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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枯燥翻书
到惬意阅读

2018年北京全民阅读暨第
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拉
开大幕。 今年北京全民阅读活
动将通过 “联结社会力量， 创
变阅读价值” 这条主线， 将北
京打造成为一座书香浓郁、 充
满活力 、 有温度的世界大都
市 。 如何让更多的人爱上阅
读， 喜欢上图书？ 近日， 记者
探访多家阅读场所发现， 不管
是传统书店还是特色书吧、 图
书馆， 都从硬件和软件上不断
升级， 让更多的人从站在书架
前简单翻书变为 “窝” 书中间
感受阅读快乐， 北京的阅读愉
悦度正在提升……

【调查】
传统书店升级阅读体验

说到传统书店， 很多人的头
脑中会呈现出这样的画面： 一排
排书架上摆放着各类图书， 购书
者站在书架前选购着， 又或者坐
在书架前的地面上翻阅着 。 其
实， 近些年传统书店的阅读空间
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在书店的
硬件建设上， 不再局限于单一的
书架摆放， 沙发、 座椅、 甚至是
甜点 、 咖啡等饮料都进入书店
中， 让读者从单一的选购图书到
喜欢 “窝” 在书店中体验阅读。

特色一： 24小时＋阅读咖啡

在香山脚下就有这样一间书
店———新华书店香山24小时店 ，
走进这里的顾客， 不仅可以浏览
书架上摆放的社科 、 历史 、 旅
游、 少儿、 文学、 养生等各类图
书 ， 还可以在这里感受 “24小
时” 阅读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实现立
体化、 融合化发展要求， 书店还
融入多元业态， 开设了 “新华时
间 ” 咖啡水吧 。 读者在翻阅图
书， 畅游知识海洋的同时， 还可
以品尝到手工酿制的醇香咖啡、
特色饮品和精美简餐。

打破以往对传统书店拥挤、
单一印象的还有书店的精美装
饰， 店堂内暖暖的灯光， 摆放的
多组温馨舒适的休闲桌椅， 处处
彰显文化品位与时尚元素。 让读
者在旅游休憩之余， 或是不经意
间造访之时， 都能够享受阅读带
来的乐趣。

特色二： 多元化经营＋环境体验

除了打造24小时店让读者体
会阅读快乐， 传统书店还尝试将
一 些 经 营 图 书 较 为 专 业 的 书
店 ， 扩充图书品种 、 多元化经
营， 让更多的人能够走进书店、
走进图书。

明亮的落地窗， 温暖柔和的
灯光、 时尚优雅的阅读环境， 今
年不少人看到了位于甘家口的又
一家 “不一样” 的新华书店。 坐
落于甘家口的新华书店是一家专
业建筑书店， 开业40年来， 专业
经营建筑设计、 园林设计、 建筑
结构建筑施工、 标准规范、 建筑
图集及建筑类大中专教材和考试
用书、 工具书等， 深受广大从事
建筑专业的读者青睐。

2018年新年伊始， 充满时尚
元素， 创新体验的全新建筑书店
开门迎客。 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
营面积300平方米。 店内凸显时
尚优雅的装修风格， 创意精美的
“鸟巢” 天井灯、 绿植盆栽吊顶
设计、 明亮优雅的落地窗、 清晰
可见的标识指引、 精致优美的异
型书架， 为读者打造了一座充满
文化气息的阅读书房。

全新的建筑书店， 一方面保

留原有的专业经营建筑图书的特
色， 升级图书品类， 甄选国际化
专业书籍， 打造专业精品； 另一
方面， 兼具读者图书文化需求的
广泛性， 增添社科类、 文艺类、
少儿类、 生活类等综合性书籍，
创建阅读体验空间。

互动活动让阅读妙趣横生

有人说， 阅读是件寂寞的事
情。 一个人徜徉在书的海洋里，
就如同一个人的修行， 感受文字
魅力的同时， 一个人成长。 但随
着时代的发展， 人们追求阅读体
验的丰富性， 对于很多喜欢阅读
的人来说， 分享阅读感受、 交流
成长故事， 已经成为时下非常流
行的阅读互动体验之一。

互动一： 沙龙分享

记者发现， 很多图书馆、 书
店等阅读场所， 正在尝试增加形
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互动性阅读
活动， 让阅读变得不那么枯燥。
“我常常参加书店里组织的阅读
沙龙， 跟一群爱读书的人一起交
流阅读心得和体会。” 32岁的徐
冰是个典型的文艺女青年， 她喜
欢读书 ， 也喜欢分享阅读的感
受。 记者在单向空间实体书店的
沙龙活动上， 认识了她。

“以前， 读书是一个人的事
情。 我可以端着一本书， 安静地
看上一天。” 徐冰说， 但时间长
了， 一个人阅读会觉得很苦闷，
非常渴望与人交流和分享。 “不
是每个人都非常幸运， 身边有一
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大多都是
在网络论坛里与网友交流互动。”

互动二： 互联网论坛交流

当然， 随着互联网应用的广
泛， 通过网络论坛交流阅读感受
成为一种非常常见的阅读体验分
享， 时至今日也非常流行。 而近
年来， 很多实体阅读场所， 将这
种互动形式搬进了书店、 书屋、
图书馆。 各种主题和形式的文化
沙龙、 阅读沙龙以及作家论坛、
讲座、 新书推介等活动， 都为热
爱阅读 ， 喜欢聆听和交流的朋
友， 提供了面对面的互动平台。

徐冰介绍， 她参加的沙龙活
动多为阅读类。 聆听知名作家创
作感受， 与文学名家分享阅读感
受。 “通过参加这些沙龙活动，
让我自己的阅读更有效率， 从书
中汲取更多的养分 。” 徐冰说 ，
互动活动丰富了她的阅读眼界，
看到了别人阅读的另一个世界。

互动三： 朗诵阅读

当然， 除了分享阅读感受，
名家交流之外， 很多阅读场所还
会定期组织朗诵活动。 “朗诵活
动是让阅读立体化， 通过声音，
让耳朵也在阅读。” 杨晓磊是一
家 “书吧” 的老板， 他的书吧每
月都会组织朗诵活动， 有固定的
文学爱好者参与， 也常有新朋友
加入。

“我们的活动很简单， 就是
读一段喜欢的文字， 分享一份阅
读感受， 让阅读可以横向交流。”
杨晓磊说， 在他看来， 丰富的阅
读体验还跟很多因素密不可分，
比如音乐、 咖啡和熏香。 所以很
多参加过书吧互动活动的读者都
会这样感慨， “原来阅读可以变

得如此惬意。”

主题特色书屋受追捧

除了传统书店和图书馆外，
如今很多拥有特色主题的阅读场
所也深受读者欢迎。 比如， 由作
家许知远创建的单向空间。 走进
单向空间实体店， 除了阅读书籍
外， 各种美食和饮品也成为书店
的特色之一， 在它的推广概念里
还希望引领更多年轻人进入书
籍、 艺术及思想的世界， 体验阅
读的乐趣。 定期开展的阅读沙龙
常常吸引很多读者齐聚一堂， 莫
言、 严歌苓、 柴静等都曾作为嘉
宾走进单向空间， 与读者进行面
对面交谈。

在北京， 一家名为 “猫的天
空之城 ” 的概念书店也极具特
色。 这家概念书店只贩卖自己设
计的天空之城杂物， 或许正是这
份对原创的执着， 吸引了无数读
者和粉丝 。 走进书店 ， 记者发
现， 这里主要经营明信片， 手绘
地图， 某些特定的书籍和杂志，
还有一些小杂物。 大大有别于传
统意义上的书店， 正如他们自己
说的： “我们只想贩卖美好”。

如果你是一名文艺新青年，
一定听说过一家号称 “北京颜值
最高的书店” ———言几又书店 。
走进言几又北京荟聚店 ， 坐拥
3600平方米的大型综合书店， 拥
有两层的开阔空间， 天花板采用
了星空的设计元素。 置身其中，
错落摆放的一排排书籍， 穿插于
其间的舒适座位区， 柔和温馨的
灯光以及淡淡的咖啡香味， 既有
知识殿堂的严肃感， 也能感受到
带有文化气息的愉悦。

记者发现， 很多特色书店都
走出了 “图书” 的单纯字眼， 他
们不再单纯的卖书， 而是将图书
与咖啡、 美食、 创意文化等元素
相结合， 从舒适的阅读环境， 到
文化的精神渗透， 打造出了别具

一格的新型阅读体验， 这也成为
吸引广大读者阅读的潮流要素。

【建议】
把书店请进社区

“以场地换服务”贴近居民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新闻出
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认为， 这些
书店或许可以承担起图书馆的部
分功能， 弥补我国公共图书馆的
不足。

魏玉山向全国政协提交的
《加强社区书店及基层书店建设
完善全民阅读基础设施体系》 的
提案中表示， 在城市， 探索 “以
场地换服务” 的社区书店。 魏玉
山表示， 现在许多城市社区都有
文化中心， 它们是最贴近居民的
文化场所。

建议政府出台相关政策， 鼓
励社区文化中心拿出一些场地，
请书店进驻， 以场地换服务： 以
房租折价购买书店的公共服务，
请书店为社区居民提供免费的阅
读空间。 同时允许书店有一定的
经营活动。 社区居民每年可以进
行评估， 以监督书店提供的公共
服务。

“这种方式惠而不费， 而且
还是个多方共赢的模式。” 魏玉
山认为， 这首先解决了书店最大
的成本———房租。 其次可以有效
提升社区的文化氛围和生活质
量。 尤其是对于放学或放假的孩
子们 ， 是个令家长放心的好去
处 ， 它也可以成为社区居民学
习、 休闲和社交的场所。 再次，
这种 “以场地换服务” 的模式，
操作简单、 管理方便。

魏玉山表示， 请书店进驻社
区文化中心， 可以作为政府购买
公共文化服务的一种方式， 它可
以丰富人们的基础阅读设施， 涵
养书香社会； 同时， 也可以督促
公益性的文化服务设施提高服务
质量和服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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