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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 阅 读 的 广泛普及指 引 未来书 籍 阅读 模式 的 变 革 ， 数字 阅 读发

展前景灿烂 ， 传统 出 版产业进入后 纸书 时 代 ， 但 数字 阅 读在 实 际 阅读 效果 、 版面

阅读体验和对读者视 力 影 响 三个方面存在不足 ， 在这些技术 问题未解决之前 ， 传

统 阅读与 数字 阅读或将并行不悖 。

关琎词 纸书 数字化 阅读效果 阅 读体验

根据我国第十三次全国国 民阅读调查统计数据 ，
受数字媒介迅猛发展的影响 ，

２０ １ ５年我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持续增长 ， 较 ２０ １４年的 ５ ８ ． １％ 上升了 ５ ． ９

个百分点 ， 接触率达到了
６４ ． ０％ 。 在 ２０ １５ 年数字阅读率首次超过传统阅读率之后继

续增长 。 许多业界人士惊呼 ， 纸质图书将走向消亡 。 的确 ， 日新月异的数字科技已改

变人们书写、
设计 、 生产、销售、 阅读书籍的方式 。 数字媒体以无可比拟的 巨大优势在

阅读市场上呈现火箭式高速发展的态势 ，
而反观传统 出版产业的纸质图书 ， 长期以来

新书品种持续增长 、销售册数下降、 库存居高不下 、利润率普遍下降等诸多 问题难 以

解决 ， 纸质图书进人了晦暗不明的发展区间 ， 数字阅读的广泛普及预示着后纸书时代

的到来 。

早在 １８ ９４ 年 ， 《斯克里布纳杂志》 发表了一篇题为 《书籍的终结 》 的文章
， 作者是

法国文学理论家奥克塔夫 ？

乌赞 （
Ｏｃ ｔａｖｅＵｚａｎｎｅ

） 。 当时 ，托马斯 ？

爱迪生刚刚发明

留声机 ， 乌赞认为便携的
“

记录声音设备
”
—— 他称之为

“

口袋留声歌剧机
”
——会

不可避免地取代书籍和报刊 。 他指出
， 对于

“

享乐之人
’

来说 ， 翻 阅
一

张张印刷 出来的

纸太费功夫了。 乌赞宣称 ， 印刷术和它老套的产物根本不是现代科技的对手。

１
１

１

的确 ， 现代科技发展到今天 ， 已大大超 出前人的想象
，
文字 、 图片 、 声音 、 影像都可

以通过数码方式记录 ， 并借助特定的设备来读取。 这些电子设备携带方便 ， 存賭量 巨

大
，
使得阅读不受空间时间限制 ， 更可以通过网络下载达到 内容的即时更新 ，

这种随

时随地的海量阅读配合准确的定位搜索 ，
使得现代阅读模式更为精准快捷 ， 这种知识

＾获取的巨大便利性令人目眩神迷 。

■与传统纸书阅读模式相比 ，数字 阅读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然而大量证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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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 屏幕和电子阅读器无法重建纸张阅读的那种 文字内容的理解造成不 同程度的干扰 ，
这对阅■■■

“

直观 、愉悦
”

的感观体验 ，
尤其是长文阅读。 这 读的深人形成了障碍。 另一方面

， 数字阅读中容
传

种阅读上的困难也会微妙地妨碍读者对 内容的 易出现的走马观花的浅阅读、 零敲碎打的碎片化 無

理解。 与纸张相比 ，屏幕阅读还可能会消耗阅读 阅读也可能造成阅读的
“

低质性
”

。 我国著名作Ｉ
者更多的精力 ， 使得记忆也变得更加困难。

［ ２］家王蒙曾在《读书》 杂志上撰文《触屏时代的心
ｙｐ

阅读生 活的改变不仅仅是技术的革新 ， 也 智灾难》 悲呼 ：

“

博客代替着论文 ， 微博代替着博

是观念的转变 ， 在后纸书时代 ，
数字阅读是否如 客 ， 碎片代替着体系 ， 掷地喷饭的段子代替着掷

其绚烂的技术一样能够完美的终结纸书阅读 ，
地有声的思想 。

”

他认为 ，
这些

“

海量化的真伪莫

笔者认为这确实是个令人困惑的命题。辨、
良莠不齐的信息可能成为佐酒的谈资与搞

笑恶搞的素材 ， 却很少能体现高深 伟大的学问

一

、数字技术架构下的阅读效果之惑智慧
”

。 庞大的信息沈揽量也不意味着
１

更多的知

识性摄入 ， 很大
一

部分无效阅读浪费了阅读者

数字阅读模式为读者提供了更为多样化的 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

阅读体验 ，
点击 、

搜索
、 超链接、

即 时存储都让信作为未来数字 阅读者的主体 ，
儿童的数字 Ｉ

息的获得更为快捷 ， 界面背景的 自主选取、
色彩 化阅读效果也有一些新的考量。 例如 ，

儿童在

布局 的任意变换使得 阅读过程更为有趣 ，
背景 纸书阅读时存在简单的手眼协调 ， 虽然在电子屏

音乐 、 诵读声、动画效果等多媒体技术的应用 更 幕上的阅读过程确实更为有趣简单 ， 但传统阅

是传统书籍无法企及的 。 然而 ， 从阅读效果上看， 读的翻页动作与 内容读取的配合是手眼脑的完

电子文本在便捷阅读的同 时造成了深度 阅读的 美合作过程 ，
而且纸质图书有质感的物理结构

缺失
， 据英国 《每 日电讯报 》 ２０ １３ 年 ５ 月 １６ 日 报 有助于儿童通过触感实现对实体材料 的探索。

ｉ

道
， 英国读写信托组织最新调查数据显示 ，

现今 还有研究表明 ，
看似丰富的多媒体儿童读物导

的学生更常使用 电子设备而不是传统读物进行 致儿童 阅读理解度降低 ， 显而易 见的原 因就是

阅读 ，
但使用 ｉ Ｐ ａ ｄ 和 Ｋ ｉ ｎｄ ｌｅ 等电子阅读器阻 这些读物代替了文字能给予儿童 的想象空间 ，

碍了学生的学习进步 ， 不利于青少年阅读能力的 而直接赋予了儿童想象的实景 。 同时 ，数字技术

提高 。 调查显示 ，每天只 阅读电子书的人不太可 的五光十色让儿童阅读的内心思考外化为声光

能像阅读印刷品的人那样成为优秀的 阅读者 ，
更 电的游戏娱乐 ，

儿童容易沉溺在对有趣场景和

不太可能享受阅读。 这项研究调查了３万多名 ８色彩的追逐中 ， 而对看似枯燥的文字思考失去

至 １６ 岁的青少年 ，
发现阅读电子书的青少年很 兴趣。 以部分儿童数学学 习软件为例 ，

点错点对

少有 自 己喜爱的书籍 ，
尤其是男孩。

１

３
ｉ 对此 ， 阅读 的模式让答题变成了猜题 ， 儿童在答题过程中

专家们的主流观点是数字阅读缺少纸质图书 阅 不断试错就能试出 答案 ， 很难想象这种学习模

读时的触感和文本位置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式能够确实有效地提高儿童的逻辑思考能力 。

读者对 内容的认知 。 多媒体技术的频繁闪现对而部分数字阅读平台的设计者为了迎合读

Ｂ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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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追求新奇 的心理 ，在 电子书 中添加各种动画 丰富的纸质肌理效果 ， 甚至在
一

本书中有多种纸

闪烁、 音乐背景等 ，有些甚至与 内容并无关联 ， 只 质或者其他型材的纹理效果 。 虽然电子设备容

是展现数字手法 ，炫耀技术实力 。 另
一

方面 ，
大 量巨大 ，

一

部手机可以存 储几千本图 书 ， 但却难

量廉价电子书的背后往往是广告商定点投放的 免
“

千书
一

面
”

，
从阅读角度而言的确就仅是

“

阅

介人 ，
阅读软件 中植入广告闪现位置 ， 通过对读 读器

”

罢了。 同时 ，
纸质图书在材质上的变化 ， 能

者阅读 行为的收集分析 ， 利 用技术的可控制性 ， 带来不同 的肌理效果 ， 从而带给读者不
一

样的

在阅读中进行广告的定点投放 ，这更是令人厌恶 阅读感受 。 这种阅读的特殊性是电子书无法完

的干扰行为 。 上海市新闻 出版局发布 的 《上海 成的 。 特别是材质与印刷工艺的结合 ，
制 作流程

市 民阅读状况调查分析报告 （ ２ ０ １４ ） 》 显示
， 高达 的繁 琐和手工程度 ，

使得纸质书籍成品相较于

７０ ． ６５％ 的受访者表示 纸质图书具有最好的 阅电子设备更应被视作是艺术作品 。 这种艺术的

读效果 。精细程度仅从选择纸质这
一

环节就能看出 ， 在

“

乱花渐欲迷 人眼
”

，
数字阅读究其本质 ， 仍 确定设计方案 过程 中 ， 设计者要考虑纸张的尺

然是 以传播内容为主要目 的
，
因此

，
如 何达到最 幅 、重量、 厚度、 纹路、 透光性、 表面 处理涉及纸

佳阅读效果是其必须面对的
一

项重要课题。 就 张的着墨性、 色彩还原性 ） 、
色泽等多种 因素 ，

还

目前的数字阅读效果而言，
设计者应当深人思 要安排从封面到 内页的所有纸质触感顺序。 这

考的是如何以更科学的方式编辑各项阅读辅助
一环节的设计处理使得读者拿到手 中的书籍成

技术手段 ，
使其 在不干扰 阅读思考的前提下不 品

， 每一页的色彩元素表现都与纸张的印刷特

断提高阅读便利性 ， 以及更好地组织数字 阅读 性相辅相成 ， 翻阅过程中或细腻或粗糙的手感 ，

技术手段的 内在逻辑主线 ， 在增 加儿童学习乐 都源 自设计者独具匠心的巧妙安排。 正如翟墨

趣的同时不影响其独立思考能力 。在《新中国书籍装帧艺术精粹》 读后一文中所说 ：

“

打开 刚刚问世的精美画册 ， 高雅醇厚的美感扑

二
、 数字显示版面下的人性化阅读体验

面而来 ： 那移步换 影的图 像、 彩页轻逐的絮语、

之惑漂浮萦绕的墨香、 诱人品咂的意欲、 耐人抚触的

纸质 ，将视、听 、嗅 、
味

、
触五官五觉有机地融汇在

纸 质图书历经多年 ，
已经有着非常成熟的

一

起 ； 只说
‘

爱不释手
’

是远远不够了。

艺术表现形式和设计理念。

一

本图书的设计 ， 从数字阅读的便利性决定了其难以在视觉体

封面的艺术表现、
材质的选择、

内文字体字号的 验上增加投入 ， 这种阅读体验可以说仅仅是文字

规范到行距字距的精心编排 ， 都需要非常专业化 内容的获得而缺少了纸质图书的 阅读美感 ，
拥挤

的设计表现手法 ， 才能给读者带来阅读的美感。 的文本总量 ，
简陋的排版模式 ，

必然带给人快餐

与显示在固 定 ９ ．７ 英寸画面的 ｉＰ ａ ｄ 或是 化的 阅读感觉 。 随着读者对阅读舒适度要求的

３ ． ５
—

５ 英寸大小不等 的智能手机画面中的电子 提高 ，
这种电子文本式的版面必然无法满足读者

Ｂ图书不同 ， 纸质图书可以有更多的开本选择 ， 更 的阅读要求。 而电子设备作为新型载体 ， 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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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 印刷的设计法则并不适用 ，例如纸质书常用的技术革新。 因此 ， 就目前技术现状而言 ， 解决＿ＢＨ

的书版宋体字就不适合电子阅读屏幕 ，
目前电子 这

一

数字阅读的弊端似乎还是
一

项难题。

传
书显示

一

般选择黑体或者圆体字 ， 显示清晰 ，
但４

阅读时间
一

长 ， 就感觉版面流动性不强 ，容易产 结语 ^
生视觉疲劳。 而且电子书版面设计普遍缺乏美

感
，
其视觉构建人员以技术人员居多 ，

往往不具数字化阅读的普及给传统阅读带来巨大冲

备书籍设计基本知识 ，
电子书的廉价与便捷也决 击 ，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设计者提供了更先进的

定了其难以追求艺术的设计表现 ， 更遑论设计 技术支持 ， 也改变着未来书籍阅读模式的走向 。

者 自主代人的为读者构建愉悦的阅读视觉流程 。
正如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所说 ，

每
一

种技术

由此
， 在阅读舒适度上的差异也将是数字 形式都是我 们最深层的心理经验反射 ，

对这种

阅读需要解决的技术课题之一 ， 目前数字阅读 信息传播方式的接受和使用 ，
从深层次上引发人

版面普遍存在低质性 ， 只有通过大量的视觉实 们思维方式 、
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变化。

１

６
］ 指引未

验寻找适合 电子显示设备的视觉设计法则 ， 才 来之路的数字阅读必然具有光 明灿烂的前景 ，

能设计出具有舒适视觉流程的数字阅读版面。但或许将如广播 、 电视、 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发

展的轨迹
一

样 ， 传统阅读与数字 阅读也将并行

三
、数字设备对阅读者视力影响之惑￥胃。 ＿

数字阅读设备的无线网络设备辐射对人体

的伤害从 ２０ ０７年至今一直争论不休 ， 虽然至今
会取

＾

纸质书

Ｔ

［

ｎ
（ Ｎ ａ Ｕ ｔ ｉ ｌ Ｕ Ｓ ＾ ｉ

权转载 ，撰又／Ｎ
ｉ ｃｏ ｌ ａ ｓＣ ａ ｒ ｒ ）

ｈｔ ｔ
ｐ

： ／／ｗｗｗ．

ｇ ｕｏｋ ｒ ． ｃｏｍ ／ ；

仍没有定论 ， 但 电子设备的辐射性是显而易见ａ 「ｔｉｄｅ／４３７４ ７８／．

的 。 而即便是超过人眼识别极限的高分辨率视
［ ２］

Ｆｅｍ

．

Ｓ Ｊ ａ ｂｒ．ＴｈｅＲｅａ ｄ ｉｎｇ
Ｂｒａ ｉ ｎｉ ｎｔｈｅＤｉ

ｇ
ｉｔａ ｌＡｇｅ

：

ＴｈｅＳｃｉ ｅｎ ｃｅｏｆＰ ａ ｐｅｒｖ ｅｒｓ ｕ ｓＳｃｒｅｅｎ ｓ［Ｅ Ｂ／ＯＬ ］ ． ｈｔｔｐ ： ／／ ；

网膜屏幕依 然不能改变其对眼睛视力的伤害 。
．． ．

７

ｗｗｗ ． ｓｃ ｉ ｅｎｔ ｉ
ｆ

ｉ ｃａ ｍ ｅｎ ｃａ ｎ ． ｃｏｍ ／ａ ｒｔ ｉ ｃ ｌ ｅ／ｒ ｅａ ｄ ｉ ｎ
ｇ
－

ｐａ ｐｅ ｒ
－

 ：

医务人员 发现
，
玩 １ ０ 分钟手机相当 于看 ３０ 分ｓｃｒｅｅｎ ｓ／ ， ２０ １ ３

－

０４
－

１ １ ／２０ １ ４
－

０６
－

０５ ．

钟电视 ， 数字阅读设备对儿童 眼睛的伤害是非
：

—

＇

］ ｗ 英 国研究显示 电子书阻碍儿童学习进步 ［ Ｊ ］
？ 世界

；

＾教育信息
．
２０１ ３

， （
１ ４

）
．

胃 Ｗ

孙艳 ， 童翠萍 ． 书衣翩鋪 ［ Ｍ ］
． 北京 ： 三联书店 ， ２００６ ．

当然数字媒体设计者可以考虑在电子阅读陈帆 ． ｉ Ｐ ｈ ｏ ｎｅ、
ｉ Ｐ ａ ｄ 、电视对孩子视力的破坏力相差多

设计 中糊设计语言、 技术手法降低其对人体
％ ：

的伤害 ，
例如

，
利用 色彩过渡 、

字体变化引导眼球

视线的变化 ；
或是在一定时段有意 中断阅读从 ①出版人 ［Ｊ ］

． ２０ １ ３ ，
（
４

）

．

而让眼睛得以短暂的休息 ； 利用 明 暗对比制造 ②安德鲁 ？ 哈斯兰 ． 书设计 设计书 ［Ｍ ］ ． 原点出版 ，
２〇 〇９ ． ！

士％ 从？幽咖此 ／口 ４抽糾 如—
③胡守文 ． 书籍设计 ［Ｍ ］ ． 中 国青年出版社 ？２０１ １ ．

④程晓龙 ， 陈丹 ． 数字先锋 数字出版新纪元的注脚 ［Ｍ ］ ．

；

改变 电子设备的视觉伤害还是要期待更为卓越 三辰影库音像出版社 ，
２０ １ １ ．

Ｂ ＩＡＮ ＪＩＸＵＥＫＡＮ４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