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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只是一些影影绰
绰的温柔。河还是原来的
河。人还是原来的人。”2022
年 6月 12日，石天在某平台
分享了自己看书时随手拍摄
的照片，这是一首博尔赫斯
的诗，却意外获得很多点赞
和关注，基于这次正向反馈，
他又发了一些之前读到的诗
歌，也都获得了一定的关注，
就这样他慢慢开始走上读书
博主的道路。坚持分享不到
一年，他目前在各个平台积
累的粉丝已经有十几万了。

石天告诉记者，从小家
里阅读氛围比较好，平时喜
欢随手翻看报纸、书籍，书房
的使用率比较高。“阅读算是
我的日常行为，现在我不喜
欢用笔做笔记，一般会选择
拍照记录。”

大概分享了 3个月的时
候，体验新身份带来的新鲜
感逐渐消失，他的分享欲也
逐渐消失。此时，他收到一
位网友发来的私信，说是看
了他推荐的《卡拉马佐夫兄
弟》后，缓解了工作带来的焦
虑。“这种意外的分享和正向
的反馈，是我能持续分享下
去的动力。现在我觉得身上
有一种责任，会对分享的内
容持一种谨慎的态度。”

据介绍，读书博主赢利
的方式主要包括接书评、接
广告、卖书卖课、直播分佣
等。石天的本职工作是一名
英语老师，他还和朋友开了
咖啡店，用他的话来说，暂时
不想把读书博主变成副业，
也不想通过流量变现。他也
曾接到过广告，但是因为推
荐的书达不到他心中好书的
标准而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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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博主”的火热，一定程度上也
反映了大众精神层面的追求和对优秀文
化产品的渴望。因而，即使“读书博主”
的推文存在同质化、快餐式等问题，对于
那些有阅读欲望却又不知从何下手的读
者，读书博主们介绍的内容梗概确确实
实提供了阅读方向的参考。

读书博主让人们有了更多读书的选
择，却也让人们不再“读书”。毕竟，在现
实中读一本只有9万字的《活着》的时间，
在短视频平台上已经足以把四大名著从
头到尾“读”完三遍。这些读者或许抱着
揠苗助长的心态，或许被群体焦虑追逐，
点进“读书博主”的推文，匆匆记住书中
几个要点，给自己立起一个“有思想”“有
文化”的人设，关闭手机后就不会再翻开
真正的书。

归根到底，即使是内容再优质的读
书博主，也无法取代阅读这个过程。读
者们只要真正地读完一本书，对书籍内
容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有了一定的积
累后也会对“读书博主”提出更高的要
求，促使其提升内容创作质量，形成良性
循环。

“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
或许借着这一讨论，无论是读书博主还
是读者本人，都应该回到最开始的地方，
思考自己阅读的初心。

□观点

当“读书博主”成为职业
关注点还应回归阅读本身

近来，读书博主作为一
种职业，在社交平台吸引越
来越多人加入，他们拥有个
人账号，在线上通过文字、
图片或者短视频，定期分享
自己读过的优质纸质书，以
日、周、月为单位分享书单、
读书笔记、思维导图以及读
书心得，偶尔也会分享美
食、旅游、日常生活等。

这 些 活 跃 的 读 书 博
主，有人进行优质创作，有
人单纯分享自己喜欢的书
籍，或者以吐槽的方式科
普中华古老文字，当然也
有人冲着变现，输出快餐
式内容。

据介绍，看书、写笔记、拍照、写脚
本、录视频、剪辑……这是大部分读书博
主的工作流程。而他们在看书之前，会
提前策划好主题内容，先在自己擅长的
行业内选书，这就决定了他们选择书籍
时，有自己喜欢和擅长的方向。

热爱是大部分读书博主开始的初
衷，但真正开始从业后，他们需要适应各
个平台的生态规则。

会写公众号文章的不一定能写好小
红书笔记，能拍视频的不一定可以写好
文案，能写文案的又不一定可以在镜头
面前保持松弛。

要做一个自由职业读书博主，保持
长期高质量的内容输出，并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入行做读书博主，长期输出内
容，保证文案和视频质量，进而得到平台
的流量加持并不简单。完成粉丝从 0到
1 万的初步积累之后，如何实现持续增
长，博主们不免会焦虑不安。

近期，遭到吐槽最多的就是平台
“培养”的量产读书博主。他们多为零
基础入门，一心奔着变现“恰饭”，视频
内容同质化，输出的读书笔记几乎毫无
实质内容，充斥着各种百度、豆瓣、腰封
以及图书编辑的语言风格，通篇摘抄，
无个人见解。

“你绝对想不到这个专业的冷门程
度有多离谱，每个听到我专业的人都是
吃惊的表情……”今年 2月，“95后”女
生李莹发布了一期主题为“甲骨文方向
毕业是种什么体验”的短视频，向大家
科普甲骨文的源头、学甲骨文的用途。
这个被吐槽“最冷门”的专业意外走红，
不少网友在线催更，希望通过学习甲骨
文了解文字背后的故事。

“商朝人一次狩猎上百头的秘诀”
“在草丛里看日落，顺便造了个字”“甲骨
文的情书什么样”……之后，她陆续发布
多期内容，艰深晦涩的内容被转换成通
俗化内容，在网络上得到广泛传播。

“甲骨文‘情书’是什么样的？”“你
的姓氏用甲骨文怎么写？”“甲骨文用
两个字居然就能还原车祸现场？”无独
有偶，视频博主李右溪近日则发起了
一个全网最冷门专业的挑战，她自曝
从所学的甲骨文（研究方向）毕业后，
有可能因导师今年退休，专业方向都
没了。这条视频目前已有10余万人点
赞评论。和她一样，同在冷门专业的
网友在评论中晒出了一个人的毕业
照，也有不少人希望李右溪能坚持下
去，“为往圣继绝学”。

李右溪说，她毕业后在一家短视
频机构工作，一开始只是想分享自己
读书和生活中的一些感悟。她在第二
个视频分享了自己专业的事，就是讲
甲骨文。她原本以为没多少人会对甲
骨文感兴趣，没想到视频发出来以后，
很多人留言说想学。她就想是不是可
以继续科普甲骨文。

现在她会想办法加一些历史故事，
比如，讲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的故事，
把它讲得有趣一点。再比如，甲骨文中
用一根轴连着两个轮子，表示“车”字，
车轴断开了，表示事故后损毁的车，车
轮朝上，表示倾覆的车，两个变形的

“车”字，展现了 3000年前的一场车祸
事故。有人评论说，“形象生动”。

之前她在视频中是自动生成的字
幕，会有一些错别字，导师还给她指出
过错误。现在每次发视频前，她都会
把文稿发给导师看一下。

“只想把读书这件美好的事
坚持下去。书相遇，人相逢。”每
晚7点半，赵健都会在直播间和网
友分享好书，进行深度阅读。

其实，早在线上进行读书分
享之前，赵健在大学时期就和读
书有了很深的渊源。“一直以来，
我觉得读书是一件平常的事，直
到大一的时候，成为图书馆借阅
数量最多的人，还获了奖。那个
时候我才知道，读书也是一件能
受人关注的事。”

每一年的跨年夜都有演唱
会，可不可以用文学的形式来跨
年？大一结束后的暑假，赵健开
始筹备跨年诗会。用一首诗敲响
新年的钟声，在他看来是非常浪
漫的事。“上世纪 80年代，有一些
诗人就像我们现在的超一线明星
一样，到哪都会被追随。”赵健希
望通过他的分享，让这些能够为
大众所知。

2022年7月，赵健在南京博物
院看到了潘玉良画展。在被画作
吸引之余，赵健对潘玉良的故事
很好奇。在出版社的库房里，他
找到了一本老书——《画魂》，为
此更新了一期视频。这是他获得

“10万+”的开端。这期视频目前
在视频号有 1500多万的观看量。
更让赵健惊喜的是，这本在书店
很难找到的书，在他的推荐之下，
又被重新盘活，焕发生机。“出版
社也因此再版了这本老书。第一
次加印4000册，全部卖空了，现在
已加印了5次。”

同年，他在苏州见到了“最
孤独的书店”——一位 97岁的老
人，依然在坚守一家 100 多岁的
旧书店。老人坐在书店门口，戴
着老花镜，背已经佝偻，但他身
后的书架上，一本本书都贴着他
手写的便签。他把这段视频分
享在网上，网友都留言致敬这位
老人。

有的已加印五次
让旧书跃升“顶流”

意外体验新身份
暂时不想变成副业

真正的“读书博主”
其实门槛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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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右溪在讲述两个变形的甲骨
文“车”字（视频截图）

□知多一点

开拍前，李莹做准备工作 观众在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的殷墟博物馆中参观刻有甲骨文的卜甲（新华）

读书博主赵健 赵健直播的书房

自嘲“最冷专业”
科普博主意外成网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