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实体书店和传统出版业的寒

潮仍在继续，但与此同时，电子阅读、

有声阅读及社区化、人性化的各类阅

读体验中心的悄然兴起，也让我们感

受到了阅读多样化发展的态势，随着

科学技术的发展，阅读已不仅仅是停

留在纸面上的阅读，而是通过线上电

子化的产品包括线下的讲座、沙龙等

多种方式，全方位立体地呈现信息，

尤其是移动终端的出现，让装在口袋

里的图书馆不再是梦想。

或许，我们并不是不再阅读，只是

不再用单一的传统的方式进行阅读。

因此，数字化的来临，并非是阅读的噩

梦，相反，恰恰为阅读带来了新的生机。

电子书：把图书馆装进口袋

“应该说，前些年电子书还多停留

概念上，大家看好但是并不投入，今年

是真正感受到了其中涌动的力量。”一

位参与 2014北京图书订货会的出版商

表示。今年，在不少出版社的展台上，

都设立了类似“电子阅读体验店”的阅

读体验专区，提供各种阅读终端如手

机、平板电脑、电子书等阅读器，吸引

了不少青年人围坐“刷屏”。据了解，

中信出版社 2013年在电子书领域获得

利润达百万元。

“电子书虽然占整个码洋份额还不

大，但发展态势看好，越来越成为年轻

人阅读的一种重要方式。我们社的电

子书 2013年第四季度销售就较第三季

度增加了一倍。”来自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的电子书编辑小吴说，自己现在已

很少购买纸质书，而采用手机、iPad 等

移动终端来进行阅读，遇到好的电子

书，也会付费购买。“其实像‘多看’这样

的阅读软件，阅读体验已经很接近甚

至超过纸质书了，它的交互性和即时

性，是纸质书无法代替的。”小吴说。

“长久看来，电子书一定是发展趋

势，终端数字阅读和纸质出版物的数

字化，将会是未来出版业的重要成长

点。我们的移动客户端‘当当读书’

2012年 1月底上线，两年中用户已经增

长至上千万。”当当网数字业务事业部

市场总监黄波表示，尽管电子书的整

体份额仍不足当当整体售书的 10%，但

前景十分看好。

有声书：拆掉阅读的门槛

我国上世纪 90年代初开始有了有

声读物，但目前“听书”在我国仍处于

起步阶段。2011 年，美国有声读物年

营业额超过 25 亿美元，有声读物普及

率超过30%，超过9000万的美国人利用

有声读物整理碎片时间，增加阅读乐趣，

德国也有1/3以上的人口是有声阅读的

拥护者。而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目前

有声读物市场仅有2亿元的规模。

“有声阅读是纸质阅读的一种延

展，随着 3G、4G 网络的建设和智能手

机的普及，有声阅读全面推开的时机

已经成熟，2014 年有望成为有声阅读

元年。”北京东方视角影视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首席运营官马晓波告诉记者。

这家 2006 年即涉足有声读物出版

的公司，其核心网站酷听网是中国最

大的有声数字内容制作、出版、发行平

台。他们通过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数

字终端、数字出版为数千万用户提供

精彩有声内容服务。

“现在‘听书’的优势越来越明显，

无论是对于忙碌的上班族还是对文字

阅读有障碍的老人、孩子，听书都是一

种很好的接受信息的方式，你的眼睛

可以从屏幕上解放出来，也可以利用

旅途或者做家务的时间，来‘阅读’一

本喜欢的书，即便是盲人，也可以通过

我们的产品，实现完全自主的操作，无

障碍地获取信息。”北京东方视角影

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晶表

示，2013 年年底以来，酷听网及移动终

端的用户量有不小的增长，而许多公

共图书馆也在前不久刚落幕的图书馆

年会上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

日前，该公司已经在欧洲、美国、

加拿大设立平台，开展服务，试图为外

籍人士学习中文和海外华人方便获取

中文有声读物提供便捷的途径。

书馆：寻找书本之外的价值支撑

作为国内首家家庭教育主题图书

馆，第二书房连锁图书馆的创办人李

岩认为，传统书店像许多传统行业一

样，受到技术变革带来的冲击是必然

的。“这是正常的新陈代谢，我们不应

仅关注书店本身，而应该关注背后的

阅读，思考传统的实体书店是否有更

好的替代品。”

李岩认为，过去的书店是以书为中

心，而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于书店的

要求也在变化，书店的未来将会走向多

功能、体验式的书馆：“卖书不再是书店

最主要的职能，书店或者书馆应该有舒

适的环境，应该举办文化活动，提供心

灵栖息之所和书本之外的价值支撑。”

开设在北京橡树湾社区的第二书

房图书馆，是李岩践行自己理念的用心

之作。温馨典雅的装潢、木制的白色环

形书架、精心挑选的书籍，在浮华的都

市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氛围。才开设半

年，第二书房就吸引了上万人次的读

者。“环境是附加值，关键是我们有很多

外面看不到的好书，立体书、有声书、特

种书，此外还有围绕书籍和家庭教育做

的活动，都是我们能够提供的服务。在

这里，阅读是一种高贵的体验。”李岩

说，建立第二书房的目的就是想培养起

下一代的阅读习惯，只有这样，中国巨大

的人口压力才能变为可用的人力资源。

“相比从前，总体的阅读率可能在

下降，一方面是由于节奏快、压力大；

另一方面，功利化的阅读已经扼杀了

人们对于阅读的兴趣，然而，阅读代表

一种向上的力量，我相信，随着人们文

化意识的觉醒，以及这些更顺应现代

人需要的新阅读形式的出现，阅读仍

将是我们成长的主要途径。”提及阅读

的现状和未来，李岩如是说。

面对免税政策，仍有不少实体书店

经营者包括出版界人士表示，免税恐怕

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在生活节奏加快、阅

读率不断下降的今天，如何让人们重新

回归阅读，才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免税只能解决部分问题

1 月9日到14日，一年一度的北京图

书订货会如期举行，老国展人头攒动，名

人签售、讲座以及各大出版商的主题活

动都吸引了不少与会者的目光。本届

图书订货会上也有几个新的亮点，如考

虑到图书馆的采购需求，首次设立外文

原版图书订采区和台版图书订采区等。

其中，外文原版图书订采区的图书多来

自牛津大学出版社、剑桥大学出版社

等知名国际出版商，台版图书订采区

图书则多为国学类图书，可供采购图

书目录达 20 万种。又比如，随着电子

科技的发展，本届订货会采用二维码

和微信作为信息沟通的新手段，这是北

京图书订货会首次应用二维码和微信

技术。同时，数字阅读也在订货会上占

据了一席之地。

“免税”政策虽已推出，多数出版商

还是持观望态度，记者走访了中信出版

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

版社等多家主流出版社的展台，得到的

回应基本统一——支持免税，但是这部

分税收的减免只是解决了一小部分问

题，在物业房租补贴、遏制关于电商低

折扣等不正当竞争方面还需加大扶持

力度。出版社也表示，虽然免税，但是

出版物的质量不会下降。

即便如此，本届订货会订货码洋

34.5 亿元人民币，比起去年的 37.2 亿元

人民币下降了 7.26%。由此可见，图书

业的“寒冬”并未过去。

海淀图书城将改为金融中心

为进一步了解情况，记者来到位于

北京中关村地区的海淀图书城，几年前

这里实体书店聚集，图书销售兴旺，俨

然成为京北爱书人的聚集地，此时再来

到海淀图书城，里面的萧条景象让人无

法联想起几年前的样子。

进入海淀图书城最北侧的昊海楼，

记者看到还在经营图书零售生意的店

铺已经不到 20%，大部分教辅类图书七

零八落地堆积在店铺内，大部分书店同

时做着网络生意，快递小哥时不时地穿

梭于楼中，抱着一捆捆图书。

而南侧的籍海楼，基本上人去楼

空，除了金融出版社、宇航出版社等还

在，剩下的出版社自办书店早就不见

了，楼里有几家做音像耳机的店铺，生

意 也 并 不 兴 旺 ，网 上 著 名 的“ 耳 机 林

Sir”的实体店面“林家铺子”就在这里，

而林先生告诉记者，他的大部分生意已

经转成电子商务，而实体店则变成了朋

友的聚会场所，回忆起曾经图书城的兴

旺，他也是唏嘘不已。

在北京大学读博士的马武为告诉

记者，从小学到博士，海淀图书城曾经是

他最愿意打发时间的地方。“一待就是一

天，曾经昊海楼的国林风，路边的中国书

店，后来的第三极，都是我经常去的地

方。”马武为说，他看着眼下的图书城很

感慨，马武为清楚地记得当年国林风书

店开业时季羡林先生来剪彩的样子。不

过他也表示，面对电子商务的压力，实体

书店落到这样的地步也是必然。

记者随后找到了海淀图书城物业

管理方海淀置业的相关负责人，他们告

诉记者，海淀图书城正面临业态调整，大

部分书店不会继续存在，海淀区正在建

设国家科技金融功能区核心区，将海淀

图书城改造为“天使投资大道”正是其

建设内容的一部分。图书城两侧的商

业门脸将部分收回，腾退出空间，为创

业投资机构及中介服务组织进驻提供

条件。这次腾退包括回购、回租两种方

式，涉及的使用权单位有 89 个。海淀

图书城属于图书的年代一去不回头了。

社区化功能性将成书店未来

与海淀图书城的萧索不同，记者来

到北京万寿路凯德购物中心里的字里

行间书店，却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在

10分钟的时间里，记者数着来这里浏览

的客人达到了 25 人次，而消费过的客

人更是高达 15 人次，书店不大，却很温

馨。这里的红火究竟是什么原因？

记者找到字里行间书店的宣传负

责人田果，当询问她免征图书批发、零

售环节的增值税对于实体书店的影响

时，田果告诉记者，免征部分大概占增

值税的 5%，这块免去后对书店肯定是

有帮助的，但除此之外，书店还要缴纳

营业税。但是对于字里行间这种新兴

模式实体书店来说，除了图书还经营礼

品、文具等其他产品，除图书外，这部分

税还是要继续缴纳。

田果坦言，实体书店最大的竞争对

手是网络书店，网络书店的图书定价

过低，政府应该设置标准并监控，让网

店的图书价格保持在合理范围内。同

时，实体书店的租房费用是大问题，可

以考虑在一些社区建立配套书店，就

像医院、幼儿园等配套设施一样，在社

区规划建设之初考虑进去，书店不仅

仅卖书，也承担文化宣传、举办活动、

休闲娱乐等功能，应该和普通的商户

区别对待。

田果告诉记者，字里行间书店主要

打造的是社区化功能性书店，从选址上

就考虑人口密集的小区和学校、商业区

等，首先能保证一定的客流量，字里行

间还会针对不同的社区策划不同的经

营方向，比如儿童用品店、文具店等，方

便小区居民或者商区白领的需要。字

里行间还会策划与之配套的活动，对读

者尤其是会员读者很有吸引力。田果

认为，只要活动足够吸引人，那么书店

的人流量不会减少。

当问及实体书店的没落是否会影

响人们的阅读习惯，田果承认，现在的

消遣活动增多挤压了人们的阅读时间，

随着手机阅读方式、电脑阅读方式的增

多，也挤压了纸质图书阅读的时间，但

是从这点上看，阅读的总人数可能并没

有减少，甚至由于手机或者移动终端的

便利性还会促使阅读人群有所增加。

无独有偶，2006 年，张帆和几名媒

体圈的朋友开起了单向街书店，他告诉

记者：“起初，书店一直赔钱，因为房租

上涨，搬家也成了寻常事。而每次搬家

就要重新培养受众，很痛苦。”

如今，每当周末的时候，“单向街”

的各种文化沙龙已经成为定期活动，他

们经常邀请一些导演、作家来介绍作

品，很多喜欢豆瓣网的文艺青年把这里

当做圣地。张帆认为，一个城市需要有

思想交流和碰撞的角落，这种沙龙不仅

仅提升了“单向街”的品牌价值和社会

影响力，在商业收益上也给予了不错的

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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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突然发现，我们身边的业

余生活的格调和品位日渐低俗化，从

娱乐节目到流行音乐，从出版物到影

视剧，一时间卖丑卖俗卖底线，不能

否认，这些卖点都成功了，商人很精

明，在这个博眼球的年代，一切文艺

性、思想性的东西显得格格不入。

因为阅读习惯的丢失，使得许多

人在面对文艺作品时少了那么一分

苛刻的要求和对美的探寻，结果就变

成了买卖低俗，这不得不说是时代的

悲哀，更是阅读的悲哀。

许多人认为，实体书店的复兴便

可以唤醒阅读习惯的回归，但就我个

人看来，免税只是杯水车薪，而我们

的阅读习惯也不能简单依靠书店复

兴来养成。

其实阅读在中国从古至今也并

非大众化的习惯。在科举制度的强

大推动下，阅读早已被打上了深刻的

“功利性”烙印，这种烙印至今未曾磨

灭。同时，我们的教育始终采取筛选

性的考试，在这种环境下，所有的知

识变成了知识点并变换为分数，审美

大概无法考评也无从考评，于是在这

种教育体系下，阅读被抛弃了。

阅读占用的时间成本较大，可收

获的周期却颇长，阅读 2 个小时也许

远没有你去健身房挥汗如雨带来的

改变惊人，所以在面对快节奏的生活

压力时，我们选择快节奏高回报的消

遣模式，而阅读模式也在悄然发生改

变，从读文字到读图再到碎片性信息

性的阅读，在这个过程中，具有文学

性和思想性的大部头作品，被人们放

弃也是正常现象。

对于部分实体书店的突围，或许

是一种经营思路，但笔者并不认为书

店卖咖啡对于阅读习惯的培养有太

大帮助。

在日本有一种二手书书店，老板从

各地回收二手书，也接受读者送来寄卖

的二手书，价格往往比网上的便宜很

多，客流量也很大，书店的装潢很简单

甚至类似仓库，但读者在这里获得的收

获远比一杯咖啡或者小礼品更多。

或许，在阅读方式越来越丰富多

样化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反思，如何

摒弃形式上的浮华，回归到真正的阅

读，无论这阅读是基于纸质书，还是

基 于 液 晶 屏 幕 ，阅 读 对 于 心 灵 的 提

升，对于审美的培养，对于灵魂的净

化，始终还是它亘古不变的主题。

（胡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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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怎样丢掉阅读的

数字化时代并非阅读噩梦
本报记者 焦 雯

北京万圣书园，一个女孩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书。 本报记者 赵凤兰 摄
读者在东城区图书馆体验有声阅读。

世界顶级童书作家第二书房与读者见面。 典雅的氛围、精选的书籍是第二书房的亮点。

日前，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宣布，从

2014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免征

图书批发、零售环节增值税。然而大多数

媒体和专家在解读中，仍将目光集中在了

对于实体书店的影响上，却并未关注到这

一事件发生的大背景及潜在影响。这也

是我们策划并实现这个选题的主要原因。

2013年8月，全民阅读立法被列入国

家立法工作计划。在业内人士看来，作

为最为简单适用的推动方式，此次的免

税只是国家打出“全民阅读”组合拳的第

一步，下一步还将有《全民阅读促进条例》

出台、国家阅读基金建立等一系列举措。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的政策不仅在

税收上打破了国有和民营书店之间的区

隔，对于线上购书网站和实体书店也一

视同仁，新兴的电子读物和有声读物等

则将借此获得新的增长点。这说明，国

家的着眼点更在于如何推进更全面、更

多样化的阅读，乃至于提升文化品质、提

高公民素质，而非只为拯救正在经历严

冬的实体书店。

人们往往在实体书店的兴亡上赋

予了太多的文化意味，仿佛实体书店的

没落一定等同于阅读的衰亡。事实上，

国人的购书习惯和阅读方式早已被技

术革新带往新的天地。

便捷低廉的线上购书、成本几乎为

零的电子书、解放眼睛和双手的有声读

物为阅读带来了新的体验，微博、微信、

朋友圈和 ZAKER 等免费互动分享社

区软件，伴随着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

普及，带来了大量移动互联网时代随时

随地获取和分享信息的浅阅读。

在这样的浪潮裹挟下，实体书店也

在纷纷寻求转型，将售书的单一功能拓

展为体验阅读与举办文化沙龙、讲座

等，社区化、体验式的阅读中心正在成

为书店未来发展的方向，阅读从而将实

现线上与线下的互通互联。

虽然实体书店与传统出版业再也回

不到从前的繁盛，但形式变革的背后，以

学习和自我提升为目的的阅读，却正在

回温。对于全民阅读的关注和推动，成

为上至国家领导人和各级政府，下至社

会和民营机构的一致愿望。2011 年至

2013 年，国内新书定价年涨幅均达 6%，

首次跑赢了 CPI，而童书的出版和销售

也在出版寒潮中依然逆势上扬。

所以，对于这场由技术革新带来的、

不可避免的阅读变革，无需紧张，也不必

恐慌。阅读还在，阅读的温度也还在，免

不免税，那股向上的精神，相信都不会变。

（焦 雯）

这只是一场不可避免的阅读变革
观点交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