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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陈沁				庄庸

从中国青年阅读需求指数和中国青年阅读供给指数的变化中，我们能观

察到如下内容：

一 ｜ 青年阅读的偏好变化

从阅读需求的角度，2019 年 11 月，需求指数排名前三的阅读域是哲学

及社会科学阅读域（需求指数 42.82）、文学阅读域（需求指数 17.96）和历

史阅读域（需求指数 10.10）。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需求指数由 2019 年 10

月的 37.31 上升至 2019 年 11 月的 42.82，环比上升 5.51，是 2019 年 11 月需

求指数上升幅度最大的阅读域。文学阅读域需求指数由 2019 年 10 月的 21.75

下降至 2019 年 11 月的 17.96，环比下降 3.79，是 2019 年 11 月需求指数下

降幅度最大的阅读域。历史阅读域需求指数由 2019 年 10 月的 11.34 下降至

2019 年 11 月的 10.10，环比下降 1.24。此外，2019 年 11 月需求指数上升的

阅读域还有艺术阅读域（环比上升0.04）和生活相关阅读域（环比上升0.03）。

2019 年 11 月需求指数下降的阅读域还有教育阅读域（环比下降 0.31）、语

言学阅读域（环比下降 0.13）、经济金融管理阅读域（环比下降 0.09）和自

然科学阅读域（环比下降 0.04）。中国青年阅读需求指数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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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 中国青年阅读需求指数

接下来针对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和文学阅读域这两个主要的阅读域展

开详细分析。

将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细分为 7 个二级阅读域，通过观察近半年来这

些细分领域的指数走势发现，心理阅读域和宗教阅读域需求最大。对比分析

近两个月的数据，心理阅读域需求指数由 2019 年 10 月的 30.56 上升至 2019

年 11 月的 30.63，环比上升 0.07。宗教阅读域需求指数由 2019 年 10 月的

21.73 上升至 2019 年 11 月的 21.86，环比上升 0.13。国学阅读域是 2019 年

11 月需求指数上升幅度最大的阅读域，需求指数由 2019 年 10 月的 11.57 环

比上升至 2019 年 11 月的 11.78，环比上升 0.21。哲学阅读域是 2019 年 11 月

需求指数下降最多的阅读域，需求指数由 2019 年 10 月的 9.67 下降至 2019

年 11 月的 9.37，环比下降 0.30。此外，2019 年 11 月需求指数下降的阅读域

还有政治阅读域（环比下降 0.19）和文化阅读域（环比下降 0.04）。哲学及

社会科学阅读域需求指数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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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 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需求指数

将文学阅读域细分为 8 个二级阅读域，通过近两月数据分析，小说阅

读域需求最大，需求指数由 2019 年 10 月的 51.70 下降至 2019 年 11 月的

50.56，环比下降 1.14。散文随笔阅读域是 2019 年 11 月需求指数下降最多的

是阅读域，需求指数由 2019 年 10 月的 15.00 下降至 2019 年 11 月的 12.35，

环比下降 2.65。此外，需求指数下降的还有经典阅读域，需求指数环比下降

0.07。2019 年 11 月需求指数上升最多的是诗歌阅读域，需求指数由 2019 年

10 月的 1.43 上升至 2019 年 11 月的 4.84，环比上升 3.41。此外，纪实文学

阅读域需求指数由 2019 年 10 月的 4.63 上升至 2019 年 11 月的 4.79，环比上

升 0.16。漫画绘本阅读域需求指数由 2019 年 10 月的 22.18 上升至 2019 年 11

月的 22.26，环比上升 0.08。戏剧电影阅读域需求相对稳定，指数变化不大。

文学阅读域需求指数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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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文学阅读域需求指数

二 ｜ 文化机构供给的阅读内容变化

从供给的角度，文学阅读域的供给量仍是最多的，远远超过了其他阅读

域的供给量。通过观察阅读域供给指数走势发现，各阅读域供给指数相对需

求指数更稳定，波动较小。通过对比分析中国青年阅读供给指数近两月的数

据发现，文学阅读域供给指数从 2019 年 10 月的 52.71 上升至 2019 年 11 月

的 53.14，环比上升 0.43。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供给指数从 2019 年 10 月的

22.28 上升至 2019 年 11 月的 23.40，环比上升 1.12，是 2019 年 11 月供给指

数上升最多的阅读域。此外，2019 年 11 月供给指数上升的还有经济金融管

理阅读域（环比上升 1.05）、艺术阅读域（环比上升 0.27）和工学阅读域（环

比上升 0.19）。2019 年 11 月供给指数下降最多的历史阅读域，历史阅读域

供给指数由 2019 年 10 月的 7.93 下降至 2019 年 11 月的 6.14，环比下降 1.79。

此外，2019年11月供给指数下降较多的还有自然科学阅读域（环比下降0.90）、

教育阅读域（环比下降 0.23）和生活相关阅读域（环比下降 0.14）。法学阅

读域供给指数变化不大，中国青年阅读供给指数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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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 中国青年阅读供给指数

接下来对供给量最多的文学和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进行供给侧详细分

析。

小说和散文随笔是文学阅读域中供给量较大的阅读域。通过对文学阅读

域供给分析，小说阅读域供给指数从 2019 年 10 月的 75.87 上升至 2019 年

11 月的 76.07，环比上升 0.20。散文随笔阅读域供给指数从 2019 年 10 月的

17.30 上升至 2019 年 11 月的 18.07，环比上升 0.77，是 2019 年 11 月文学阅

读域供给指数上升幅度最大的阅读域。经典阅读域是 2019 年 11 月供给指数

下降幅度最大的阅读域，供给指数由 2019 年 10 月的 1.95 下降至 2019 年 11

月的 1.22，环比下降 0.73。2019 年 11 月供给指数下降的还有漫画绘本阅读

域和纪实文学阅读域。文学理论阅读域供给较为稳定，指数变化不大。文学

阅读域供给指数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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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 文学阅读域供给指数

哲学是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中供给量最大的阅读域。对比最近两月

数据，哲学阅读域供给指数由 2019 年 10 月的 35.03 上升至 2019 年 11 月的

35.42，环比上升 0.39，是 2019 年 11 月供给指数上升最多的阅读域。此外，

供给指数上升的还有政治阅读域（环比上升0.37）、文化阅读域（环比上升0.10）

和社会学阅读域（环比上升 0.02）。心理阅读域是 2019 年 11 月供给指数下

降最多的阅读域，供给指数由国 2019 年 10 月的 27.54 下降至 2019 年 11 月

的 26.93，环比下降 0.61。此外，国学阅读域供给指数由 2019 年 10 月的 0.63

下降至 2019 年 11 月的 0.41，环比下降 0.22。宗教阅读域供给指数由 2019 年

10 月的 7.38 下降至 2019 年 11 月的 7.33，环比下降 0.05。哲学及社会科学阅

读域供给指数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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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 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供给指数

三 ｜ 需求变化与供给变化的关系

通过比较中国青年阅读需求指数和中国青年阅读供给指数最近两月的数

据，可以将阅读域的供需变化态势划分到四类区间。第一类区间为需求量和

供给量同向增加，属于该区间的阅读域有利于市场热度升温，主要包括哲学

及社会科学阅读域和艺术阅读域。第二类区间为需求量和供给量同向减少，

属于该区间的阅读域意味市场热度可能在下降，主要有历史阅读域、教育阅

读域和自然科学阅读域。第三类区间为需求量在减少而供给量却在增加的阅

读域，主要包括文学阅读域、经济金融管理阅读域和工学阅读域。第四类区

间为需求量在增加而供给量却在减少的阅读域，主要生活相关阅读域。详见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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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 中国青年阅读需求指数与供给指数对比

四 ｜ 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

通过对中国青年阅读域销售状况分析发现，文学阅读域是最畅销的，市

场映射指数由 2019 年 10 月的 68.18 下降至 2019 年 11 月的 64.42，环比下降

3.76，是 2019 年 11 月市场映射指数下降最多的阅读域。此外，市场映射指

数下降较多的还有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环比下降 3.09。2019 年 11 月市

场映射指数上升最多的是自然科学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由 2019 年 10 月的

6.27 上升至 2019 年 11 月的 11.01，环比上升 4.74。此外，市场映射指数上升

的还有经济金融管理阅读域（环比上升 1.88）、教育阅读域（环比上升 0.73）

和历史阅读域（环比上升 0.36）。中国青年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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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 中国青年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

从文学阅读域市场映射情况来看，小说是最畅销的。2019 年 11 月小说

阅读域、漫画绘本阅读域和经典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下降。小说阅读域市场

映射指数由2019年10月的68.25下降至2019年11月的67.69，环比下降0.56。

漫画绘本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由 2019 年 10 月的 3.71 下降至 2019 年 11 月的

3.07，环比下降 0.64，是 2019 年 11 月市场映射指数下降幅度最大的阅读域。

此外，经典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环比下降 0.41。散文随笔阅读域市场映射指

数上升最多，由 2019 年 10 月的 17.36 上升至 2019 年 11 月的 18.82，环比上

升 1.46。此外，市场映射指数上升的还有纪实文学阅读域，指数由 2019 年

10 月的 9.49 上升至 2019 年 11 月的 9.65，环比上升 0.16。文学阅读域市场映

射指数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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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 文学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

从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市场映射情况来看，心理阅读域和哲学阅读

域热度较高。2019 年 11 月，除心理阅读域和社会学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上

升之外，其他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均有所下降。心理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

由 2019 年 10 月的 51.05 上升至 2019 年 11 月的 55.29，环比上升 4.24，是

2019 年 11 月市场映射指数上升最多的阅读域。社会学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

由 2019 年 10 月的 9.61 上升至 2019 年 11 月的 12.67，环比上升 3.06。2019

年 11 月，政治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下降幅度最大，其市场映射指数由 2019

年 10 月的 3.53 下降至 2019 年 11 月的 0.55，环比下降 2.98。此外，2019 年

11月市场映射指数下降的还有哲学阅读域（环比下降2.49）、国学阅读域（环

比下降 1.07）和文化阅读域（环比下降 0.74）。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市场

映射指数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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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 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市场映射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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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美国继续向全世界举起贸易战的大棒，英国脱欧闹剧越演越烈，

法国大罢工，拉美国家暴乱不断上演 ……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

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变局中，西方经验、西方模式及西方价值

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和不断提升的经济发展体量及质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逐步显现，

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以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倍显珍贵。

从 2019 年中国青年阅读指数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这种现实的演变对

国民心态正在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还可以发现中国青年已经走在时代的

前列，他们的阅读理想和抱负不只是从文化觉醒到文化复兴，更力图在新的

话语体系中重新表达中国，发掘中华文明对世界的影响和价值。正如孟子所

说：“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一 ｜ 新时代青年的文化主体觉醒

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年，是中国传统文化备受质疑的一百年，民族存亡的

危机，导致了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检讨和批判。五四运动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

号，这是自汉代确立儒家思想为正统以来从未有过的变局，当时的知识界全

面揭露旧传统丑恶面，大量引进西方国家的各种思想，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

由此而建构的对于世界的新的认知主要是为了满足中国人追赶列强的需要，

中国青年的阅读理想：重新表达中国

*

文—庄庸				郑卫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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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却不自觉地遮蔽了不少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完整的世界图景。

进入 21 世纪，中国在科技、制造、贸易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的发展成就，

经济和物质高度发达之后，民众对于适合自己的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就越

来越强烈了。文化归属感越来越成为刚需，这也为传统文化觉醒提供了好的

环境和土壤。

在经济发展的前提下，新兴群体的形成，成为文化觉醒的推动力量。新

兴群体决定了文化的发掘、传播、成型、发展。这一群体以90后、00后为主。

中国 90 后和 00 后的认知中，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贫穷落后的记忆

只在书中，祖辈、父辈的口中听说过。他们有着有高度的人文素养，网络又

为其打开了全世界的窗口，他们已经不再满足外来文化的单纯灌输，在中西

文化的比较视野中，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独特性、归属感让青年群体尤为看

重。他们主动发掘并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开始追寻更加适合自己的精神和文

化层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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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期中国青年阅读需求指数中，我们发现，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高

居阅读需求第一位，超越文学这种最热门的沉浸式休闲阅读。从这种阅读偏

好中可以看出，中国青年努力探寻社会本质，开阔视野，发现新的文化可能性。

结合最新数据，在中国年轻人最集中的 B 站，国风兴趣圈层（国创、国



15

风舞蹈、汉服等）的覆盖人数相比 5 年前增长了 20 倍以上。在音频平台荔

枝 app 上，与古风相关的直播接近全平台所有品类的 15%，用户以 90 后的

学生群体为主。中央民族乐团的蔡阳在直播平台上演奏二胡，普及相关知识，

一场直播有超过 20 万网友观看。在斗鱼上，一个直播写书法的主播就有近 5

万粉丝；花椒上，一个男主播弹古筝吸引了超 16 万粉丝。

在当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自觉不自觉地参与到传统文化的复兴大潮中。

传统文化开始借助视频、音频、电商等新兴渠道，不断迭代和裂变。文化繁

荣与时代兴盛互为促进，这股文化觉醒的潮流与中国梦的伟大构想相互激荡，

滚滚前行。

二 ｜ 文化复兴的内在动力和必然性

中华文明屹立数千年不倒，仍然焕发强大生机，这是源于内在文化先进

性的支撑，正是这种先进性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让我国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

走过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发展历程，让西方社会经济理论失效。

实际上，中国古代哲学如儒家、道家、禅宗等的思想理论，一直影响着从启

蒙主义时代至今的西方思想界。中华文化、古希腊理性主义文化以及基督教

文化，既是对世界认识和解释的不同框架，同时也意味着世界未来“文化话语”

竞争的三大格局。

然而，一百多年的被动挨打，塑造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急切心态和实用

主义方法。西方国家挟其工业化现代化势能，建构了庞大而复杂的世界知识

体系，并以此解释现代世界的发展过程与世界历史的演变。

几十年巨大的国家成就和社会进步，渐渐帮助我们找回了失去上百年的

文化自信。中国文化正在走向历史性复兴。这种复兴不是回归两千年儒家传

统，而是继承和发展那些今天仍然焕发生机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如天人合

一、知行合一、中和刚健等文化精神，它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共

同构成中国人的主体文化意识。

中国古人的世界观是以“中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四夷”的朝贡体系。

五四新文化运动粉碎了这个天朝上国的观念，中国的自画像以贫穷落后为主

色调。但中国的未来，必将更深地介入世界秩序重构，要重塑中国人完整的

世界观，探寻人类文明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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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青年阅读指数中可以发现，当代青年重新表达中国的行动已经

开始。

从哲学及社会科学阅读域阅读热度词云图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青年的视

野倾注在心理学、社会学、哲学、政治、文化、国学等宏大主题上，中国青

年的阅读抱负不只是自我精进，更是在国际视野中发现了复兴文化、重新表

达中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三 ｜ 造词：表达的革命

近代的白话文运动，虽然是一场完成了文言向口语化转化的运动，但同

时也是中国语言西方化的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大量的重要概念，经过日语

的转化，形成了今日我们思维结构的组成部分：比如帝国、民族、民族国家、

主权、政党等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我们今天的思维和表达结构。

新中国成立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人民奋斗的历史必须跳出西方叙事的

范畴，跳出西方的语词背后隐藏的价值判断。中国纷繁的、丰富的奋斗历程、

宝贵经验必须给出以中国为主体性的表达，以切中中国的实际。

中国青年已经认识到语言的力量，他们在网络亚文化群体中展开造词运

动。近年来，网络新词层出不穷，90 后、00 后更是创造了自己的语言体系，

被戏称为“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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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突出的是中国青年通过自黑式造词进行日常表演与自我呈现，从

而完成快节奏生活压力下的自我释放和治疗，达到进退自如的目的。如“凉

凉”“真香”等词。表达立场和态度则采用幽默、调侃的话语方式，在戏谑

的传播语境中调侃社会现象。这类话语基调都是“你懂的”，用巧妙的话语

风格躲避了针对性的讽刺，却又从中获得了发泄的满足，从而实现对当下生

存境遇的突围。

对话语规则的解构与再结构则采用无厘头式造词。在日常交流中，一个

充满逻辑性的对话往往具有明确的方向性，而无厘头的对话则比较跳跃和随

意。其背后早已不是对交流对象的评价，而是用这种方式筛选交流双方是否

处于共同的语境之中，是否具有共同兴趣爱好或者说是价值取向。

针对当代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变，中国青年自创熟人式对话，作

为对社会距离的弥补。例如“亲”“迷之微笑”等，通过熟人式对话拉近陌

生人之间的距离，这不仅能有效降低沟通成本，还能让冰冷的网络富有温度。

更深层次来说，这是中国青年对传统和合文化形成的人与人的温暖感、亲密

无间感创造式建构。

近年来，不少网络新词被《现代汉语词典》《牛津词典》收录。由中国

青年主创的网络流行语打破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界限，影响着人们现实生

活中的思维和言行。这是话语权力关系的体现。中国青年旨在发动一场语言

的革命，以传统文化为内核，结合当下现实，重新表达更为美好的中国。

如果说 20 世纪一个走出物质贫困的世纪，21 世纪将会是一个走出文化

贫困的世纪。我们不妨重温罗马哲学家普罗提诺那句话：“一场伟大的、最

后的斗争在等待着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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