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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阅读的兴起是当代信息传播业的一个重要现象，与以往的阅读方式相比，它在技术
方面的优势很明显。但从人文视角来看，数字阅读会带来以下消极影响：一是影响深度思考。数字

阅读，尤其是在线数字阅读虽能给人带来愉悦和感官刺激，但不利于人们深度思考。二是使人们更

脆弱孤独。数字阅读在使社会网络联系密切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的心理问题。在数字阅读时代，

人们被碎屑无聊的信息包围，虽然人际交往越来越密切了，但是情感越来越脆弱。三是对健康造成

损害。数字阅读作为一种消耗体能的活动，过度的数字阅读会对健康造成损害。因此，我们需要对

片面强调数字阅读优点的观点保持质疑的态度，并反思国际资本推进数字阅读的商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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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普及，数字阅读成为当
前一个无可回避的阅读现象。在短短２０年时间内，
数字阅读影响了以教育和学习为目标的深度阅读与

广泛的大众阅读，也成为当前新闻传播学界研究的

一个重点和热点问题。美国华裔学者练小川［１］曾

较为系统和完整地介绍了欧美国家在数字阅读方面

的实证研究成果，虽然这些研究者的身份和职业各

不相同，如有２００７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女作
家多丽丝·莱辛，美国著名电脑科学家比尔·乔伊，

美国电脑工程师雅各布·尼尔森，美国认知神经学

家玛丽安·伍尔夫，但其基本结论非常一致：数字阅

读不适合深度教育。韩国出版学会会长李正春研究

发现，传统阅读能培养深度人文思考和极富创意的

构想，现代的数字阅读只能培养泛泛的超阅读能力，

失去了阅读给人类带来的最宝贵的东西，“在国与

国的竞争中，如果没有能创造无形价值的想象力，无

论是个人、企业，还是整个国家，都只会惨遭淘汰。

没有阅读这种人文学的省察，未来竞争力的创造和

创新构想的发现，却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２］。我

国学者周国清认为，层出不穷的新媒介技术的出现

都有其经济目的，读者的真正需求并没有被放在技

术提供商的优先考虑中，“在移动数字设备等新媒

体技术下，读者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新媒体影响的实

验对象，处于被动接受信息的地位”［３］。本文拟从

人文的角度指出，当代的数字阅读已经日益显示出

其负面效应，数字阅读背后的推动力量不是受众的

真实需求，更多的是国际资本为追求利润而建构的

虚假需求，以期为消除数字阅读的消极影响提供一

种新的思路。

本文所说的“数字阅读”，主要是指通过手机、

电脑与电子书阅读器等终端获取数字化信息的阅读

行为。除了信息载体特殊之外，数字技术还使得数

字阅读具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一是信息量大，二是

传播速度快。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指导着

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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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人所注意［４］。任何新技术都具有两面性，数字

技术及其带来的数字阅读在使我们得到一些好处的

同时，也会使我们失去很多。从人文视角来看，数字

阅读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数字阅读影响深度思考

早在１９３０年代，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就对
电报、电话等媒介技术对人类思考活动的影响进行了

反思，指出“从象形文字、图形、绘画到字母，随着历史

的进程而发展出一系列抽象的表达方式，它使得人们

的交往更深入、更有思想性也更为有效。表达和接收

之间有一段时间，让人们有思索的余地。……阅读、

写作和绘画是思维的高度提炼，也是深刻思想和深

思熟虑的行动的媒介，现在却被这种即时交流削弱

了”［５］（Ｐ２１３）。

真正富有创见的理论或发现都是深入思考的结

晶，而思考需要对材料进行精简概括，以便更清楚地

发现各材料之间的因果关系，过多的冗余材料会使

思维陷入繁杂的信息中。思考也需要宁静澄澈的心

理状态，需要与喧嚣的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大多

数人都会有这种体验，数字阅读会伴随着来自网上

的无穷无尽的诱惑，当放下正在阅读的材料去追寻

网上其他材料时会被弄得精疲力尽，但最后又一无

所获。

对于深度思考的阅读来说，最佳的媒介载体还

是印刷文献。现在的电子阅读器越来越普及，但电

子书阅读器处于一个难以解决的自我矛盾之中：如

果它连线，等于打开了一个杂芜缤纷的世界，这个世

界随时会干扰受众的阅读状态，影响阅读效果；如果

它不连线，只单纯地提供数字阅读材料，与纸质图书

相比，它的优势又不复存在。电子图书的主要优势

是其存贮量大，但是受众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阅读

量有限。一个专业的研究者，一年之内精读五本专

业的经典著作已经很难得，如果让其身边携带一个

储存数千册电子书的数字阅读器，实在没有太大必

要。有人用一年、几年甚至半生阅读康德的“三大

批判”，携带这三本书与携带一个数字阅读器所需

要的物理空间虽没有太大差别，但纸质版的“三大

批判”，其阅读效果显然要好于数字版。接受一般

的社会新闻，用什么媒介都无所谓，但如果要进行艰

苦的思维活动，那么数字阅读与印刷阅读的差别则

会导致巨大的差异。

因媒介技术进步而导致的由信息冗余和信息侵

扰带来的困惑，很早就已经出现，只是在数字阅读普

及的今天变得更加严重。卢梭在反思科学与艺术复

兴的问题时，曾感慨因信息冗余而导致的知识异化

问题：“只需仔细研究一下那些使人眼花缭乱和令

人高深莫测的名目是多么无聊和毫无意义就行了；

因为那些名目本来就是我们滥加于人类的知识

的。”［６］他的思考和判断在今天仍具有借鉴意义。

当代世界出版强国———德国———是一个以深度

思考而闻名于世的国家，这个国家近代曾经产生了

多个优秀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群体。德国之所以有着

悠久的印刷媒体阅读传统，部分原因在于印刷媒体

更适宜深度思考。很多德国学者都担心数字阅读如

果使用不当，可能会削弱人类深度思考的能力。法

兰克福书展前主席卫浩世认为，“书籍通过口语交

谈、言辞交锋的论战，将理念从一个人传达到另一个

人。网络、传真和电子邮件，这些新媒体只能传达标

题、内容、价格和特定技术资料，却达不到深层的交

流”［７］。

人的存在犹如自然界的一根芦苇，“我们所有

的尊贵在于我们能够思考。我们必须通过思考提升

自己，而不是通过空间和时间，那是我们无法填补

的。因此，让我们努力地好好思考———在那里有道

德的原则”［８］。

时代的发展不可逆转，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完

全摒弃数字媒体和数字阅读，但是我们必须有足够

的智慧去驾驭和利用数字媒体。纸质阅读能更有效

地引导思维进行抽象思考，这种思考是发现新知、锻

炼思维最重要的方式。数字阅读，尤其是在线数字

阅读更适合愉悦和刺激感官，但它不适合深度思考，

而人类一旦在批判性思考方面弱化，其他各项事业

的进步都会失去动力。

　　二、数字阅读使人们更脆弱孤独

并非每个人都喜欢孤独，但孤独是每个人都必

须要面对的，学会独处，适应孤独，并在孤独中自我

反省和自我提升，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成长过程。当

我们在阅读中国古典诗词时会发现，古代的通讯技

术虽不发达，但在幽居独处之时，古人能学会与天地

精神相往来，一花一叶一缕风一滴露皆可入诗境：

“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散发乘夜凉，开轩卧闲

敞。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９］虽然是一个人独

处，个人心灵却拥有无限的空间，自然界的一切都与

心灵相通。即使是情人或夫妻之间被关山阻隔也不

会影响彼此的感情，反而会给双方留下美好的想象

空间，这种空间可以纯化情感，提升思想。“我住长

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

水”［１０］。这种因相距遥远而导致的音讯不通和相思

之苦在媒介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虽不会出现，或者

会大大减轻，但是今天的人们很难体验到那种历经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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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深沉酝酿的情感。在数字阅读时代，人们被碎

屑无聊的信息包围，交往虽然越来越密切，但是情感

越来越脆弱。

这种感受与经历非中国文士所独有，美国名著

《瓦尔登湖》深刻地影响了一部分美国人的心灵，作

者梭罗早在１９世纪中期就对现代传媒业的负面效
应有过反思：“我觉得有没有邮局都无所谓，只有很

少的重要信息是需要邮递的……如果你掌握了原

则，何必去关心那亿万的例证及其应用呢？对于一

个哲学家，这些被称为新闻的，不过是瞎扯……然而

不少人都贪婪地听着这种瞎扯。”［１１］美国学者刘易

斯·芒福德也认为：“取消人类直接交流上的限制，

其危险性在初始阶段好比众多人口涌入一个新的地

方，它增加了发生摩擦的机会。”［５］（Ｐ２１４）

在传统媒体环境中，我们虽可以通过选择不接

触而获得独立的空间，但大部分数字媒体具有入侵

性，比如手机一旦建立了一个联系网络，从技术上

说，就有随时遭受信息入侵的可能性。对此，杨秀建

深有感触地指出，“自从有了手机，俺就与源源不断

的手机短信结下不解之缘。垃圾短信、黄色短信、广

告短信铺天盖地防不胜防，碰到开会或正式场合，不

断爆响的手机短信提示音让俺成了引人注目的另

类。尤其是节庆期间，有事的没事的，关系铁的关系

一般的，顶头上司或者同事，总会有些人发来短信，

虽然大多是美好的祝福，但一看到从网上下载的情

感干巴巴但语句精美的段子，心里就莫名反感，一看

到被无数次转载过的枯燥乏味的短信，心里就有一

股被欺骗蒙混的感觉，但俺还要装出情真意切感激

涕零的样子回复，因为俺背负不起冷漠孤傲的骂

名”［１２］。手机的数字阅读一方面使用户能获得更多

的信息，并与身边的人联系更密切，但同时也会使人

饱受信息侵扰之苦，一些“情感干巴巴但语句精美

的段子”使人更感到孤独疏远。

美国社会学家雪莉·特克长期致力于网络使用

与数字阅读的研究，她发现，过度依赖数字阅读来获

得心理慰藉是当代人尤其是很多年轻人的共同问

题，这将降低人们认识和反省自我的能力。在当代

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人的心理十分脆弱，而数字沟

通方式会使人们的心理变得更加脆弱。从表面上

看，数字阅读的便捷性使人们的交流沟通变得更为

简单，省去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但实际上，人们的关

系反而变得更加疏远。过度依赖数字化交流会使我

们失去独处的能力，而只有独处才能使我们更好地

集中思想。“当我们缺乏独处能力的时候，我们联

系别人仅仅是为了减少焦虑感或者为了感觉到自己

还活着。这时候，我们并不是真正地欣赏别人，而是

把他们当作支撑我们脆弱的自我感的备用零件。如

果我们不能够独处，我们会更加孤单”［１３］。

　　三、过度数字阅读会对健康造成

损害

　　如果说数字阅读对深度思考、个人独立空间的
负面影响可能还是见仁见智的话，那么它对受众健

康的影响则是有目共睹的。早在２００３年数字阅读
方兴未艾时，香港理工大学康复治疗科学系在电脑

普及率较高的香港进行了一项有关电脑使用的调

查，从中发现，在接受调查的８３位研究对象中，由于
长时间使用电脑工作，他们都患有不同程度的颈肩

背痛。研究小组认为，如果不加以治疗，或者改变阅

读和工作习惯，这些疼痛会进一步转变为难以治愈

的肌肉劳损，情况严重者甚至会丧失工作能力［１４］。

随着电脑、手机等数字阅读器的不断推陈出新，

功能越来越多、款式越来越丰富，有关数字阅读引起

的健康问题的案例也越来越多，一些问题的严重程

度让我们触目惊心。２０１２年，据《南方日报》报道，
广州一名７岁的男童因长时间玩 ｉＰａｄ，感到头痛难
忍，经医生检查，发现他颈椎的生理弧度已经发生改

变［１５］。２０１３年５月，英国媒体报道了英国一名４岁
女童因玩ｉＰａｄ上瘾而患上了强迫症，家人禁止她用
ｉＰａｄ玩游戏后，她竟出现了兴奋、失眠、流泪、流涕、
出汗、呕吐、腹泻甚至虚脱、意识丧失等症状。所有

的电子屏幕都会产生比较强烈的光刺激，这种刺激

会引起视神经疲劳，导致视力下降。而电脑的电磁

辐射也得到科学研究证实，这种辐射会影响脑细胞，

对处于发育期的儿童伤害更大。英国的一项研究发

现，由于过度使用数字产品，近年英国１４岁少年的
高层次思考能力只与１９７６年１２岁孩子的相当。过
度使用ｉＰａｄ与过度的数字阅读会使孩子“习惯了依
靠电脑查信息、做算术，孩子的动脑机会越来越少，

想象力、记忆力和思维能力的发展都可能受到影响。

同时，手机、平板屏幕总在不停地切换，也不利于注

意力的培养”［１６］。

过度的纸质媒体阅读虽然也会引起身体伤害，

但纸质媒体很难连续数小时吸引读者保持一个姿势

进行阅读，更没有强光和电磁辐射对视力或其他身

体机能造成损害。数字阅读则不然。“媒介即信

息”，数字信息的接受和阅读媒介更多是作用于人

的感觉器官，而不是引发人的深度思维。数字信息

的传播者为适应这种媒介形式，会不遗余力地使传

播内容迎合受众的阅读心理，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使

受众欲罢不能，这种阅读行为不利于身体正常机能

的恢复与调整。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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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数字阅读之诸种弊端，我们要有清醒的

认识。如今，数字技术、数字出版和数字阅读正以势

不可挡之势向前发展，除了数字技术的推动之外，资

本的逐利动机也是一个潜隐而强大的力量。当数字

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在技术和法律两个方面都得到

完善之后，数字出版商会试图建立一个成本更低、利

润更高的商业模式。而数字阅读媒介产品，无论是

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还是电子书阅读器，都属于价格

昂贵而利润丰厚的商品，这些商品之所以如此畅销，

固然有其自身的技术优点，但这种需求在很大程度

上是被建构出来的，背后的推手是财大气粗对利润

永远饥渴、永不满足的国际资本。关于数字阅读，中

国科技史专家江晓原曾尖锐地指出，“透过无数双

紧盯着ｉＰａｄ屏幕的眼睛（视力正在迅速损坏中），我
们不难‘诗意地’看到，这正是乔布斯们的‘大势’。

用不着和我争辩在ｉＰａｄ之前还有Ｋｉｎｄｌｅ和汉王（再
之前还有笔记本电脑和台式机呢），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卡尔·马克思活在今日，他会毫不犹豫地指出：

这就是资本的‘大势’”［１７］。如果我们在研究当代

数字化现象时，不把这个隐藏的力量纳入分析框架，

就不能获得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数字化将会把我们带向何方？国际资本力量如

何解决数字化带来的各种问题？他们是这些问题的

制造者还是解决者？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深思，否则，

将如江晓原所预言，“如果有一天，某些国家的法律

宣布某些网络游戏为数字毒品，甚至宣布 ｉＰａｄ为毒
品，我也不会感到多少惊奇———我甚至相信，如果人

类在以 ｉＰａｄ为典型代表的‘科技创新’之路上迷途
不返的话，这样的一天早晚会到来”［１８］。

　　四、结语

总之，数字技术与数字阅读所带来的上述三个

方面的负面影响都已显现，未来它还将给人类社会

带来什么其他方面的负面影响，目前我们尚且无法

确知，因为一项技术的所有影响，通常在它使用几十

年后才会充分显现。但我们必须对此保持高度审慎

的态度，正如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曾在《数字化生

存》中所说的，“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

暗面。数字化生存也不例外。我们将会看到知识产

权被滥用，隐私权也受到侵犯。我们会亲身体验到

数字化生存造成的文化破坏，以及软件盗版和数据

窃取等现象”［１９］。英国《经济学人》刊文指出，“正

如垃圾食品泛滥意味着人们在饮食习惯上需要严格

规制一样，垃圾信息泛滥也意味着人们在浏览习惯

上需要更守规矩”，并建议“妻子或丈夫看到对方沉

迷于手机时，可以把这该死的玩意儿扔出窗外或者

扔进水桶”［２０］。从信息传播的速度和效率来看，数

字化确实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但我们应以多元

思维方式认真审视这一趋势。

［参　考　文　献］

［１］　［美］练小川．数字时代的阅读［Ｊ］．出版科学，２００９
（２）：１８．　

［２］　［韩］李正春．对数字时代出版市场与阅读环境变化的
诊断及预测［Ｊ］．边铀铀，译．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
会科学版，２０１１（３）：１１．

［３］　周国清．读者及其阅读方式变化与编辑主体的自我调
适述议［Ｊ］．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３）：
１５２．　

［４］　［美］波兹曼．娱乐至死［Ｍ］．章艳，吴燕莛，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１１．

［５］　［美］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Ｍ］．陈允明，王克
仁，李华山，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１３．　

［６］　［法］卢梭．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
趋纯朴［Ｍ］．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１：２３．

［７］　［德］卫浩世．法兰克福书展６００年风华 ［Ｍ］．欧阳斐
斐，蔡鼓颖，天寒，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２２７．　

［８］　［美］罗洛·梅．心理学与人类困境［Ｍ］．郭本禹，方
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３４．

［９］　〔清〕沈德潜．唐诗别裁［Ｍ］．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
２０１１：１４．

［１０］胡云翼．宋词选［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６０．
［１１］［美］梭罗．瓦尔登湖［Ｍ］．徐迟，译．北京：中国国际广

播出版社，２０１２：２７－２８．
［１２］杨秀建．自从有了手机［Ｎ］．广州日报，２０１１－１１－６

（Ｂ６）．
［１３］ＳｈｅｒｒｙＴｕｒｋｌ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ｂｕｔａｌｏｎｅ［ＥＢ／ＯＬ］．（２０１２－０３－

１０）［２０１３－１１－１５］．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ｅｄ．ｃｏｍ／ｔａｌｋｓ／ｓｈｅｒ
ｒｙ＿ｔｕｒｋｌｅ＿ａｌｏｎｅ＿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ｈｔｍｌ．

［１４］人民网．长时间打电脑易患肌肉劳损［ＥＢ／ＯＬ］．（２００３－
１２－２３）［２０１４－０５－２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
ｃｎ／ＧＢ／ｓｈｉｚｈｅｎｇ／１０２５／２２６１１１９．ｈｔｍｌ．

［１５］曹斯．男童玩ｉＰａｄ玩出颈椎病［Ｎ］．南方日报，２０１２－
１０－１７（ＧＣ０６）．

［１６］冯秋瑜．触屏一代“伤不起”［Ｎ］．广州日报，２０１３－５－
２９（Ｃ８）．

［１７］江晓原．谁的大势？凭什么我们必须顺从它？———关
于电子书（数字阅读）是大势所趋［Ｊ］．编辑学刊，２０１２
（５）：２７．

［１８］江晓原．苹果到底想怎样改变我们的世界？［Ｊ］．中国
图书评论，２０１２（４）：１０８．

［１９］［美］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Ｍ］．胡泳，译．海口：海
南出版社，１９９７：２６７．

［２０］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ＳｌａｖｅｓｔｏｔｈｅＳｍａｒｔｐｈｏｎｅ［Ｊ］．ＴｈｅＥｃｏｎｏ
ｍｉｓｔ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２（１１）：３４．

·５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