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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动互联网浪潮席卷下，媒介形态日益丰富，资讯从不足变得过剩，
人们的浏览行为越来越多，真正有价值的阅读却越来越少。公众所缺的不再
是内容资源，而是阅读的一份宁静与耐心——— 要知道，传统阅读的过程，既
是追随作者的笔触，其实也是在思索中与另一个自己对话。

新媒体时代，如何静下心做一个幸福的“读书人”？本期我们请两位泉
城文化名人帮你支支招。

□王海臣

新媒体是工具，阅读才是内核

苏葵曾在朋友圈里这样推荐她钟情的Kindle电纸
书：老花眼日益加重，Kindle成了最佳枕边书，字号可
以随意放大，睡前离不开了！

刚刚过去的十月里，苏葵有二十天在旅途中，她的
阅读都是以Kindle电纸书为主。在大学里教授传播学专
业的苏教授，一向是新媒体的使用者和推动者，不论是
博客、微博、微信还是电纸书，苏葵都是最早“吃螃蟹”的
那批人，新鲜的电子产品和媒体形式，对于她来说只是
一种工具：“新媒体加速了我对客观世界了解的速度，拓
宽了我的视野。时代车轮滚滚向前的发展趋势和现状，
是所有人都回避不了的现实，读书人也不例外。”

别拿“碎片化”当不读书的借口

对于现在社会上充斥着的“碎片化阅读影响了人
们读书”的说法，苏葵不太认同。苏教授说，那些人原本
就是不读书的一群人，他们在长久的生活中尚未养成
读书习惯，新媒体的“碎片化”零星的阅读，只会增加他
们的阅读量，不会影响他们读书。

“读书是一种生活习惯，有此习惯的人，不会被所
谓‘碎片化’阅读打破习惯；而没有读书习惯的人，有没
有‘碎片化’阅读，都是不读书的。”苏葵说，“我个人的
经验是，‘碎片化’阅读只是填补了我的碎片时间(比如
在银行、医院等候的时间，比如在高铁上，比如在无聊

的饭局中，等等)，它们丰富和拓展了我的阅读领域，并不会占据我习惯中固定的读书时间。”

应试教育下也要培养读书少年

苏教授认为，读书习惯早在孩子小时候就应该养成。现在多数人没有读书习惯，多半是源于从小
在应试教育的高压下，就迫于应付各种考试各种学习班，一些家长只关注孩子的成绩，甚至为了确保
成绩禁止孩子读课外书，很少有家长注意培养孩子的读书习惯。

在大学里，苏教授的学生中就有不止一两人告诉她，自己小时候很喜欢看书，但是自从上初中
后，家长禁止阅读任何课外书……结果上了大学，老师要求他们读一些课外书时，有的学生甚至发现
自己已经有了严重的阅读障碍症！

至于如何找到读书的乐趣，培养读书习惯，苏葵提倡以兴趣为先。先读自己喜欢的类型的书，养
成读书的习惯后，再尽量多读经典著作——— 在众多经典中选择自己喜欢的类型。毕竟，经典之作是经
过时间和众多读者筛选过的。

读书是门槛最低的幸福

苏葵认为，读书是件很幸福的事儿，可能是成本最低、性价比最高的幸事。“一旦陷入喜欢读的小
说里，可以忘却所有的病痛、不公、挫折和坎坷。”她说，“读书让我体验了现实生活中未曾体验过的情
感和遭遇，读书让我用一辈子的时间活了几辈子的人生……读书还使我变得更明理，更豁达，更坦
然。”阅读对于苏葵来说，就像吃饭睡觉一样，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

互联网时代仍是“内容为王”

谈到读书，《百家讲坛》最年轻的主讲人魏新绝对有发言权。魏新是典型的读书人，同时也是书籍
内容的生产者，比如长篇小说《我将青春付给了你》、《命运教我变魔术》，历史文学《东汉那些事儿》、

《水浒十一年》，文化随笔《历史教会我们的爱与痛》、《来自星星的古代人》等。
其实对于魏新而言，新媒体也好，碎片化也好，他都抱有一种

平和接受的态度，不过度推崇也不过分批判，不论图书、杂志还是
微信公众号或者是APP，都是一种媒体的形式，新媒体也只是媒体
形式的一种。对他而言比起发布平台，优质的原创内容更为重要，
而再小的微信公众号也是一个可以随时对接全国读者资源的传播
平台，这对内容生产者来说是更大的挑战。大浪淘沙，唯有优质的
内容才能换来高效广泛的传播。

实体书+电子产品 让阅读更高效

谈及如何看待碎片化阅读和系统化阅读，魏新认为不仅没有
冲突而且还是相辅相成的。手机相对方便，随时可以阅读，爱读书
的人也不会因为有了手机就放弃了书籍的阅读，这样的搭配让阅
读可以随时随地更为有效和方便的进行，何乐不为？“近几年爱读
书的人越来越多，完全没必要把读书认为是什么‘高大上’的事情，
更非是小众人群的爱好，读书是一种兴趣，喜欢读书就多读些，不
喜欢也没必要强求，细碎的时间阅读些微信公众号上优质的内容
也能很好，毕竟长期的阅读就会有好处，但不要带着功利的目的去
读，毕竟你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通过读书得到太多知识和能力。”他
认为，读书习惯的养成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在经济、素质、文化等方
面的综合积累，当大多数人满足了自己物质的基本需求，才会有精
神上的追求。

明星“文艺咖”的私家书单

娱乐圈以爱读书著称的人没几个，但个个形象气质佳，真应
了那句“腹有诗书气自华”。无论汪涵、李健、蔡康永，都是娱
乐圈中的异类，守得住繁华，也享得了孤独。他们用爆表的魅力
指数和长盛不衰的观众缘儿告诉我们：这年头，要想招人稀罕，
还得多读书！

汪涵书单>>

主持人汪涵藏书丰富，还在长沙开了一间公益书屋叫“培荣
书屋”。他讲究学以致用，在很多场合都能引经据典，赢得了观
众的赞赏。汪涵抗拒网络，排斥微博，甚至连邮件也要助手打印
出来看。他认为那样人会被电脑控制，不是他所能信赖的生活，
他更喜欢从书本中寻找慰藉。汪涵曾在多个公开场合提到过自己
的藏书，网友们发现，他推荐的书都透着一种历史老师和老学究
的气质。
亨利·戴维·梭罗《瓦尔登湖》
罗素《西方哲学史》
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
先秦古籍《山海经》
周国平《风中的纸屑》
周国平《人与永恒》
蒋方舟《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
马一浮《泰和宜山会语》

李健书单>>

被称为“音乐诗人”的李健，读书众多且品位不俗，甚至他
的经典曲目也是从阅读中获得灵感。参加《我是歌手》比赛时，
歌手李健拿一本诗集垫凳子，演唱结束后又随手带走，他带的那
本书是莱昂纳德·科恩所著《渴望之书》，旋即这位“男神”爱
看的书被网友进行搜索，甚至连他以前的书单也被罗列出来。
莱昂纳德·科恩《渴望之书》
米洛拉德·帕维奇《哈扎尔辞典》
木心/陈丹青《文学回忆录》
木心《伪所罗门书》
茨维塔耶娃《茨维塔耶娃文集》
豪·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全集》
茨威格《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西蒙·沙玛《风景与记忆》
伊利亚·爱伦堡《人·岁月·生活》
辛波斯卡《万物静默如谜》
辛波斯卡《我曾这样寂寞生活》
盐野米松《留住手艺》
雷蒙德·卡佛《大教堂》
北岛《时间的玫瑰》
余华《灵魂饭》
蒋勋《汉字书法之美》
村上春树《眠》
村上春树《1Q84》

蔡康永书单>>

在台湾主持界，蔡康永算是一个另类，与其他综艺主持人
“嘴贱”犀利的主持方式不同，蔡康永用他独有的人文素养和贴
心的表达方式，在主持风格上独树一帜，深受两岸观众喜爱。蔡
康永总是被小S既认真又调侃地称为“读书人”，其实在进入娱
乐圈之前，蔡康永就已经在文化圈摸爬滚打多年。
黄永玉《比我老的老头》
柯莱恩《不断幸福论》
陈子衿《不理会太阳的向日葵》
池田晶子《14岁开始的哲学》
吉田战车《传染》
渡边容子《别告诉左手》
菲力普·普曼《黑暗元素三部曲》
谢尔·希尔弗斯坦《失落的一角》
强纳森·列瑟《布鲁克林孤儿》
布莱柏雷《华氏451度》
亚图罗·库可尼《西元3000年影响世界的100人》

苏葵：知名作家，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教授

魏新：知名作家、文化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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