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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该不该读缩减读物成为网友

讨论话题。一套大部头的作品，一些在线

文库 App 将其浓缩成精华句子，让读者

在短时间里完成对整本书概览性质的阅

读。这种缩减读物并不新鲜，很多人小时

候都读过缩减名著，甚至现在依然在读。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

联合问卷网，对 2000 名受访者进行的一

项调查显示，84.4%的受访者读过缩减读

物，名著导读、精简本是受访者读过最多

的缩减读物。54.1%的受访者认为缩减读

物是对一本书内容的高度概括，读过会

有 收 获 ，也 有 23.4%的 受 访 者 认 为 这 并

不 是 真 正 的 阅 读 ，失 去 了 阅 读 的 意 义 。

58.3%的受访者指出不是所有图书都适

合缩减，选择缩减读物应注意类型。

参与本次调查的受访者中，00 后占

1.6%，90 后占 29.5%，80 后占 49.6%，70 后

占 14.1%，60 后占 4.9%。

80 后 张 春 明（化 名）是 一 名 工 科 男

生，小时候很喜欢看武侠小说，至于四大

名著却只喜欢读《三国演义》。张春明说，

自己的妈妈是语文老师，为了让他不沉

迷武侠小说，多看一些名著，经常买名著

精简本给他。

在 北 京 某 事 业 单 位 上 班 的 黄 雅 琴

（化名）考研时买过别人的笔记，“虽然笔

记已经是精华了，但是也得先把原书通

读后才能用。我当时对照着原书和笔记

自己消化了好久，才真正理解了笔记上

的重点为什么是重点，第二遍学习的时

候 就 抛 开 原 书 ，靠 笔 记 着 重 理 解 和 记

忆”。

调查显示，84.4%的受访者读过缩减

读物，名著导读、精简本（60.3%）是受访

者读过最多的缩减读物，然后是鸡汤文、

励志类书的缩减版（57.3%），读书笔记、

学习笔记（38.4%）等。

在山西某汽车销售公司上班的袁玮

（化名）是一个 5 岁孩子的父亲，他小时

候看过精简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现

在回忆起来，袁玮表示，精简版的书有情

节和故事线，但是人物刻画会差一点。

调查中，53.1%的受访者支持阅读缩

减读物，20.3%的受访者不支持，26.5%的

受访者表示不好说。

黄雅琴回忆说，她小时候看过《欧也

妮·葛朗台》的缩减本，“当时知道葛朗台

是一个著名的吝啬鬼，但简版的图书只

介绍他做了哪些事情，结局如何，对他的

吝啬印象并不深刻。有一次跟同学们聊

起这个人物，一名读过原著的同学把里

面一些生动的细节拿出来讲，引得大家

捧腹大笑，我却完全不知道这些细节”。

“广泛地读世界名著缩减版开阔了

我的眼见。跟同学们聊起书来，感觉自己

什 么 都 知 道 ，极 大 地 满 足 了 我 的 虚 荣

心。”张春明说，缩减书帮助他了解了大

概的故事情节，但也确实感觉不够精彩，

而 他 此 后 一 直 没 有 读 过 那 些 名 著 原 版

书。

调查显示，受访者认为缩减读物带

来的有益影响包括：对一本书高度概括，

读过会有收获（54.1%），极大地节省了阅

读时间（46.0%），使阅读变得更加简单、

轻松（45.5%），有助于培养多读书的社会

风气（27.7%）。受访者认为缩减读物带来

的不利影响有：并不是真正的阅读，失去

了阅读的意义（23.4%），容易让读者对原

著 精 髓 把 握 不 准 确 ，甚 至 歪 曲 原 意

（19.7%），让 阅 读 变 得 不 再 规 范 和 严 肃

（17.1%）。

黄雅琴认为，最开始吸引儿童去阅

读一本书，就得靠故事情节，如果已经通

过缩减读物获知了这些故事情节，就很

难会再去主动阅读原书。

对 待 缩 减 读 物 应 该 持 什 么 样 的 态

度？调查中，58.3%的受访者认为不是所

有图书都适合缩减，选择缩减读物应注

意类型，55.8%的受访者建议将缩减读物

作为进一步甄别筛选书籍的依据，46.2%
的受访者提醒对于缩减读物不可过度依

赖，28.5%的受访者建议将缩减读物与原

著对比阅读。

袁玮认为，给孩子买什么样的书要

看孩子的性格，“如果他喜欢看书，就可

以引导他看原著，如果他没什么兴趣，就

让他先看青少年版的。毕竟那一大摞书

摆在那里，如果他根本都不愿意翻，就更

谈不上阅读了。就像学英语，一开始一些

单词发音可能会不规范，但得先跟上学

习进度。有了一定的基础再纠正发音会

容易一些，如果开始就一味强调正确发

音，可能增加学习困难，失去学习兴趣”。

84.4%受访者读过缩减读物

58.3%受访者认为
不是所有图书都适合缩减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杜园春
见习记者 孙 山

4 月 18 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

了 2017 年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国民

阅读调查已经进行了 15 次，我国国民阅

读情况呈现怎样的变化？为此，记者采访

了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研究员魏玉

山。

阅读是文学素养的重要体现

中国青年报：回顾历年国民阅读调查

结果，您感觉有什么变化？

魏玉山：变化很大。第一，党和政府

对 阅 读 的 重 视 达 到 了 一 个 前 所 未 有 的 高

度 。2006 年 ， 中 宣 部 等 部 门 发 动 了 一 个

全民阅读的倡议，自此，每年地方政府才

组织开展阅读活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

都提到了“全民阅读”。

第二，相关法律越来越完善。从 《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以及即将

出台的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 都可以看出

这一点。

第三，数字阅读取得了很大的发展。

2008 年 ， 我 们 第 一 次 统 计 的 数 字 化 阅 读

率 为 24.5%，2017 年 已 经 达 到 73.0%。 数

字阅读在形式、介质上也呈现多元化。其

他 媒 介 阅 读 的 情 况 ， 纸 质 图 书 阅 读 呈 现

“U” 形 变 化 ， 在 2005 年 达 到 了 谷 底 ，

40.0%的水平，2006 年开始回升；报纸和

期刊均走了下行线。图书的阅读量近几年

变化不大，基本在人均 5 本左右。

中国青年报：报告显示，我国成年国

民综合阅读率为 80.3%，您认为这个水平

如何？

魏玉山：2008 年 我 们 提 出 “ 综 合 阅

读 率 ” 这 项 指 标 ， 当 时 的 水 平 是 69.7%。

整体来看它是稳定增长的。虽然数据增长

不快，但我国人口基数较大，且已增长到

近 14 亿人口，其实阅读人群是扩大了很

多的。

我认为，“综合阅读率”指标的增长

本 身 就 有 “ 天 花 板 ”， 可 能 当 下 的 80.3%
综合阅读率就已经接近上限了。因为总有

一部分人什么也不看或不喜欢看，还有一

些人因身体情况不能看书。我们的目标是

让有阅读能力的人尽量多地去阅读。

中国青年报：与其他国家比，我国推

动全民阅读难度更大吗？

魏玉山：是的，我国国民整体阅读率

提升较缓慢。这与我国人均 GDP 的增长

是 一 个 道 理 。 我 们 国 家 近 些 年 发 展 非 常

快 ， 但 与 发 达 国 家 比 人 均 GDP 仍 较 低 。

我们要看到这个差距和客观情况，把推动

全民阅读作为一个长期战略。国家一直在

提倡文学素养的培养，其实阅读就是文学

素养的一个重要体现。“全民阅读”已经

被写入国家的“十三五”规划，全民阅读

此后都会是我国的重要战略。

中国青年报：这次报告首次发布阅读

指数报告，研究团队是怎样选择相关指标

的？

魏玉山：我 们 一 开 始 考 虑 了 很 多 指

标，但一些操作起来难度很大。根据数据

重要性、可获取性，我们结合实际情况进

行了筛选。比如公共图书馆，比较好获得

的 是 其 数 量 ， 而 面 积 、 藏 书 量 、 开 馆 时

长、每年购书经费、每天进馆人数、每天

借 阅 数 这 些 指 标 很 难 获 得 。 尤 其 是 基 层

的、基础设施不完备的图书馆，一些数据

获取难度非常大。又比如，一个省的居民

购 书 量 ， 要 考 虑 实 体 书 店 ， 也 要 考 虑 网

店，同时销售量中还有可能包含了区域外

购买。所以，我们是根据现有条件让指标

尽量全面、让指标体系更科学。

我希望培养农村的阅读
推广队伍

中国青年报：数字阅读率上升较快，

您认为应该如何引导其发展？

魏玉山：数 字 阅 读 对 提 高 整 体 阅 读

率、阅读量有重要作用。数字阅读的 3 个

核心要素是内容、平台和终端。平台是连

接内容和读者的关键环节，对于数字阅读

的推广非常重要，无论是政府管理部门，

还是文化企业，都要在平台建设上发力。

现在数字阅读平台非常多，一些平台提供

的内容格调不高、质量不高。虽然我们不

能要求所有人都去读严肃的学术著作，但

平 台 还 是 要 尽 可 能 多 提 供 更 加 积 极 、 健

康、向上和乐观的作品。

出版单位应在数字化阅读平台建设中

发挥更大作用。目前的数字平台很大一部

分内容来自于网络原创。网络文学是发展

非常迅速的一种文学形态，也是一种文化

产业现象，但其中一些存在水平不高、内

容低俗等问题。这些不好的内容有时在数

字平台上甚至占大部分，让一些好的作品

和内容没办法被推送到平台显著位置。

中国青年报：报告显示，我国农村居

民阅读情况较城镇居民还有一定差距，农

村阅读推广存在什么困难？

魏玉山：目前在农村做阅读推广活动

难度很大。第一，农村人口比较分散，基

础设施比较薄弱。第二，阅读需要一定资

金和时间，但在村民中，特别是在农村青

年当中，这两点都还欠缺。青年是阅读的

主力，但农村青年大多外出谋生，导致了

农 村 整 体 阅 读 程 度 和 城 市 之 间 有 较 大 差

距。

这次调查的发现也提示我们，未来阅

读推广活动要一步一步地向农村延伸，把

阅读推广活动有步骤、有计划地向基层转

移。比如在北京等大城市，就可以将阅读

活动向区县转移。

中国青年报：农村阅读推广方面还需

要哪些努力？

魏玉山：农村其实是有阅读需求的，

现在很多农村地区有农家书屋，但书屋管

理者对阅读推广活动的理解、重视度不够。

我希望能培养农村的阅读推广队伍。现在

农村地区的家长普遍开始重视孩子的阅读

了，如果通过学校老师、回乡的大学生，将

课外班和阅读结合起来，把技能学习和阅

读学习相结合，将会产生很大影响。

农家书屋使用效果不好，主要原因在

于农家书屋的管理员队伍没有整体的政策

安排、统一的资金保障。现在的农家书屋

管理员队伍大致分为这样几类：一类是由

乡村的官员兼职担任，如书记、村长或大

学生村官；一类是是由一些乡村的热心人

士 负 责 ， 比 如 退 休 回 乡 的 职 工 ； 还 有 一

类，是将农村书屋管理员和残疾人就业相

结合。

我前年到英国北部城市斯德灵做全民

阅 读 调 查 。 我 去 的 社 区 大 约 有 2000 人 ，

整体人口规模和我国一些农村差不多，书

屋有 300～400 平方米，有固定的 5 名书屋

图 书 管 理 员 ， 两 班 倒 ， 24 小 时 全 天 开

放，完全依靠财政投入。这个书屋的运营

就非常成熟了。因此，我认为我国需要在

农村书屋的运营上做一些投入。我们要对

“软环境”的建设更加重视，否则农村书

屋建起来但利用效果不佳，也是一种资源

浪费。

家长一定要在阅读方面
给孩子做出榜样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青少年人群的阅

读应该被放在一个怎样的位置？

魏玉山：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他们

的阅读非常重要。国家的发展取决于青少

年，取决于他们的自我学习能力，而自我

学习能力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阅读。也因

此很多国家将青少年阅读作为一个与教育

同等重要的事项来对待。

中国青年报：报 告 显 示 ， 2017 年 我

国 0-8 周 岁 儿 童 人 均 图 书 阅 读 量 比 2016

年略有下降，您认为这个年龄段孩子的阅

读兴趣该如何培养？

魏玉山：0~8 周 岁 是 孩 子 的 阅 读 习

惯、阅读能力培养的关键时期。都说“三

岁看老”，在 8 岁开始培养可能就已经晚

了。只有在小时候养成看书的习惯，以后

才会主动找书、看书。

这个阶段孩子的阅读习惯的养成，受

家长的影响非常大。他们这时期大部分时

间都是在家，与家长相处。如果家长一直

看手机、玩游戏、玩电脑甚至打麻将，却

让孩子看书，孩子自己心理也不会平衡。

更有家长直接给孩子玩电子产品，避免自

己被打扰。

上周我去青岛出差，和一个公益阅读

组织负责人聊天时，对方给我讲了一个真

实的案例：一个女孩父母从小不在身边，

与爷爷生活。她爷爷经常躺在沙发上看报

纸，而她就在旁边写作业。等她考上了大

学，一次回到家才发现，原来她的爷爷根本

不识字。爷爷是为了让她安安静静地学习、

看书才这样做。所以，家长的行为和阅读习

惯 ，对 孩 子 阅 读 环 境 的 营 造 很 关 键 。我 认

为，家长一定要在阅读方面给孩子做出榜

样，不然孩子的阅读习惯养成会很难。

家长要在阅读方面给孩子做出榜样
——访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
见习记者 孙 山
记者 杜园春

“世界读书日”刚刚过去。日前，中

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了第十五次全国国

民 阅 读 调 查 报 告 。 报 告 数 据 显 示 ，2017
年我国成年国民包括书报刊和数字出版物

在 内 的 各 种 媒 介 的 综 合 阅 读 率 为 80.3%，

较 2016 年 的 79.9%有 所 提 升 。65.2%的 成

年农村居民认为当地有关部门应该举办读

书 活 动 或 读 书 节 ， 高 于 城 镇 居 民 的 比 例

（63.4%）。0～17 周 岁 未 成 年 人 图 书 阅 读

率 为 84.8% ， 与 2016 年 的 85.0% 基 本 持

平 ， 未 成 年 人 图 书 阅 读 量 增 长 不 明 显 ，

0～8 周岁儿童略有下降。

2017 年成年国民综合阅
读率达80.3%

报 告 数 据 显 示 ，2017 年 我 国 成 年 国

民包括书报刊和数字出版物在内的各种媒

介 的 综 合 阅 读 率 为 80.3%， 较 2016 年 的

79.9%有所提升；数字化阅读方式 （网络

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

Pad 阅 读 等） 的 接 触 率 为 73.0%， 较 2016
年 的 68.2%上 升 了 4.8 个 百 分 点 。 图 书 阅

读率为 59.1%，较 2016 年的 58.8%上升了

0.3 个 百 分 点 ； 报 纸 阅 读 率 为 37.6%， 较

2016 年 的 39.7%下 降 了 2.1 个 百 分 点 ； 期

刊阅读率为 25.3%，较 2016 年的 26.3%下

降了 1.0 个百分点。

中 国 新 闻 出 版 研 究 院 出 版 研 究 所 所

长、国民阅读研究与促进中心主任徐升国

介绍，目前我国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与一

些 发 达 国 家 相 比 还 存 在 着 一 定 的 差 距 ，

“目前日本人均每年阅读量达 11 本左右，

韩国为 9 本左右，法国为 8 本左右，美国

为 7 本左右”。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认为

造 成 这 种 差 距 的 原 因 是 多 方 面 的 。“ 首

先，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城镇化，农村人

口数少。而我国农村人口占比大，农村人均

图书阅读量较低。第二方面，虽然近些年我

们做了长期的阅读推广活动，人们对阅读

的认识也逐年提高，但全民阅读的氛围还

不 够 ，仍 然 有 很 多 人 不 读 书 或 不 怎 么 读

书”。魏玉山表示，单独提高阅读率和阅读

量很难，在其他领域有了一个全面提升的

情况下，促进全民阅读会更容易、更理想。

数 据 显 示 ，2017 年 我 国 城 镇 居 民 的

综 合 阅 读 率 为 87.2% ， 较 农 村 居 民 的

72.2%高 15.0 个百分点。

对 于 造 成 城 乡 居 民 阅 读 量 差 异 的 原

因，魏玉山表示，目前大城市的阅读推广

活动相对来说比较多。一是城市领导重视

阅读工作，二是城市财力比较丰厚，三是

城市文化单位、文化设施比较多，“相对

这 些 城 市 来 讲 ， 农 村 的 情 况 就 复 杂 了 很

多：发达地区的农村有农家书屋、乡村图

书室，组织的活动也多一些，而不发达地

区的农村，可能没有这些设施，即使有，

也 不 能 被 充 分 利 用 起 来 ， 运 行 效 果 不 理

想。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有 60 万家农村书

屋，运营效果好的、一般的、差的分别基

本占 1/3”。

值得注意的是，2017 年，65.2%的成

年农村居民认为当地有关部门应该举办读

书 活 动 或 读 书 节 ， 高 于 城 镇 居 民 的 比 例

（63.4%）。魏玉山认为，这说明农村居民

有阅读的意愿，对于参加阅读推广活动的

兴趣很高。“现在农村已经有很多家长开

始重视孩子的阅读了，而且农村居民的收

入、生活水平也都在提高。这也让我们下

一阶段的农村阅读推广活动更有着力点”。

未成年人图书阅读量增
长不明显，0～8 周岁儿童略有
下降

报告数据显示，2017 年我国 0～17 周

岁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为 84.8%，与 2016
年的 85.0%基本持平。具体来看，2017 年

0～8 周 岁 儿 童 图 书 阅 读 率 为 75.8%， 与

2016 年的 76.0%基本持平；14～17 周岁青

少 年 图 书 阅 读 率 为 90.4%， 较 2016 年 的

88.2%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

对未成年人图书阅读量的分析发现，

2017 年我国 14～17 周岁未成年人课外图

书的阅读量最大，为 11.57 本，比 2016 年

的 9.11 本 增 加 了 2.46 本 ；0～8 周 岁 儿 童

人均图书阅读量为 7.23 本，比 2016 年的

7.76 本略有下降。

魏玉山表示，当前的微涨和微降都在

正常波动区间，这说明近两年未成年人的

阅读量相对比较稳定。但 0～8 周岁儿童

阅读量出现的小幅下降，确与他的预期有

些出入。魏玉山分析说，这几年城乡儿童

的 家 长 都 比 以 往 热 衷 报 班 ， 尤 其 城 市 家

长，抵挡不住升学诱惑和压力，这无疑会

占用孩子的课外阅读时间。

成年国民各类数字化阅
读载体的接触率均有所上升

报 告 数 据 显 示 ，2017 年 我 国 成 年 国

民 的 网 络 在 线 阅 读 接 触 率 、 手 机 阅 读 接

触率、电子阅读器阅读接触率、Pad （平

板 电 脑） 阅 读 接 触 率 均 有 所 上 升 。2017
年 ，63.4%的 成 年 国 民 在 2017 年 进 行 过

微 信 阅 读 ， 较 2016 年 上 升 了 1.0 个 百 分

点。

在 我 国 成 年 数 字 化 阅 读 方 式 接 触 者

中 ， 49 周 岁 以 下 中 青 年 群 体 是 主 要 人

群 ， 其 中 ， 18～29 周 岁 人 群 占 34.6% ，

30～39 周岁人群占 26.1%，40～49 周岁人

群占 24.2%，50～59 周岁人群占 10.6%。

数字化阅读方式越来越普及，人们接

触数字化媒介的时间也在增长。报告数据

显 示 ，2017 年 我 国 成 年 国 民 人 均 每 天 手

机接触时长为 80.43 分钟，比 2016 年增加

了 6.03 分钟；人均每天互联网接触时长为

60.70 分 钟 ， 比 2016 年 增 加 了 3.48 分 钟 ；

人均每天微信阅读时长为 27.02 分钟，较

2016 年 增 加 了 1.02 分 钟 ； 人 均 每 天 电 子

阅读器阅读时长为 8.12 分钟，比 2016 年

增加了 2.61 分钟。

报 告 发 现 ， 虽 然 2017 年 我 国 成 年 国

民人均纸质图书、期刊的阅读时长有所增

加，但纸质媒介的阅读时间整体较短，人

均每天读书、读报和读期刊的时间加总不

及人均每天手机接触时长的一半。具体来

看 ，2017 年 我 国 成 年 国 民 人 均 每 天 读 书

时间为 20.38 分钟，比 2016 年增加了 0.18
分 钟 ； 人 均 每 天 读 报 时 长 为 12.00 分 钟 ，

比 2016 年减少了 1.15 分钟；人均每天阅

读期刊时长为 6.88 分钟，比 2016 年增加

了 0.27 分钟。

数字化阅读已经成为国民阅读的一种

重要方式，但是数字化阅读也存在着一些

负面影响。魏玉山认为，要采用两个“两

分法”来看待数字阅读。第一，要看到数

字阅读对阅读人口普及、阅读率提升的作

用。“报告数据显示，手机阅读、互联网

阅读，已经极大地提升了农村和边远地区

的民众阅读。当然，数字化阅读存在碎片

化、大众化，甚至带有一些泛娱乐化的特

点，也会存在一定负面影响”。

第 二 ， 数 字 阅 读 的 终 端 主 要 分 三 大

类：手机、平板和电子阅读器。由于终端

的不同，数字阅读的功能也不相同。“像

手 机 ， 因 和 互 联 网 实 时 连 接 且 屏 幕 小 ，

便 于 进 行 信 息 浏 览 和 碎 片 化 阅 读 ； 电 子

书 阅 读 器 则 能 够 实 现 专 业 的 阅 读 和 系 统

化 知 识 学 习 ， 因 为 目 前 国 内 外 电 子 书 阅

读 器 ， 外 观 上 不 花 哨 ， 也 不 能 进 行 实 时

分 享 交 流 ， 基 本 只 能 进 行 阅 读 ； 平 板 端

则 既 有 娱 乐 功 能 ， 又 有 阅 读 功 能 ， 有 人

用 它 来 读 书 ， 也 有 人 用 它 看 视 频 来 放 松

和 娱 乐 。 人们在不同情况下有不同的阅

读需求，需要利用不同的数字化终端来满

足这些需求”。

为了综合反映我国国民阅读总体情况

及其变化趋势，引导各城市统一阅读指数

标准，国民阅读调查报告研究团队经过 8
年研究，研算出我国国民阅读指数。指标

体 系 共 包 含 了 25 项 指 标 ， 分 成 两 个 大

类，包括反映国民阅读水平的个人阅读状

况和反映全民阅读公共设施建设与公共服

务水平的公共阅读设施与服务。经测算，

2017 年 我 国 阅 读 指 数 为 68.14 点 。 其 中 ，

个人阅读指数为 71.65 点；公共阅读服务

指数为 64.90 点。

“ 以 往 发 布 的 数 据 指 标 是 针 对 个 人

的，在全面、准确地评价一个地方或部门

开展全民阅读取得的成效上，仅通过个人

指 标 还 不 够 ， 加 入 ‘ 阅 读 指 数 ’ 会 更 充

分、更科学。”魏玉山介绍说。

第十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

成年人接触报刊图书时长不及手机一半

魏玉山，中
国新闻出版
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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