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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有些经典作品的阅读率
并不高，而在被调查者所填写的自己认为的经典作品中，
有很多当代作品还没有达到被公认的“经典”程度。不少
学生在座谈中承认，在自己的阅读书目中，相当大的比例
是当代的流行小说。那么，该怎么看待这些流行小说特
别是网络流行小说的价值呢？

“ 当 代 作 品 更 能 给 我 带 来 阅 读 的 快 感 ，因 为 它
描 写 的 就 是 我 身 边 的 生 活 ，写 的 就 是 我 生 活 中 的
喜 怒 哀 乐 ，所 以 更 能 引 起 我 的 共 鸣 。 而 且 对 于 经
典 ，我 们 一 般 都 是 仰 视 的 ；对 于 时 下 流 行 的 小 说 ，
我 可 以 放 心 大 胆 地 品 头 论 足 ，让 我 觉 得 我 和 作 者
是平等的。”

“阅读当代作家的作品，有一个让我最开心的事，就
是可以跟着作者一起成长，比如一些青春文学，你能看到
很多年少成名的作家很快就销声匿迹了，也有的作者越
写越好，而且有时候还会觉得他的成长跟我们这些读者
的陪伴和支持有关系。”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网络小说的质量已经有了极
大的提升。现在评价一部小说，是不是网络小说我已
经不再看重了，因为网络只是它的传播平台而已，而且
我觉得网络这个平台可能在将来会更加受到高水平作
家的重视。”

但也有一些同学表示，不太愿意读当代的作品，因为
书籍众多，而时间有限，选择经典作品肯定是个更“保
险”、更能让自己有所收获的做法。

如何评价当代的畅销书

今天，你在读什么经典
本报记者 高 爽 关艳玲

大众与经典——全民读书节系列报道（上）

辽宁省第八届全民读书节即将落
下帷幕，但全民阅读的热情依然未减。

阅读的意义已经无须赘言。在阅
读量逐渐增长的同时，特别是在电子

阅读、手机阅读时间占有越来越大比例的时候，
我们更加关注阅读的质量。因此，我们把关注点
放在了对经典的阅读上。

古往今来，世界各民族无一例外地受到其经
典作品的影响，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精
神的塑造，小到每个普通人的人格建设、心灵完
善，经典作品的阅读都不可或缺。一个不读书的
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没有经典书籍滋养心灵
的民族无法得到世界的尊重。

我们设计了一个网络阅读问卷，并与十几
名中文专业的在读研究生进行了面对面的座
谈，希望丈量出现代人与经典之间的距离。那
些承载着人类优秀文化结晶的经典作品，能不
能进入普通大众的阅读视野？今天的读者又
是如何评价那些曾经被时间定义的经典作品
的价值呢？

本次问卷调查，参与调查的人数
为935人，年龄在18岁至48岁的中青
年人占到了被调查总人数的77%，大专
及以上学历者占85%，文理科生比例为
3∶7。这个数据应该与目前读书群体
的基本构成比较一致。

报道组综合了多个权威读书论
坛和网站读书频道的推荐，设计了包

含文学、历史、哲学、经济学、社会学
等在内的人文社科类中外经典作品，
共计 475 部。其中文学类书籍数量
最多，包括中国古代和近现代作品
118 部，外国作品 148 部。所选书籍
大部分是有定评的经典作品，比如

《红楼梦》等中国四大名著，《论语》
《大学》《中庸》《孟子》等儒家经典，

应该说，这些书目的“经典指数”和
“经典覆盖率”还是比较高的。同
时，考虑到被调查者大多不是人文
社科专业人士，所以也选择了一些
近年来在读书销售排行榜上比较靠
前的现代作品，以一直是阅读热门
的传记类作品为主（必须说明的是，
对何谓经典的理解从来没有标准答

案，所以本书目所收录作品也不具
有权威性）。

调查的问题主要是以下几个：1.
勾选这些书目中阅读过的书籍（包括
部分章节的阅读）；2. 勾选认为是经
典的作品；3.列出你认为是经典而书
目中未列出的书目；4.列出最近一年
的业余阅读书目。

问卷调查：对经典的认可度和阅读率并不同步

对问卷的数据分析如下：
文学阅读在经典阅读中所占比

例最高。被调查者的阅读书目大多
以文学作品为主，除了中国文学和外
国文学作品之外，阅读频率较高的为
中国古代经典作品《老子》《论语》《孟
子》等著作，还有《史记》《资治通鉴》
等文学性比较强的作品；而经济学、
法学、政治学、西方哲学等方面的书籍
阅读过的人比例较小。像国际政治、
国际关系类书籍阅读人数更是寥寥，
这一点就比较令人费解了，因为在我
们一般的认知中，公众对于国际事务
的关注度和讨论的热情是比较高的。

对经典作品的认知比较一致。
比如，被 80%以上的人认为是经典的
作品分别是《诗经》《论语》《史记》《老

子》《楚辞》《唐诗三百首》《红楼梦》
《孙子兵法》《精神分析引论》《孟子》
《时间简史》《三国演义》《水浒传》《莎
士比亚戏剧集》《中国小说史略》《全
球通史》《周易》《资治通鉴》，和对这
些作品公认的评价基本一致。

经典认可度与阅读率并不一致。
由于所列书目数量众多，很多书籍没
有读过实属正常，但在问卷调查中，上
述这些排名居前的公认经典，有很多
只被极少数人读过。比如，《资治通
鉴》有81%的人认为是经典，但阅读率
只有16%；《时间简史》也被91%的人认
为是经典，但读过的只占总人数的
2%；被81%的人认为是经典的《周易》
的阅读率不到 4%。而与此形成对照
的是，一些经典认可度没有那么高的

作品，阅读率却不低。这一点主要表
现在文学作品的阅读上，比如《老残游
记》的经典认可度和阅读率分别为
20%和40%，《鲁滨逊漂流记》的两项数
值分别是21%和55%。经典认可度和
阅读率保持一致的基本上是文学名
著，比如《红楼梦》《诗经》《论语》《唐诗
三百首》等，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
对“读过”的标准包括了部分阅读，而
这些作品都曾在中学课本中出现过。
由此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小学
语文课对于经典作品的推广与普及作
用极大。

由此，大致可以得出如下几个观
点：文学作品仍然是大众亲近经典的
重要途径。普通大众的阅读取向在
知识性、启发性之外，同时非常看重

可读性和贴近性。大部分经典作品，
特别是经济学、法学、政治学、西方哲
学等类著作，确实是比较深奥的，需
要有较高的学识素养和专业知识才
能读懂。所以，让更多的经典走近大
众，还有待于公众知识体系的进一步
完善、学识的进一步提升。

更值得一提的是，400多部作品看
起来数量不小，但与人类浩如烟海的
书籍相比实在太少，很多被调查对象
填写在补充书单中的作品都让我们有

“遗珠之憾”。而这些作品中，相当一部
分是近现代和当代作品，比如《活着》

《红高粱》《古船》《白鹿原》《北方的河》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尘埃落定》《穆
斯林的葬礼》等，这些改革开放以来的
小说名作，相当多地被调查者提到。

《长子的告白：献给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全书以书信的形式展开，讲述70
年间在辽宁和辽宁人身上所发生的与
国家建设和发展息息相关的典型事件
和典型人物，选取在新中国70年的发
展历程中具有时代意义的节点和事件，
以极富吸引力的文学语言讲述，图文并
茂，艺术性与纪实性兼具，在唤起读者
阅读热情的同时，产生激励和鼓舞作
用，在深情告白中，见长子情怀。

推荐阅读书目

《丝绸之路全史》

全书以国内外所藏文献资料为基
础，采用历史文献、考古资料与神话传
说相结合的叙述方式，在世界文化的
宏观视野中，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大历
史中，对数千年来的“丝绸之路”以及
以“丝绸之路”为载体的中外文化交流
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以当代中国的视
角重新解构“丝绸之路”背后的文化与
历史，阐明了“丝绸之路”在世界文化交
流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全面
展示出中华文化的开放性、丰富性、进
取性和世界性，对国家“一带一路”倡议
的贯彻落实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撑。

《战国红》

一部扶贫题材长篇小说，作品表现
了优秀扶贫干部忠诚担当、勇于奉献的
事迹和时代精神。作家以文学的方式对
扶贫工作进行了深刻而生动的诠释，是
真正的与新时代伟大历程同频共振的作
品，亦是主旋律题材与文艺精品创作相
结合的重要成果。

《流浪地球》

全书收录了刘慈欣、王晋康、何夕
的中短篇代表作品《流浪地球》《人和
吞食者》《地火》等。阅读本书，不仅可
以领略中国科幻作品的强大实力，还
可以享受到中国最有想象力的科幻作
家群体向全世界展示的一场场震撼人
心的头脑风暴。

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经典的人文社科类作品中，文学作品与大众阅读的关系更为密切。因此，报道组与来自沈阳几所高校的十余名中文
专业一、二年级的研究生进行了座谈。经典的文学作品一定是畅销书吗？经典的认定权属于专家还是交给大众？如何看待当代作品的价值？
以下阐述综合了学生们讨论中比较集中的几个问题，因此不具名。

读者座谈：用时间来丈量作品的含金量

现在出版社在图书宣传上，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名人推
荐”。名人和专家的推荐对读者的购书行为会产生多大的影
响？在阅读选择上，每名同学都有不同的方式。

“我会首先选择那些已经写入文学史的有定评的经典作品。
经典作品的价值，应该是由专家做出认定的，因为他们的眼光更
高、视野更开阔。我们今天都把《诗经》当作经典，但它是孔子在大
量当时流行的诗歌中筛选出来的。虽然关于孔子是否对《诗经》
进行过删改，后世史家一直在争论，但至少孔子对《诗经》的评价一
直流传下来，直到今天也让人无法忽视。当然，经典是经过时间
检验的，对经典的评价也要经受时间的考验。”

“在专业学习时，我会根据老师的要求和教材中的书目来读。
在专业以外，我更愿意自己去发现好作品，然后做出自己的评价。
古代的经典作品众多，我们不可能根据哪一部更经典来进行选择，
还是要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和阅读需要。比如在读古诗词的时候，
我就喜欢读田园诗和山水诗，所以更喜欢王维，在读到他的一些流
传并不太广的诗作时，还有一种只有我自己欣赏的小兴奋。”

“我觉得由谁来认定经典，要分时代。在古代，识字的人
比较少，所以作品的评价权只能掌握在有知识的人手里。但
是在现代，几乎每个人都识字，所以书的销量肯定跟它的价值
是成正比的。有些被专家认为价值不高的，但是读者众多，也
未见得就不会成为经典。当然了，这还要经过时间的检验，有些
小说因为抓住了时代的脉搏，所以会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但是
后世的读者感受不到，作品就会被淘汰，能够留下来的都是那些
深刻感悟人性的作品，让每一个时代的读者都有共鸣。所以，我
觉得在今天可以把经典的认定权交给普通读者。”

经典的认定权属于专家还是大众

核心
提示

这个问题是在与文学专业研究生座谈时争论最为激烈
的一个。

一部分同学认为，经典作品一定是带有精英性质的，它
应该有对过去深刻的反思，对当下透彻的观察，对未来卓越
的远见。而具有这种特质的书，一定是深奥的、尖锐的，所以
很难被大部分人所接受。比如杜甫在唐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远远不如李白，可在今天我们把他俩并称为“李杜”。再比如
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他擅长心理剖析，在《罪与罚》当
中对罪犯的心理刻画细致入微，给读者带来的震撼远超与他
同时代的其他俄国作家。但是，在他生活的年代，人们对他
作品的评价远没有现在高。再以今天大家认为经典作品中
比较“好看”的《红楼梦》来说，它的家喻户晓不是因为作品本
身，而是很多人通过电视剧才熟悉了《红楼梦》的故事，真正
读懂《红楼梦》的人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都不多。

另一部分同学则认为，就大部分的文学作品而言，经典
作品应该是既在当时就受到欢迎，同时又能经得起时间考
验的作品。我们今天之所以很难读懂古代的经典，是因为
对当时的文化、时代背景、风俗、语言等不了解，但这些作品
在当时一定是很受欢迎的。比如《诗经》，今天的我们读不
懂，但它所用的语句就是当时的口语。再比如《红楼梦》，很
多人读不进去，是因为我们今天习惯了浅阅读，习惯了电视
剧的思维，但是在清代，它可绝对是一部畅销书。以陀斯妥
耶夫斯基和杜甫为例，他们在当时虽然没有同时代最好的
作家和诗人知名度高，但也不是默默无闻的。如果他们完
全不能引起同时代读者的共鸣，作品也不会流传下来。

经典作品在其产生的年代是受欢迎的作品吗

经典认可度与阅读率对比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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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万 重 摄北方图书城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