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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新闻出版局日前公布的“2018年上海市民阅读状
况调查”显示，“文学”类图书在上海市民喜好的图书类型中排
名第一。文学作品给予我们太多有价值的东西：精彩的故事、
复杂的人性展示、对人类道德伦理的思考、对自我的认识和探
讨等等。在近日举行的2018上海书展上，众多出版社携多位
国内名家、畅销书小说家创作的最新作
品在上海书展首发，这些优秀文学作品
构筑了丰富多元的精神天地，让我们在
其中可以一窥人生百态。

市新闻出版局日前公布的“2018年上

海市民阅读状况调查”显示，“7-18岁”市

民的平均阅读量为7.95本，上海市民的人

均纸质图书阅读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前

列水平，喜好的图书类型排名是：“文学”

“历史”“日常生活”“心理”和“经济/管

理”。据悉，本次调查包括上海市民对于

阅读的基本认知；上海市民的阅读兴趣；

上海市民阅读的时间与频率；上海市民对

于传统（纸质）阅读的认知；上海市民对于

数字阅读的认知；上海市民关于阅读的消

费状况和倾向等六大方面。

●市民爱读文学、历史类图书
在喜好的图书种类上，上海市民数年

来选择稳定：“文学”“历史”“日常生活”

“心理”和“经济/管理”自2012年至今年基

本上稳居前五位。

读者的阅读兴趣往往着眼于通俗、有

趣、实用等方面；而相对过于专业的科学技

术、工程技术等类图书的受众面则较小。居

于图书和报纸之间的期刊集时效性和知识

性于一体，知识呈现的方式也更多样。“使用

数字设备进行阅读”的内容主要集中于时事

新闻及其背后的深度评论、与自己生活密切

相关的信息、令心情放松的娱乐消息等。

调查还显示，自2012年以来，市民纸质阅

读“1-3本”“4-6本”“7-9本”大体位居前三。

市民年读书量在1-9本的比例为69.21%，年读

书量在10本及以上的比例为22.77%。

如果将所有选项的数据加权平均计

算，上海市民平均阅读量为7.00本，“7-18

岁”市民的平均阅读量为 7.95 本，上海市

民的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在全国范围内

处于前列水平。

●纸质阅读是市民第一选择
纸质阅读依然是上海市民在阅读方

式上的第一选择，但数字阅读也在广泛使

用之中被认可。在具有最好阅读效果的

选择上出现“纸质读物”与“数字读物”两

者的比例差距缩小的变化，这与新一代阅

读群体的兴起有密切关系。调查显示，青

年群体逐渐成为电子产品的主要使用者，

数字化的便捷使他们在选择什么样的阅

读方式上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调查还显示，在纸质阅读和数字阅读

的时间分配上，“纸质阅读＞数字阅读”。

每天阅读纸质图书的时间连续6年集

中在“15-30分钟”和“0.5-1小时”两个时间

段。今年的新变化是，每天阅读时长在“1-2

小时”的位次由2017年的第五位上升到第三

位，比例也有提高。可见，尽管数字阅读对

纸质阅读产生一定的冲击，但阅读纸质图书

的优势趋向稳定，阅读时间在增加。

在市民对于传统（纸质）阅读的认知

方面，调查显示，“需要深度阅读”“资料的

权威性、学术性”“内容需要反复阅读”“专

业性强”都与阅读质量、阅读效果直接相

关，其排位的长期靠前说明在进行深度阅

读时在某种程度上对于传统纸质阅读的

倾向或者依赖；但随着对于数字阅读的适

应以及新生代阅读群体的成长，数字阅读

与纸质阅读的差距会逐渐变化。

●付费数字阅读将是必然趋势
上海市民在一年中自费购买纸质图

书的支出，排在前四位的选项分别为

“101-200 元”“51-100 元”“201-500 元”

“20 元以下”。愿意在一年内为购买纸质

图书支出50元以上费用的调查对象的比

例达到76.45%，比去年增加了0.57个百分

点，为历年来最高。总体来看，纸质图书

的消费意愿比较稳固。

在影响市民购买纸质图书的因素中，

“内容简介”和“熟人推荐”最为重要，“内

容为王”至关重要，无可比拟；着眼于社会

关系和信任度的“熟人推荐”稳居第二位；

“书名或目录”“出版社名气”等相关密切

因素同时亦被予以考虑；而“图书广告”

“书评、书讯”“封面设计及外观”等非密切

关系的排名靠后显示出纯粹以宣传、推销

为目的的营销则效果不明显。

此外，近五年来，愿意出钱购买数字出

版物的比例连续上升，数字出版物零消费

和低消费群体的比例亦在逐年降低。数字

阅读物的质量提升、形式丰富、价格合理、

性价比高、独家首发等特点将会改变数字

出版物的消费理念，阅读者接受付费数字

阅读将是必然趋势。调查指出，数字阅读

因其内容丰富、查询便捷、终端共享、携带

方便、成本低廉等给读者带来诸多便捷，但

其存在的问题如“容易导致视觉疲劳”“权

威性不足”等也成为痼疾。 （欧莉）

窥文字中的人生百态
《上海·恋》
叶辛 著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

《上海·恋》是叶辛的最新力作，这

本小说讲述了一段改革开放初期上海

滩的往事，女知青母子两代人情感纠结

的悲喜命运，透视着大时代沧桑巨变的

同时，着力探索了改革开放大潮中人们

情感生活的变化。虽是都市小说，《上

海·恋》折射的却不是时下的人群往来，

而是指向了半个世纪前的上海。这个

“彼时”，包含容纳了时代沧桑巨变里的

种种曲折，也使一个个故事孕育着无可

言语的厚重。作品刻画出人性与情感

的真实和复杂性。平凡如金力这样的

普通人，追求安定祥和的生活，但仍逃

不过感情上的惊涛骇浪。

无论是纪实散文还是小说，叶辛

写到上海就饱含深情，他说，“我时时

刻刻感觉得到上海这座城市脉搏的跳

动，我感悟着上海，我也体察着上海，

时时触摸着上海。我睁大了双眼，观

察着上海的一切。上海永远在我的心

中，上海永远在我的梦里。”

《恕》
刘心武 著
出版：东方出版中心

《恕》收录了作家刘心武在最近两

三年间集中发表的随笔散文，以及有

关《红楼梦》《金瓶梅》的研究文章、访

谈录和演讲录等。作者笔触温润敏

锐，通过回忆旧友往事、关注现实生

活、分享“红学”和“金学”的研究成果

及心得，展示了作者身为“文学写作的

马拉松长跑者”的耕作。

刘心武于197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

《班主任》，被认为是“伤痕文学”的发轫

之作，成为改革时代的前声。2018年，

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这40年间，刘心

武笔耕不辍，硕果累累。在文学方面，

刘心武多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和茅盾文学奖，《钟鼓楼》《四牌楼》等小

说在当代文坛和读者中具有深远的影

响。进入 21世纪以来，他在古典研究

方面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央视

《百家讲坛》讲述的《刘心武揭秘红楼

梦》，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阳台上》
任晓雯 著
出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阳台上》精选了作家任晓雯近20
年间的中短篇小说 9篇，无论从题材、

人物角度选取，还是从写作手法、语言

等方面，都体现了一个作家在文学写作

早期阶段的艰辛努力和有趣探索。书

中作品大多聚焦社会小人物，写他们的

日常生活、生存挣扎、喜怒哀乐。

《阳台上》是这本小说集里最具代

表性的作品。讲述的是一个有关拆迁

的故事。主人公张英雄的父亲因为一

次拆迁的赔偿问题被活活气死，为了

给父亲报仇，张英雄盯上了拆迁项目

的负责人陆志强，想要伺机报复……

任晓雯从拆迁着手，走进家庭、走近人

物，用文字照亮那些幽深与阴暗。

《项美丽与海上名流》
（加）高泰若 著
出版：新星出版社

1935年美国女作家艾米丽·哈恩

来到上海，爱上了诗人邵洵美，还取了

一个中国名字——项美丽，并与邵洵

美的家庭和睦相处，甚至以为自己死

后会葬在邵家的墓地。

这段爱情故事，西方人又会如何

看待呢？加拿大作家高泰若经过四五

年的调查、采访，完成了传记《项美丽

与海上名流》。在高泰若看来，上世纪

30年代全世界都知道上海，都在谈论

着上海，卓别林、萧伯纳都曾来过上

海。后来有一段时间，上海好像从大

家的谈话中消失了，他希望通过项美

丽这个传奇的爱情故事，领大家重新

记起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

《云边有个小卖部》
张嘉佳 著
出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继《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让我留

在你身边》后，《云边有个小卖部》是

张嘉佳的又一力作。这一次，作者把

目光投向了“故乡”，投向了亲情。离

开小镇的刘十三，经过成长的洗礼才

知道，只有故乡才是永远的港湾。

故乡在年少的刘十三心中，曾经

是拼命想逃离的小镇。小镇上有高高

的仿佛云的翅膀的蓝天，有金色的麦

浪，有记忆中数不清的美食，有“抠门”

的外婆，有着小小少年的丰富的内心

花园。在刘十三的童年记忆中，曾经

有个他想保护的像萤火虫一样的女

孩，那只忽明忽暗的萤火虫，曾经把小

小少年的后背烫出一个洞。可是，后

来，离开小镇的他，为另一个姑娘痴

狂，失恋又失业。大城市的日子让人

绝望，七十岁的外婆开着拖拉机连夜

把他“绑”回了小镇。

“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

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旧热爱生活。”这

也是作者想表达的。就让刘十三带着

外婆毕生的爱，带着未曾谋面的妈妈

的希冀，带着萤火虫女孩程霜的光，与

读者一起踏上温暖的探寻之旅。

《去北地，再去北地》
陈丹燕 陈保平 著
出版：浙江文艺出版社

《去北地，再去北地》是“陈丹

燕·旅行汇”系列第十本，由陈丹燕

与陈保平合著，主要内容为夫妇

1993 年共赴俄罗斯、2017 年共赴波

罗的海三国的独立日记。这种脚

踏实地的设身处地，沉淀了时间，

也更加鲜活，交叉视角的对比使

得历史沧桑感呼之欲出。本书通

过琐碎的小事映射出时代变迁，

读者能在严寒与高压中品位百转

千回的温情。

本书可以说是一本浓缩了时间

与历史的随笔集，与旅行相关，但却

不是游记。它在文学与现实、时间

与空间里自然而又巧妙地设立了两

个非常特别的对照组：两次旅行时

夫妻之间的相互对照、横跨 24年的

故地重游形成的今昔对照。每一段

旅途都有两份相似但又截然不同的

答卷，因而字里行间流露出奇妙的

相似和差别来。

莫言说，“陈丹燕持之以恒地描

绘和剖析旅行中的世界与自我，用优

雅清澈的中文雕刻出苍茫大地中的

一山一水、无尽城池里的一室一窗，

以女性的细密敏锐感知自然的终极

神秘，并神游在与世界各地那些曾经

的伟大心灵交流的内心世界中。”

《太年轻》
（美）加·泽文 著
出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这是5个女人的故事，她们处在

不同的年纪，因为一个年轻女孩而

被牵连在一起，漫长的岁月让她们

拥有了真正的友善、胆识与决断力。

20岁的阿维娃，一个天真烂漫

的女孩，刚进入梦想的行业，就作出

了一系列愚蠢的选择，一夜之间身

败名裂。十多年来，尽管阿维娃选

择消失，但关于她的谣言从来没有

停止过。如今被牵扯进来的还有

13 岁的露比、33 岁的简、50 多岁的

艾伯丝、64 岁的瑞秋。此刻，她们

站在一起，等待那个曾经太年轻的

她无所畏惧地回来。

作者加·泽文希望读者通过阅

读她的作品可以更好地理解世

界。而《太年轻》继续展示了泽文

任性洒脱的文笔，她让不同年龄层

女人轮番讲述自己的生活——她

们不完美，但这掩盖不了她们的智

慧和勇气。作者敏锐捕捉到现代

女性所要面对的诸多困境，并借不

畏前行的主人公让这个故事朝气

蓬勃。

上海市民平均
每年读7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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