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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多久没好好读一本书了？

即即墨墨新新华华书书店店内内亲亲子子共共享享阅阅读读时时光光。。（（胡胡明明明明  摄摄））

　　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你上次读完一本

书是什么时候？

　　“想不起来了”“好像是大学时候吧”

“上次读书还是在上次”“上次读完的那本

书叫《语文》”……

　　当下，越来越多人发现，自己很难捧

起一本书、读完一本书。

　　甚至有人得了“读书焦虑症”——— 面

对海量书籍，不知道读啥；买书痛快，看书

痛苦；读书的flag，立了倒，倒了立；打开一

本书，读了几行就犯困……

　　在线上，很多网友纷纷“求解”———

“有什么好书推荐”“如何培养阅读习惯”

“怎样爱上阅读”……话题“读书”点击量

超千亿次。

　　在线下，不少城市通过办书展、举办

阅读大会，打造阅读场景，营造阅读

氛围。

　　11月9日，第二届青岛市全民阅读大会

暨书香青岛阅读季拉开帷幕，主题是“深

化全民阅读 建设书香青岛”，百项千场

全民阅读活动陆续展开。

　　自2005年青岛首届图书文化节开幕，

青岛已连续19年组织开展全民阅读活动，

图书文化节逐步提升为全民阅读季、全民

阅读工程。

　　在信息大爆炸、生活快节奏的今天，

我们为什么依然需要阅读？又该怎样更

好地阅读？

一

　　信息触手可及，还用读书？

　　在这个资讯碎片化、超载化的时代，

不少人调侃，阅读似乎成了比较低效的信

息获取方式。

　　现如今，一部手机知天下。今天有啥

新鲜事？热搜时刻为你更新。有啥问题

难解决？百度随时给你答案。想学一些

新知识？慕课视频应有尽有。想读一些

好文章？微信推文目不暇接……如此便

捷的操作、如此多样的选择，信息触手可

及，我们为啥还需要读书？

　　文字的魅力是无可替代的。文字无

声，内里却涌动着作家最炽烈、最深沉的

情感，体现着他对人生、社会的思考。比

如朱利安·巴恩斯形容心碎：“心碎的时

候，就跟木材裂开一样，顺着纹路自上而

下完全开裂。”比如斯蒂芬·茨威格形容

暗恋：“我仿佛是你口袋里的怀表，绷紧着

发条，而你却感觉不到。”这些文字鲜活、

细腻、有生命力，能引人共情、思考。再如

刘慈欣的小说《三体》，结构宏大、思想深

邃，令人叹为观止。目前相关影视作品，

都难以还原小说的意境。又如很多武侠

迷，假如不看原作只看影视剧的话，永远

无法想象“凌波微步”的飘逸和“小李飞

刀”的霸气。

　　读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对话。

正如钱穆所说，“在书中可碰到很多人，这

些人的人生境界高、情味深，好做你的榜

样”“我们都是普通人，但在书中遇见的人

可不同，他们是由千百万人中选出，又经

得起长时间的考验而保留到今日”。读哲

学，孔子告诉我们，“见贤思齐焉，见不贤

而内自省也”；读历史，司马迁告诉我们，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读文学，路遥告诉我们，“即使最平凡的

人，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

斗”。读一本好书，就是来一场深切的对

话，来一场对灵魂的洗礼。

　　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小型避难

所”。畅销书《被讨厌的勇气》的作者岸见

一郎，曾因心肌梗死终日卧床，觉得人生

破败不堪。后来，他开始阅读各种书籍，

获得了内心平和，重拾了生活信心。湘妹

子梁艺22岁时全身瘫痪，她阅读同样坐在

轮椅上的作家史铁生的作品，并与史铁生

见面，受到很大鼓舞，重新振作起来，成为

“中国第一位轮椅上的主播”。阅读，能随

时随地提供温暖，让你找到前行的力量。

　　

二

　　读啥不是读，还有“鄙视链”？

　　按说，读书是个人的事，每个人因需

求、兴趣不同而阅读不同的书。但现在网

上流传着几条“阅读鄙视链”，这是咋

回事？

　　比如，内容上，有人觉得读经典文学

比读通俗文学高级。

　　“人这一辈子阅读时间有限，要读就

读经典名著。”一些人这样说。这条“鄙

视链”还有细化版，大致是：读哲学的鄙视

读历史的，读历史的鄙视读文学的，读文

学的鄙视读实用书的，读实用书的鄙视读

网络小说的。

　　对于这个“鄙视链”，我们自然当不得

真。正所谓开卷有益，阅读的世界里，阳

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是可以并存的。正如

网友所说：“不同作品的功能是不同的，每

个人读书的需要、喜好和对书的理解也可

以不同。情绪低落的时候，看不下文学名

著，读点鸡汤文学给自己鼓鼓劲儿又有什

么可鄙视的呢？我们读书其实是为了向

内自省，把看别人的目光收回来多多审视

自己，非要说出个高低贵贱，反而曲解了

读书的意义。”

　　再如，形态上，有人觉得“纸阅读”比

“屏阅读”高级。

　　“纸质书比电子书有质感、有书香”，

这类说法是不是挺耳熟？甚至还有人说，

读繁体竖版书比读简体横版书高级，读纸

质书比读电子书高级，读电子书比听电子

书高级。

　　其实，从甲骨、青铜器，到竹简、丝帛、

纸片，再到电子阅读器、听书软件……文

字的载体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有人喜

欢书籍摆满书架的阅读氛围，有人喜欢一

个阅读器装满千百本读物的便携，有人喜

欢边运动边听书边护眼的一举多得，没有

谁高谁低，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有关调查显示，2022年我国成年人图

书阅读率为59.8%，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

率为80 .1%。可见，“屏阅读”越来越受

欢迎。

　　又如，时长上，有人觉得“大块阅读”

比“碎片阅读”高级。

　　在有些人看来，拿出大块时间去阅

读，才是抵消焦虑的最好解药。能拿出大

块时间阅读固然好，只是现实中，人们各

有各的忙碌，于是，很多人便用碎片时间

阅读。

　　碎片时间阅读，并不一定等于碎片化

阅读。可以根据实际条件，把“微阅读”

“浅阅读”“深阅读”搭配好。例如，考上清

华大学研究生的消防员黎尧，就是高效利

用碎片时间的读书达人。出操后的20分

钟、交班后的40分钟、熄灯前的一个半小

时，都被他利用起来了。

三

　　读就是了，还要“窍门”？

　　关于阅读，古人这样说：“世上几百年

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

书。”有的人也明白阅读是好事，但就是

没法爱上阅读。也有的面对浩如烟海的

书籍，不知该如何下手。那么，有没有什

么阅读的“窍门”呢？其实，很多名家学者

都有总结过心得体会。

　　“阅读”“悦读”“越读”。毛姆说，“你

最好还是随你自己的兴趣来读”“读书必

须是一种享受”。有调查显示，超过一半

的人卡在“读不下去又不甘心放弃”的瓶

颈中。一次次硬着头皮读，反而一点点透

支了我们的读书热情。比如，一般观点认

为，名著是无论如何要读一读的，可不少

读者真去读时，却发现有的并不好读，想

要读完，很需要毅力。兴趣是最好的老

师。只有从阅读中真正感受到快乐，才能

形成阅读习惯。

　　“三余”“三上”“三到”。现代社会节

奏快、压力大，很多人感慨没时间读书。

三国时的董遇说，可用“三余”时间来读：

“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

也。”欧阳修总结自己的读书时光是：“马

上、枕上、厕上。”为了让读书更高效，朱

熹还提出了“三到法”——— 心到、眼到、口

到。到了近代，又有学者增加了“手到”和

“脑到”，变成了“五到”。如此一来，有限

的时间内，读书就有更大收获。

　　“鸟瞰”“解剖”“会通”。具体到如何

读一本书，梁启超说要把握三个步骤。一

是“鸟瞰”，粗略了解，明确脉络，对全书有

个简明了解。二是“解剖”，仔细研读，重

点剖析，抓住精髓，记住所得。三是“会

通”，融会贯通，由内到外，由此及彼，将书

全面了解。做到这三步，就能将书里的知

识吃透、消化，为我所用。

　　有人说：“在读书这件事上，一万个借

口也仍然是借口。”不读书才需要借口，读

书根本不需要理由。拿起身边的书，读起

来吧。 (转自青岛宣传)
即即墨墨区区图图书书馆馆为为市市民民营营造造良良好好的的阅阅读读环环境境。。

“国家一级图书馆”即墨区图书馆拥有馆藏图书35万余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