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经济社会在飞速发展的同时 , 传 媒 事 业 也 日 新 月

异快速发展 , 极大地满足了大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 , 丰

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

大 众 文 化 生 活 丰 富 了 , 阅 读 图 书 的 人 却 越 来 越 少 。

在社会各界不无忧虑的大声疾呼中 , 我国的国民图书阅读

率持续走 低 。 根 据 最 新 调 查 , 2005 年 我 国 识 字 者 图 书 阅

读率仅为 48.7%, 自 1999 年以来首次低于 50%。有人把这

一现象称之为图书阅读危机[1]。

图书阅读危机与社会、与媒体 有 关 。 我 国 社 会 正 处

在急剧变化时期 , 人们的生存压力不断加大 , 生活节奏也

在不断加快 , 人心浮躁 , 到处弥漫着浮躁气息的社会 , 使

读书氛围严重缺失 , 大众阅读浮躁不堪。媒体尤其是新媒

体 , 也在影响着大众阅读。

现在 , 人们已经不可能再像原 来 那 样 , 悠 然 清 闲 地

“两耳不闻窗外事 , 一心只读圣贤书”了。伴随着 “轻阅

读”、“快阅读”、“浅阅读”现象的产生 , 大众阅读越来

越 功 利 化 、 快 餐 化 、 多 样 化 , 人 们 更 加 注 重 阅 读 的 娱 乐

性、消遣性、消费性。

然而 , 太功利、太浮躁的阅读 , 不 是 真 正 意 义 上 的

阅读 , 也不可能获得阅读的真谛、阅读的快乐 ; 太世俗、

太媚俗的媒体 , 是不负责任的媒体 , 也不可能获得大众的

喜爱和支持。

大众阅读 , 何时不再浮躁庸俗 , 呼 唤 深 的 阅 读 和 高

的品位? 大众媒体 , 何时不再跟风扇情 , 呼唤好的作风和

质的先锋? 那么 , 媒体对大众阅读有着怎样的影响? 媒体

在大众阅读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1 媒体对大众阅读的影响

1.1 媒体改变大众阅读方式

如今的人们已经不再局限于阅 读 传 统 的 平 面 纸 质 媒

体 , 如报纸、杂志、图书等 , 广播、电视、电影 , 还有伴

随着以互联网为主不断出现的新媒体 , 如 BBS、博客、播

客 ; 报刊社、出版社、网站 ; 网络杂志 ; 电子书 ; 手机 ;

户外电视等 , 成为大众越来越喜爱的选择。人们通过听广

播、看电视、上网浏览、手机阅读等方式 , 可以非常便捷

地获取知识和信息。

大众阅读方式、阅读习惯、阅 读 的 兴 趣 和 热 情 , 正

在发生变化和转移 , 由对纸质媒体的依赖转向对电子媒体

的依赖 , 转向网络阅读。阅读的概念 , 似乎已经不再局限

于传统的平面纸质的书本阅读了。媒体的多样化局面 , 导

致了大众阅读的多元化选择。

1.2 媒体引领大众阅读时尚

每一个时期都有它的流行时尚 。 时 尚 是 大 众 文 化 的

产儿 , 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 , 是谁在引

领当今社会大众阅读的趣味走向和时尚潮流呢? 媒体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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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文化的重要载体 , 在这个大众媒体时代 , 当然是媒体引

领着大众文化、大众阅读的时尚潮流。

由于媒体的作用 , 使得时尚成 为 一 种 不 可 阻 挡 的 事

物。其实 ,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现实生活中 , 从自己的亲

身经历中 , 强烈地感受到这种大众文化时尚潮流的变化。

火爆的畅销书、热播的电视剧、精彩的世界杯等等 , 都可

以成为大众阅读一时之崇尚的“焦点”和“热点”。

1.3 媒体影响大众阅读品位

如今 , 新媒体在不断出现 , 媒 体 市 场 的 竞 争 又 异 常

激烈。媒体的产业化、市场化 , 给媒体自身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机遇和挑战 , 给大众带来了更多的可供选择的精神文

化产品 , 极大丰富了大众的文化生活。媒体舆论正确 , 品

质好 , 形象好 , 给大众的影响就好 , 大众阅读情趣、阅读

品位也会相应地得到提高。

但是 , 媒体的世俗化、媚俗化 倾 向 和 不 当 宣 传 也 成

问题。为了追求阅读率、收视率、点击率 , 有些媒体一味

地迎合大众口味 , 有的甚至走向低俗 , 严重降低和损害了

媒体的公信力和媒体在大众心目中的形象 , 产生了不良的

社会影响 , 给大众文化、大众阅读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大

众阅读不应成为“肤浅”、“浅薄”和“庸俗”的代名词。

2 媒体有责任推动大众阅读健康发展

传统的纸质阅读 , 主要是一种 凝 视 性 阅 读 。 处 于 凝

视性阅读状态 , 深度阅读和深度思考才是可能的。中国古

人强调虚静归一 , 心静思远。现在的网络阅读 , 只是一种

闪烁性阅读。闪烁性阅读 , 对于信息获得是足够的 , 但是

对于思考很不方便。闪烁性 , 在古代属于五色乱目。目心

相连 , 目乱心迷。因此 , 只有凝视性的阅读 , 才是真正的

阅读[2]。

我 们 倡 导 的 阅 读 , 当 然 是 指 这 种 传 统 的 纸 质 阅 读 ,

书本的文字阅读。

中央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决定 [3], 体现了社会各个群

体意愿的价值取向和共同心声。读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

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读书。人们通过阅读来获取知识 , 增

长本领 , 提升品位 , 推动社会走向更高的文明。和谐社会

是崇尚读书、充满书香的社会。

媒体是大众认识世界的桥梁 , 是 推 动 社 会 文 明 进 步

的利器。建设和谐社会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 , 需要

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和长期奋斗。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和谐

社会的重要任务 , 舆论起着特别的作用 , 媒体有着特殊的

担当[4]。

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书发出后[5], 中国青年

报、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国图书商报等全国多家媒体积极

响应 , 广泛开展“爱读书 , 读好书”活动 , 并以此为契机

使阅读活动走向深入 , 走向大众 , 让大众参与读书 , 体验

读书喜悦。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 , 媒体 要 不 断 提 升 品 质 , 加

强 自 律 , 为 大 众 提 供 优 秀 的 精 神 文 化 产 品 。 倡 导 图 书 阅

读 , 推动和引导大众阅读朝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发展 , 是媒

体的责任 , 也是大众的希望。

3 媒体在大众阅读中的作用

3.1 营造舆论环境 , 弘扬阅读精神

众所周知 , 读书是需要心境的 , 是 需 要 环 境 的 。 好

环 境 的 营 造 , 大 到 社 会 , 小 到 家 庭 , 都 非 常 重 要 。 我 认

为 , 归根结底还是人们没有读书的时间 , 在各类垃圾充斥

身边的时候 , 大家已经无暇顾及畅游书海了。要还车贷、

房贷 , 要挣子女的教育费和自己的养老费 , 沉重的生活压

力把整个社会搞得无比浮躁[6]。

媒体的不当宣传也使阅读浮躁 不 堪 , 黯 然 失 色 。 在

大众眼里 , 现在好像人人想当官 , 个个争发财 , 只有升官

发财 , 才能光彩照人、光宗耀祖 , 读书倒成了不重要、不

光彩的事了 , 静心读书的人被看成是没有本事的人。这实

在是一种误导。

在某种程度上 , 媒体营造出来 的 环 境 , 会 被 受 众 默

认为一种客观存在 , 然后在头脑中形成印象 , 并由此决定

自己的行为。媒体无形中营造出来的某些氛围 , 会直接作

用于读者 ( 听众、观众) 的心理和行为[7]。

因此 , 媒体要用科学的思想、 正 确 的 舆 论 , 积 极 引

导大众 , 倡导图书阅读 , 弘扬充满人文关怀的阅读精神 ,

为大众阅读营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 让全社会都来重视

阅读 , 让大众认识到读书重要、读书光荣、读书进步 , 做

现代文明人 , 先要做读书人 , 爱好读书 , 读好的书。只有

这样 , 才能使图书阅读成风成趣 , 成为社会的风气 , 成为

大众的爱好。

3.2 激发大众兴趣 , 培养阅读习惯

兴 趣 是 最 好 的 老 师 。 人 们 为 什 么 不 读 书 ? 没 时 间 ?

不习惯? 我看缺少对图书的兴趣才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阅读的兴趣和热情 , 来自对阅读的理解。大众的兴趣一旦

被调动起来 , 真正认识到阅读的意义 , 那么我们这个社会

必将是一个和谐的充满书香的社会。

因此 , 媒体要贴近实际、贴近 生 活 、 贴 近 群 众 , 用

高尚的精神、优秀的作品 , 激发和唤起大众对阅读的兴趣

和热情 , 使读书成为大众发自内心的自觉自愿、自在自为

的 行 动 , 成 为 大 众 热 爱 的 不 可 缺 少 的 生 活 方 式 和 生 活 习

惯。

“在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的影响下 , 现代人容易走向

新的无知。” [8] 在这个大众阅读时代 , 我们其实需要的是

一种新的阅读精神、阅读习惯。主动阅读、经典阅读、有

深度的阅读、思与悟的阅读、高品位的阅读 , 还有就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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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世俗的沉潜学风 , 以及对知识的追求、对品位的追求和

对理想的追求 , 应该成为大众的阅读方向和阅读习惯。

3.3 推介好的图书 , 解析阅读难点

信息时代的大众阅读 , 读者最容易迷失于书海学林 [9]。

好书匮乏又是影响大众阅读兴趣的一个因素。我们倡导阅

读 , 是指阅读那些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书。可是 , 现在图书

的出版量极大 , 有好书 , 但也生产出了大量垃圾 , 包括畅

销的垃圾。由此带来一个问题 , 就是怎样提防被这种垃圾

淹没和伤害 , 是阅读的苦恼[10]。

读书需要选择。对于有判断能力的读 者 来 说 , 这 不 成

问题 , 他们自己能鉴别优劣。受害者是那些文化素质较低

的人群———普通大众。大众需要好书 , 需要指导 , “名著

共欣赏 , 疑义相与析”。媒体应当向大众推荐介绍好的图

书 , 讲 析 阅 读 过 程 中 的 疑 点 和 难 点 。 无 论 是 过 去 还 是 现

在 , 媒体在这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阅读与欣赏”、 “诗文赏析”等

节目 , 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 “子午书简”、 “电视散

文”等节目 , 《图书馆杂志》“上图讲座”、 “悦读时空”

栏目 , 等等 , 都是比较好的有影响的 , 受到大众欢迎和喜

爱的节目 ( 栏目 ) 。当然 , 对于那些低劣或平庸的书 , 媒

体也应该勇敢地给予有说服力的批评与批判。

3.4 搭建交流平台 , 分享阅读快乐

从精神的层面上汲取更多的营 养 , 是 我 们 读 书 的 重

点 和 要 义 。 高 尔 基 说 : “读 书 , 这 个 我 们 习 以 为 常 的 过

程 , 实际上是人的心灵和上下古今一切民族的伟大智慧相

结合的过程。”其实 , 在这个过程中也包含着读书人之间

的思想交流和心灵碰撞。阅读的快乐 , 正是来自于这种思

想交流和心灵碰撞所产生的美。

“独学而无友 , 则孤陋而寡闻”。阅读 虽 然 是 个 性 化

的 , 但同时又处于社会的某种人文氛围之中。对于大众来

讲 , “我们不应作为乌合之众追随一种思潮 , 而应作为独

立的个人不断思考自己的人生。这样我们才能获得一个正

确的坐标 , 用以衡量自己所过的生活 , 使平凡的人生稍许

不平凡些。”[11]

怎样获得一个正确的坐标和前 进 的 方 向 , 从 而 使 自

己不盲从 , 使阅读不庸俗? 这就需要好的阅读指导 , 好的

交流平台。求教于专家 , 聆听学者的发言 , 是最有效、最

实惠的手段之一。通过与大家的心灵交流和思想感悟 , 体

会并分享图书阅读带来的快乐 , 进而不断提高阅读个体和

整体的水平。

媒体可以利用并充分发挥现代 传 媒 手 段 的 优 势 , 为

大众搭建这么一个平台。在推荐介绍好书、解析阅读中的

疑点和难点的同时 , 评论书、交换书、交换意见 , 在交流

中 学 习 , 在 互 动 中 提 高 。 最 主 要 的 是 , 让 大 众 都 参 与 进

来 , 共同阅读 [12]。

共同阅读是建设和谐社会不可 缺 少 的 、 使 社 会 共 识

得以形成的一个比较宽松、具有原创力和内部差异性的阅

读 。 有 了 大 众 的 积 极 参 与 , 阅 读 才 具 有 其 广 泛 的 社 会 意

义 , 媒体的作用也才能够真正地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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