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2月30日 星期六 5

消费升级不仅体现在衣食住行中，同样体现在精神层面上——

图书消费变形记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牛 瑾

最近，家住天津的伍嘉发了一条信
息到朋友圈，内容是说她在“薄荷阅读”
公众号上坚持英文阅读已经 25 天了，
引得不少朋友点赞。“利用零散时间读
读电子书，放假在家翻翻纸质书，有阅
读的日子总觉得特别充实。”伍嘉说。

其实，很多人都与伍嘉有着相似的
经历，微信中发起的“共读一本书”“21
天阅读计划”等活动参与者众多就是一
个例证。在反映大众阅读习惯变化的
同时，读者也“剧透”了图书消费变形记
这出大戏的秘密。

纸质图书逆势上扬

说到图书消费，最先闯入大家脑海
的，是那场由来已久的电子书与纸质书
间的“生存大战”。在信息通道日益丰
富的今天，大多数人被各种数字终端占
据了所有时间。于是有人会问，你还有
时间阅读纸质书吗？答案是：有的。

根据开卷的数据，2017年1月份至
11 月份，在图书实体店渠道消费中，总
体市场同比增幅达 3.6%；在天猫、京东
两大平台的网络书店渠道中，图书销售
增 幅 超 过 35% 。 同 时 ，日 前 发 布 的

《2016-2017年度北京市全民阅读综合
评估报告》显示，北京市居民纸质读物
阅读率为81.02%；2013年至2017年连
续 4 年间，人均纸质图书消费增加 85
元，达330.92元。这一系列数字无不说
明，纸质书不仅没有在与电子书的“短
兵相接”中败下阵来，反而实现了逆势
上扬。

再看举措。从 2018 年一季度起，
四川省成都市常住居民到试点文化场
所买书，可按一定比例获得文化消费补
贴积分返还，再次消费时直接抵用消费
金额，并再次获得积分补贴，循环往
复。自今年6月15日开始，安徽省合肥
市市民前往全市近 150 个文化点完成
电子“签到”，就能兑换数额不等的图书
券等文化福利。这一系列举措证明，纸
质图书的消费环境逐渐改善。

还有“铁粉”。傅楠是一名大学老
师，她在朋友圈中发布的最多内容，就
是转让已经看过的书籍。“我喜欢买书，
更喜欢看书。这也导致了一个后果，就
是家里有足够的地方住人，却不够地方
来放书。我想给这些书找个‘好人家’，
一来，我有了更多的地方买新书；二来，
也可以以书会友，交流心得。”傅楠说。

当然，图书出版社也在借各大电商
平台打造“电商节”，扩大图书产品销
量。“今年‘双 11’‘双 12’期间，我们在
天猫官方旗舰店参加了全品类促销活
动，借助电商平台的大流量，店铺销量
在短时间内有了显著提升。更重要的
是，类似的‘电商节’还给我们带来了新
访客量，这些客户有可能就是潜在的长
期客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市场部
主任朱丹告诉记者，未来还将在纸电同
步上下功夫，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

所以，纸质书与电子书并不是要互
相取代，反而是在互补中共存，并逐渐
细分。短读看“屏”，长读看“纸”；休闲
娱乐看“屏”，理性思考看“纸”；“但当涉
猎”看“屏”，深入研究看“纸”。最终受
益的，是我国的图书消费市场，以及热
爱读书的每一个人。

童书市场茁壮成长

要问哪类图书最好卖，答案必须是

童书。数据显示，2016 年，童书市场销
售 量 突 破 70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超 过
10%，是图书中最活跃的板块。这一方
面是受全面二孩政策影响，多出了一大
批目标读者，童书消费需求大增；另一
方面，也是因为家长对儿童阅读及家庭
教育关注度持续升温，愿意为孩子成长
投入金钱。尤其是女性更操心子女教
育，比男性更习惯从书本中获得知识，
为本就火热的童书市场再添一把柴。

更重要的是，对家长们来说，现在
不仅可以买到童书，而且还能买到更多
种类的图书。无论我国的原创作品还
是引进的国外作品，都是丰富孩子见识
的重要窗口。卢珍是一个 5 岁小朋友
的妈妈，她日常开销中的很大一部分都
是围绕孩子的。在这一部分中，童书又
占据了不小比重。“孩子喜欢看迪士尼
动画片，我就配套着给她买了一些迪士
尼双语读物，也买了不少原创童书，陪
着孩子一起读。”卢珍说。

其实，卢珍还有一个身份，她是一
位资深版权经理，平常做的就是让中国
童书“走出去”、把外国童书“引进来”的
工作。在她看来，最近几年，我国原创
童书的整体数量和质量都有了不小提
升，特别是去年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
奖以来，也向世界证明了我国原创儿童
文学的实力，与世界顶尖水平的差距正
在缩小。“但是，在社会协作度要求较高
的领域，本土原创精品率和影响力仍然
相对薄弱。比如，有些作者写得好，插
画师画不好；有些作者科学知识很全
面，普及给儿童的能力却欠佳，这都影
响了原创童书在消费市场中的占有率，
更使其在‘走出去’后难以成为当地的
畅销书。”卢珍告诉记者，现在有一种开
创性的合作模式，即“国内作家+国外画
家”，有力地促进了童书质量提升，为家
长和小朋友们提供了更多选择。

事实上，近两年的童书消费市场，
除了有丰富的原创作品和引进作品外，
立体书、有声书也越来越被广泛接受，
成为消费热点。在当当网上，就有用户
购买了《好好玩神奇的生命立体书》后
留下这样的评语：“色彩丰富但又不复
杂，书本的立体感和操作性带给孩子更
强烈的兴趣，赞一个。”或许，不止立体
书、有声书，未来的童书消费还有更多
想象空间。

新派书店顺应潮流

书都是一样的，在哪里买重要
吗？未必不重要。曾经，传统书店纷
纷倒闭，传统图书出版公司也陷入低
潮，一时间大有被摧毁的态势。如
今，新派书店在全国开了一家又一
家，不少旅行者把目的地有特色的新
派书店放到了行程中，去转一转，拍
张照片发个朋友圈，也顺便买回几本
书作为伴手礼。其实，这说明了“在
哪里买书”很重要。

前者是因为，随着当当、亚马逊等
网上书店的崛起，同样只会“卖书”的传
统书店在消费的便捷性和最敏感的价
格上败下阵来，失去了市场。而后者，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书店，因为这里最多
的商品就是书，人们到这里来的目的大
多也是书，但却不能说它只是一个书
店，因为它是多业态综合经营，打造出
一种“你在这里消耗时间，不只是选择
了一种书籍和产品，而是基于你选择的
书籍和产品，选择了属于你的生活方
式”的新消费场景。这些，都是网上书
店不具备的特质。

北京荟聚购物中心里的“言几

又”，就是这样一家新派书店。暖黄色
的灯光照在书上，也打在人的身上，
柔和，舒服；书籍在方形的木架上整
齐摆开，每摞书最上方的样书都穿着
厚厚的透明书衣，保护了书籍，又方
便了阅读；转角处的陶器制作和手工
皮具、咖啡吧和选书榜，为人们提供
了另外一种可能。在外企工作的王悦
就是“言几又”的常客，到这里选选
书让她觉得很解压。“有时还会叫上朋
友一起，大家可以选各自爱看的书，
还可以喝喝咖啡、做做手工，多种需
求一站搞定。”王悦说。

除了新派书店，共享书店也成为人
们生活中的亮点。在满足阅读需求的
同时，也有人提出疑问：“都共享了，还
有人买书吗？”朱丹觉得，这个问题需辩
证来看。“共享书店会减少部分图书品
类的采购，比如教辅学习类，一些休闲
类的纸质书也会因此降低销量。但是，
对一些具有出版价值、内容积淀深厚、
有一定文化品位的图书来说，反而增加
了图书与读者接触的机会，扩大了传播
面，同时也激发了读者的购买需求，其
实这是对图书出版品质提出了更高要
求。出版社必须跟进创新，及时调整出
版思路和经营策略。”

一纸风行意味长
魏永刚

这两年，纸质图书销售量又有提

升。这条消息耐人寻味。

在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读书这件

事情本身面临很多改变，首先变化的是

“书”。有人说，“书”将成为一个历史名

词，被轻便的电子产品所代替；也有人

坚信，“书”还将存在，它从历史中走来，

依然会创造新的历史。这种争论其实

至少已经延续了10多年。今天，我们看

到，电子读物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但

传统意义上的书也没有“淡出江湖”。

纸质图书销售量“逆势而上”的消息，就

是一个佐证。

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电子产品盛

行的时代。生活中各个方面都被改变，

阅读从形式到内容也都有了很大变

化。人们在不停地问：我们该如何读

书？读什么书？

单纯从阅读体验角度看，电子书固

然有其显而易见的优势，但也有比不上

纸质图书的地方。我时常想到的是“乱

翻书”这件事。奔着一个明确的目的查

找资料，电子阅读和网络搜索的确要比

站在书架前寻找更有效率。但是，阅读

的快乐其实并不仅仅是这种寻找，更多

的时候是一种漫无目的的“乱翻”。很

多所谓灵感的东西，并不都是在有意识

地寻找中发现的，往往产生在这种漫不

经心的“乱翻书”中。如果乱翻的间隙

突然有一点意外发现，或者看到几句让

自己心动的话，随即想把它勾画住或者

记下一点想法，这时，我们就会感到，纸

质书真好！这种随意翻阅、意外发现的

感觉正是读书之乐趣所在，这恐怕是电

子图书暂时还没有办法满足的。

当然，伴随着电子读物长大的下一

代人，也许可以从各色电子产品找到

“乱翻书”的感觉。即使到了那个时候，

纸质图书恐怕还将有存在的现实意义，

而不会简单地成为一个历史存在物。

人类有文字的历史，是从文字介质

开始的。现在所知最早的介质有岩画、

甲骨乃至竹简木简。纸张的出现不过

是最近两千年的事情。但是，薄薄一张

纸，承载了两千年人类文明的繁荣。有

了纸张，文字记载了更多知识，文明也

在更广阔的地理范围内传播。当然，技

术发明的脚步并没有被一张薄纸所遮

挡，人们很快发明了照相技术、录音技

术乃至录像视频技术，等等。但迄今为

止，每一项技术都没有完全取代纸张而

成为文字的介质。所以，书依然是纸张

意义上的书。

纸张的产生也没有完全取代其他

文字介质。今天，我们依然会把文字写

在木牌上称之为“匾”，刻在石头上叫作

“碑”。历史是面镜子，照相没有取代画

画，录像没有取代摄影，印刷没有取代

书法，电子图书也很难完全取代纸质的

书。因为，人类技术发明的本质在于不

断丰富人们生活，而不是相互替代，有

你无我。电子读物无疑改变了人们的

阅读品味和图书消费需求，但改变的不

一定是图书的纸质本身。伴随人类文

字历史走过两千年时光的纸张，还将在

我们的现代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

诗书耕读传世久，一纸风行意味

长啊！

《百姓生活》主编 许跃芝

责任编辑 梁剑箫

美术编辑 夏 一 吴 迪 高 妍

邮 箱 jjrbbxsh@163.com

博物馆特色游成“网红”
吉蕾蕾

最近，央视热播节目《国家宝藏》火了。它不仅上
了热搜，在知乎上形成了话题，豆瓣上的评分也高达
9.3分；腾讯视频上线5天播放量突破3000万次，迄今
播放量更是达到7000多万次。

此次播出的《国家宝藏》，无论从题材选择、节目模
式还是内容表现等，都选择了不一样的“打开方式”。
比如，每件国宝都有一个“保护人”。同时，为了与国宝
匹配，还特地找了明星演员讲解国宝的前世故事。

没有强大的文化自信，任何国家都不能成为世界
强国。博物馆，作为一国文化集中展示的窗口，更显得
尤为重要。

随着这个被称为中国版“博物馆奇妙夜”国宝探秘
节目的热播，9家博物馆、27件镇馆之宝一一亮相。人
们在赞叹古代工匠智慧及其背后故事和情怀的同时，
也对一改往日枯燥严肃的博物馆有了兴趣。博物馆特
色游成了百姓趋之若鹜的旅游“打卡目的地”。

在多家旅游平台上搜索，可以发现，国内“博物馆”
旅游线路已达千条以上，包含跟团游、自由行、当地玩
乐、私家团等多种玩法。在目的地中，覆盖了北京、陕
西、湖南、江苏、浙江、山东等地区。故宫博物院、南京
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等国内著名博物馆，以及各地
特色博物馆也越来越多地被安排进跟团游行程中。比
如，南京 2 日游行程中有南京博物院；北京 4 日亲子
游，包含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故宫、北京石刻艺术博
物馆、首都博物馆；成都、峨眉山、乐山、都江堰 6日游
也包含了三星堆博物馆。

驴妈妈旅游网公关部总经理李秋妍介绍，自12月
初《国家宝藏》节目开播以来，“博物馆”相关旅游产品
的搜索量环比上升近1倍。预计元旦期间，“为一座博
物馆赴一座城”将成热门，行程涵盖博物馆的旅游产品
预订人次同比增长 1.3 倍，不单是节目“同款”的故宫
等9大博物馆，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上海中国航海博物
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厦门上古文化艺术馆、安徽
祁红博物馆等也成为热门目的地。

博物馆特色游不再只是纯粹的打卡游览，而是更
加注重深层次体验。其中，“夜宿博物馆”等主题游格
外受亲子家庭青睐。比如，驴妈妈旅游网“驴悦亲子”
旗下一款“中国古动物馆夜宿两日游”将带领孩子们像
考古研究员一样，搜寻发现古生物化石遗迹，清理并翻
模采集古生物化石，夜晚在帐篷中追溯恐龙足迹，与恐
龙同眠。此外，还有“钟书阁夜宿2日游”，令孩子们在
书海泛舟，了解书籍起源，手绘“我的书店”亲手制作线
装书，开启智慧大门。

一档电视节目又一次带火了旅游，只不过这次不
再是旅游类真人秀，而是一档“正经到骨子里”的文化
节目。数据显示，自 12月初《国家宝藏》开播以来，通
过“博物馆”搜索国内旅游产品的数据上升了50%。

事实上，我国博物馆资源十分雄厚。据统计，
2016 年度全国注册登记博物馆总数达 4873 座，比
2015 年度增加了 181 座，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且全国
免 费 开 放 博 物 馆 4246 座 ，占 全 国 博 物 馆 总 数 的
87.1%。《国家宝藏》的走红也充分表明，老百姓并不缺
乏对博物馆、文物的兴趣。

随着《国家宝藏》节目热度的攀升，特别是临近寒
假，不少有亲子游和游学计划的家长已开始把目光转
投“寻宝之旅”。

观众在参观上海博物馆展出的文物。 吉蕾蕾摄

消费者正在网上书店选购图书。

赵 晶摄

在北京“言几又”书店，琳琅满目的图书陈列于架上。 翟天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