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时代到来，互联网的普及，
手机等移动终端“飞入寻常百姓家”，
“拇指文化”应运而生。一键搜索即
可获得想要的信息，人们不再需要埋
首书山就能将家事国事天下事一网打
尽。深阅读不再是人们获取知识的唯
一方式，而借助电脑、手机、电纸书
等工具随时随地、偷闲阅读成了一种
潮流，君不见地铁公交上总有“手不
释机”的人，街头巷尾也不鲜见拿着
移动设备看书的人。人们把这种借短
消息、网文和短文体生存的阅读方式
称作“微阅读”。

这种碎片化的阅读在某种程度上
是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一个缩影，快
节奏的社会发展催生快节奏的生活步
伐。煮一杯香茗，找一个阳光温煦的
角落，安静地捧一本书阅读成了一种
奢求，传统意义上的“大阅读”日渐
远离平民生活，阅读和思考将越来越
成为稀有之物。

另外，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漏洞颇多，很
多书籍，无论是文学经典还是流行读本，都能在网
络上找到电子版本且能免费下载。对于大多数读者
而言，读书更多是一种消遣是一种娱乐，既然有免
费的书籍可以看，为什么还要花钱去购买。

微阅读让人们在生活中的“垃圾时段”得到了
充实，这个简单地由读者和一台移动终端构成的便
捷阅读空间迎合了“快餐化”获取信息的需求，其
存在必然有其合理性。然而，随着微阅读时代的到
来，传统阅读模式是否就该搁置？这种碎片化的阅
读能否真正提高国民的综合素养，还是只是“娱乐
至死”的一种外化体现？

摒弃或发扬，谁来作主？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评论家张颐武说，
微阅读崛起，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但只是阅读平台
的转移，并不意味着阅读的根本消失，反而阅读量
会有所增加。原来很多纸质书不太引人注意，而现
在可以通过一种简便阅读方式读到一些东西，这是
一种进步。然而他也提到，微阅读确实还是相对肤
浅，电子书往往是一带而过，不能很细致地阅读，
更不用说阅读后的“咀嚼”、温习。

中国少年作家学会名誉主席、作家张天芒则表
示，微阅读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
阅读方式和阅读内容，有其双面性，但也是时代发
展的必然，如果引导利用得好，还可能催生一种经
典文体。她认为，给微阅读扣上“阅而不读”的帽
子不合适，如果作品的内容有足够的吸引力，哪怕
就是一句话也会十遍、百遍地回味。

深圳图书馆馆长、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
员会主任吴晞借用易中天先生的比喻说，阅读的关
键在于吃的是满汉全席还是垃圾食品，至于用什么
样的器皿，则是随着时代的变化、技术的进步而与
时俱进、常变常新的。
“微阅读也催生了一种新兴的文学方式———微

文学、段子文学、微小说。”张颐武教授这样说道，
“有时它是会心一笑，与人幽默；有时又像禅宗的
谶语，言简意长；有时却是寸铁杀人，字字见血。”
在他看来，微阅读只要不妨碍人们思考，那么为其
留下一方空间也是应当。

笔者在针对普通读者的一份随机调查中了解，
大部分读者对微阅读持欢迎态度。有受访者表示，
平时对文学经典不太关注，往往是由电子书引发了
阅读和收藏兴趣，这个过程中微阅读扮演了一个媒
介的角色。然而也有受访者提及，因为微阅读的兴
起，在一种潜移默化中打消了去阅读纸质书籍的念
头。山东大学对近 !""名在校理工科大学生进行了

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只有 !#$受访者表示平时会用
一定时间接触文学作品，几乎从来不读的占 %$。
文学阅读的面也比较窄，以通俗读本为主。

读者选择阅读方式和阅读内容时，决定因素是
其阅读动机，而对一般读者而言，阅读动机不外乎
增长见闻、获取信息和娱乐消遣三种，微阅读完全
能满足这种动机且更加方便快捷，反而传统阅读对
时间和空间有一定的“挑剔”，随时随地带着一本
书毕竟不现实。

这不是“雅”与“俗”的较量，亦非“传统”
与“现代”的角逐，而是人们在物质文化生活满足
后产生的相匹配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所衍生的一
种选择，这种选择只有选与不选之分，没有是非对
错之别。当微阅读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阅读”逐渐式微，虽然有种种呼吁和倡议，但
这种形势仍难逆转，究其原因还是在读者。

崛起与式微，能否平衡？

在张天芒看来，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不断快
捷，会更喜欢快捷方式的阅读。与之对应的是同济
大学刘强教授对一群“&' 后”本科生说出了这一
段话：“这个国家真的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你
多读一本书都是在为国争光。”微阅读以其方便快
捷让读者喜欢，迅速攻城略地，让原本就式微的传统
“大阅读”流失更多拥趸，然而快餐化、碎片化、肤浅
化的微阅读实难承载文化传承与传播之重。
“随着越来越多人转向互联网，微阅读的影响

力会越来越大，但是不会完全取代传统阅读。传统
书籍作为一种保留的文本，成为越来越珍贵的文
化。”张颐武教授这样认为。在他看来，一方面要
提倡阅读经典，另一方面也要顺应时代发展迎接多
种形态的阅读。其本身不冲突，不是非此即彼的取
舍关系。微阅读可以渗透在生活中的碎片时间、
“垃圾时间”，但在正常的休息学习时间内，还是应
以传统阅读为主。

笔者在随机调查中了解到，当前人们的精神追
求放在阅读上的并不多，电视、网络、交际应酬占
据了太多业余时间，极少有把阅读当作一种享受
的。一位受访者坦言，“大阅读”所谓对人综合素
养的提升太慢且不能被看到，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
会，一些技能性的提升更容易受青睐。

微阅读某种程度上暗合了人们的“功利心态”
———以最小的时间成本换取足够用来“参与”和
“炫耀”的谈资，并完成与社会保持紧密联系的心
理消费。而传统阅读经常被假想成带有仪式色彩的
文化生活，它更多的价值在于对人的气质的培养和
内在的提升，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
“但中国五千年的文

化精髓的传承还是要靠读名著、读经
典，微阅读只能看作是一种合理的文
化生活方式之一，而非最具价值的。”
张天芒说，教育在阅读方式选择过程
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要刺激读
者去选择，首先是要让他们意识到传
统阅读的重要性。

张颐武呼吁“要抽出点时间来读
点东西，尤其是年轻人，应该多读一
些硬书，哲学类的，人文类的经典。”
他说：“现在我们的阅读生活，并不
是完全不读书，但我们所读的往往是
浅显、粗糙的内容。”他建议每天至
少拿出 ()分钟的时间用来“大阅读”，
阅读过去、阅读当下，了解人类祖先的
智慧与文明，获知同时代人的思想和
生活。久之，慢慢会发现自己精气神
振作了，内心更豁达了，对事物的思考
更加理性了，对世界和社会的变化更
加明晰了，乐趣也必油然而生。

困境与趋势，如何预见？

全民阅读的现状不容乐观已是不争的事实，尤
其是在青少年群体更甚。山东大学关于“文学阅读
与文学生活”的调查认为，作为考察读者阅读状况
的晴雨表，畅销书与文化体制改革、文化观念转
型、文化市场的成熟、审美风尚的嬗变与大众消费
心理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郭敬明、杨红樱、张
悦然、郭妮、饶雪漫、江南等“青春文学健将”的
作品已经占有市场最大份额。他们和书商一起用
商业手段“培养”了庞大的青春读者群。正如王
晓明所说，这个现象是由新世纪以来最有购买力
的人群的年龄和阅读趣味所决定的，这个巨大的
读者群主要由中学生和大学低年级学生构成。

文学生产和传播的商业操作是双刃剑，一方
面推进出版和阅读的繁荣，另一方面，也可能有
意无意在制造平庸的阅读口味，降低国民的阅读
品格。

商业化的文学已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
决定在这个市场上畅销的不是文学作品的内容
和模样，而是读者的喜好和选择意向。然而普
通读者的文化水准和鉴赏能力毕竟有限，一般
读者对书籍的需求止步于获取资讯的层面，而
对于精神的熏陶和气质的培养只有极少部分
人可以实现。照这样的逻辑，图书出版商也
只能选择更多地出版低端读物且迎合读者需
要制作各种产品样态以满足随时随地的微
阅读。

传统“大阅读”走入困境，是自我阉
割以适应微时代的阅读需要，还是坚守
城池，以多方呼吁和倡议来赢回读者？
微阅读是继续高歌猛进，以快餐填饱
读者还是只提供开胃菜，为读者，更
好地享受大餐服务？山东大学调查
总结提出的“文学民生”是对此
最好的回答。“微”者，娱其性
情，“大”者，炼其精神。只
“大”不“微”，缺乏活力，
只“微”不“大”，难以
承载，以读者为中心，
何妨以“微”入，以
“大”达。

老舍、胡絜青珍藏字画捐赠仪式日前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国作
家协会主席铁凝出席仪式并讲话。老舍先生既是著名作家，也是著名的书画收
藏家。他的夫人胡絜青拜齐白石和于非闇为师，更是一名优秀的专业画家。老
舍家中收藏了许多美术大师的绝品佳作。此次老舍先生的子女舒乙、舒济、舒
雨、舒立捐赠的 ("幅字画是老舍藏画的精选，有齐白石国画 *幅，黄宾虹国
画一幅，傅抱石国画 +幅，林风眠国画一幅，老舍书法 ,幅，胡絜青书法、
国画各一幅。老舍之子舒乙特意为展览撰写了《我家藏画故事》系列短文，
讲述画里画外的有趣故事。“老舍、胡絜青珍藏字画捐赠展”近日在中国现
代文学馆展出。

“微时代的阅读———世界图书和版权日京版集团第 --届讲坛”日
前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从微博、微信、微小说到微电影、微旅行
等，我们悄然进入了一个“微时代”，一股“微力量”推动传统阅读
方式的变革。北京出版集团董事长钟制宪、著名作家叶广芩、著名评

论家李敬泽、解玺璋等从不同角度诠释了“微时代的阅读”这一
主题，畅谈了各自的观点体会，并与在校大学生、读者交流阅
读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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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山，

今夜我为你祈福，

与你一起

无眠，

与你一起

守候着黎明。

我与风和雨

一起祈福，

这片撕裂的绿地

和失色的蓝天。

我与小鸟和蝴蝶

一起祈福，

这个四月的寒意

和折断的花期。

我与河流和山峦

一起祈福，

突然扭曲的时间

和梦境的碎片。

我与桥梁和道路

一起祈福，

遍体伤痕的家园

和凝固的笑靥。

我与蜡烛和手电筒

一起祈福，

这个痛楚的黑夜

和掩面的圆月。

我与老人和孩子

与芦山的亲人们

与天南地北的亲人们

一起祈福，

芦山，不要哭泣

你站在前面，

有我们站在你最前面。

……

芦山，为你祈福
贺永军微阅读时代，怎样阅读？

杨 芹

娘（十六字令集）
贺福初

娘，冷月孤灯念儿郎。发染霜，悠悠春晖堂。

娘，慈母思儿泪成行。步踉跄，托雁叮秋凉。

娘，夏缝冬衣线儿长。两地书，千里暖心房。

祝福 苗 青摄

我常常想，我这一辈子最幸福、最快乐的时

候，是什么时候？就是在落雪的夜晚，躺在被窝

里，在昏黄的灯光下，读一本非常心仪的书，物

我两忘，这份舒展、这份惬意是无可比拟的。

读书其实是一件非常寂寞、很孤独的事情，

但也是乐事。古人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他们

隐居读书，他们的内敛、慎思、博学、明辨，被

誉为古人风。时代在发展，有古人风的人们走得

远了；今天让人目不暇接的社会生活，以及越来

越快的速度，导致人人都很忙，人人都很躁，人

人的压力都很大，读书的时间越来越少。静静地

读书，如今成为了一种奢侈。在一切都变“微”

的时代，大概还有一部分傻文人，在坚守自己的

读书和写作的阵地，写出的作品却可能读者甚为

有限，使写作这一行变得非常的悲壮。

当然了，我们在坚守的同时，也涉足了

“微”的范畴。在我认识的作家圈里面，几乎大

部分人都在网上有博客、有微博，还有微信，彼

此的交流由书信到电话、到信息、到网络，越来

越快。我们在任何一处都知道几年不见的朋友在

干什么、在说什么，都可以直接过去调侃几句，

同时接过来几句让人忍俊不禁的揶揄。比如我在

微博上发了一条：我的小说《青木川》被改编成

电视剧，名字叫 《一代枭雄》，本来是一个土匪

崇尚文化，现在土匪变成了留学生。我很不能理

解，这是一个 -*)度的的转变。这个微博发出去

以后，马上收到了湖北方方的回信，她说，俺也

听说俺的小说 《万箭穿心》 改成电视剧之后叫

《亲爱的》，名字多么的南辕北辙。其结果，俺推

测跟你的也差不上下：一块好布料，你以为会拿

去做一件好衣服，结果被拿去做成了鞋底。

简单、快速、犀利、生动，这就是微阅读的

魅力。这样的阅读写作，我们都尝到了甜头。通

过网络，我认识了一大批我的读者。以前作家的

写作，书出来了，反响怎么样，只能看报上的评

论。今天在这个网络发展的时代，我直接和我的

读者们取得了信息的交流。这是在以前作家不能

想象的。从读者身上，我得到了支持、得到了理

解，我的写作变得灵动而快活。

今天的我们，什么都可以在网上说，而且是

带视频的；什么都可以快递，距离的阻隔在今天

已经破解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我们当

今更不是难事。当然在“微”的环境下，我们

细细地思考，我们是不是还少了点什么？沉静

的心态、文化的韵味、人格的操守，被淡化了。

我们健壮、我们快活、我们简单，我们将诸多

的书籍装入电脑。一个民族是否有文化，这是个

复杂的问题。民族文化需要积累，它不是一个时

代所能完成的，它的主要部分永远深埋在历史当

中，藏于书籍里。发掘、传承、发展，是我们的

责任。

我们陕西一位老教授，一辈子爱书如命。有

客人到他们家去，只要在他的书架前一站，他就

紧张，因为怕人借他的书。他的书珍藏得非常

好。在他临终之时，最放不下的就是他的八

架书。老先生已经去世了，他的八架书被后

辈们卖光了，我们听起来是一个非常遗憾的

事情。

在微时代，我们还是要抽一点时间读点

书，为自己留下点书。书是不老的东西，是中外

圣贤留给我们的恩赐。不读书，就不知道敬畏，

就不知道感恩。让我们保留一个睡前阅读的习

惯，哪怕是短暂的半个小时，以此来增添我们生

活的乐趣，提高我们生命的质量。

养成睡前阅读的习惯
叶广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