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喜爱读书的年轻人而言，“交互型读书分享会”成为当下一种流行方式。在社交媒体上，
排名前三的读书会相关话题累计播放量达50.6亿次。你可以选择参与，也可以主动发起一场读书

分享会，在开放讨论中，不仅能在知识共享中打破信息茧房，形成多元互补的知识体系，还能收获社交互动，与来自不
同行业的人建立链接，打造一种温馨的“交互型”阅读体验。 青年报记者 陈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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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参与者眼中的乐趣与动力

打破信息茧房
开拓人际交往
7月的一个周五，晚上8：30，

从事IT行业的90后小婷打开线
上会议软件，不过这次她并不是
要参与一场工作会议，而是要参
加一场线上读书分享会。

“大家先自我介绍下，然后
我们依次交流下自己对于《圆圈
正义》这本书的理解，最后是我
们的自由交流环节……”线上读
书分享会上，10位来自全国各地
不同行业的书友，因为对阅读共
同的热爱，因为书而“遇见”了彼
此。

发起人兼主持人用温柔的
声音开启这场线上读书分享会：

“最近上海连日多雨，在这样的
天气里格外想读些让人思考的
书。在上下班的途中阅读这本
电子书，让我再次思考法律、正
义和道德。”

小婷告诉记者，读书分享会
要求参加的成员读过这本书，在
分享会上围绕3个主要问题进行
展开讨论。以这场线上读书分
享会为例，成员围绕阅读这本书
的契机、阅读时最大的感受、这
本书对于自己实际生活的影响
展开。

让小婷印象深刻的是，这场
读书分享会上她遇到了律师、心
理咨询师、教师、程序员和互联
网运营等不同行业的人。“同样
一本书，不同行业的书友会有不
同的阅读视角。比如律师会结
合自己做过的社会援助类法律
咨询来分享读书感悟，探讨如何
兼顾法理和人情；心理咨询师则
将这本书作为自己了解人内心
的辅助书，从中理解如何正确面
对人性的善与欲望；教师会结合
自己的工作，从哲理思辨的角度
分析书中缜密的逻辑；互联网行
业的书友则将阅读这本书作为
丰富自己日常生活的调剂，从书
中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和优化的
角度，获得持之以恒的动力和勇
气。”

在2个小时的时间里，10位
已经阅读过原著的书友结合个
人经历，交流对书中内容的思
考。对于入门级选手小婷而言，
因为参加读书分享会，她培养了
边阅读边写随笔的习惯，也促使
她在阅读的同时进行思考。

记者了解到，目前读书分享
会分为线上和线下两种类型，相

较于传统的由出版社或者专业
机构发起的读书分享会，如今还
流行由年轻人自己在读书分享
会平台、书友微信群内或社交平
台发起的读书分享会。每场读
书分享会通常最多10位书友，通
过分享会结合自身感悟的形式，
让每位参与的书友都参与表达
和讨论。

《中国读书会发展调查研究
报告》提出读书会是推进全民阅
读活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
且是颇具活力的部分。谈及为
何想要报名线上读书分享会，小
婷告诉记者：“今年5月，我朋友
推荐我加入一个读书分享会的
线上平台，后来我又陆续加入了
几个读书分享会的微信群。我
大学学的是通讯专业，毕业后就
在科技企业工作，平时阅读的都
是专业书或者行业报告。如果
不参加读书分享会，我会受信息
茧房的影响，对于社会的认知和
了解受局限。线上读书分享会
更加省时间，下班后就能参加。”

发起者眼中的互动与成长

自由发言讨论
帮助深化理解
读书分享会的互动性不仅

体现在书友之间的讨论，也体现
在身份的转变，读书分享会R 参
与者也能成为发起者。在药企
工作的95后姝涵今年参与过场
读书分享会，随着她对读书分享
会的讨论流程逐渐熟悉，近期她
发起了2场读书分享会，一场活
动地点在黄浦区的一家咖啡店，
一场是线上读书分享会。

在线下读书分享会现场，咖
啡店内灯光氤氲，温馨的木制桌
椅，屋内摆放着小清新的绿植，
营造了温馨的氛围。在活动正
式开始前的10分钟，书友们陆续
到达，虽然彼此并不认识，但是
大家并不尴尬。姝涵回忆道，

“作为发起人，不仅需要引导读
书分享会的交流顺序，在正式交
流前，用自我介绍让大家快速破
冰也很重要。相较于线上读书
分享会，参加线下读书分享会的
书友通常性格比较外向，对于第
一次参加线下活动的书友，我会
特别鼓励他们多发言。”

“我发起的线下读书分享会
的书是《自我关怀的力量》，这本
书陪伴我度过最难过的时刻，这
也是我为何想要发起这场读书
分享会的原因。”姝涵告诉记者，
最初读这本书，是在她第4年考

证失败的时候，因为备考付出很
多沉没成本。那时她经常失眠、
脱发。直到读到这本书后，她将
这本心理学书的理论和训练方
式运用于自身，让内心重拾力
量。

让姝涵深受感触的是，随着
她先主动自我剖析，书友们很快
都敞开心扉，彼此围绕考研考
公、职场困惑、婚姻育儿等方面
展开。不少书友在分享的过程
中，语气哽咽，眼睛略微发红。
有位性格特别开朗的书友说，自
己在年初的时候投资失败，损失
了很多钱，他结合书中自我关怀
的训练方法，分享他如何走出焦
虑和失落的情绪。

谈及线下读书分享会，就不
得不提及如何解决读书分享会
的线下场地问题。姝涵告诉记
者，在举办线下读书分享会之
前，她会先和线下咖啡店店主确
认活动举办时间和人次。线下
读书分享会本身不会收取活动
费，不过因为用了咖啡店的场
地，会在书友报名前提前说明，
每人需要在咖啡店内点一杯饮
品或者小食。“上海不少咖啡店
本身就有书吧，调性和读书分享
会也很搭。对于咖啡店而言，这
也是增加咖啡店社区性以及用
户黏性的方式之一，助力小店经
济。”一位咖啡店主理人告诉记
者，如今不少咖啡店对读书分享
会保持拥抱态度，甚至在特定的
日期比如周年庆的时候，咖啡店
自己也会组织读书分享会等活
动。

读书分享会上年轻人主要
喜欢哪些类型的书？一位读书

分享会微信群群主陆小姐告诉
记者，根据过往的读书分享会来
看，心理类书藉约占40%，文学类
约占30%，社科类占30%左右。在
群主看来，“我们群内的书友以
90后为主，如今的心理类书不仅
有专业知识，也有很多和年轻人
相关的案例，比如关于与人交
往、如何自洽以及情感沟通的类
型。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时群
内发起《被人讨厌的勇气》这本
书时，几乎群内的书友都想报名
讨论，非常积极。”

谈及心理类、文学类和社科
类书的读书分享会有哪些差别
时，陆小姐说，“整体分享和讨论
交流流程大同小异，主要围绕书

的主要内容和观点，这本书对于
实际生活的影响，以及书中有感
触或不理解的内容展开。不过
由于书的类型不同，书友之间讨
论的方向会有差异，比如对于心
理类书，书友在讨论交流中会分
享很多自己或者身边的案例；对
于文学类书，大家会更注重细腻
或严谨的文字，给自己内心的触
动；对于社科类书，大家讨论分
享经常会结合现实或者热点话
题，谈谈自己的感触。”尽管每次
读书分享会中大家讨论交流的
书不同，但是每场读书会的收获
就像被风吹落的种子，在日复一
日中，在每位书友心中慢慢开出
花朵。

为何“交互型”读书分享会

在年轻人中流行？国家二级心

理咨询师俞莉娜在接受青年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由年轻人自己

发起的读书分享会，相较于传统

由出版社、图书馆等专业机构发

起的读书分享会，更容易找到共

同感兴趣的书和话题。

读书分享会的魅力既有书

的魅力，也有社交互动的魅力。

值得一提的是，读书分享会提供

了一个深度阅读的环境，通过共

同讨论和自由发言的形式，引导

参与者进行有深度的阅读，共同

剖析书中的观点、情节和意义，

让每个人都能在对话和碰撞中

获得更深入的理解。共同交流

书中的故事和道理，也能帮助年

轻人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

和挫折。

围绕线上读书分享会和线

下读书分享会的差异，俞莉娜认

为，对于上班族而言，线上读书

分享会可能更加方便快捷，对于

性格腼腆的年轻人而言，线上读

书分享会可以作为一个开始接

触读书分享会的契机，随着自己

对于读书分享会的热爱加深，再

逐渐自己发起读书分享会。俞

莉娜补充道，“由于现在年轻人

很多都是线上沟通聊天，还是要

建议和鼓励年轻人多尝试参加

线下读书分享会，以书会友，多

和人面对面沟通。”

“交互型”阅读交互的是什么？

有助于年轻人更好应对生活中的挑战

当代年轻人热衷于读书分享会。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