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场景式读书，

最好别当“主食”

□ 周慧虹

各样的书亲自去读读，

才能分辨出哪些是美妙的音

乐，哪些是刺耳的噪声。

眨眼又到“双十一”了。买点啥
好呢？

各路商家的花样大促早早就开
始预热，这狂轰滥炸，还没到“双十
一”就已经看得人眼花缭乱了。我到
底需要点啥，这个问题似乎永远没有
终极答案。看了这个直播，觉得不
错，加一个；看了那个公众号，也不
错，再加一个……总有新商品像雨后
春笋一样，削尖了脑袋要挤进购物车
里。这一幕，很多人都在上演。

更让人不淡定的是各种优惠。
定金、红包、购物津贴、叠加减
免……这些简直就是难度堪比高等
数学的优惠计算题，怎么算也算不
明白，实在烧脑到崩溃。但是，为了
买到最低价，很多人还在紧盯着屏
幕、两眼放光、锲而不舍地凑了一件
又一件。

冲动是魔鬼。今年一定只买
刚需！

啥是刚需？就是实打实用得着
的。那些看上去很美的，貌似很便
宜的，为了优惠而凑数的，捆绑式销
售一囤三年都用不完的……我都果
断删除。

作为一个家的核心购买力，“买
买买”的任务容不得太多任性。既

要给家里添置几个更新换代的大件
儿，又要给父母买点啥以表孝心，还
得给蹭蹭见长的孩子添几件大号的
衣服，另外洗衣液、尿不湿等高频消
耗品也可以适当囤一些；给大家服
务了一圈，也别亏待了自己，平时有
点贵的化妆品也可以考虑一下……

这样淡定的剁手思路，也是跑
过偏、踩过坑、沉痛反思后才逐渐成
形的。

2016 年，我被“飞猪旅行”的说
走就走的美好理念一忽悠，就不假
思索地下了两个酒店订单，三亚红
树林酒店3晚和全国34城42个酒店
任选 2 晚，总计 5000 多元。反正一
年之内随时可去，不去随时可退，给
自己一个“诗和远方”的梦想，多
好！事实证明，这样的梦想就是幻
想，根本没时间兑现。好在最后顺
利地退了款。那年，我还因为熬夜
看屏幕看得头晕眼花，弄错了产品
介绍，一下子买了4大包167元的湿
巾，结果3年保质期过了，还没用完。

痛定思痛，只买刚需。下单一
时爽，收货悔断肠。

翻开 2018 年的购物记录，我金
额 最 大 的 订 单 是 3688 元 的 华 为
P20，内存严重不足的老“苹果”实在

该退休了；第二名是1000 多元的尿
不湿，这批“战略物资”有力支撑了
二宝出生后半年多的消耗。至于给
大宝买的新衣服和书、给老妈买的
染发膏和毛背心……都是小额支出
了。这几年，趁着“双十一”大促，我
把家里的油烟机、热水器、空调、空
气净化器都更新了，也从老到小每
人两件普及了羽绒服。

其实，“双十一”本就是为了培
养网络购物的消费新习惯，谁也不
可能一天囤好一年的东西。当“买
买买”常态化了，自然也就理性了。
该买的买，确实便宜的买，可买可不
买的就不买，千万别为了占便宜而
买一堆用不上的。随时需要随时
买，一年中的优惠多得很，有钱不买
半年闲。

如果把“双十一”看成一个小
孩，他从 2008 年诞生，今年已经 11
岁都该上五年级了！早就度过了见
啥要啥的幼儿园阶段，也不再是盲
目跟风的一年级小豆包。小小少年
在长大，越来越有自己的判断和选
择了。我们这些消费者的购物阅历
丰富了，慢慢也就看淡了那些促销
的诱惑，“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
岿然不动”了！

从“游学”到“研学”

□ 揭方晓

新生代的“消费门道” □ 赵柒斤

甘心躲在“信息舒适区”，你的世界可能会变得更小，你的视野

会变窄，思维也可能矮化。

为兴趣

买单已成为

年轻消费者

的 重 要 特

征。

“信息舒适区”是一个“学”来的名词。
《深圳商报》一位朋友谈到移动网络时

代报纸的作用说：读报可以让人走出“信息
舒适区”。

“舒适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出于固
有习惯、观念、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心理
定势，人们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心理舒适
区。这个概念“移植”到信息接受上，受众
或多或少也都存在“信息舒适区”。需要提
醒读者的是，这种正常心理反应被移动网
络几何级地放大了。某种意义上说，“朋友
圈”就是人们的“信息舒适区”。

确实有不少人皈依“低头族”，躲在“朋
友圈”里过日子。长时间不看书、不读报，
全然不觉，靠指尖翻动“朋友圈”，似乎什么
信息都有。社会热点、八卦新闻、心灵鸡
汤、逗乐视频甚至突发事件，“朋友圈”林林
总总，应有尽有，而且自己还可以随意点
赞，动手留言。显然，这样的阅读要比看报
纸、读评论、品新闻“舒适”得多。

社交媒体深刻地改变了新闻传播生
态，拓展了信息传播渠道。社交媒体这种
个性化传播环境，也提高了传播有效性。
但是，沉迷于这样的“圈子”，习惯于从“朋
友圈”获取信息，也可能限制你的视野，“自
觉”地在自己周围竖立起信息禁锢的高

墙。所以，有人说，走出“信息舒适区”，是
网络信息时代必要的生存技能。

报纸是大众传媒，它的功用在于对信
息进行社会传播。报纸对信息的选择依据
是“社会标准”。我们办报纸的人当然时刻
考虑读者的需求，但并不是简单去“迎合”
读者。报纸总是按照一定标准对某一个时
间段发生的新闻信息进行“社会选择”，然
后表达在版面上告诉读者。所以，报纸做
不到所有稿子都让你读起来“舒适”，但一
定能够帮助你冲破“信息舒适区”，走出“舒
适区的高墙”。

当然，增强可读性是我们办报纸的人
不懈的追求。年复一年的版面改革，日日
不辍的报道创新，持续不断地学习互联网
传播手段……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提高报纸
的可读性，更好地服务读者，增强我们的传
播力。但是，报纸可读性似乎也存在一个

“边界”。对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苛求，更不

能以“可读性”不如“朋友圈”来逃避读报。
因为做数学题不能像读小说那样轻

松，我们就放弃学数学了吗？亲人间窃窃
私语比大庭广众之下听讲更“动听”，我们
就放弃学习听报告了吗？读报与社交媒体
的信息传播，某种程度上，与此有些相似。
一个人没有朋友圈是难以想象的，但一个
人只看到自己的朋友圈也是不行的。报
纸，尤其是党报，以严肃新闻报道为职责使
命。无论我们如何努力，都难以做到像社
会新闻那样有趣可读。所以，当你拿起一
张报纸，翻开一个版面的时候，首先就应该
有走出“信息舒适区”的心理准备。

读者对报纸可读性提出任何建议和意
见，我们都愿意接受。不可否认的是，有些
人不看报，喜欢躲在“信息舒适区”，并不是
因为报纸不可读，而是因为一个小小的

“懒”字。多年来与读报相联系的一个词是
“学习”。不想付出努力，学习就难有成

效。读报既然是学习的一种，它就不可能
完全轻松愉快地进行。躺在“信息舒适
区”，也许可以了解信息，但很难达到学习
的效果。

我们党报新闻工作者对这份职业从来
就保持着深深的社会责任感，也保持着对
报道内容的敬畏。我们不敢以轻佻的笔法
去论述关乎社会发展的大事，不敢以“幽默
的笔触”去叙述那些典型人物。因此，我们
总是费心竭力地去核对数据，去找寻词汇，
为了准确甚至常常要牺牲“可读”。我们的
心愿是，盼望读者能拿出学习的认真劲来
看报。况且，党报上本来有不少内容直接
就是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呢！

走出“信息舒适区”，需要付出自觉的
努力。报纸信息可以帮你走出“朋友圈”，
看到更广阔的世界，可以提示你思考个人
交往之外的更多话题。信息时代，我们获
取信息的便利性更强了，躺着、坐着、走着
似乎都能够靠指尖来获得许多新闻。但
是，“舒适区”之外的世界更广阔，也更重
要。如果甘心躲在“信息舒适区”，你的世
界可能会变得更小，你的视野会变窄，思维
也可能矮化。

因此，移动网络时代，我们还是诚心诚意
盼着你能够多找点时间，静心坐下来读读报！

不入套路，只买刚需 □ 来 洁

学习，在于书本，在于

课堂，更在于天地间。

读书节目《一本好书》，去年一经播出即广受
好评。该节目第二季今年又在江苏卫视和腾讯视
频播出数期，再次引发网友热议，并以9.5分的豆
瓣高分成为口碑综艺。

《一本好书》的亮点在于场景化读书。它致力
于还经典以经典，不仅所选书籍为有口皆碑的经
典好书，而且，还创新性地通过影视演员的舞台
化演绎，把名著中最真实的人物和故事呈现在大
众眼前，以此激活文字，发掘人物和故事在当下
的新解读，打开观众的认知视角，赋予经典新的
生命力。

随着网络视听技术日益广泛地渗入公众日
常生活，随着全民阅读活动的持续深入推进，人
们读书越来越便利了。许多人轻而易举就能与种
种新书、好书面对面。不仅如此，读书也不再只有

“读”一种形式，还可以听别人绘声绘色地朗读、有
滋有味地讲读。特别是伴随读书节目的亮相，人
们更有条件津津有味地看着别人“演”读。

凡此种种，无疑经过了精加工，它们宛如一
道道色、香、味俱佳的美食，着实诱人。如此食物，
吃吃无妨，不过，一个人不能总把精加工食品当
主食，粗茶淡饭往往倒是更养人。

拿《一本好书》这档节目来说，观众是跟着节
目组的策划走，跟着影视演员的表演走，其情绪
受到感染，思想获得启迪的同时，亦容易对一本
书的理解陷于思维定势，这可以说是优劣参半，
一体两面的事情。况且，还要看到的是，场景化读
书存在着先天缺陷，并非所有的经典之作皆可通
过表演形式予以展现与诠释，太多不具有故事性
的名著难免排除在外。一个人如果将听书、讲书、

“演”书，当作了自身读书的大部分乃至全部，那
么，很可能因习惯了总是跟着别人的引导走，继
而使得自己的深入思考能力逐渐钝化。对于读书
人而言，读得居然失却了自我，那就太遗憾了。

儿童文学家严文井关于读书的态度，颇令人
赞赏。在他眼里，书籍默不作声，带着神秘的笑容
等待着你，当你翻开任何一本书时，马上就会听
到许多声音，美妙的音乐或刺耳的噪声。这时，你
可以停留在里面，也可以马上退出来。“至于我，即
使那本书里的魔鬼在嚎叫，我也要听一听，这是
为了辨别小夜曲、牛鸣、苍蝇的嗡嗡、狮吼和魔鬼
的歌唱有什么差别，这些差别也是知识。”

可见，每一本书，从外表看它们是静默的，可
静默之下其实涌动着千差万别的场景、声音。对
之，最好自己去一一打开，细细品味。并且，没有比
较就没有鉴别，各样的书都尽可能地亲自去读一
读，才能真切地分辨出哪些是美妙的音乐，哪些
是刺耳的噪声，如此，自己的读书水准才会获得
更大提升。

很多事情，都是偷不得懒的。总想着轻松省
事，总愿意靠别人推着自己往上走，其结果通常
好不到哪里去。可惜，现在不少人舒适日子过惯
了，走路不乐意安步当车，吃饭净挑精加工美食，
难怪摆脱不了亚健康纠缠。仔细观察，时下一些
人的读书状态，何尝不是如此？

走出“信息舒适区”
□ 魏永刚

第11年

“双十一”，消

费者该学会

理性看待促

销了。

古人读书，在课堂，也在天地间。
为了这个“天地间”，他们纷纷走出家

门，开始了艰苦而又充盈的“游学”。
我国古代很早就出现“游学”二字。

《史记·春申君列传》称：“游学博闻，盖谓
其因游学所以能博闻也。”《北史·樊深传》
中也有“游学于汾晋间，习天文及算历之
术”的记载。在中国古代，很多名人都有

“游学”经历，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即是古人追求的最高境界。

一旦远游学，如舟涉江湖。古代游学
标志性人物是先秦时期的孔子，可以说孔
子开了中国游学风气之先。据《史记·孔
子世家》记载，孔子周游各诸侯国长达 14
年之久，一生遍及卫、陈、鲁、宋、郑、蔡、楚
诸国。不只孔子，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无
一不是在游学中成长，如墨子、庄子、孙
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任谁都是震烁
古今的悠悠游士。

秦之后，游学之风不减。司马迁 20
岁即开始远游各地名山大川，从当时的京
城长安出发，出武关（今陕西商州区东），
经南阳，在南郡（湖北江陵）渡江，抵达长
沙，来到屈原自尽的汨罗江江边，凭吊诗
人……历时数年，把大半个中国都游遍
了，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为《史记》的创作
奠定了坚实基础。

到了唐代，李白动辄“仰天大笑出门
去”。与李白一样闻名的杜甫，看似清苦，
可也经常“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明
朝的徐霞客，更是把游历当做生活方式，
写就了名传千古的《徐霞客游记》。当代
学者、作家余秋雨，游而学之，写出凭借山
水风物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真谛的散
文集《文化苦旅》。

可以说，他们的“游”，就是“学”。天
地之间，只是课堂、书院的延伸；所遇之
人、之物、之事，都是赋予他们学识与智慧
的独特的老师。

现在，交通条件大幅改善，从一个地
方到另一个地方，不再是用双脚丈量大地
的苦旅，也不是乘辚辚之车徐徐而行的慢
生活，而是在高铁或飞机上，千里万里转
瞬即至的零距离。这样的旅途少了许多
乐趣，也少了许多增长知识与智慧的机
遇。但并不表示学生们就只能坐困课堂，
踟蹰于书本间。毕竟，没有旅途，还有目
的地。

因此，从“游”到“研”，应该是现代中
小学生学习的另一途径。著名教育家陶
行知说：“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
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
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这样
重要的生活，在于书本，在于课堂，更在于
天地间。

最近，笔者与江西的一群中学生开展
了一次研学活动，就深切地感知到研学的
必要性。在南昌军事主题公园（军事装备
展示中心），当学生们看到昂首欲飞的“轰
六”轰炸机时，现场问带队老师：“飞机为
什么能飞？”相信他们以后在课堂上学习
此类知识时，一定会更加聚精会神；在汤
显祖纪念馆，当讲解员介绍，汤显祖的老
师罗汝芳就是南城人时，学生们一个个显
得非常惊讶，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这些，课本上可以学到，但通过研学，
可以学得更加深刻。因为这种知识，竟然
是以这样一种突如其来的方式撞击着自
己的大脑和心灵。这是走出从“学校到学
校”、从“课堂到课堂”的封闭圈，不断地拓
展教育边界的一种教育成果。

不过，对于中小学生研学，笔者有两
个“关键词”不吐不快。第一个“关键词”
是“预习”，即充分做好研学的准备，尤其
是知识上的准备。以“有备”之姿态，行

“研学”之过程，才不至于知识如“穿堂风”
般瞬间而过，除了几张照片，什么都没在
脑子里留下。

第二个“关键词”是“复习”，即要求学
生研学之后，做一些简单而又必要的总
结，此次研学过程中，看到了什么，听到了
什么，想到了什么，得到了什么，要能说出
个一二三四。哪怕这些个一二三四，只是
脑洞大开，只是奇思怪想，也比什么都抓
不住、摸不着的好。

从“游学”到“研学”，是一条线，一条
由古至今的教育传承之线；也是一种变，
一种与时俱进的教育应时之变。

最近，朋友们常常在群里发链
接，分享各家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
然后根据个人消费兴趣和喜好“买
买买”。

大部分消费，都与金钱、物质有
关，尤其是在生活领域，譬如吃穿用
度，使得差不多所有人都与“消费”
行为难以分割，每天都依靠“交换”
和“消费”维持生活。数字技术推动

“消费”产生了新变化，它放大了成
长于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网络与数
字技术广泛应用时代年轻人的“购
买”能力，裂变出许多有别于上一代
人截然不同的消费市场结构和消费
者行为。年青一代享有上一代人的
财富积累，却不像父辈那般节俭，更
趋向超前消费和信用消费，并研玩
出许多消费“新门道”。

物质消费上，“开心”去消费、
“不开心”更要去消费的“冲动型”人
群早已降级，而“性价比”成为人们
消费衡量的首选因素。从吃穿住行
到个人形象，日常生活能省则省，购
物车常常空空如也，共享、团购、低
价日用品和循环交易平台等，逐渐
成了年轻人消费新宠。这种“实用
主义”消费门道，正是让年轻人打破
价格“魔障”的“理论依据”：他们不
再迷恋品牌光环，追求最低成本、最
高效率的生活方式，这种消费理念

看起来似乎与父辈们“节俭消费”的
理念悄悄融和了。

“共享”，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
善于应用互联网的年轻人选择“共
享”的生活顺理成章。至于以“共
享”为特征的循环经济会成为一代
人潜移默化的生活习惯，还只是年
轻人“捉襟见肘”时的权宜之计？仍
有待于时间检验。

当然，与父辈相比，新生代消费
者拥有更好的教育水平、更为开阔
的视野，他们好奇心强、感受力丰
沛，能敏锐地捕捉和尝试新潮流，为
兴趣买单已成为年轻消费者的重要
特征之一。譬如“颜值消费”，传统
的社会观念是“郎才女貌”，人们往
往对男性的期待是“靠才华吃饭”。
这种单一的价值观，使得“男性爱
美”长期被污名化。然而，随社会分
工和性别角色的变化，传统意义上
的性别角色也发生了改变。怎样提
升颜值？健身是最有效提升颜值的
方式。相比传统健身方式，近年来
的“微信运动”“运动 APP”“智能手
环”的兴起，使放学跑步、下班撸铁
变得愈加轻松。有人觉得健身的过
程需要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但健身
的结果却并非空乏其身。因为提升
颜值，坚持汗流浃背地运动，会获得
一种能量，使自己可以应付一切，挑

战一切。这也许就是“颜值消费”的
快乐。

同时，相比吃喝玩乐上的花钱，
为“知识”付钱称得上消费升级。
2016 年后“知识消费”便呈井喷之
势。与传统的买书、上学等付钱买
知识不同，市场涌现出知乎、得到、
喜马拉雅、分答等一大波知识付费
平台，除了兜售传统的书籍，还有在
线讲座、辅导班、集训营等与知识有
关的东西。“知识消费”的兴起，让有
些人的碎片时间得到充分利用，他
们在等餐、等车时，便戴上耳机听会
儿付费的书或打开某付费讲座获得
一丁半点的新观点。“知识消费”就
一定买到“知识”？未必，如没有兴
趣，那所谓的“知识消费”，充其量只
是消费一连串的心理安慰剂。

每个人花钱消费都想让自己快
乐，而社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快乐可
能，原有的消费模式，不可避免地被
冲破，年轻人消费新玩法也在构建新
的消费文化。他们积极尝试新鲜事
物，并借助互联网成为群体，“吃货”

“晨跑”“驴友”“游戏”“宠物”圈子如
雨后春笋般生长等，不定期地聚会，
在QQ群、微信群里分享、交流。寄
情于物，难有高下、贵贱之分，只要不
拜物、不拜金，以自娱，甚至精神上
有所寄托，都没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