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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头是生活，低头是诗歌
——普通劳动者的读书生活

高谈阔论G

苏墨

时隔两年，北京书市重开，上个周末挤

进了 20 万人。这个人山人海的景象，也出

现在两个月前的图书订货会上。这个春天

的始末，京城两场“书约”，让我们有理由相

信，无论时代的场景如何变幻，阅读依旧给

我们带来不能替代的“上等快乐”。

“精神内耗”是时下流行词。是躺是

卷，身上的长衫是穿是脱，是彷徨还是呐

喊，众声喧哗，注意力被不断撕碎……人们

想以阅读抵抗生活中的种种焦虑，又常常

焦虑到没有打开一本书的勇气。

但当你在春风里，去奔赴了一场阅读

之约，便会发现原来有那么多好书可以帮

你摆脱焦虑与内耗，只要日积跬步，便会在

字里行间重获力量。也有那么多同道中

人，可以结伴同行，共赴一场场文字之约。

虽然说看书是一个人的事，但阅读却是

人生旅途中的共同驿站。我途经《红楼梦》

《包法利夫人》，你途经《理想国》《人生的智

慧》，他途经《解忧杂货店》《摆渡人》，总有人

在不同的“书站”与我们相遇相知，惺惺相

惜，每个人看到的风景不同，但我们都在一

条通往心灵丰满的道路上步履不停。

年前，我一度沉迷刷短视频，常常是一

刷就两三个小时，深夜也不能停止。甚至会

依赖通过阅读博主讲书的方式去读一本书，

省去了自己翻阅的时间。速读确实偷懒，而

且一众以此为业的博主们也够专业，这感觉

大概像是去世界公园，和微缩的景点合影，

假装真去过发了朋友圈，其实心虚得紧。

和很多人一样，在过去的一年里，被董

宇辉“安利”了《额尔古纳河右岸》，他直播

间卖掉的 100 多万本里我也贡献了其一。

其实这本书老早就在我的书架上了，但董

宇辉的分享从遥远的额尔古纳河讲到了鄂

温克族，从古老的文明讲到了现在的高科

技，从命运讲到了文化的变迁，这使我好生

惭愧：竟让一本好书在书架上寂寞多年。

于是不由得再掏一次钱，为自己的“有眼不

识金镶玉”赔罪。

而也是在董宇辉的直播间里，我决定

还是要“亲力亲为”地读书，因为只有眼睛

和文字接触到，才会入脑走心。董宇辉 17

分钟里，输出 4700 字，分享他三次看《额尔

古纳河右岸》的观感，一定是真读、真看、真

思考了的。感叹他的销售战绩的同时，我

更感慨他能在天翻地覆变化的时代里，坚

持读书，还能一本书读三遍，能把读书后的

心生欢喜传播给大众，触动如我般一度放

弃读书的人重新踏上阅读的旅程。

在网红书店那么多，书店那么好吃好

拍的当下，走进一家书店，不为拍照、不为

打卡，不喝咖啡、不吃茶点，只是单纯为了

一本书而来，在书架的某个角落找到和自

己心意相通的它，穿越喧嚣的城市，掸去一

身的尘土，小心翻阅，是不是有一种世界在

偷偷奖励你的感觉？这份上等快乐，让我

们有力量抵御精神衰老。

春风耳语,不如大声读书。今天是第 28

个世界读书日，“全民阅读”也已经连续 9年

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工人日报》开卷版也

一如 30 多年前一样，还在和我们的读者一

起守护阅读之美。我们相信，阅读带给人的

快乐是不可替代的。信息碎片化也好，人工

智能也罢，影响和替代的终究是知识的传播

方式和获取方式，但读一本好书，获取的最

有益的东西，始终是心灵的熨帖、精神的喜

悦，是阅尽千帆后的淡薄，是出走半生后的

初心，是这人世间不折不扣的上等快乐。

尚有好书可读，便是上等快乐

过去一年更多国人拿起书本
本报讯（记者苏墨）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当当网发布

《2023 国民阅读洞察》。该报告通过对过去一年国民图书消

费数量及品类的发展趋势分析，洞察国民精神食粮的“口味”；

回顾过去一年社会环境变量对阅读的影响；洞察不同发达程

度居民的阅读差异等。

同期，当当网还发布 2022 国民购买最多的 10 本书、2022

年国民购买最多的 10 本新书、2022 年国民图书消费经济榜、

管理榜、社会科学榜等多个榜单。

过去一年，更多人拿起书本。从城市级别看，顾客数主要

增长在新一线城市，其次是三线和二线；一线城市人均购书量

最高。更多顾客通过社交电商、内容电商平台，想起阅读，想

起书。

刚需阅读坚挺，严肃文学回暖。国民对中小学用书、童书

的消费量占比超过 40%，占全民图书消费近半壁江山。在大

语文时代，儿童和中小学阅读需求明显提升，在阅读领域“鸡

娃”依然是主流。家长们不仅在“鸡娃”也在“自鸡”，哲学类、

社会科学类、严肃文学类、传记等图书消费高涨，经历疫情和

国际国内复杂局势的历练，国民在阅读中追求思想的深度和

人生的高度。

此外，中国人精神食谱的变化，不失为国人过去一年生活

状态的真实写照。过去一年很多城市提出鼓励生育政策，引

发消费孕产/胎教类图书顾客高增长；“刘畊宏女孩”一度的风

靡全网，引发更多国人对运动/体育类目图书消费热；在强身

健体之余，国民在居家期间还用手工/DIT类书籍灵活自己的

双手；随着高质量发展的深入，工作技术类顾客数增长明显。

不同发达城市读者存在不同阅读偏好。小镇青年边躺边

考，喜欢成功励志，偏好青春文学、小说、文学、成功/励志、考

试、医学、法律。北上广深不相信成功学，直面“赚钱”议题，精

进经济、管理、科技、理财和外语。

2022年国民购买最多的 10本书中，心理学、疗愈类、成功

励志、严肃文学、科幻书籍霸榜。边躺边卷是年度阅读主题，

一方面读者通过自助心理类、心灵疗愈类、严肃文学类书籍对

抗精神内耗，寻求自洽；一方面又通过成功励志类书籍、科幻

等寻求积极，振奋的心态。

2022年的新书爆款中，动漫类、疗愈类、小人物等选题更

符合年轻人的阅读趣味和社会议题。精品短视频创作者的

持续内容输出，助推新书爆款；中小学生阅读、考研需求持续

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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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新华书店工作人员正在忙着新书上架喜迎世界读书日的到来。 李佳 摄/人民图片

图③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的居民走进新华书店、图书馆、农家书屋等场所阅读书籍，享受读书带来的快乐。 胡高雷 摄/人民图片

图④江苏省连云港市和安小学开展“我读书我快乐”主题活动，倡导孩子们多读书、读好书，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视觉中国 供图

图①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澥浦镇举办乡村阅读奇妙夜活动。家长与孩子一起参与图书交换、亲子阅读、共制绘本等活动。 郑凯侠 摄/人民图片

本报记者 陶稳 车辉

他们是矿山女工，是农民，是保安，是流

水线上的织布工……像每个勤劳的人一样，

他们终日忙碌，或风吹日晒或披星戴月，但在

不为人知的角落，他们喜欢静静地捧起一本

书，让灵魂在文字中获得滋养。在夜深人静

的夜晚，他们也会握紧手中的笔，用一个个文

字记录命运的诗行。

值此“4 ·23 世界读书日”之际，《工人日

报》记者采访了几位普通岗位普通劳动者的

读书故事。故事里有他们面对坎坷命运不

低头的倔强，有被枯燥生活困住想尽办法突

围的勇气，还有长期在文学天地间遨游获取

的智慧。

李中明：皓首归来初心未改

“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

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北宋诗人黄庭坚应

该想不到，900 多年后，他的这句话竟被一位

每天身穿工作服、坐守 3 平方米岗亭的保安

当作箴言，铭记心间。

59 岁的李中明，湖北襄阳人，上世纪 90
年代下岗后，先后辗转广州、上海、天津、南京

等地，做过泥工、木工、电工、钢筋工，现在浙

江温州永嘉县一个小区当保安。

李中明说话斯斯文文，对人也总是笑脸

相迎，但在同事间，他有个外号叫“书呆子”。

休息时，别的保安喜欢聚在一起闲聊、玩

扑克，李中明总是手捧一本书，不时写写画

画，还用手机上记些什么。

打开李中明的手机，除了常用的通信软

件，其余都是各类阅读软件。他的微信通信

录中，除了亲友，还有 60 多个文学爱好者交

流群。

据说，上世纪 80 年代，物资相对匮乏的

时期，他还曾花 50 块钱买下一个二手书柜，

存放心爱的书籍，而他当时的工资是 40 多

元。这个书柜目前被珍藏在老家堂屋里，装

了 300多本书。

李中明说，漂泊半生，青丝早已被岁月染

成白发，卸甲归田后，他有两个愿望，一个是

将已经发表的文章，整理成一本合集，叫“60
岁 60 篇”。另一个是参加当地的老年大学，

圆年轻时未了的大学梦。

曹会双：矿山女工的447本读书笔记

山东莱芜的矿山女工曹会双，时常与铁

精粉为伴，但却能剪出图样复杂的窗花，她热

爱阅读，还自学了大专和本科学历。写的诗

歌作品被收入了诗集《一个人，也要活成一个

春天》出版。

曹会双说，这一切都是因为自己工作之

余从未放下读书。曹会双阅读的书籍，多是

从本地图书馆里借阅的，也会从电商平台购

买。十几年前，曹会双便把当地图书馆里的

外国诗集读了八成，波德莱尔、瓦雷里、马拉

美、彭斯等，茨维塔耶娃和狄金森……都是她

很喜欢的女诗人。

余光中、洛夫的诗，曹会双说自己定是要

读的。她还读过很多关于诗歌的理论文章；

散文方面，她喜爱鲍尔吉∙原野、雪小禅、叶倾

城、张丽钧等人的文章。

“不动笔墨不读书”，曹会双读书，只要条

件允许，会边读边记，但凡好句子好段落好篇

幅，都摘抄下来，过后会反复看反复琢磨。

1999年至今她积攒了 447本读书笔记，。

曹会双说，自己的 290余万字的习作，若

有人喜欢，她便双手奉上，并会真诚地道一声

“谢谢读过我文字的眼睛”。

杨成军：“心事”感动了万千读者

“心事总有些神经质/经常找一些/无

法辩驳的理由/把自己装进箱子的最底层/

使人无法触及/也许一生都找不到/打开箱

锁 的 钥 匙/…… 哪 怕 只 有/一 次 ……”这 首

诗来自吉林省德惠市夏家店街道办事处夏

家店村二组的杨成军，一位普通而不平凡

的农民。

在他眼里，诗就像“打开箱锁的钥匙”，他

的“心事”感动了万千读者：杨成军已经被长

春市作协吸收为会员，作品被开了研讨会，还

上了央视。

杨 成 军 中 学 辍 学 ，改 学 做 木 匠 活 儿 。

后来他就一直后悔，做梦都在读书。

1986 年他试着接触文学作品，后来写

了首诗《我愿》寄给杂志社，编辑在退稿中

说他的诗是在模仿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缺

乏新意。”而那时他连裴多菲是谁都不知

道。于是，他去书店找裴多菲的诗看，果然

看到那首《我愿意是激流》，更觉得读书开

阔视野的重要。

他与妻子结缘也是因为阅读，妻子喜欢读

一些小说散文。杨成军称，是梁晓声、铁凝、从

维熙、刘心武等人的作品让他们走到一起。

毕侠：在机器轰鸣的夜晚看见“月亮”

联系上毕侠，是早上 7点 30分，这时大部

分人刚从睡梦中醒来，而她则是刚从机器轰

鸣的工厂下班。

上了 12个小时的夜班，她的声音里满是

疲惫，但谈起阅读这事，她还是打开了话匣子。

“大概五六年前，看到了范雨素写的《我

是范雨素》，感触很深。她的文化水平也不

高，她写了自己的经历和在北京做保姆时的

生活。我当时就想，我也可以写我的打工生

活，写我的经历。”43 岁的毕侠，谈起自己尝

试写作的原因时，仍难掩激动与兴奋。

毕侠目前是在浙江嘉兴一个织布厂当工

人，这一干就是 8年。

熟悉毕侠的工友都知道，她上班时喜欢

提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一本书。机器正常

运转时，她就坐在机器边上掏出书读几页。

在工厂里，这种情况属于少见，毕侠也因

此没少遭同事笑话：“现在是网络时代，大家

都刷手机、看短视频，谁还像你这样抱着书看

啊，你难道还想考大学不成？”听到这些，她也

不争吵，只是笑笑，又低头看书。

她说，读书还是她生活中的精神支柱。

“车间很嘈杂，但读书的时候内心是安静的，

那一刻会忘记生活的烦恼，忘记柴米油盐，流

水线的工作也不再让人感到焦躁和空虚。”

12个小时又 12个小时，白班夜班不停倒

换，但枯燥的工作没有磨平毕侠心灵的触角，

反而让她在文字中找到了坚强的力量。

毕侠说，她最喜欢《月亮与六便士》里的一

句话：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到了月亮。

中国年轻人阅读洞察2023

（数据由当当网、易观分析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