”俞敏洪立刻就驳

斥了记者，“出版社是迎合大众需求的，应

该反过来说才对。”

“我们这一代年轻的时候读的书很多。”

俞敏洪特意看了记者一眼，继续说道：“不读

书这是近十几年才产生的问题，现在根本就

没有读书文化！读书一定要这个社会有底

蕴才行，不从教育体系引导，很难改变。”

记者又问：“您说需要有底蕴，但被评

为‘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的深圳可是一

个移民城市！”

“不要忘了，深圳可都是知识分子移

民。”俞敏洪匆匆丢下一句话后离开了驻

地。 （科技日报北京3月11日电）

俞敏洪：教育体制造成国人不读书
本报记者 句艳华

“读书量少是肯定的，但是也不要将某

些调查的数据刻意放大，不读书的人不少，

爱读书的人也大有人在。国图的读者一直

是爆满，而且一年比一年多！”国家图书馆

副馆长陈力委员对中国人读书少的问题有

着开放的态度。

几年前，陈力就开始为阅读立法呼吁，

“我们要少指责，多引导，尤其作为图书馆，

就应该为大众提供优质的文化服务。”

“以往我们的公共文化服务没有提供足

够的产品。一个小图书馆，一共就有三五千

本图书，而且还是旧的，进门以后这里要收

费，那里要花钱，去的人肯定就少了。”他说。

“图书馆的产品可不是修房子，而是服

务，一是源源不断的新书，二是工作人员的

服务。”陈力强调，“要形成良性循环，你提

供的服务越多，人们利用的也会越多。”

面对国内现在公共文化资源区域差异

比较大的问题，陈力也有自己的想法，“就

是要增加图书馆，即便它很小，但如果把资

源协调好，西借东还，让书流动起来，从家

门口的小图书馆也能借到国图的书，这就

提高了社会效益。”

“对这个问题不能只是批评和指责，还

要多去引导和培养才好。”陈力说。

（科技日报北京3月11日电）

陈力：引导比指责更重要
本报记者 句艳华

“现在人们已经离不开网络，我也承

认，在获取信息和查阅资料上，网络真是太

方便了，连字典都能代替，但它还是代替不

了书。读书可以提高人的修养，碎片化的

东西很难完全做到这一点。”中国文联副主

席冯骥才委员说起读书的话题，侃侃而谈。

冯骥才对读书有自己的“现场说”：“要

说提高修养，必须要在现场，生命的现场。

比如看画，必须要看原作。只有原作才有

画家生命的痕迹，而且原作是有尺度的，这

个尺度也是画家作画时情感的尺度。如果

放在电脑上看一个缩小版的，感受就不一

样了。音乐也是这样，要去现场欣赏，感受

才更深入。读书也是一样，就是要到现场，

也就是要去读真实的书。”

“我觉得读书有一种是工具性的，比如

要做一项研究，需要查阅大批资料。对此，

我的经验还是要找相关专业人士提供信

息，避免走弯路。”冯骥才把读书按照目的

分为两类。

“而另一种读书，是完全为了自我修养，

随时找来书看。这类阅读，一定要看得杂一

点。世界很大，人的视野非常重要，只有读

得杂才能有视野，不要只盯着一类书籍。还

有一个就是要读经典。经典是人类所有书

籍中的精华，已经经过了历史不断的检验。

再有，现在的书实在太多了，我认为不要死

逼着自己把一本书从头看到尾。我自己就

这样，翻一翻，有兴趣就接着看，没有就放一

边。我自己在大学里有一个私人藏书的图

书馆，大概已经积累了十万册书，给我的学

生看。有时候我自己也去翻看，发现有些书

第一次看时并没太注意，可回头再看时，就

能看出东西来了。所以书和人是融在一起

的，不是一个对象。”冯骥才说。

（科技日报北京3月11日电）

冯骥才：人和书应该是融合的
本报记者 句艳华

说起图书价格，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

委员举起他的大脚板。“这双鞋我在英国买

的，合人民币一百块，回来买要七八百；同样

内容、同样纸张的《朱镕基答记者问》（英文

版），在英国卖四五十英镑，在中国卖99块人

民币。中国图书是全世界最便宜的。”

他不赞同国内书贵的说法。但低价的

图书市场状况依旧堪忧，黄书元说，现在不

出教材教辅的出版社在市场上很难支撑。

“受数字化冲击，很多人不看好传统出

版业，”黄书元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

出版要寻求转型。

黄书元讲起网上盛大文学网站，一年

产生几千上万部长篇小说，“里面的精品很

少，泥沙俱下，没有经过选择加工，就难出

精品，这就要求有编辑进行‘去伪存真、去

粗取精’的工作。”

“现在网上数字化、碎片化的阅读很

多，不整理雕琢，也只是传播，无法传承。”

黄书元说，出版业文化传承的功能不会因

为时代变化、介质的变化有所改变，但这并

不意味着要墨守成规，“只守着纸介质出

版，会走向消亡，完全数字化替代，也难出

精品。”黄书元认为，读者的需求是出版业

转变的方向，“你试想一下，若干年后，现在

的青年一代将逐渐适应数字化阅读，对纸

介质并没有上一代人的感情。”

“现在还处于摩擦阶段，是传统出版业

还是比较痛苦的时候。”黄书元坦承。

（科技日报北京3月11日电）

黄书元：数字化改变不了阅读初衷
本报记者 张佳星

一谈到读书，原南开大学校长饶子和

委员来了兴趣。

“现在人们的读书量肯定是不够。据

我所知，天津图书的销售量就比北京要低

得多。”他说。

“现在社会不是那么安静了，不能说世

风日下，但也都是奔波拼命，有时候都不知

道是在为什么。人们压力比较大，功利心

也比较重，不太喜欢看书了。”饶子和这么

解释人们不读书的原因。

不过饶子和仍旧觉得知识分子圈子里

读书氛围浓厚。对于电子书，他也在逐渐

接受，“总有一天要接受的，人们再惦记传

统，但也总是生活在当下，何况电子书还可

以节约资源。”

他对目前图书的质量不愿意恭维，“想

让人们看书，首先得有好书啊。粗制滥造

的东西人们是看不下去的。现在的书，有

时候看着标题很好，打开一看乱七八糟！

出版社就是靠畅销书，教育类的出版社更

是靠教辅成了暴发户！”

“读书需要环境和心情，可中国人太

累。人们总说伦敦地铁人人读书，可看看

我们的地铁，上去就挤成肉饼，怎么看书

呢？”饶子和调侃似的说道。

（科技日报北京3月11日电）

饶子和：读书需要环境和心情
本报记者 句艳华

“我对我们出版的书，的确相当失望。

作为图书馆长我深有体会。”复旦大学图书

馆长葛剑雄委员说，“一般书质量都很差，

这个差不是说出错，而是说重复、没新意。”

葛剑雄说：“很多所谓学术书都是为了

完成项目，为了评奖，为了应付，为了政绩，

内容都是重复的；还有一些书，作者目的很

好，但可读性太差。”

另一个极端是短期谋利行为。“出版商

炒作一些畅销书，对外号称百万销量，其实

是骗人的。搞签名售书，买的人要么送人，

要么不看。几年后还有谁买它？”葛剑雄说。

葛剑雄认为，权力和金钱腐蚀了出版

界。有凭借权力不惜工本出书的；还有书

商跟采购人员合起来揩油的。“比如教育部

来检查学校，规定人均要有多少本书，书商

就找来了，说可以帮学校配全，最后配得乱

七八糟。”葛剑雄说，“还有些标价几千上万

的书，实际价值只有一两折，花样就多了，

比如给采购单位的人员送回扣。”

“中国的书价不能简单地说太低或太

高，而是不规范。”葛剑雄认为，一个良好的图

书市场，是无外部干涉，通过市场本身调节

的，这种市场里的书针对不同读者群，有便

宜也有贵的。而且大家不会都去买一种书。

“过去书少，一本销量上百万，那是不

正常的。”葛剑雄说，“文革中没有书，突然

出版了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上海的老

太太都排队去买。还有很多‘内部书’，大

家不管三七二十一买了再说。现在一般的

书，卖几千本就不错了。”

葛剑雄认为，如今中国人的选择比过

去多多了。他还认为，电子化阅读是好事，

只要年轻人愿意看，就能找到适合读物。

葛剑雄说，可惜的是，如今的学生被影

视娱乐吸引，又有应试压力。“北大的钱理

群教授去中学讲鲁迅，学生说：‘这不能解

决我们高考问题，所以不能听你的。’社会

和家长都这样。等学生们工作了，当然会

实用主义，只看需要的资讯；晚上很辛苦，

就会（阅读）娱乐化。”

葛剑雄认为，读经典最好是青少年时

期形成习惯，不然成年后就不大可能去

读。而且他认为经典书是不好懂的，没法

完全“轻松快乐”地读。

（科技日报北京3月11日电）

葛剑雄：没新意的书太多
本报记者 高 博

国人现在读书太少？中国作家协会

副主席、著名作家高洪波委员认为，不能

简单地做出这样的判断。据他了解，很多

在校学生、公职人员和退休老人读书都不

少，更不要说“我身边的人都是以读书为

生活的”。

对于记者列举“2013 年全国图书零售

市场同比增长为-1.39%”的数据，他认为：

“图书零售业收入的下降证明不了什么。

很多 80后、90后网络阅读的时间远远超过

实体阅读。这是实体书店下滑的主要原

因，不能说是因为读书少了。”

很多上年纪的人，都会感慨几十年

前 社 会 对 知 识 的 渴 望 。 经 典 图 书 哪 怕

只是手抄本都被不断传阅，是那个时代

最 经 典 的 集 体 记 忆 之 一 。 高 洪 波 经 历

过，而且受此熏陶走上了职业写作的道

路。不过在他看来，人们现在阅读习惯

和 品 类 的 变 化 和 所 谓 的 民 族 整 体 文 化

素 质 并 没 有 必 然 联 系 ，“ 而 是 社 会 发 展

的一个必然”。

“那时候的生活很单一，人们有时间、

有精力去阅读长篇小说。现在是一个多媒

体和文化多元化时代，国民文化素质提高

是不争的事实，阅读人群的面也更广了，需

求也变得多样。”高洪波说，中国人自古都

有以读书为荣的传统，在是否爱读书的问

题上，一定“不能妄自菲薄”。

至于畅销书，高洪波认为，每一本书都

有属于自己的时代，“所有经典在成为经典

之前必然都畅销过，未来的经典或许就潜

藏在今天的畅销书中”。“经典应该受到尊

重，但它和畅销书之间一定不是对立的关

系。”高洪波说。

他说，每个作家都有自己关注的领域

和题材，有擅长的文本写作和述说方式，不

可能为了迎合市场而做出特别的改变。“我

周围的作家都在写着自己想写的东西，也

没有受到太多的外界压力。市场固然很诱

惑，但优秀的作家是有定力，有对社会和人

生主张的。”

（科技日报北京3月11日电）

高洪波：读书问题国人不必妄自菲薄
本报记者 吴 颖

姚檀栋委员：人类
难以预知未来，这本书
试图预测未来。

代表委员荐书摘选

黄力委员：带着美
好入梦乡。

王光谦委员：了解
30年改革真谛。

沈文庆委员：理解
科学的入门书。

郑家建委员：任意一
本都会让你的内心变得
很强大。

曹效业委员：如伏尔
泰所说，了解前人是如何
想的，比知道他们是如何
做的更有益。

钟秉林委员：反映了
科技发展前沿问题。

陈立国代表：一位
英国哲学家在 90 多年
前能如此透彻分析中国
问题，值得学习和深思，

“冷漠、贪婪、怯懦”，不
应成为国人标志。

放弃，3人

2%

5本以下，

13人

11% 20本以上，43人

34%

5—10本，32人

26%

10—20本，34人

27%

0.5小时以下，

12人

9%

0.5—1小时，

25人

20%

2小时以上，3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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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读书数量 平均每天读书时间

喜欢读哪类书

解士杰委员：了解
革命和历史对现实有积
极作用。

两会期间，科技日报记者就代表委员这

个群体开展了一个随机抽样读书小调查，并

对其中的一些作家、出版人、教育专家就读书

观等话题进行了重点采访。调查将“读书”定

位在成册的著作，并不将报刊等算入内。问

卷发出 200 份，共收回 126 份，总结调查结果

发现，代表委员普遍都喜爱读书，还有近一半

的人推荐了自己喜爱的书，附上了心得。

三分之一年读书量超20本

与全国人均读书量不超过 5本相比，调查

发现，绝大多数代表委员们都喜欢读书，而且

能相对保证一定的读书时间。2013年读书不

到 5 本的，只占到 11%，一半以上的人读书量

在 5—20 本的范围内，更有 34％的人超过了

20本，但据记者观察，这部分人群主要集中在

科研、教育等领域。

在日均读书时间这个指标上，71%的人读书

在1小时以上，不足半个小时的，仅有9%。

最爱读历史哲学

在代表委员们喜欢的读书种类上，历史哲

学、财经管理、人物传记这三类占到前三甲，而

生活休闲、小说文艺等所占比例较小，生活休闲

类则比例最低。而且从采访情况来看，尤其是

从事与研究相关工作的人喜读历史哲学类书

籍，他们认为，这有助于自己的思维开发。值得

关注的是，喜欢读科技科普类书籍的代表委

员比例达到 47%。

接受电子书，偏爱纸质书

在关于纸质书和电子书的选项中，选择“更

喜欢纸质书”的人占到65%，而更加喜欢电子书

的则只有19%，两者都喜欢的，有13%。

尽管他们在个人爱好上更喜欢看纸质

书，但从调查结果看，普遍人都接受了电子阅

读，因为只有 17%的人放弃了该题目，并表示

自己“几乎不看电子书”。只在电子设备上读

休闲放松类读物的，只占 28%。

和喜欢读纸质书比较一致的是，习惯在

书店买书的代表委员占到 57%，而以网购为主

的 占 28%，以 借 阅 为 主 要 方 式 的 则 只 占 到

7%。还有很多人表示，自己从各种渠道得来

的赠书也为数不少，“绝对够看”。

职业需要是重要出发点

大部分代表委员在“读书不够多的原因”

一项上所勾的选项都是“工作生活太忙”，比

例达到 74%，不过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是，

居然有 10%放弃了对该项的选择。

在读书的出发点上，“求知解惑”这样

的选项比例最大，为 68%，但和它比例接近

的 ，是“ 职 业 所 需 ”，为 67％ ，这 似 乎 说 明 ，

代表委员们的职业压力都不小，而且注重

“充电”。

爱看书却不愿荐书

在问卷中推荐图书的比例占到46%，接近一

半，但一个现象是，多数代表委员都不愿意填写这

个选项，更多是在记者的请求和“死磨”之下才会慢

慢吞吞写上一个书目。但主动愿意推荐书籍的，一

般都会很快落笔，并且多会附上评价或心得。

观察这些推荐书目，《大数据时代》出现的

次数有 6 次，《鲁迅全集》出现 2 次。还有一些

人对《资本论》《毛泽东选集》十分推荐；更多人

推荐的是与填写者本人职业相关的书籍。

网络时代能否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两会代表委员读书调查

本报记者 句艳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