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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像雨后春笋一样出现的报纸“读书”版，是新闻史上的一个亮点。

“读书”版的面世，极大地提升了报纸的文化品位，使报纸更有效地适应了不同层次读者群的

需要，从一个新的角度参与了精神文明的建设。为了使这种方兴未艾之势健康发展，认真总结

它在成长过程中的得失，是有益的。  

  在一个大体相近的时段内，机关报、专业报、行业报都急先恐后地开办“读书”版，又大

都力耕不辍，成效可观。研究“读书”版群体的生长点，即是扶持它长成参天大树的着手之

处。大体说，“读书”版的崛起，是几个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第一，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文化生态环境相对自由宽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提

下，各种见解、观点、思潮的多元化、多视角、多维度的兼容与争论，是“读书”版群体成长

的基本舆论条件。没有这样的宽松环境，“读书”版不能风起云涌，即或一时大量涌现，也可

能会因禁忌、戒律较多，或编者心存疑虑无所适从或作者望而却步欲说还休，或读者食之无味

厌而弃之。不论何种原因，“读书”版都会半途而废。  

  第二，从改革开放中受益较多的、生活在城市中的各阶层人士，有了较多的收入和较多的

闲暇时间，逐渐增强了较高层次的文化消费需求。这是“读书”版发育的最重要的社会条件，

是它创造了“读书”版的服务对象和消费群体，离开了他们，“读书”版就没有了生存的基

础。  

  第三，为了满足社会多方面的需要和扩大市场占有份额，各报采取的扩版和改装，是“读

书”版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前提。正是激烈的市场竞争，提供了“读书”版的生存空间，报纸的

老总也要更多地从市场的影响力出发，来确定和调正“读书”版的编辑思路。  

  第四，风靡一时的随笔体写作，同“读书”版的风云际会，相得益彰。“读书”版为随笔

体作家提供了园地，哺育了随笔体的成长壮大；随笔作家的作品，则构成了“读书”版的重要

文化资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十年来“读书”版的精神风貌和走向。它的作用，怎么估

计都不过分，现阶段“读书”版的长处和短处都同这个特点相关。  

  “读书”版在90年代成了大气候，有很多“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今后“读书”版的

发展趋势并不乐观，因为同样有许多制约它发展的因素。  

  制约“读书”版发展的客观条件，即读书的大环境，所谓书香社会的形成尚需时日。首

先，目前处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各阶层人士，包括在读书活动中握有领航权的精英人士，都比

较浮躁。即或是学术圈中人，也难得有坐冷板凳的雅兴。其次，大多数人的购书读书藏书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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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目前很大程度要受制于收入较低和书价太高这个经济因素，短时间内难以形成全社会性的

读书热潮。  

  制约“读书”版发展的主观条件也不可忽视。“读书”版版面的热闹并不就是读书形势景

气的指示器。本文前面已经提到，目前整个社会的读书风气并不浓厚，人均图书报刊销售量低

得可怜，即读书的大环境并不理想。“读书”版的存在，主要是适应了报纸扩版的需要。实际

运作上，则是依靠了时下当红的少数散文作家随笔作家的支持。他们的作品文字新潮，思想前

卫，确实为“读书”版增色。但是，靠少数作者的支持，稿源的基础太脆弱，难以持久，时间

长了还会显示视野的局限。这些作者的文章，大都是“我注六经”式的，借题发挥，自说自

话，对于文本本身的意蕴、价值、作用关注较少。这就是目前“读书”版主流文体的积极意义

和偏颇之所在。  

  当下经营“读书”版有几个要解决好的问题：  

  一是要引导全社会读好书。既要追踪时尚的读书热点，又不能变成了畅销书的软性广告导

刊。“读书”版应该是书界的守望者。越是媒体炒作、大红大紫的畅销书，越要及时作出平和

而公正的评点、分析，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力戒媚俗媚雅，信口雌黄。随风和故意矫情都是

不足取的。  

  二是不要把调子调得太高，既要着眼世俗化的需求，又要避免庸俗化。世俗化是市场经济

条件下社会生活的发展趋势，“读书”版要注意贴近民众生活，反映民众的物质和精神的需

要，但世俗化不等于庸俗化。  

  三是要适当回归书话体文体写作。“读书”版是开放的，面向未来的，文体风格也应是不

拘一格、兼容并蓄的。但是，“读书”版的主流体裁，应该回归到从鲁迅、周作人、郑振铎到

当代的唐弢、黄裳、董桥等大师们习用的书话体形式上来。书话体的特点，唐先生有一段经常

为人引用的名言：“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

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享受。”“读书”版理应以较大的版面提供这样的美文，

从而给读者提供更美的精神产品。唐先生又提出，写法上要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关键

在于使某一形式的特点更鲜明，更突出，更成熟，使特点本身从枯燥、单调逐渐地走向新鲜、

活泼和多样，而不是要冲突它，调和它，使它淹没于混沌汗漫之中，落得一个模模糊糊的状

态。”这段话说得也好。在“读书”版上提倡、实验、培育种种为今日读书大众所喜爱的文

体，也是“读书”版长盛不衰、为群众喜爱的生命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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