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5文体2018年3月22日星期四
责任编辑蔡报望 美术编辑陆轶

联系我们 qnbtyb@163.com

“浓缩阅读”并非博览群书的捷径
只为效率而读 也就失去了阅读体验

萧勤艺术展
亮相中华艺术宫

本报讯 记者 郦亮 萧勤“回
家”艺术大展日前在中华艺术宫揭
幕。百余件绘画及雕塑作品，全面回
顾艺术家六十余年的艺术创作生涯。

萧勤1935年生于上海，其父亲
萧友梅是上海音乐学院创办人之
一。1949年，萧勤随姑父去了台湾，
1952年进入李仲生画室学习。1956
年萧勤获赴西班牙艺术学院奖学金，
出国前他与李仲生画室八位同学共
同创办了台湾重要现代艺术团体“东
方画会”，在赴西班牙后旅居欧美达
60余年。上世纪60年代以后，他意
识到寻求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开
始重新研究禅、道、老庄等东方哲学
思想，发展出了有别于西方抽象图式
的创作风格。

展览中的作品来自艺术家、萧勤
国际文化基金会的收藏，以及向欧亚
等地藏家借展的代表性作品，其中有
早期的水墨布面或纸本作品，以及采
用当年新研发的媒体丙烯所创作的
画作，包括《光之跃动》《宇宙能量》
《太阳》等。作品富有表现力，其鲜明
的色彩、行云流水般的笔锋、五彩斑
斓的色块墨点，以及几何的构图将古
代的思哲转化为现代的语言。

有一款在线浓缩知识文库最近
很热。青年报记者注意到，所谓“浓
缩知识”其实就是“浓缩书”，在这款
应用中很多书都被去掉“皮肉”，只留
了“筋骨”。比如一本书就被“导读”、

“要点速记”、“方法归纳”等板块，通
读下来大概也就是三四分钟的时间，
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这款应用希望读
者就可以掌握整本书的精髓。而在
另一款应用中，创办者将“予人方便”
发挥到了极致，不仅书被浓缩了，而
且这些浓缩的内容还被制成语音版，
读者看都不用看，在随便的听说之中
就可以掌握一本书的主要内容。

这种“浓缩书”的形式最早出现
在罗振宇的“得到”APP上。在“得到”
上销售的电子书，都不是整本书，而
是一本书的主体部分，罗振宇称之为

“干货图书”。结果这种“干货图书”
一经推出大受欢迎，许多原本卖不动
的滞销书，一经这样“干货提纯”立刻
成为了畅销书。很多读者认为终于
有了一口气看很多书的成就感，网上

还有不少人晒出“成绩单”，每个人都
好像是博览群书的阅读达人。

对于“浓缩书”如此受欢迎，业内
人士认为原因有二。其一，读者买到
一本书，真的不一定会全部读完，泛
泛读后束之高阁的情况很可能发
生，再加上现在工作压力这么大，读
者越来越没有时间去好好地读一本
书。其二，在每年出版的成千上万种
图书中，有一部分作者对书籍内容大
量注水，本来一万字能搞定的内容，
被作者用冗长无趣的材料硬生生铺
成了十万字。如果一不小心碰到

“注水书”，通读的话确实会浪费很
多时间。一方面是没时间读，另一
方面是担心读了会浪费时间，但是不
读书又会给读者造成一定的焦虑。
在这种情况下，“浓缩书”显然缓解了
这种焦虑。

但是“浓缩书”真的是一剂良药
吗？首先，“浓缩书”都是网站或者应
用请专人来操作的。这些人在通读
全书之后，将书的内容概括成几句

话。但问题是，对于一本书的理解，
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那些浓缩的
内容充其量只是操作者自己的理解，
更不要说这种理解还可能发生偏
差。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那绝对是
误人子弟的。但是另外一个更重要
的问题是，如果“浓缩书”真的很正
确很全面，那是不是就可以取代全
书阅读？答案当然也是否定的。一
本书如果只留“筋骨”，即便这“筋
骨”再坚挺，对于其如何出现一无所
知，那也根本无法理解这些所谓的
精髓了。精髓是需要论述的，而论
述的过程就是帮人理解的过程，现
在“皮肉”都没有了，又如何理解呢？
（虽然很多网站宣城，他们推出“浓缩
书”，并不影响读者再去读全本。但
是显然，很多读者看“浓缩书”，就是
为了省时省力）。所谓要知其然，还
要知其所以然。

说到底“浓缩书”就是一种文化
快餐。快餐可以偶尔食之，但是吃多
了也会消化不良。

■文化动态
一本数百页几十万字的长篇巨著，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就能读

完。而这种“天方夜谭”正在变成现实。青年报记者发现，最近出现
了一批网站和APP推出了“浓缩书”的业务，将书“抽干”，只留几条
筋骨给读者看。据说，这样的业务很受读者欢迎，有的读者甚至于
认为找到了一条博览群书的捷径。然而“浓缩书”真的如此神奇吗？

青年报记者 郦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