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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店打卡

三亚西岛
有个“海上书房”

清晨，阳光洒落在海南三亚的西岛渔村，一艘艘渔船

静静停泊在岸边，海浪轻拍船身，仿佛在诉说这座岛屿的

今昔。

在这座风景如画的旅游小岛上，有三艘特别的旧渔

船，它们不再随潮起航，而是以书为帆，为这座渔村注入文

化新意，也为海南乡村旅游的发展翻开了崭新一页。

“最初来到西岛，其实是一个偶然。”谈起书房的缘起，

“海上书房”创始人秦加一回忆说，当时改造完船只却还没

有找到合适的落脚点，恰逢西岛启动美丽乡村建设项目，

在当地政府支持下，三艘渔船最终靠岸于此。2017年8月

起，“海上书房”对岛上居民和上岛游客免费开放。

“第一批上船的，是村里的孩子。”秦加一说，作为一个

有着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渔村，西岛此前从未有过属于孩

子们的图书空间。“海上书房”成为他们的“精神领土”，自

此，一段属于阅读的岛屿记忆悄然开启。

三艘船，三种功能。第一艘是“满仓的书”，开放式图

书馆供人自由翻阅；第二艘承载着文创展览与读书活动空

间；第三艘则是“童年展览船”，陈列着各类与成长记忆相

关的物件。

“在这座小岛，大家总是追逐打卡式的旅行节奏，而‘海

上书房’恰恰希望成为那个让人慢下来、静下来、读下去的地

方。”秦加一说，书房不追求热闹，真正重要的是让人愿意在

这里停留，哪怕只是认真读几页书、写一张明信片。

这些年来，书房接待了无数来往的游客，也陪伴着村

里的孩子成长。“书店很难有盈利空间，但它有着推动阅读

的使命。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坚持把‘海上书房’办下

去。”秦加一说。

随着“海上书房”项目不断发展，秦加一和她的团队也

更加关注岛屿的生态命运。西岛四面环海，为珊瑚礁所环

绕，被称为珊瑚岛，拥有丰富但脆弱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由

珊瑚礁砌成的老屋群落，已成为难以复制的文化遗产。

“我们开始联动更多艺术家，用创作的方式唤起人们

对海洋生态的关注。”在书房带动下，更多人与自然和谐共

建的行动正在展开。文化与环保，在这里找到交汇点。

“风吹哪页，读哪页”——这是“海上书房”的一句标

语，也是一种贴近自然、贴近内心的生活哲学。它既描绘

出阅读与海风交融的独特意境，也诠释了人与这座小岛之

间的深层联结。

在快节奏的当下，这三艘停泊在岸边的书船，如同静

谧的文化灯塔，为西岛增添了一份独特的人文温度。它提

醒人们，在打卡与奔波之外，还可以选择停下脚步，在书页

间与自己对话，在海风中重拾内心的从容。 （据新华社）

游客在“海上书房”参观。
(新华社记者郭良川摄)

视频化阅读：

如何为书本
打开新“视界”？

据新华社北京4月22日电（记者郭兴、邓瑞璇、尹思
源）在地铁通勤、公园休憩或工作间隙的碎片时间里，越

来越多的人选择观看读书博主的视频来了解一部作品。

视频化阅读正悄然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

下班回家的地铁上，北京市民张女士跟随“睡前故事

《红楼梦》”系列视频，深入了解这部文学经典。“以前一直

看不进去《红楼梦》，偶然看到这个视频解读，才发现名著

魅力所在。”她说。

记者在多个视频平台搜索发现，许多博主以不同风

格解读文学作品，或长或短，或温情或幽默，吸引了众多

用户观看收藏。

“本视频耗时5个月制作，共计240分钟，为你深度解读

名著《白鹿原》”。这是读书博主“一只萧包子”解读《白鹿原》

单个视频的开场白。视频发出后，收获众多网友点赞。

视频中，他详细讲述了《白鹿原》故事的情节，还加入

了人物特效、配音演绎以及时不时抖出的“包袱”。

“我想让大家更容易走进这个故事，去推开那片黄土

高坡上白鹿原的大门。”在他看来，用现代人喜欢的方式

解读，大家就更容易走进名著。

在广州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的王先生，经常刷到一

些读书博主的讲解视频。“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但可快

速了解一本书的精华。”王先生说。

“尽管观看图书解读类视频并非传统的‘读字’，但它

本质上依然是知识的获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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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关于图书讲解、图书

导读的视频和直播，均属于广义的阅读范畴。

“好的读书博主首先和创作者共鸣，然后像信号基站

一样，把共鸣和共振表达出来，把更多读者的内心拉进了

作品中。”一位畅销书作家告诉记者。

“类似《百年孤独》的著作人物关系复杂且涉及不同

文化背景，很多人看不懂就放弃了。通过视频化的讲解，

可以增强阅读的信心。”徐升国表示。

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学院教授施勇勤认为，视频化阅

读有趣、门槛低、观看场景不受限，读者还能在评论区互

相交流，诸多优点让这类视频快速传播收获大量观众。

施勇勤表示，视频和直播阅读还带动了大众阅读实

体书的兴趣。她举例，《额尔古纳河右岸》在某直播间被

推荐后，销量达几百万册。

然而，施勇勤等多位采访对象也表示，视频化阅读虽

然满足了部分受众的阅读需求，但不能代替传统文字阅

读。图书讲解更多的是“解书”“荐书”引导阅读的作用，

一味靠视频“阅读”容易带来碎片化、浅层化的认知，真正

的阅读还是要回到原著中来。

“视频是博主自己的思想输出，不能代替读者自己阅

读理解。”“一只萧包子”说，只有自己阅读，才能形成自己

的思考与成长。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视频化阅读不仅拓展了全民阅

读的时空边界，更实现了知识普惠。应发挥视频化阅读

的优势，推进全民阅读。

徐升国建议，引导培育一大批优秀的“阅读摆渡人”，

告诉大家阅读的好处和方法，加强“难啃”经典名著的解

读，逐渐引导观众从视频阅读转向原著阅读，把视频平台

变成推广全民阅读的重要渠道。

如今，多个视频平台也在线上持续开展读书活动，邀

请作家、读书博主、读者等分享好书，在数字空间营造阅

读氛围。

同时，施勇勤表示，视频平台需加强对优质阅读内容加

权推荐，给予“阅读摆渡人”更多流量扶持；除为有阅读习惯

的人群做推荐外，还需为更大范围用户做尝试性推荐。

专家还建议，通过系列专题的图书分享，让读者在碎

片化中尽量获取结构化、系统化的知识。“比如用50个10

分钟的视频解读《红楼梦》，虽然它还是碎片化，但是系统

化的程度高了。”徐升国说。

“读者也可以多关注一些作家、出版社、优秀读书博

主的账号，把视频化阅读作为深度阅读的补充。”天津一

家实体书店负责人刘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