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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的高科技时代，阅读方式和
以往有哪些不同呢？

肖克凡说，我们从幼儿园开始接受
教育，最初是看图识字，学了汉语拼音
后，就不再通过图片来接受教育了。对
此，儿童教育学有一个词叫“脱离图
画”，简称“脱图”。“我的意思是，通过读
图来获取知识和信息，是一种低幼状
态，也是非常符合孩子心理的一个过
程。”现如今呢，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图
像、视频，“生活在图像海洋中的成年人
似乎重返了低幼年代的读图生活，我们
接受信息、获取知识、完成感性认知、形
成理性的思维观念，在很大程度上通过
图像这个形式来获得，即使伴随着文
字，也只是滚动的字幕或简易的文字提
示。我们已经是成年人了，却不知不觉
生活在一个低幼状态。”

肖克凡认为，以前我们阅读纸质书
籍，跟现在看电子阅读器、微信、微博的
图像和视频，两者是完全不同的。读纸
质书从某种意义上说属于自主的行为，
在阅读的过程中你可以停下来思考，书
在等你，你可以让自己驻足在字里行
间，去品味、伤感，去潸然泪下；而图像
时代，我们虽然同样也受到某种触动，
但是你很难让它停下来，很难去细细品
它，我们跟着它的节奏走，而它的节奏
是以帧为单位的。这是两者本质的不
同，这种不同，有可能改变人的性情。

“我们常说社会很浮躁、生活节奏很快，
这是不是跟图像越来越多地充满了我
们的生活有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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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克凡，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
作协全委会委员。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写
作，著有长篇小说《鼠年》《原址》《机器》《生
铁开花》《天津大码头》等，小说集《赌者》《你
为谁守身如玉》《蓝色鸟》《爱情刀》等，散文
随笔集《镜中的你和我》《一个人的野史》《人
间素描》等。长篇小说《机器》曾入围第七届
茅盾文学奖。

1月5日，肖克凡做客宁波图书馆新馆
“天一讲堂”，主讲了《高科技时代的阅读》。

●新馆（宁穿路2100号，地铁1号线福庆北路站A出口）

一、《“一带一路”沿线的音乐之旅》
时 间：1月12日（周六）14:00
地 点：宁波图书馆新馆一楼报告厅
主讲人：王蕾，宁波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
以“联接中外，沟通世界”为主题，展示和挖掘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音乐领域的特色和亮点，从
蒙古的民歌到印尼的佳美兰乐器，带领大家一起聆
听中西音乐文化的交响共鸣，共赏“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的音乐篇章。

二、《影响丝绸之路的20幅地图》
时 间：1月19日（周六）14:00
地 点：宁波图书馆新馆一楼报告厅
主讲人：陈宇，中国地图出版集团地图文化与

生活分社副总编、武汉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兼
职副教授、《地图》杂志原执行主编

将讲述一个个地图与丝绸之路的故事，包括哥
伦布受地图的误导，与丝绸之路擦肩而过，却成就
了发现新大陆的壮举；明朝的中国人已经通过丝绸
之路越过好望角，并完成环球航行等。

●永丰馆（永丰路135号）

《艺术向左，美食向右——相逢最美的亚平宁》
时 间：1月19日（周六）14:00
地 点：宁波图书馆永丰馆三楼报告厅
主讲人：李德煜，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导游教研

室主任、高级英语导游员、全国优秀导游员
亚平宁半岛是文艺复兴的发祥地，但丁、博迦

丘、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书写了艺术的传奇，比萨
饼、意面、卡布奇诺咖啡等美食也诞生于这里，本次
讲座将带领大家深入了解亚平宁半岛。

注：以上讲座，市民可在新馆或永丰馆一楼服
务台领取免费入场券后前往聆听。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横
批“耕读之家”。天津市作协副主席
肖克凡说，在上世纪70年代，这是北
方农村经常能看到的一副对联，这
充分说明，读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
优良传统，是根植于我们心灵深处
的一种信念。问题是，迅猛发展的
高科技给我们的阅读带来了很大变
化，如今阅读是怎么样的状况，我们
又该如何提高阅读能力？

作为宁波图书馆新馆“天一讲
堂”的第一讲，肖克凡携手人民文学
出版社编审汪兆骞，就以上问题分
享了他的个人感受。“这只是我一种
感性的人生体验，并不是严谨的理
论，某些说法甚至容易被驳倒，因为
这纯粹是我的个人感受。”肖克凡特
意说明。

对于高科技时代的阅读状况，肖克凡总
结出了这些特点：纸质阅读被电子阅读取
代；专门阅读被随时阅读取代；系统化阅读
被碎片化阅读取代；深度阅读被浅层次阅读
取代；兴趣带动型阅读被需求推动型阅读取
代。对此，肖克凡也给出了一些建议。

“碎片化阅读最典型的坏毛病是，一觉
醒来先看手机微信，微信的内容太庞杂了，
哪出车祸了、怎么养生……信息量非常大，
但都是碎片的。一圈看下来，都想不起得到
了什么。这是因为缺乏系统性，我们被碎片
所淹没了。那什么是系统化的阅读呢？比
如，我们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接受的都是系
统化的教育。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跟没读
过书的人有什么不一样？最典型的不一样
是他建立了思维方式，有一个合理的思维框
架，所以凡事都能用比较理性的思维框架体
系来思考和解决。为什么有人说话很有条
理，有人说话颠三倒四？这就是系统性的问
题。说话有条理的人能够自洽，就像作文的
论点、论据、论证。系统化的阅读在大学里
是最典型的，上大学就是接受系统化的教
育，让你有一个思维的方式，有一个比较科
学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肖克凡建议，我们平时看书也要有一个
阅读次序，尽量在某一个时段里追求读书系
统化效应，这就可以自洽，而不是今天看动
画、明天看伦理学。“当然，有人说书要读得
宽一点、杂一点，这并不是对系统性阅读的
否定。这是两个概念。”

肖克凡还建议，要养成深度阅读习惯。
“深度的阅读应该是我们追求的一种方向、
目标，能使自己成为一个丰富的人，能使我
们做人更明白。”

图像越来越多，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
种看不见的变化。

“图像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是100%的。
为什么说是100%呢？有一句话叫‘有图有
真相’。面对图像，我们本能地认为它是真
的，这就会丧失人最基本的能力——质疑。
很多科学发明是在质疑的基础上产生的，我
们常年生活在‘有图有真相’的年代，质疑的
能力肯定会被削弱。这是其一。其二是想
象力的削弱。面对图像，你不需要想象，不
需要思考，那我们的智力是否会衰退？”

肖克凡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小学
二年级时，父亲买了个收音机，于是我从小
就听袁阔成先生的评书，还有广播剧、电影
剪辑等，这极大地调动和丰富了我的想象
力。因为评书里，对张飞、罗成、马超、赵云
的描述都是不一样的，我要跟着描述去想
象这个人物是什么样子。我之所以现在成
为一个作家，肯定跟那段生活经历有关。”

肖克凡看过一些这方面的资料，西方有
专家对听声音长大的孩子和看图像长大的
孩子进行了多项对比，最明显的差异在于想
象力，后者远远不如前者。作为一名文学工
作者，特别看重想象力的肖克凡希望大家重
视这一点。

此外，纸书的衍生物，如书签、书衣、藏
书票等，都是生活情趣。“随着生活的富足，
我们越来越追求生活的趣味。我觉得纸书
不可能消亡，它极有可能成为一种高雅的生
活行为，一定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就（喜欢）
读纸书。”肖克凡说。

不要被碎片淹没
最好有一个阅读次序

“有图有真相”的年代
容易削弱想象力和质疑能力

以图像的方式获取知识
犹如重返低幼状态 天一讲堂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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