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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知，贵在学以致用。”樊登书店漳
州主理人、小未来中英亲子图书馆创始人
黄家晖表示，即使在互联网时代，励志、教
程、工具书也一直支撑着书店的半壁江
山。因此，如何让书本上的知识在实际生
活中真正产生效果、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是
阅读的主要目的之一。

4 月 21 日，“听女说·自学习圈”上线。
在这里，来自不同领域的精英会在“圈”子
里分享学习体会，涉及双语、教育、心理学、
计算机、居家等各个领域，同时设置有“自
学习官”“领读者”，由参与者自愿担当并进

行管理维护。发起人
黄家晖告诉记者，以
书为媒介进行的自学

习，阅读不再仅局限于个人的喜好，而成为
各领域知识的分享融合。

“你需要的知识刚好有圈友在读，你击
节赞叹的段落刚好有圈友也澎湃于心，你苦
于无解的疑难刚好有人术业专攻，每个人都
能通过阅读和分享成为影响他人的人，这样
的阅读圈才是真的让知识落地，真正让生活
通过读书而变得更加精彩。”首批入“圈”的
成员婷婷告诉记者，有亲子教育学习经历的
她，在“自学习圈”通过课程打磨和社群孵
化，能够赢得更好的晋升空间。“这里其实就
是多个圈的交融，你的特长可以发挥，你的
短处有其他人来帮忙弥补，在书与知识的互
通中，圈与圈可以实现共同成长。”

4月 23日，“听女说·自学习圈”的首场
直播将要开启，黄家晖表示，未来不仅要线
上学习，还将结合线下书友会开展多样活
动，让读书历经从“线下”到“线上”再回归

“线下”后，发挥出更丰富的功能、为人们生
活带来更多积极改变。

阅读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

一 本 好 书 往 往 能 改 变 人 的 一

生。在过去，读书是一个人的

事，安静地沉浸在阅读世界、掩

卷回顾时品评感悟，这样带来的

满足与充实，李敖称之为“孤独

的 愉 悦 ”；而 今 ，读 书 流 行“ 组

团”，一群人聚集在微信群、直播

间、线上 App 里，签到、打卡、交

流读书心得，最终逐步形成了属

性各异的“读书圈”。

传统阅读伴随着“圈”式阅

读的兴起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新媒体时代“圈”式阅读如何走

向？本期聚焦，就请跟随记者一

起走近漳州的“圈”式阅读。

““读书圈读书圈””：：
蓬勃兴起的阅读力量蓬勃兴起的阅读力量

“ 圈 ”的 转 型

由线下“围读”到线上组群
“先得有圈，然后才有读书圈。”黄须晃说。
作为漳州较早一批成立读书同好会的人，他

的“旧时光读书会”就是由一群共同爱好文学艺术
的“圈内人”所组成。20-30个好友围坐在四壁皆
为书作的“泥人居”，就一个共同关注的读书话题
进行面对面地分享和探讨，辅以朗诵、赋诗、书画
和即兴创作，这样的读书圈成为了漳州“圈”式阅
读最早也最常见的形态。

从传统的公共图书馆到全市大小数百家书
店，各式读书会、读书沙龙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捧
一本书，就一个“小众”议题侃侃而谈，各类书友

“圈”在其领域的影响力也随之不断扩大。但“纸
墨书香”固然美好，窘于时间、地点、人数等因素限
制，线下读书会常常无法大规模开展。特别是在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如何让更多人安全参与到

“圈”阅读的行列中，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
“我们将线下‘圈子’搬到了线上。”黄须晃

说，在微信平台注册了公众号后，每次现场读书会
的主题预告、讨论心得和创作都会同步共享到网
上，让传统读书会的成果不再只是小范围的欢愉，

“圈”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
漳州南山书院创办人、闽南师大外语学院应

用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庄舍则在微信朋友圈拉起
了“共读群”。“除了将南山书院线下读书会的粉丝
组进线上读书群外，我们还在今年 1 月底新建了

‘一起撩诗词’群，让因疫情而宅在家的同好们可
以在线分享解析经典诗词作品，随时随地畅所欲
言，这样的阅读方式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真
正实现‘共读’。”庄舍说。

不仅共“读”，还要共“享”，按时“交作业”成为
了入群的必要条件。“一开始我们是要求大家在微
信群里分享每天的学习心得，对于没有按时‘交作
业’的成员将清退出群。为了便于统计和管理，

‘交作业’功能在建群三天后就迁移到了第三方小
程序‘小小签到’上。”在庄舍向我们展示的小程
序打卡圈里，已经有了 2000 多条“作业”，分享的
形式有图、有文，还有语音和视频，每个分享者都
能看到群里其他人的“作业”信息，并互相留言、探
讨、转发。

“我们还会互相推荐阅读书单，彼此加油打
气。在这里，阅读不再是传统的自觉式学习，而是
拥有了互相监督性；我们也不再是单纯的知识接
受者，而是成为了公众阅读的‘布道者’。”圈子“打
卡达人”蓝清华说。

从 传
统纸质文

本阅读到网络阅读，从
线 性 阅 读 到 片 段 性 阅
读，从读文、读图再到阅
听，随着阅读的交互式

发展，读书圈的表现形式和功能也随之发生着
巨大的改变。

今年 1 月 5 日，漳州南山书院在其直播平台
完成了今年首场网络共读分享“道化人生的历
程：我学《道德经》25 年”，主讲人厦门大学谢清
果教授以其睿智风趣的讲述吸粉无数，实时在
线观看人数达 1.4 万人。1 月 12 日，“芬芳漳州
——水仙花海诗歌朗诵会”直播上线，再次收获
无数点赞和互动“弹幕”。

“以往现场读书讲座，由于场地及距离等受
限，很多读者错失了聆听机会。有了直播后，通
过互联网大家可以随时随地在线观看，并能进

行实时互动，引发弹幕热评。”南山书院院长庄
舍说。如今，直播间已邀请教授及行业专家开
展公益讲座活动 19场，开设《生活品鉴》《文化传
承》和《学术论坛》三个栏目，拥有 2.41 万名粉
丝，累计访问量近 24万人次，不少直播还吸引了
来自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侨胞的关注。

无独有偶，4 月 18 日，漳州众望书城也完成
了今年网络阅读“首秀”。现场邀请的 2 位漳州
本土优秀作家，以脱口秀的形式在线分享了创
作心路历程、经验，并推荐主题作品，“第一期

‘试水’效果非常好，上线后在 6个书友会微信群
的数百名粉丝间备受追捧。”书城负责人陈福
源告诉记者，通过线上直播推广，阅读不再是一
个人或是一小群人的事，而是成为了每个人都
能够共享和传播的事。“圈”的范围扩大了，阅读
受益者呈几何倍数递增。

“文字弹幕”互动不仅出现在阅读直播视频
中，还出现在了多款常用的读书 App 中。“我的

手机里下载了很多读书软件，像是熊猫微书、
起点读书、番薯阅读等，里面的插评、段评功能
可以让每个人的阅读感受在读书过程中就得
到即时分享。”在市民许笺敏看来，每翻一页书
就像“掉”进一个热闹的社区，甚至还能间接参
与到作家的后续创作中，这样的“共读”，有趣
更有效果。

据悉，今年世界读书日期间，漳州市新华书
店图书城“闽南文化基地”及全市辖区各新华书
店卖场将同步开展“书香漳州·云端阅读”直播；
漳州晓风书屋将联合广西师大出版社、读书会
等在喜马拉雅 App、“书天堂”小程序等平台开展

“云共读”1小时活动；海西博文书店将邀请漳州
本土作家在 Bilibili 主站、喜马拉雅电台、微信、
微博等平台，在线分享关于阅读的那些事，每天
借阅打卡的达人还将获得书店“云颁奖”。科技
让新的阅读“圈”不断涌现，也让人们的知识读
享形式发生了最深刻的变革。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高尔基

“ 圈 ”的 扩 张

线上直播“吸粉”关注

“ 圈 ”的 交 融

引领读者互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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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南山书院组建“一起撩诗词”微信群，
让疫期宅家的同好们可以在线分享经典诗词作
品，随时随地畅所欲言，真正实现“共读”。

本报记者 蔡柳楠 摄

樊登书店读书会举行线下亲子教育主题活动
（资料图片）

本版文字由 本报记者 蔡柳楠 郭 斌
见习记者 姚智仁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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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世界读书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