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在手机普及的当下，人们是否还需要读书？手机阅读的便捷性似乎正在

影响传统阅读的生存空间，两者的关系究竟是替代还是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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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手机能否替代读书？
□策划 张世彬 记者 张延

书店内看书的孩子们越来越多

被“抢走”的阅读时光

现在，无论是在熙熙攘攘的大街
上，还是在温馨静谧的家中，手机已经
将人的眼睛和手牢牢地“捆绑”在一
起。公开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网民日
均手机使用时长已突破 6 小时，这是
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而在这 6 小
时里，短视频、社交软件、游戏等占据
了近 80% 的时间。

曾经，人们会在闲暇时光里，泡上
一杯热茶，坐在窗边，静静地翻开一本
书，沉浸在文字的世界里，享受着阅读
带来的乐趣。而如今，“2 分钟读完一
本书”的短视频却替代了2小时的深
度阅读，“5 分钟解读经典”取代了数
月的知识沉淀。这种快餐式的阅读方
式看似高效，实则让我们失去了深入
思考和品味的机会。我们在享受手机
带来的便捷和娱乐的同时，是否也在
逐渐失去阅读的能力和习惯呢？

手机时代的阅读，最大的特点是
碎片化阅读。信息以秒为单位更新，
观点以段子形式传播，深度思考被简
化为点赞与转发。我们每天在手机上
接收到大量的信息，但这些信息往往
是零散的、片面的，难以形成系统的知
识体系。

碎片化阅读，虽然能够让我们在
短时间内获取大量的信息，但也容易
让我们变得浮躁和浅薄。我们不再
有耐心去阅读一本厚厚的书，去品味
作者细腻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我
们只是在信息的海洋中匆匆掠过，无
法真正汲取知识的养分。这种阅读
的“空心化”危机，不仅影响着我们
的知识储备和思维能力，更可能对我
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产生深远的影
响。

手机和书本谁“更胜一筹”

不可否认，手机阅读为我们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便捷。它打破了时间和
空间的限制，让我们可以随时随地获
取各种信息。在公交车上、在排队等
待的间隙，只需掏出手机，就能轻松开
启阅读之旅。这种即时性和碎片化的
阅读方式，让我们能够充分利用生活
中的每一点闲暇时间，看似高效地获
取了知识。

然而，这种便捷也隐藏着深深的
陷阱。碎片化的信息虽然能够快速
地填充我们的大脑，但它们往往缺
乏系统性和深度，就像一盘散沙，难
以构建起稳固的知识大厦。我们在
手机上浏览的一篇篇短文、一条条
资讯，虽然能在短时间内满足我们
的好奇心，但却无法让我们对某个

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研究。碎片
化阅读，让我们逐渐失去了思想的

深度和广度。

此外，手机阅读时的干扰也让人

防不胜防。弹窗通知、社交消息、广告

推送…… 这些不断弹出的信息，就像

一个个调皮的小精灵，不断地打断我

们的阅读节奏，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有研究表明，手机阅读时的注意力集

中时长仅为纸质书的 1/3。在这样的

情况下，我们很难真正沉浸在阅读的

世界里，更难以体会到阅读带来的乐

趣和收获。

而且，手机屏幕发出的蓝光不仅

会刺激我们的眼睛，导致眼睛疲劳、

干涩、近视等问题，还会影响我们的

睡眠质量。许多人在睡前习惯刷手

机阅读，结果越读越兴奋，难以入睡，

第二天又精神萎靡，影响工作和学

习。长期以往，对身体健康的危害不

言而喻。同时，电子阅读的“滑过即

忘”特性，也让我们对知识的留存率

远低于纸质书。我们在屏幕上匆匆

划过的文字，往往在脑海中留不下太

多的痕迹，没过多久就被遗忘得一干

二净。

与手机阅读相比，纸质阅读有着

不可替代的魅力。当我们翻开一本

纸质书，那纸张的触感、油墨的香

气、翻页的动作，都能让我们感受到

一种独特的阅读仪式感。这种仪式

感，就像一把钥匙，能够打开我们心

灵的大门，让我们更容易全身心地

沉浸在阅读的世界里。在这个快节

奏的时代，这种沉浸式的阅读体验

显得尤为珍贵。

纸质书的线性叙事方式，让我们

能够按照作者的思路，一步一步地

深入思考，进行逻辑推演。书中的

留白设计，则给我们留下了足够的

想象空间，让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

理解和感悟，去填补这些空白，发挥
自己的想象力。这种深度思考和创
造力的激发，是手机阅读难以做到
的。正如著名作家莫言所说：“我喜
欢纸质书，喜欢它的质感，喜欢它的
味道，喜欢在上面写写画画。在纸
质书上阅读，更能让我进入一种创
作的状态。”

纸质书更是文化传承的重要载
体。每一本经典著作，都是人类智慧
的结晶，它们的排版、装帧、插画等，
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人文价
值。当我们摩挲着书页，品味着文
字，我们不仅仅是在阅读一本书，更
是在与作者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
话，感受着他们的思想和情感，传承
着人类文明的火种。这种文化传承
和人文价值的体现，是手机阅读无法
比拟的。

看手机能否替代读书

手机作为信息载体，确实能替代
部分阅读功能。各类电子书 APP 宛
如一座移动的图书馆，容纳了海量的
藏书，轻轻一点，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
便能呈现在眼前。其检索功能更是强
大，让我们能在瞬间找到所需的内容，
批注功能也为我们的阅读思考提供了
便利，高效又实用。

但手机阅读的“信息茧房”效应也
不容忽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
每天接收到的信息如潮水般涌来，让
人应接不暇。而手机的算法推荐，就
像一个无形的手，总是根据我们的浏
览历史和偏好，为我们推送相似的内
容。长此以往，我们就像被关进了一
个“茧房”里，只能看到自己熟悉和认
同的信息，认知逐渐固化，思维变得狭
隘。如果我们只沉浸在手机推送的同

质化内容中，又如何能拓宽自己的视
野，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呢？

读书的本质，是与人类文明对
话。每一本经典著作，都是作者智
慧的结晶，是他们对人生、对世界的
深刻思考。纸质书以其系统性的知
识结构，引领我们沿着作者的思路，
逐步深入地探索知识的海洋。在阅
读的过程中，我们与作者进行心灵
的交流，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汲取
他们的思想精华。这种深度阅读，
能够让我们的精神世界得到滋养，
思维能力得到提升。

而碎片化的信息，虽然能在短时
间内给我们带来一些新鲜感和刺
激，但它们往往缺乏深度和连贯性，
难以对我们的精神成长产生深远的
影响。在手机阅读中，我们很难静
下心来，对一个问题进行深入的思
考和研究，更难以与作者进行深度
的对话。而纸质书则不同，它能让
我们远离外界的干扰，沉浸在文字
的世界里，与作者进行一场跨越时
空的思想碰撞。

世界读书日的设立初衷，正是为
了强调书籍作为文化载体的不可替代
性。每年的 4 月 23 日，这个特殊的
日子，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了人们对阅
读的热爱，提醒着我们书籍在人类文
明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每一本纸质书，都是一个文化的
符号，它的纸张、油墨、装帧，都蕴含
着历史的记忆和文化的韵味。在翻

阅纸质书的过程中，我们仿佛穿越

时空，与古人对话，感受着他们的智

慧和情感。这种文化传承的仪式

感，是手机阅读无法体验到的。纸

质书，就是我们心灵的家园，是文化

传承的桥梁。

让阅读回归思考的本质

近几年，新乡市持续建设开放馨

香书坊，通过构建全方位多辐射的城

市书网，更好地与全民阅读活动相结

合、相促进，拓宽全民阅读的载体和渠

道，影响和带动更多的群众走进书坊，

培育大众的读书习惯，进一步推进全

民阅读和书香新乡建设，让城市书坊

真正成为“小书坊大民生，小书坊大文

化，小书坊大幸福”，产生了良好的效

果。

在手机普及的当下，我们无需在

纸质书与手机阅读之间作非此即彼的
选择。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始终保持
清醒的头脑，让阅读回归思考的本
质。当我们放下手机，翻开一本书，那
些穿越时空的文字依然会叩击我们的
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