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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科学技术的加速演进推动着公共文化服务的升级转型。数字化时代下的阅读突破时空物理限制实现

了从纸本到屏幕的转变。在此过程中身体感官通过智能手段也参与到阅读意义的建构中，为读者开启了

全新的具身阅读体验。本文以数字化对读者阅读行为的深刻影响为起点，从具身认知理论的视角出发分

析数字阅读行为的具身性特征，并以上海图书馆东馆为案例阐述公共图书馆数字阅读服务实现具身交互

阅读的策略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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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celerated evolution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motes the upgrading and transfor-
mation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Reading in the digital age breaks through the physical limitations 
of time and space and realize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paper to screen. In this process, the body 
senses als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ading meaning through intelligent means, which 
opens a new embodied reading experience for readers. Starting from the profound impact of digi-
talization on readers’ reading behavio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mbodied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reading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bodied cognition theory, and takes East Library of 
Shanghai Library as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e strategy and path of implementing embodied in-
teractive reading through digital reading services in public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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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媒介技术的革新演进和智能移动端设备的推广普及，人们的阅读行为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阅读

载体从纸质书籍变为各式各样的电子显示屏；阅读方式从传统的翻页式深读、精读变为现在的点击式碎

片化阅读；阅读场景也因媒介技术的加持而变得更加丰富多样。据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公布的《2022
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显示，2022 年，我国拥有超过 5 亿的数字阅读用户，数字阅读市场总收入为

463.52 亿元，各平台总共上架了 5271.86 万部数字阅读作品[1]。毫无疑问，数字阅读已经成为时下流行

的文化消费新形式。然而，相较于传统纸本阅读的真实、沉浸和深度，这种“浏览式”阅读常常因其“快、

泛、短、浅、碎”的特征而饱受学界诟病[2]。 

阅读是指通过特定载体接受信息的过程，是人类从文本符号中获得意义从而认识和感知世界的一种

行为[3]。受到人文学科对“身体”重新发现的影响，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对阅读活动的研究也发生了明显

的“身体转向”[4]，开始越来越多地探究身体感知与阅读之间的联系。此前已有多项实验[5] [6]和研究[7]
证实，人的阅读行为与身体感官密切相关，阅读是一种具身认知。而“技术化身体”[8]的出现也意味着

通过技术赋能身体感官参与阅读意义建构的可能性。在这一形势下，公共图书馆积极探索“图书馆 + 微
阅读”的数字阅读服务新生态，正是为读者开启具身交互阅读，重回传统深度阅读的最佳路径。因此，

本文将从具身认知理论的视角出发探讨数字阅读时代阅读活动的具身性特征，并结合对上海图书馆东馆

数字阅读服务的分析尝试回答以下问题：1) 数字技术如何对人们的阅读行为产生深刻影响？2) 数字阅

读过程中身体感官如何参与？与身体在传统阅读模式中的参与有何不同？3) 公共图书馆数字阅读服务

如何实现具身交互阅读？ 

2. 具身认知理论 

作为第二代新兴认知科学研究范式的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理论兴起于 20 世纪 80年代中期，

于 20 世纪末快速发展，是西方学者反对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身心二元”论断和试图摆脱身心分离困境

的一次集中探索。具身认知理论的核心是身体感知性，也被称为“具身性”(embodiment)或“涉身性”，

其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的“此在在世”和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的“身体的

主体性”概念上。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与其认知是完全统一的，此在在世就意味着此在在认知([9], p. 
85)。梅洛–庞蒂进一步回答了“此在何以在世”的问题([9], p. 90)，认为身体是知觉主体在世行为活动的

根本条件，而我们正是通过身体来感知事物和认识世界的。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笛卡尔式去身性哲学的

困境，为人类探寻心灵奥秘之旅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 
具身认知理论强调身体在人感知外界事物过程中的重要性，主张人的认知产生于大脑、身体与环境

三者合为一体、相互耦合的协同作用。具体而言，包含了三个层面：其一，人的知觉能力，即如何感知、

能感知多少取决于身体的物理属性；其二，人认知过程中形成的原始概念来源于身体最初与世界的互动；

其三，认知与身体所处的外部环境息息相关[10]。这三个层面也大致对应了三种解释模型，即知觉符号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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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隐喻论和感知运动模拟隐喻论[11]。国内对具身认知理论的关注始于 21 世纪初，2011 年以后有关具

身认知的文章开始呈爆发式增长，涉及心理学、教育、语言、计算机等多个学科领域，其中教育领域主

要围绕教学情境设计[12]、学习活动设计[13]、儿童教育[14]、师德培养[15]等方面展开，但对具身阅读的

研究起步较晚，现有成果尚不丰富，且鲜少应用于对公共图书馆阅读服务的研究。 

3. 图书馆数字阅读服务概述 

数字阅读(Digital reading)区别于传统阅读，指的是使用平板电脑、电子阅读器、移动手机等数字设备

对以语言符号为主的数字文本内容进行在线浏览的阅读形态[16]，包括移动阅读、网络阅读、电子书阅读

和社会化阅读等多种类型。数字阅读服务是指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通过技术手段将馆藏资源数字

化为用户提供一种在线阅读的服务形态，广义的数字阅读服务可以等同于智慧阅读服务，是阅读服务与

人机智能的交互融合[17]。随着我国国民数字阅读率的持续增长和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部署，加强数字

阅读服务供给已经是数字时代下图书馆高质量发展和智慧化转型的应有之义。 
当前我国已有多个图书馆实现了数字阅读服务的基础搭建。例如，中国国家图书馆从 2006 年开始就

陆续推出包括手机门户、短彩信、应用程序、微信公众号、移动阅读平台等一系列移动数字图书馆服务，

搭建起了名为“掌上国图”[18]的移动数字图书馆服务体系。其中，移动阅读平台提供超过 10 万册电子

图书，并联结咪咕阅读等资源商以及各地方馆实现资源的共建共享。又如，深圳图书馆利用微信小程序

搭建了以“精读、个性、智能”为特征的线上阅读平台，为用户提供包括电子书、网课、特色地方资源等

海量数字资源。 
在图书馆阅读服务研究方面，国内有部分学者使用了具身认知的理论框架进行分析。例如，袁曦临

等学者(2021) [19]研究了美国海兰帕克社区图书馆的儿童具身性阅读活动，提出儿童读物和儿童阅读服务

应该遵循儿童阅读的具身模仿机制，尽量迎合儿童自身的身体感知和情感体验，从而实现有效的服务效

果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赵文萱和冯川玉(2021) [20]认为公共图书馆可以开展游戏型、实感型、实境型

阅读活动以搭建多模态阅读服务模式，帮助儿童实现阅读的“具身认知”。苗静等学者(2022) [21]认为具

身认知观的发展机制及其具身性、情境性和发展性等特点与阅读行为具有高契合度，可以以此优化高校

图书馆的阅读服务。高鹏(2023) [22]在反思图书馆阅读服务现状问题的同时提出图书馆可以通过设计组织

沉浸式、体验式和立体式的阅读服务活动实现服务业态的创新。然而，很少有学者将具身认知理论应用

于图书馆数字阅读服务的研究中，故本文的研究起点也在于此。 

4. 数字阅读的具身性特征 

阅读是一种认知心理活动，而认知又是具身的，因此阅读也应该可以被理解为是具身的。那么，我

们的身体究竟是如何参与到阅读活动中的呢？研究发现，身体在阅读行为中的运行机制大致有两种：一

是通过镜像神经元系统的动作模仿；二是具身模仿理论所说的通过“经验性知识”理解他人行为、模仿

并共情[23]。也就是说，阅读的具身认知是基于镜像神经元系统的动作模拟来实现身体与想象操作的过程。

这种认知首先是情境性和互动性的。当我们在阅读时，身体对环境的感知，例如与媒介的接触时产生的

感官差异、情绪变化等，都会对阅读活动以及最终的认知效果起着显著性的影响。正如翁贝托·艾柯提

到的“阅读也是一种触觉的体验”[24]一样，在身心不断与环境产生互动的这一过程中，对于文本和隐性

知识的记忆也会随之加深。其次，具身认知具有统一性特征。我们翻开一本书尝试沉浸于其中，我们的

大脑、身体与周遭的环境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开放的认知生成系统。再次，阅读时产生的想象也会

影响认知。比如，当我们读到“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时，脑海中会不自觉地产生与诗句中所描绘的

秋雨初晴后山间美丽景色一样的情景。最后，阅读的具身认知还是一个循序渐进、持续不断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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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下身体对阅读行为的参与也同样具有上述四个特征。但由于阅读载体和 AR、VR、AI 等新

兴技术的介入，数字阅读的身体感官参与变得更加全面、深入和多样化。首先，读者可以通过智能化手

段突破时空的物理限制，根据自身的阅读惯习和兴趣爱好自由地穿梭于虚实相间的各类阅读场景之中。

元宇宙的场景想象甚至可以让读者以“技术分身”进入到阅读内容模拟的场景之中[25]，与书中人物来一

场面对面的近距离谈话。AR 图书绘本、VR 眼镜使得读者的各种感官刺激被无限放大，全方位地投入到

阅读活动之中，带来超越以往的沉浸式体验。其次，身体与技术的耦合赋予读者更大的能动性和主体性，

使其重新参与到阅读的意义建构过程之中[26]。不仅极大地拓展了读者的心灵和认知，而且还增加了认知

的灵活性，使其更加容易理解阅读内容。 

5. 图书馆数字阅读具身性服务策略 

数字阅读的具身性特征为图书馆数字阅读服务趋向具身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并揭示了可行的操作空

间。下面将以上海图书馆东馆(以下简称“上图东馆”)的数字阅读服务为案例具体探究公共图书馆推进数

字阅读涉身性服务的策略与路径。 
上海图书馆的数字阅读计划肇始于 2009 年，2011 年年底正式启动了市民数字阅读计划，联合新华 e

店推出了面向广大市民朋友的数字阅读平台 APP。2013 年，上海图书馆推出微信公众服务号，两年后开

通面向大众的“微阅读”频道。2015 年，上海图书馆成功研制了可触屏的数字阅读自助机，并且入驻支

付宝“城市服务”开通了“图书查询”服务[27]。可以说，上海图书馆一直紧跟时代潮流不断推进数字阅

读服务。2022 年 9 月，上海图书馆东馆开放又一次展现了其对数字阅读及其推广服务的创新性探索。 
(一) “涉身性”设计 
“涉身性”的核心是要将读者与阅读内容真正联系起来。上图东馆在很多地方都采用了 EINK 电子

墨水屏，如三楼阅读广场每张桌子上的预约显示系统、智能化书籍层架的标识以及自助借还柜里的

JDRead 电子书阅读器。这些既省电又不费眼、轻巧便携的电子墨水屏幕模拟了纸质版书籍和标签，使读

者在触感和视觉层面都仿佛在阅读和查找真实的书籍一样，还原了最初的阅读体验。 
(二) “嵌入性”设计 
“嵌入性”的主旨是要构建心智–身体–环境三位一体的动态平衡认知过程。深阅读的要素之一就

是安逸舒适的环境。上图东馆便在吵闹喧嚣的城市中心辟出了一块鸟语花香、静谧闲适的“悦读森林”

供来往读者休憩。通往上图东馆就要经过或者穿越这片“森林”，读者在进入阅读空间之前先要与自然

来一场亲密接触，让身心从内而外地舒缓放松，以便更好地沉浸于阅读活动中。在东馆内部，还有众多

知名美术家、雕塑家和设计师为公共阅读区域打造的公共艺术作品，为读者的阅读体验增添了几分审美

情趣。此外，上图东馆的 10 余个馆藏特色资源数字库通过可视化的方式为读者塑造出一个个生动的阅读

场景。例如，上海文化总库整合了包括记录上海形象和声音的老照片、老电影、老唱片影音资源以及红

色文献资源在内的一大批上海历史文化相关的各类资源和知识，并用上海的历史文化年谱串联起来，向

读者构建了一幅独具海派文化特色的数字记忆图景。当人们将身体“嵌入”进这些优秀历史建筑和街区

的场景之中，便会瞬间回到过去，重温当年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三) “体验性”设计 
“体验性”是数字阅读服务的关键所在，最重要的是先从视觉效果上吸引读者，然后通过互动使其

与阅读内容产生情感上的交流和共鸣。这主要体现在三个项目上。一是美术文献馆特别推出的“灵境石

语”系列沉浸式 VR 交互游戏[28]。该游戏让观众通过互动式体验，“身临其境”地跟随文人墨客的步伐

走进文献中所描述的历史场景，自由穿梭于虚拟与现实、现代与古代、山水与书法之间，消除了读者与

文物的距离感。二是“君从何处来——跨越千年的迁徙图可视化”项目[29]。读者可以通过展示各个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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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的动态时间轴了解各时期迁徙大事件和朝代变更的大历史，并且也可以使用 iPad、手机等移动端设

备根据个人喜好对屏幕展示内容进行选择和切换以便从更微观的角度了解学习某一姓氏家族的迁徙历史。

三是虚拟阅读推广大使洛天依。读者可以在上图东馆七楼阅读推广区的独立展区听到虚拟歌手洛天依吟

诵的《诗经·秦风·蒹葭》。身着改良式旗袍礼服长裙的洛天依以其清亮悦耳的声音一下子把读者拉到

诗句中芦苇涤荡的清溪岸旁，通过强烈的听觉刺激让读者不得不驻足停留欣赏片刻，从而对中国古代诗

词歌赋的无限魅力产生深刻认识和记忆。 

6. 结语 

具身认知理论揭示了身体与阅读之间的奥秘，为图书馆数字阅读服务研究铺开了新的画卷。与传统

阅读一样，数字阅读也具有情境性、统一性、认知性、持续性等特征。除此之外，数字阅读的具身性特征

还体现在突破时空物理限制的虚实空间自由穿梭和拓展心灵、认知的人机耦合上。而通过对上海图书馆

东馆的“涉身性”“嵌入性”“体验性”阅读服务设计的介绍分析，也再次证实了身体在数字阅读过程中

的深度参与和意义建构，并提示了未来我国公共图书馆数字阅读具身性服务的实现策略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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