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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过去的一年，你看了多少书？如果答
案是10本以上，那么恭喜你，这已经是个非常不错的成绩。日前，
2017年度“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发布。报告显示，我国成年国民中，全
年阅读10本及以上纸质图书的占10.2%，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
4.66本。从纸质书到电子书，从看书到听书，从自己读到分享读……
近20年来的一份份调查报告，如实记录了国民的阅读生态，也呈现出
社会与文化环境的变迁。

想要睡前看会儿书，带着手机和书爬上床。
书没翻上两页就困，而刷不到底的微博、点不完的
朋友圈更新，却默默吞噬着夜晚的分分秒秒……
有这样感受的，不是你一个人。调查报告显示，从
人们对不同媒介接触时长来看，2017年成年国民
人均每天接触手机时间最长，为80.43分钟，比
2016年增加了6.03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互联
网，人均每天接触时长为60.70分钟。

当然，数字化阅读也是人们使用手机、互联
网等媒介的重要目的。但在成年网民从事的网
上活动中，仍以阅读新闻、查询各类信息，以及娱
乐为主流，深度图书阅读行为的占比偏低。

此外报告发现，有声阅读已成为国民阅读新
的增长点。2017年，我国有两成以上国民有听

书习惯。成年国民的听书率为22.8%，较2016
年提高了5.8个百分点。未成年人的听书率基
本与成年人持平，其中14至17周岁青少年的听
书率最高，达28.4%。

听书具体听什么？“故事”与“评书连播”排在
成年国民选择的前列。而在未成年人中，“听英
语或进行其他语言学习”与“听诗歌朗诵”的比例
相对较高。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调查特别增加
了对亲子早期阅读行为的分析。报告
显示，在0至8周岁儿童家庭中，超过
七成家庭有陪孩子读书的习惯，家长平
均每年带孩子逛书店3.07次。

（法晚）

2017年度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执行样
本城市为50个，覆盖了我国29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有效样本量为18666个。

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
图书阅读量为4.66本，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
3.12本，与2016年度差别不大。未成年人在这
方面则有更好表现：0至17周岁未成年人的人
均图书阅读量为8.81本。

若是每年阅读10本及以上纸质图书，便能
够跻身成年国民排名的前10.2%了。这其中阅
读超过20本的占4.1%，阅读超过50本的更是
仅有0.9%，可以说是真真正正的百里挑一。

“日本人均11本左右、韩国人均9本、美国

人均7本、法国在8本左右。”具体负责调查工
作的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国民阅读研究与促进
中心主任徐升国，援引国外阅读调查的官方数
据，表明我国成年人均图书阅读量与发达国家
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培养全民阅读习惯不
是一朝一夕之功。”

在成年国民对阅读数量的评价中，只有一
成左右的国民认为自己阅读数量很多或者比较
多，有37.7%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一般，
39.5%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很少或比较
少。由此，民众对举办全民阅读活动颇为期
待。有超过六成的成年国民认为，有关部门应
当举办读书活动或读书节。

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4.66本

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接触手机80.43分钟

一年读几本书才不“拖后腿”

西班牙：图书与玫瑰日

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男孩会向心仪的
女孩送玫瑰花，而女孩会送书作为回馈。并
且，读者每买一本书，就能得到一支玫瑰作为
赠品。于是，在那里，“世界读书日”又叫做

“图书与玫瑰日”。
在首都马德里，则有“图书之夜”活动。

市民几乎全体出动：有的到书店购买新书；
有的到图书馆浏览阅读；有的聆听作家讲
座，并与作家交流沟通；有的去看艺术家即
兴作画……直至午夜时分，爱书的人们仍然
在街头徜徉。

四月是美国的“全国诗歌月”。
全美的出版商、书商、文学组织、图书
馆、学校和诗人都齐聚一堂，颂扬诗
歌，赞美和纪念它在美国文化史上的

重要地位。成千上万的商业企业
和非赢利组织参加诗歌阅读、节
日庆典、图书展览、诗歌沙龙等等
各种庆祝活动。 （综合）

美国：全国诗歌月,情迷四月天

英国：另辟蹊径,一步当先

尽管4月23日与英语文学有深刻渊源，
英国的“读书日”却并不在这一天。理由是4
月23日不仅与学校的复活节假期相冲突，也
与英格兰地区的国庆日圣乔治节相重合。纪
念宗教和民族节日是重大文化活动，不能马
虎；读书也是大事，不能耽误。所以，务实认
真的英国人另择了一个“读书日”，就是三月
的第一个星期四。

日期不同，英国人在宣扬读书、鼓励读书
上下的功夫一点不少。他们认为，设立读书
日的要旨，首先在于让孩子体验读书的乐趣，
帮助他们培养终身的阅读爱好。

韩国：发行特制邮票

在深受儒家“重教兴文”思想影响的韩
国，政府一般会在这天发行“世界读书日”纪
念邮票，目的不仅是培养读者的版权意识，
更是为了把阅读和写作的风气，透过一枚枚
精美的邮票，随信件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世界读书日

你不是一个人在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