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6日
“漫道世态”姜末漫画作品展，他的

画、文字，都以一种别样的感觉和温度，
带给人们一种欢愉和美好。

地点：洛川家美术馆

●4月17日
我爱这美丽的世界·凌子风电影作

品电影海报展，共展出凌子风导演18部
电影作品原版海报和他的墨宝。

地点：青岛西海岸电影城幸孚茂店

●4月18日
传承与拓展——窦凤至师生水彩画形

式语言教学展，展品风格绰约，不拘一格。
地点：青岛市美术馆

●4月19日
《“流行邂逅经典”民族音乐会》，听

一场民族音乐会，感受流行与经典的完
美邂逅。

地点：李沧剧院

●4月20日
柴科夫斯基作品专场音乐会，演绎

柴科夫斯基命运的光辉与悲怆，与乐迷
朋友一道“对话柴科夫斯基”。

地点：青岛市人民会堂

●4月21日
《我的艺术清单》来了——朱迅签售

见面会，和广大书友分享好书，畅谈艺术
对人生的影响。

地点：青岛新华书店书城

●4月22日
山东省第十五届摄影艺术展巡展

（青岛站）展览历经数月的征稿、评选，共
选出140件（组）入展作品。

地点：西海岸新区名家美术馆

▶●4月23日
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
地点：青岛市图书馆、书店等

●4月24日
澄怀味象——陈哲国画作品展
地点：胶州市市民文化中心

●4月25日
庆“五一”青岛市职工美术写生优秀

作品展
地点：青岛工人文化宫

●4月26日
“但远山长”刘园&楷茳双人展
地点：海尔路65号

●4月27日
经典京剧《凤还巢》
地点：永安大剧院

（具体内容及时间以现场为准）
王 雷 整理

青岛文化2024日志

预
告

记
录

参与文化
活动线索征集，
请扫二维码。

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
地点：青岛市图书馆、

书店等

4月

23

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青岛这 年艺艺

你参加过阅读社交吗？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崔 燕

阅读让“朋友圈”历久弥香

近日，青岛市图书馆邀请《中华传统文
化百部经典·孙子兵法》的作者黄朴民教授
做客青岛文化大讲堂，为广大读者带来了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系列讲座”之“今
天我们怎样读《孙子兵法》”。现场座无虚
席，观众沉浸在《孙子兵法》的千年智慧和
历史经验之中。

“我已经‘追’了十多年的文化大讲堂，
只要这里有活动，我基本都会参加。一开
始是我自己来听讲座，后来，我陆续约朋友
们一起来共享。这个公益课堂邀请的都是

‘大腕’。”从西海岸赶来听讲座的高女士是
青岛文化大讲堂的铁杆粉丝，她这次是约
着两位闺蜜一起来的。“我们听完讲座又一
起打卡了附近的青岛特色菜，可谓精神与
美食共享的奢华一日。”

据青岛市图书馆馆长徐月霞介绍，一些
国内知名学者、作家和青岛本土的著名作家
都曾做客文化大讲堂。“有热心的听众自发组
织了大讲堂的分享群，除了各自发表读书体
会，也会在日常不定期分享好看的书籍。”徐
月霞表示，这些“爱书人”以书会友，是民间阅
读的积极推广人。

目前，在与青年人有关的业余活动中，
读书会是一项重要的线下体验活动。尤其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与 5 月 4 日的五四青
年节相隔不远。一些青年组织便将读书与
青年节活动合二为一，与书店、图书馆、作
家等互动，开展不同形式的读书活动。徐
月霞介绍，每年世界阅读日前夕，一些青年
团体就会联系他们，在市图书馆举行名作
赏读、名家座谈等活动，“听说青年人报名
十分踊跃，他们期待这种重回学生时代的

‘精神回归’，同时也表示这样的活动可以
让他们与同龄人进行互动。”

阅读社交逐渐成为在年轻人中流行的
新趋势，《中国青年报》曾面向全国各地的
大学生开展了一项相关问卷调查，共回收
来自 163 所高校学生填写的有效问卷 2437
份。调查结果显示，55.85%的受访大学生
曾参与阅读社交，其中 47.17%的受访者参
与过线上阅读社交，15.28%的受访者参与
过线下阅读社交，另有 37.55%的受访者线
上、线下都参与过。

“年轻人通过各种各样的阅读活动可
以结识志趣相投的‘阅读搭子’。”青岛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张文彦表示，阅读社
交促进了年轻人的共同成长。“据我了解，
不少学生私下会有自己相对比较独立与固
定的读书圈子，他们经常分享阅读笔记、学
习经验，彼此督促对方的阅读进度、共享各
自的读书感悟。”张文彦说，年轻人阅读社
交的新特征非常多元，除了线下的分享，还
有不少阅读社交网站，像豆瓣、知乎等，都
是年轻人喜欢的线上平台。还有部分年轻
人喜欢雅文化，他们经常分享一些小众读
物和冷门书籍。虽然这些群体的人不多，
但他们之间的交流仿佛是一次“精神的云
游”。“社交阅读是时代的正向进程之一。
在阅读式微的时候，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引领与促进大家的阅读，是一件非常积极
的事情。”

阅读是集体的“柏拉图旅行”

“其实，阅读社交并不是当下年轻人专
属的文化交流，我们这代人尤其是文学青
年的交往，很大程度上是以‘书’为媒介。”
青岛作协原主席、著名作家高建刚回忆道，
上世纪 80 年代，他因为工作关系能够大量
接触并购买到一些稀缺的书籍。“当时，这
些购书者多是作家、诗人、学者。我与他们
有的成了朋友，至今来往甚密。”高建刚清
楚记得，他在好书紧缺的那个年代买了不
少好书——所谓“好书”自然是跟自己的阅
读需要密切相关。那时，他对文学、哲学、
艺术感兴趣，如《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四
册是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5 年 10 月第一版，
尼采的《哲学与真理笔记选》等都是一书
难求。

“由于书订得少，可谓非常紧俏，谁手
里有几本这样的书，一定会得到文友们的
热捧与羡慕。”高建刚感慨地说，在一个

“知识就是力量”的年代，因为这些珍稀书
籍，他的书事成为一个时代的“温度”。不
仅亲友找他“走后门”，一些不认识的爱书
人也辗转找来买书或者借书，书成为大家
共同进步的阶梯。“因为共同的爱好与追
求，我跟很多人因此成为很好的文友。在
提升个人文学素养的道路上也少走了很多
弯路，甚至改变了我的命运。”这种厚重的

“书缘”绵延了 40 多年，至今依旧“后劲很
大”。“与文友分享好的书籍，并彼此照亮
文学的天空。这将是我一生的温暖。”高
建刚表示。

目前，书店不仅是购买书籍的地方，更
是文化交流和社交的聚集地。书店经常举
办新书分享会、作家签售会等活动，吸引着
一群热爱阅读的人群。“青岛的文化活动丰
富，如诗歌朗诵会、文学沙龙等，这些活动
不仅促进了文学创作和欣赏，也为读者提
供了社交的机会。”作家、朗诵家高云华不
仅是著名的阅读推广人，而且参加了许多
阅读俱乐部和社团，定期组织并参加读书
会、讨论会等活动。他认为，阅读平台给爱
书人提供了分享感受、交流想法的平台，同
时通过志同道合的话题，获得更多友谊和
知识。

青岛市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刘宜庆是有
名的读书达人，经常在朋友圈分享阅读体
会。他认为，在一个大家都离不开手机的
数字时代，深度阅读与线下社交的结合，
将会呈现出独特的魅力。“随着阅读社交
的兴起，一些知名的书评家、博客作者或
社交媒体上“大 V”也成为阅读社交的一部
分。他们的推荐和评论往往能吸引大量关
注和讨论。最近，作家余华与莫言在后者
公号上的互动，就引起了年轻网友的广泛
关注。”刘宜庆介绍，目前的阅读社交渠道
广泛，许多图书馆和书店会组织各种阅读
相关的社交活动，比如作者见面会、新书
发布会、朗读会等，为读者提供了面对面
交流的机会。

随着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的发展，出现
了 许 多 专 门 的 阅 读 社 交 平 台 ，如
Goodreads、LibraryThing 等 。 在 这 些 平 台
上，读者可以分享书评、建立书单、参与讨

论群组，甚至可以通过阅读挑战和问答游
戏与他人互动。而传统的阅读俱乐部或书
籍讨论小组是阅读社交的一种常见形式，
成员们会定期聚会，讨论一本书或者一个
主题，分享彼此的见解和感受。

“我们的读书会主题是书香赋能楼宇，
星光照亮远航。”中国船级社青岛分社党委
书记颜德义是作家，也是成立青岛国际航
运中心星航读书会的主导者。他表示，最
早主张成立读书会是有些“私心”的。他本
人喜欢读书，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将同事
们聚在一起，让业余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我们会定期约定一个合适的时间，几名分
享者依次分享书籍内容和个人感悟，最后
还有自由讨论环节，供大家提问交流、畅所
欲言。”通过这样的活动，同事们彼此有了

更多了解，也锻炼了一些年轻同事的口才
与交往能力。

阅读社交已渐入佳境。青岛举办各种
文学奖的评选，鼓励原创作品的创作和分
享。这不仅提高了写作水平，也促进了作
者之间的交流。青岛的一些咖啡馆、餐厅
等场所也会举办主题阅读活动，如“美食与
文学之夜”等，将阅读与生活紧密结合。“大
量的亲子阅读活动，培养了孩子的阅读兴
趣并促进家庭间的互动。”猫头鹰助学公益
服务中心发起人张言希告诉记者，自 2021
年起，崂山区已连续四年开展“阅读马拉
松”挑战赛，让阅读走进景区、走进街道、社
区以及家庭，让更多市民通过阅读获得更
多的社交资源，感受到“爱读书，爱分享”的
阅读魅力和家庭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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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与社交在一个平行时空里碰撞、融
合，成为提升阅读质量的有效外延。

阅读原本是一件很安静、孤独的事情，与
“社交”这个有些喧嚣的词语产生的浓烈化学
反应，不亚于“e人”和“i人”的邂逅与相恋所
缠绕的有趣链接。

调查显示，社交阅读解决了很多人关于
阅读的困惑与瓶颈。比如，有的人希望通过
分享讨论读书体会、激发新想法，重新放下手
机，爱上阅读；有的人因为自己读书很难静下
心来，希望通过阅读社交的平台和参与者的
监督、鼓励，“强制”阅读；还有的人认为，阅读
一直是一种很文雅的爱好，想通过阅读结交
有阅读志趣的朋友，并通过读书的方式扩
大社交圈，毕竟一边读书一边交朋友很有
意思。

记者曾经参加由企业家组成的下午茶
读书会。分享活动中，每人分享一本最受启
发的书籍。同时，他们各显神通，讲述各自
成功的经营管理模式以及对未来的预期，整
个读书会现场就像是一场头脑风暴会。不

过，一位参加者表示，这样的读书会应该少
而精，如果搞得多了难免流于形式。大家的
时间都很宝贵，能放下手头的工作，来这样
一场“务虚会 ”，得到的应该是彼此的有
效输出。

在采访中，记者也听到了一些不同的声
音：“阅读社交也不一定适合所有人。朋友圈
经常看到硬性的每日阅读打卡，实则并没有
真的做到阅读。这就像有的人喜欢晒读书的
照片，也许只是在朋友圈打造一种知性的人
设。”阅读社交是一种流行趋势，如果不喜欢
扎堆，或者有强大的自律性与规划性，拥有自
己独立的、固定的阅读时空，那么便不必强求
自己适应或融入这种模式。

阅读社交效用最大化的模式应该是彼此
督促与分享讨论。在阅读的相互交流中，享
受思想的碰撞，汲取知识的养分，这才有意义
又有营养，才是阅读的初心与本源。“一千个
读者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阅读社交
只是一种促进阅读的手段，适合自己的阅读
方式才是最好的。

适合自己的阅读方式才是最好的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崔 燕

中国人常说“听君一席话，胜读
十年书”。当下万物复“书”的阅读社
交，将二者丝丝入扣地关联在一起。
放下手机，阅读、分享、交友、提升，这
种沉浸式的文化体验让“我读故我
在”刷新了“阅见美好”的新高度。

阅读社交，顾名思义就是以阅读
为媒介或背景的社交。有报道指出，

“阅读社交”在Z世代亦即青年群体中
相当流行，他们喜欢在网络空间中分
享读书笔记、阅读感悟等，阅读兴趣
成为他们日常社交的谈资。在各大
网络平台，不少用户将作家的名字当
作自己的引力签，以此吸引同好，共
同分享阅读带来的感悟和收获。读
书博主也越来越多，他们通过小红
书、豆瓣、抖音、B 站、今日头条等平
台，以文字、图片、短视频记录阅读心
得、推广新书。

记者手记

■市民围坐书店阅享图书。 王 雷 摄

■茑屋书店。 王 雷 摄

4·23世界读书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