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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繁忙的工作之余，让我们一起静下心来，给阅读一点时间。

对阅读进行深刻反思，以唤醒国民沉睡的阅读情结，切记“手机阅读”“屏幕阅读”不
等同于阅读。

 

内容简介

这是对当下国民阅读危机的深度反思，全书从谈论阅读时一般国民在干什么说起，对网
络时代阅读碎片化以及电子阅读带来的“浅阅读”提出了自己独特见解，认为电子阅读
止于浏览。全书引经据典中外名人名言，反思阅读兴趣如何被扼杀，对当前的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等进行深度解读反思，最后提出阅读立法以保证国民人文修养不失去，以彰
显国家文化软实力，思想深刻，现实意义重大。

作者简介

吴靖，1984
年生，浙江湖州人，资深阅读爱好者、阅读推广人，藏书数千册。近年来持续关注和思
考国民阅读与阅读教育，相关代表作品有《浅浏览时代的文明忧思》《阅读，让人成为
人》《转型时期的国民阅读危机》《阅读立法的能与不能》等，被国内多种文集、报刊
收录和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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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自 序

近年来，中国经济一路高歌猛进，并于2011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俨然有
了一番大国气象。然而，由于创新能力不足、资源短缺明显、环境污染严重、贫富差距
悬殊等一系列问题，中国离真正意义上的强国还有不小的距离。更重要的是，中国在文
化软实力层面没有展示出和其硬实力相匹配的东西，缺乏那种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吸
引力，这或许和上述的一系列问题有着内在的深层联系。
几十年前，我们只能对外出口电视机，却出口不了电视机里所播放的东西。如今，中国
的电影、电视剧等文化产品的出口依然困难重重。即便我们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设立了约4
00所孔子学院，但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却只是一知半解，面对外国友人的疑惑，我
们或许无法说清“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准确含义，难以解释东坡词句“天涯何处无芳草
”中的典故，鉴赏不了王右军“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的文书俱美，分享不出大痴
道人《富春山居图》背后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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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为这种差距找到一个注脚的话，近年来备受诟病的国民阅读现状似乎当仁不让。
在此，我无意列举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我会在之后详细谈及），来佐证我们的国
民阅读危机到了何等深重的地步。我只想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谈谈我个人的亲身感
受。

在同学聚会的餐桌上，大家都在聊着手机游戏、股票、房产、汽车等诸如此类的话题，
没有人——哪怕一个人——会谈论新出版的小说、传记或回忆录，臧否历史著作或人物
，或分享、推荐一本最近正在读的好书。原因很简单，大部分人已经远离阅读，书籍在
他们的世界中已然遁形，即使还有人阅读，也会觉得谈论阅读和书籍让人觉得无比沉重
⋯⋯

犹记得那个酷热的夏日午后，这篇不到千字的短文被我一口气读了两遍，它犹如一剂清
凉散，令我燥热的心绪逐渐冷静下来，尽管汗水依然不住地流淌（当时我正在为新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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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而奔忙）。可就在不觉合拢杂志的一瞬间，我才猛然意识到，这不是冷却，也不是凉
爽，而是彻骨的悲凉——灼肤的炙热与彻骨的悲凉交汇成一曲夏日午后的哀歌，在我疲
倦的脑海中不断盘旋⋯⋯

我坐在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上海的飞机上。正是长途飞行中的睡眠时间，机舱已熄灯，
我蹑手蹑脚地起身去厕所。座位离厕所比较远，我穿过很多排座位，吃惊地发现，我同
时穿过了很多排ipad——不睡觉玩ipad的，基本上都是中国人，而且他们基本上都在打游
戏或看电影，没见有人读书。

中国是一个有全世界最悠久阅读传统的国家，但现在的中国人却似乎有些不耐烦坐下来
安静地读一本书。一次我和一位法国朋友一起在虹桥火车站候车，这位第一次来中国的
朋友突然问我：“为什么中国人都在打电话或玩手机？没有人看书！”

当然，我知道中国人并不是不读——很多年轻人几乎是每10分钟就刷一次微博或微信，
从中获取有用的信息。但微博和微信的太过流行也让我担心，它们会不会塑造出只能阅
读片段信息、只会使用网络语言的下一代？

当然，网络侵蚀阅读是一个全球化的现象，并不只是中国才有。但有阅读习惯的人口比
例在中国庞大的人口当中，显得尤其稀少。我其实更想说的是，当下的中国，缺少那种
让人独处而不寂寞、与另一个自己——自己的灵魂——对话的空间。生活总是让人疲倦
，我们都需要有短暂的“关机”时间，让自己只与自己相处，阅读，写作，发呆，狂想
，把灵魂解放出来，再整理好重新放回心里。

是的，举目四望，这个文明延续最悠久国度的公民——尤其是青年人（包括大学生），
他们中的许多人竟是以打游戏、玩手机、刷微信或看视频的方式度过闲暇的，浑浑终日
。即便在每天拥挤的地铁上，这样的场景已不断复现，但直至我读罢此文，方才有了彻
骨之悲、切肤之痛。没错，一个天竺人道出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真实的文明差距（国民素
质比人均GDP更真实地反映了这一点），甚至连印度人都为我们的阅读缺席感到深深的
忧虑，尽管她在行文时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委婉的语气。

是的，我们中的许多人已被手机、iPad等移动终端所绑架，我们每天晚上睡觉前手中依
依不舍的是手机，每天清晨睁开眼第一个摸索的依然是手机。甚至在朋友聚会上，不少
人宁愿和手机另一端的人私信，也不愿和许久没见面的老同学聊上几句。我们似乎知道
得很多，却懂得很少，因为浩瀚的信息和资讯淹没了知识，取代了思考，也遮蔽了智慧
。更糟糕的是，我们已经不知道该如何独处了，在远离书籍和阅读之后，我们失去了与
自己的灵魂对话的机会和能力。甚至有些人只是过着一种动物性的生活，在吃喝玩乐中
惶惶终日，在痛苦和无聊的“叔本华钟摆”间来回摇摆，他们所丧失的是智性和灵性的
光辉。

面对这样的文字，有人或许会问：为何一个印度人会对中国人“不阅读”的现状如此不
解乃至担忧？管你印度人什么事？这般景象在我们看来再正常不过了，在地铁或飞机上
捧着本书倒显得不太正常呢！难道印度人在候机大厅或飞机上不玩手机、不刷微信、不



看视频？他们都在阅读？至于欧洲人嘛，他们真有那么喜爱阅读吗？还是他们故作文雅
？如果是前者的话，他们怎么能享受如此枯燥的行为（只有文字，而没有其他刺激感官
的媒介），难道阅读比玩游戏、看视频更吸引人？不可思议！在如此一连串疑问之后，
我们通常会这样自我安慰：中国人毕竟和欧洲人不同嘛，我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至于
印度，呵呵，比中国落后多了，不足为谈。要知道，中国已经是世界老二了，阅不阅读
有何关系，周围的人不都在玩游戏、刷朋友圈、看视频吗？！娱乐至死？去他妈的！

中国古语云：“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一个印度工程师公开表达了她对中国人阅读缺
席的深切忧思，该文在互联网以及杂志、报纸等纸质媒体上被大量转载，对于国人而言
，这无须视为嘲讽或耻辱，毋宁作为一个友善的提醒。我将以孟莎美短文作为省思阅读
的逻辑起点，来反思和回应我们时代关于阅读的困惑与迷思，诸如：中国人均阅读量不
及日本的1/10，这是真的吗？忙死了，没空读书，时间都去哪儿了？有了百度知道，还
要书本干啥呢？天天看微信、刷朋友圈，凭什么说我不阅读？家长自己玩手机，却扔本
书给孩子读，岂有此理？作者本人也看不懂标准答案，我们的语文教育怎么了？阅读立
法真的能拯救我们的阅读吗？⋯⋯

归根到底，阅读是一种个体行为，是一个人在面对宇宙和人生时的美好姿态。不同于任
何一种瞬息万变的流行时尚，阅读是人类永恒的生活方式。人毕竟高于动物，正因“人
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在这个众人奔忙、物欲横流的时代，还是要留一点时间给我们
的阅读、书籍和精神生活，让知识生根，让思想启蒙，让想象飞翔，让智慧萌发，让心
灵的花朵在纸页间绽放、在书香中永驻。

 

乙未年冬日于海上博雅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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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当下的时代喧嚣异常，一部手机将大部分人都伪装成了阅读者，但大家都明白，真正的
阅读者实则寥寥。事实上，关于阅读的种种悖论乃至迷思恰是每个人都能隐隐感知和体
认的，却又感之不深、思之不切，《给阅读一点时间》一书为我们拨云见日，帮助我们
经由阅读迈向更加美好的人生。

作家、文学评论家、上海大学教授  葛红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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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呼吁重建岁月长河的阅读，藉此召唤有重量的人生，他为阅读立法的勇气令人感佩
。

作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毛尖



版权信息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pdf.com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ushupdf.com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