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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书的时候，看起来
好像很忙，但却说不
出来到底忙着做什么
了，好像宁愿躺在宿
舍里刷手机，也不去
图书馆看书。

也有人提到，自
己 买 完 书 就 束 之 高
阁，也很久没有去过
实体书店。书籍对自
己而言，可能更像是
收藏品，想拥有，却
很少翻阅。“我不知
道究竟是我们这代人
变了，还是整个世界
都变了。”

接收的碎片化信
息越来越多，就越来
越 不 能 静 心 。 有 人
说，有时候自己看电
子书也会偏向选择一
些“速食文学”，也
会强迫自己读点书，
但控制不住浮躁的心
态。

阅读意愿本应根
植于内心

不过，手机、短
视频等为人们提供了
打 发 时 间 的 更 多 可

能，但并不能成为无
法静心读书的借口。
真正热爱阅读的人，
随时随地都能找到“
身 在 图 书 馆 ” 的 感
觉。

比如，前两年推
出的一部微纪录片《
地铁上的读书人》曾
经非常火，它展示了
地铁上人们手捧纸书
的一幕幕场景。它的
拍摄缘起，是有一位
普通的图书编辑朱利
伟，以“随手拍”定

格了那些阅读故事。
从 2 0 1 8 年 起 至

今，她大约拍摄了一
千六百多张照片，“
三年时间里，有几十
个人我遇到过两次以
上，每次看到他们手
里又捧着不同的书，
就 觉 得 还 是 有 人 在
自 己 的 小 天 地 里 耕
耘。”

她看到很多人低
头刷手机、看视频，
但也看到有些人看电
子书、背单词，“有
些 拎 着 馒 头 、 食 用
油，但随身也带着一
本书；柴米油盐是生
活，书也是。”

“互联网信息、
短视频对精力的占据
只是外化的表现，看
书的意愿应该根植于
内心，慢慢去发现它
的美好。”她认为，
爱书的人，到哪儿都
会挤出时间阅读。

该如何改变？

但换个角度，朱
利伟认为，“静心读
书”的话题之所以还
能引起人们热议，恰
恰在于许多人发现了
纷杂资讯掩盖下的迷
茫，“人们意识到了
问题所在，但不知如
何改变。”

在快节奏的现代
社会，图像、视频带
来的视觉、听觉刺激
更 为 直 接 ， “ 慢 节
奏”的阅读似乎正在
渐渐变成“鸡肋”。
很多人的头脑中可能
会飘过一个念头：读
书的意义是什么？

在最近走红的黄
国平博士的论文致谢
中，我们也许可以找
到答案，“把书念下
去，然后走出去，不
枉活一世。”

“ 五 色 令 人 目
盲，五音令人耳聋”
，声色之娱容易令人
迷失自我。人生中的
任何一种成长，都是

深邃而缓慢的，绝不
是短平快的“速成”
，这需要阅读带来的
深入思考。

正如学者周国平
曾经提到的那样：希
望年轻人不要光去看
那些名人名言的只言
片语，而是系统地一
本一本把喜欢的书读
下来：

“现在年轻人特
别重要一点，就是要
打好底子，你打不好
底子的话，会被网络
害的。你打好底子以
后，网络可以作为你
很好的工具。”

有网友总结，读
书是通向世界最好的
路径，也是走出迷茫
最 好 的 方 法 ， 因 为
读的书越多，就越清
楚自己想成为什么样
的人，想过怎样的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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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此前，来自南昌市7所高校
的50余名年轻学生在地铁上共同阅读

书籍。刘占昆 摄

全中国建成超2万个图书馆分馆
         鼓励全民热爱读书学习（下）

资料图：4月23日世界读书日，昆明
20多名志愿者在昆明地铁内上演“读
书快闪”，以此呼吁民众“少玩手机

多读书”。中新社记者 任东 摄

2019年中国成年国民的综合阅读率
为81.1%。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