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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趙
泰
來
所
接
管
的
數
以
十
萬
計
的
珍
貴
文
物
，
其
實

都
是
他
的
外
曾
祖
父
伍
廷
芳
所
收
藏
的
。
換
言
之
，
伍

廷
芳
才
是
真
正
的
大
收
藏
家
。

說
起
伍
廷
芳
，
更
是
中
國
近
代
和
現
代
叱

風
雲

的
、
了
不
起
的
歷
史
人
物
，
上
一
輩
的
香
港
人
無
不
熟
悉
，

因
為
他
與
香
港
的
淵
源
深
遠
。

伍
廷
芳
︵
一
八
四
二
年—

一
九
二
二
年
︶，
清
末
民
初
傑

出
的
政
壇
人
物
、
著
名
的
外
交
家
、
法
學
家
。
本
名
敘
，
字

文
爵
，
號
秩
庸
，
後
改
名
廷
芳
。
祖
籍
廣
東
新
會
，
出
生
於

新
加
坡
，
年
少
時
曾
被
綁
票
，
逃
脫
後
隻
身
赴
香
港
聖
保
羅

書
院
求
學
，
接
受
了
六
年
的
西
式
教
育
。

伍
廷
芳
在
聖
保
羅
書
院
讀
書
的
期
間
，
曾
與
黃
勝
共
同
創

辦
了
香
港
第
一
份
華
文
報
紙
︽
中
外
新
報
︾，
亦
協
助
陳
藹

亭
創
辦
︽
香
港
華
字
報
︾。
畢
業
後
於
一
八
六
一
年
任
香
港

的
高
等
審
判
庭
、
地
方
法
院
等
的
翻
譯
。

一
八
六
四
年
，
伍
廷
芳
與
牧
師
何
進
善
的
長
女
何
妙
齡
成

婚
。
一
八
七
一
年
調
任
港
府
巡
理
署
譯
員
。
一
八
七
四
年
自

費
赴
英
國
留
學
，
在
倫
敦
學
院
︵
即
倫
敦
大
學
學
院
︶
攻
讀

法
律
，
一
八
七
六
年
在
林
肯
律
師
學
院
考
獲
大
律
師
資
格
。

伍
廷
芳
留
學
返
港
後
在
香
港
執
業
，
成
為
香
港
首
名
華
人

大
律
師
。
一
八
七
八
年
獲
香
港
總
督
軒
尼
詩
委
任
為
首
名
華

人
太
平
紳
士
，
一
八
八
○
年
獲
委
任
為
前
定
例
局
︵
即
立
法

局
︶
首
位
華
人
非
官
守
議
員
，
同
年
他
曾
署
任
裁
判
司
。
後

因
投
資
生
意
失
敗
，
被
迫
辭
去
立
法
局
議
員
一
職
。

伍
廷
芳
在
港
期
間
，
積
極
支
持
港
督
軒
尼
詩
的
開
明
政

策
，
反
對
歧
視
華
人
，
並
要
求
廢
除
公
開
笞
刑
和
遏
止
販
賣

女
童
等
。

伍
廷
芳
是
一
個
與
時
俱
進
的
時
代
風
雲
人
物
。
在
國
難
當

前
，
他
毅
然
從
政
，
幹
下
一
番
轟
轟
烈
烈
的
大
事
業
。

且
說
李
鴻
章
早
年
開
展
洋
務
運
動
，
深
感
到
對
外
交
涉
人

才
的
短
缺
，
一
八
七
七
年
十
月
六
日
，
天
津
海
關
道
黎
兆
棠

將
伍
廷
芳
引
薦
給
李
鴻
章
，
﹁
經
過
虛
衷
詢
訪
﹂，
李
鴻
章

發
現
伍
廷
芳
正
是
他
物
色
數
年
而
未
得
的
人
才
，
當
即
決
定

將
之
延
入
幕
府
，
以
便
﹁
遇
有
疑
難
案
件
，
俾
與
洋
人
辯

論
。
凡
折
以
中
國
律
例
而
不
服
者
，
即
以
西
律
折
之
，
所
謂

以
彼
之
矛
刺
彼
之
盾
也
。
﹂

一
八
八
二
年
，
伍
廷
芳
接
受
直
隸
總
督
兼
北
洋
大
臣
李
鴻

章
的
邀
請
，
任
洋
務
委
員
，
成
為
李
鴻
章
的
幕
僚
。
期
間
曾

參
與
中
法
新
約
、
長
崎
事
件
、
馬
關
條
約
等
的
商
議
。

伍
廷
芳
一
八
九
六
年
奉
命
出
使
美
國
、
西
班
牙
、
秘
魯
等

國
，
當
中
以
留
在
美
國
時
間
最
長
。
一
九
○
二
年
伍
廷
芳
回

中
國
，
與
沈
家
本
同
任
法
律
修
訂
大
臣
。

最
為
人
樂
道
的
是
，
伍
廷
芳
任
法
律
修
訂
大
臣
期
間
，
擬

訂
了
中
國
最
早
的
商
業
法
；
提
出
廢
除
凌
遲
等
酷
刑
、
禁
止

刑
訊
；
並
按
歐
美
等
國
辦
法
起
草
訴
訟
法
，
建
議
使
用
陪
審

團
和
律
師
制
度
，
改
良
獄
政
等
等
一
系
列
先
進
的
主
張
，
讓

中
國
向
民
主
法
制
邁
出
一
大
步
，
從
而
產
生
了
深
遠
影
響
。

伍
廷
芳
曾
任
駐
美
公
使
。
一
九
○
五
年
，
當
時
美
國
剛
剛

通
過
排
華
法
案
，
墨
西
哥
隨
後
亦
宣
布
跟
隨
。
當
時
，
伍
廷

芳
曾
為
了
這
件
事
在
美
國
和
墨
西
哥
兩
國
之
間
不
斷
游
走
，

以
解
決
危
機
。
一
九
○
七
年
，
伍
廷
芳
再
次
出
使
美
國
、
墨

西
哥
、
秘
魯
及
古
巴
，
在
美
洲
目
睹
主
張
推
翻
清
朝
和
帝
制

的
高
漲
革
命
浪
潮
。
一
九
一
○
年
回
中
國
後
寓
居
於
上
海
。

辛
亥
革
命
爆
發
後
，
伍
廷
芳
在
上
海
當
即
宣
布
贊
成
共

和
，
並
修
函
致
清
廷
，
勸
請
清
帝
自
動
退
位
。
上
海
光
復

後
，
他
與
陳
其
美
、
張
謇
等
組
織
﹁
共
和
統
一
會
﹂，
又
被

光
復
各
省
推
為
臨
時
外
交
代
表
，
與
各
國
交
涉
。

︵
趙
泰
來
外
曾
祖
父
伍
廷
芳
，
上
︶

看
女
兒
杜
如
風
溜
冰
，
就
想
起
八

十
年
代
她
五
歲
為
葉
蒨
文
唱
︽
零
時

十
分
︾
拍M

V

時
作
伴
滑
的
情
境
。
那

時
筆
者
和
葉
蒨
文
是
好
友
，
慣
叫
她

英
文
名
﹁
莎
莉
﹂，
當
時
有
西
片
明
星
﹁
傻

大
姐
﹂
莎
莉
麥
蓮
，
阿
杜
便
順
手
在
報
上

專
欄
寫
﹁
莎
莉
葉
唱
新
曲
﹂，
誰
料
第
二
天

即
收
到
葉
媽
媽
致
報
館
之
投
訴
，
說
不
應

把
她
女
兒
稱
為
莎
莉
，
因
她
女
兒
美
麗
出

色
，
中
譯
名
應
寫
為
﹁
莎
麗
﹂
才
對
，
如

此
星
媽
愛
女
情
深
令
人
感
動
，
於
是
當
年

暢
銷
的
︽
東
方
︾
報
主
編
下
令
，
全
體
編

採
寫
到
葉
蒨
文
都
要
正
名
為
﹁
莎
麗
﹂。

莎
麗
果
然
是
位
美
人
，
後
來
交
深
了
才

曉
得
她
祖
籍
廣
東
中
山
，
中
山
縣
原
名

﹁
香
山
﹂，
﹁
香
山
﹂
在
廣
東
是
著
名
美
女
之

鄉
，
她
爸
爸
年
輕
時
讀
中
山
大
學
工
程

系
，
參
加
了
國
民
黨
機
械
工
程
隊
，
隨
軍

撤
往
台
灣
後
，
為
美
國
西
北
工
學
院
聘
為

教
授
，
移
居
俄
勒
岡
州
維
多
利
市
任
教
。

在
台
和
葉
媽
結
婚
後
一
齊
移
居
美
國
，
在

維
多
利
市
生
下
葉
蒨
文
。

維
多
利
市
是
美
國
著
名
花
園
之
城
，
全

市
盛
產
玫
瑰
，
美
國
每
年
九
月
玫
瑰
節
便

是
由
該
市
發
揚
出
來
。
葉
蒨
文
可
說
是
在

玫
瑰
叢
中
長
大
的
女
孩
子
，
成
長
到
十
六

歲
便
被
街
坊
說
她
是
維
多
利
市
的
一
朵
鮮

花
，
所
以
十
八
歲
隨
媽
媽
返
台
北
探
外
祖

父
，
便
被
台
北
著
名
電
影
富
商
力
邀
拍
第

一
部
片
︽
一
根
火
柴
︾，
十
九
歲
被
香
港
導

演
卓
伯
棠
簽
去
菲
律
賓
拍
港
產
片
︽
賓

妹
︾，
另
有
導
演
麥
當
雄
亦
一
見
即
簽
邀
拍

港
片
︽
殺
入
愛
情
街
︾，
嘉
禾
許
冠
文
亦
爭

簽
拍
喜
劇
片
︽
鐵
板
燒
︾，
遇
上
林
子
祥
為

她
作
一
曲
︽
零
時
十
分
︾
一
唱
而
紅
，
莎

麗
從
此
主
力
攻
唱
歌
而
少
拍
電
影
了
。

阿
杜
曾
兩
次
遊
過
﹁
玫
瑰
之
城
﹂
維
多

利
市
，
原
來
該
花
城
又
是
和
中
國
革
命
有

緣
之
地
。
清
末
孫
中
山
第
一
次
赴
美
籌
國

民
革
命
捐
款
，
便
由
美
西
維
多
利
市
開

始
，
並
成
立
復
興
會
美
國
分
部
，
維
多
利

市
﹁
布
捷
氏
花
園
﹂
內
至
今
有
﹁
中
國
國

民
黨
復
興
會
舊
址
﹂
遺
跡
。
葉
蒨
文
之
父

移
美
選
此
市
定
居
，
自
有
他
中
山
大
學
舊

生
的
一
番
深
意
。

北
京
盼
了
一
百
多
天
之

後
，
終
於
盼
到
了
初
雪
的

降
臨
。
這
場
雪
，
是
北
京

六
十
年
來
最
晚
的
初
雪
，

本
應
在
十
一
月
就
下
了
，
但
卻
遲

到
了
三
個
多
月
。

初
雪
這
兩
個
字
，
是
新
聞
報
道

上
使
用
的
。
在
這
次
新
聞
報
道

中
，
用
上
初
雪
這
個
詞
，
是
正
確

的
，
因
為
這
是
兔
年
的
第
一
場

雪
。
但
是
如
果
在
十
一
月
就
降

下
，
能
夠
稱
為
初
雪
嗎
？
因
為
十

一
月
，
即
是
一
年
的
將
盡
的
日
子

了
，
那
一
年
的
初
雪
不
是
應
該
在

年
頭
時
下
過
了
嗎
？

初
雪
，
是
進
入
冬
季
後
的
第
一

場
雪
，
還
是
該
年
的
第
一
場
雪
？

看
來
是
指
入
冬
後
的
首
場
雪
了
。

所
以
，
初
雪
，
大
多
時
候
是
指
初

冬
的
雪
，
而
不
是
年
頭
初
春
的

雪
。
只
有
像
今
年
，
遲
到
的
初

雪
，
才
是
初
春
的
雪
。
原
來
初
春

的
雪
，
是
那
麼
令
人
企
盼
的
，
甚

至
是
令
人
感
覺
莫
大
的
歡
欣
的
。

但
是
，
這
樣
的
高
興
，
如
此
的

歡
欣
，
卻
不
是
人
人
都
期
待
的
。

人
人
都
期
待
的
，
是
初
冬
的
雪
。

因
為
那
樣
才
能
保
證
不
會
帶
來
乾

旱
，
才
能
保
證
農
作
物
的
豐
收
。

那
才
是
真
正
的
歡
欣
啊
。
只
是
習

慣
了
的
歡
欣
，
便
沒
有
興
奮
的
感

覺
了
，
反
而
是
遲
到
的
初
雪
，
才

令
人
引
頸
期
望
，
才
能
帶
來
歡
欣

的
喜
悅
。
這
真
是
奇
怪
得
很
的
現

象
啊
。

人
似
乎
都
是
這
樣
的
，
日
日
擁

有
的
，
雖
然
是
幸
福
，
但
那
幸
福

卻
沒
有
感
覺
，
反
而
在
心
酸
過

後
，
遇
到
開
心
事
時
，
才
勾
起
幸

福
的
感
受
。
可
見
遲
到
的
初
雪
，

是
那
麼
令
人
振
奮
。
遲
到
的
幸

福
，
才
令
人
覺
得
那
才
是
幸
福
。

香
港
人
愛
吃
日
本
菜
已
屬
不
爭
的
事

實
。
無
論
高
、
中
及
低
檔
次
的
日
本
食

肆
，
差
不
多
都
可
以
在
各
區
找
到
，
早

已
到
達
飛
入
尋
常
百
姓
家
的
地
步
。
只

不
過
秉
承
港
人
一
向
不
求
甚
解
，
知
其
然
不

知
其
所
以
然
的
即
食
文
化
精
神
，
我
們
一
向

堅
持
以
魚
來
揮
手
、
飯
來
張
口
的
消
費
方
式

大
啖
填
肚
下
去
，
對
日
本
人
來
說
有
時
自
不

免
有
牛
嚼
牡
丹
之
譏
。

原
田
信
男
的
︽
日
本
料
理
的
社
會
史
︾
正

好
可
以
補
充
對
這
方
面
的
認
識
，
我
對
於
當

中
分
析
日
本
料
理
刀
法
的
獨
傳
伎
倆
尤
感
興

趣
。
書
中
指
出
日
本
的
刺
身
刀
和
西
洋
刀
不

同
，
可
以
不
破
壞
肉
的
細
胞
組
織
，
也
就
是

說
，
它
能
在
不
讓
肉
汁
流
失
的
情
況
下
切
開

肉
類
。
﹁
切
﹂
的
技
術
把
肉
的
鮮
味
封
鎖
在

肉
中
，
這
正
是
日
本
料
理
的
精
髓
所
在
。

我
想
起
在
日
本
打
工
的
日
子
，
和
料
理
店

的
二
廚
頗
為
投
契
。
每
晚
在
大
廚
離
開
後
，

他
總
是
默
默
趁
人
流
開
始
疏
落
之
際
，
準
備

明
天
的
菜
餚
。
我
最
喜
歡
看
他
切
青
瓜——

對

日
本
庶
民
飲
食
文
化
有
認
識
的
朋
友
，
都
知

道
日
本
人
愛
點
味
噌
青
瓜
這
一
道
前
菜
來
醒

一
醒
胃
。
其
實
也
沒
有
甚
麼
特
別
，
就
是
把

青
瓜
切
成
一
顆
顆
再
伴
上
味
噌
，
清
涼
爽

口
，
是
很
不
俗
的
小
點
。
二
廚
有
空
之
際
，

總
愛
拿
青
瓜
來
練
習
，
我
就
往
往
立
即
躲

懶
，
走
到
料
理
桌
前
目
不
轉
睛
地
看
他
施
展

刀
法—

—

把
一
條
完
整
的
青
瓜
，
用
鋒
利
的

料
理
刀
開
鋒
拖
曳
，
於
是
轉
瞬
間
變
成
一
株

有
枝
有
幹
的
青
瓜
樹
來
。
有
時
我
還
會
強
人

所
難
，
故
意
露
出
不
過
雕
蟲
小
技
的
神
色
，

好
教
他
下
不
了
台
。
那
時
候
他
自
會
不
慌
不

忙
，
為
青
瓜
枝
上
開
花—

—

一
條
本
來
平
平

無
奇
的
青
瓜
，
在
他
的
魔
幻
刀
法
之
下
，
頓

成
教
人
不
忍
放
入
口
中
秀
色
可
餐
的
珍
饈
百

味
。
這
當
然
也
是
我
的
福
氣
，
充
當
店
小
二

之
餘
，
還
可
以
有
幸
目
睹
刀
法
之
樂
，
也
從

而
對
日
本
料
理
刀
之
神
妙
留
下
深
刻
印
象
。

當
然
，
我
的
經
驗
不
過
井
底
之
蛙
所
見
，

日
本
料
理
的
博
大
精
深
一
面
，
在
︽
日
本
料

理
的
社
會
史
︾
中
還
有
更
詳
盡
的
仔
細
說

明
。

料理刀之美

朋
友
寄
來
一
篇
將
十
二
生
肖
排
位
重
新
詮

釋
的
網
上
文
章
，
在
此
簡
短
地
跟
大
家
分

享
。為

何
十
二
生
肖
會
按
鼠
、
牛
、
虎
、
兔
、

龍
、
蛇
、
馬
、
羊
、
猴
、
雞
、
狗
、
豬
這
個
排
序

的
呢
？
文
章
的
作
者
表
示
要
拆
開
這
個
謎
底
，
應

先
將
它
們
順
序
分
成
六
組
，
即
排
第
一
的
鼠
及
第

二
的
牛
為
一
組
、
第
三
的
虎
及
第
四
的
兔
一
組
、

緊
接
的
龍
及
蛇
又
成
為
一
組
，
然
後
如
此
類
推
，

答
案
便
會
一
目
了
然
。

以
第
一
組
為
例
，
牛
所
以
排
在
鼠
之
後
，
乃
是

因
為
鼠
代
表
聰
明
而
牛
則
代
表
勤
奮
，
所
以
兩
者

一
定
要
相
鄰
結
合
才
能
成
為
優
點
，
否
則
便
會
變

成
俗
語
所
云
的
﹁
練
精
學
懶
﹂，
又
或
是
做
事
只
靠

﹁
牛
力
﹂，
令
效
率
事
倍
功
半
。

那
為
何
虎
之
後
，
又
要
與
兔
排
在
一
起
呢
？
皆

因
虎
代
表
勇
猛
，
兔
子
則
代
表
謹
慎
，
兩
者
相
配

便
代
表
戒
掉
魯
莽
及
膽
怯
，
成
為
﹁
膽
大
心
細
﹂，

做
事
自
然
無
往
而
不
利
。

由
於
篇
幅
所
限
，
接
㠥
的
四
組
天
命
不
詳
述

了
，
以
下
只
綜
合
出
要
點
，
讓
看
倌
自
行
細
味
：

龍
︵
剛
猛
︶
；
蛇
︵
柔
韌
︶=

剛
柔
並
濟

馬
︵
勇
進
︶
；
羊
︵
和
順
︶=

大
勇
若
怯

猴
︵
靈
動
︶
；
雞
︵
恆
定
︶=

動
中
有
靜

狗
︵
忠
誠
︶
；
豬
︵
隨
和
︶=

誠
而
不
倔

當
然
作
者
筆
下
的
動
物
屬
性
未
必
人
人
贊
同
，

例
如
以
今
年
剛
好
當
值
的
兔
子
為
例
，
牠
在
傳
統

上
通
常
代
表
機
靈
，
而
非
謹
慎
，
成
語
﹁
狡
兔
三

窟
﹂
便
是
一
例
。
其
次
在
十
二
生
肖
排
位
的
傳
說

中
，
兔
子
也
是
憑
聰
敏
的
頭
腦
而
跑
贏
了
騰
雲
駕

霧
的
飛
龍
，
才
得
以
排
行
在
繼
虎
之
後
的
生
肖
第

四
位
，
故
作
者
將
兔
子
定
性
為
﹁
謹
慎
﹂
㠥
實
是

有
點
﹁
反
傳
統
﹂。

不
過
，
他
／
她
這
樣
重
新
詮
釋
十
二
生
肖
的
排

序
倒
算
頗
有
心
思
，
出
發
點
也
是
導
人
向
善
，
精

神
可
嘉
。
若
要
把
全
文
精
華
濃
縮
，
它
闡
明
道
理

其
實
就
是
﹁
孤
陰
不
生
，
獨
陽
不
長
﹂
或
﹁
一
陰

一
陽
為
之
道
﹂—
—

兩
字
記
之
曰
：
陰
陽
！

生肖再排位

莎士比亞說過：「書籍是全世界的營養品。生活
裡沒有書籍，就好像沒有陽光；智慧裡沒有書

籍，就好像鳥兒沒有翅膀」。書之重要，在於令人在
閱讀中提升質素，汲取修身立德的營養，而淺閱讀就
像吃快餐一樣，讀者迅速享用、迅速刺激味蕾又迅速
拋棄，吃的過程未有深層次的咀嚼與細味。而餐單的
內容是細碎的，吃的過程是跳躍式的，這種講求速戰
速決、快吃快扔的「閱讀」只是掃描式概覽，一切訊
息與知識僅淺嘗即止。事實上，在訊息泛濫與急速的
生活節奏下，人們的閱讀習慣無可避免地加快，加上
瀏覽網絡的影響，搜索式、題目式、跳躍式的閱讀習
慣逐漸形成。我們是在有營閱讀還是僅在充飢式填
飽？

免費報紙　習慣掠讀
一般人都認為說閱讀最重要的不是通過什麼載體來

進行，而是讀的是什麼，和怎樣讀，但新式閱讀載體
與工具的出現，無可避免的對我們的閱讀習慣造成一
定的影響。免費日報就是其中之一。幾乎每天派發的
免費報紙，從清晨開始即在大街小巷或是屋㢏大堂內
唾手可得，作為其中一種順應都市人生活節奏而生的
產物，它們提供速食式新聞，新聞資訊多而分析少，
以短小精幹見稱，看完整份報紙或許不需要20分鐘，
能迎合都市人匆匆忙忙的步伐但對讀者的閱讀耐性必
有影響。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蘇鑰機曾撰文指
本地17份日報中有4份是免費報，每天總派發量多達
150萬份，他相信比收費報的總銷量更多。大家若細
心觀察，不難發現大多數的上班族都是快讀急放，不
是放回報紙收集箱就是送給站在港鐵附近等待收集報
紙的公公婆婆。然而，當閱讀習慣變得走馬看花、不
求甚解時，讀者很容易對傳統報章和書籍失去興趣。
早前《人民日報》的記者撰文指法國人深受淺閱讀影
響，報紙銷量持續下降，其中法國大報《世界報》

（Le Monde）、《費加羅報》（Le Figaro）、《解放報》

（La Libé ration）和《巴黎人報》（Le Parisien）等的經
營越來越困難，而1944年創刊的法國《世界報》甚至
要出售股權以改善負債問題。報道同時指出近10年
來，法國讀者減少了大約65萬人，減幅超過7%；15
至24歲的讀者在10年間下降了17.7%，而25歲至34歲
的讀者則減少了18%。這些數據都說明了傳統閱讀文
化走向快感式淺閱讀的趨勢，香港人從前坐下來慢讀
細嚼的看報習慣會否逐漸改變，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讀圖文化　「脫離活字」
事實上，淺閱讀已成了一個國際性的現象，世界各

地正積極提倡重視閱讀的風氣。早於1995年，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UNESCO）把4月23日定為「世界讀書
日」（文學巨匠莎士比亞於1616年4月23日逝世），目
的是讓各國政府與公眾更加重視圖書這一傳播知識、
表達觀念和交流信息的形式，並鼓勵大眾重新發現閱
讀的樂趣。到了2001年，UNESCO為提高公眾對閱讀
的興趣和促進圖書出版，再在「世界讀書日」的框架
下發起了「世界圖書首都計劃」，此後每年都有一座
城市獲頒此稱號，而2010年的「世界圖書首都」是斯
洛文尼亞首都盧布爾雅那。

從來，紀念日的出現都帶有特別的意義，除為引起
廣泛關注，還包含了所紀念的事情屬於高度珍惜類的
意味，但連「閱讀」——這種從小就進行的活動都變
成了節日的時候，讀書的風氣就值得留意了。要解讀
這個現象得從日本的「脫離活字」說起。所謂「脫離
活字」意指在高識字率的國家，書籍、報紙等文字媒
體的使用率下降的現象，在亞洲，日本人少讀書、少
看報的情況特別明顯，他們不單沉迷漫畫，不好讀
書，就算讀也傾向不讀原裝書，只讀手機書。日本政
府特別把2010年列為「國民讀書年」企圖提升讀書意
識；另外，中國與法國的出版社更紛紛把大型經典印
成袋裝書甚至精讀以吸引讀者，凡此種種可見電子讀
者增加，讀書人數減少，而且文字更有短小輕薄、甚
至以讀圖文化為主的趨勢。

碎片時間　聚沙成塔
無疑，都市人時間有限，卻要接收無

限資訊。同時，在信息化時代，網絡革
新了閱讀習慣，方便、快速、簡單的閱
讀趨勢，加速了文字的減產與圖像的增
生，這種大形勢令大眾漸漸習慣了電子
閱讀。根據英國劍橋大學社會學博士馬
嘯的分析，隨身攜帶的電子工具有助人
們充分利用都市人的「碎片時間」。

「閱讀資訊不受地點限制，可以有效利
用『碎片時間』，從而為用戶節省了時間。」於是，
電子閱讀包含了短消息、短文體、如微博、Twitter、
手機書等等，閱讀的基本成分以數量及速度為主。
iPad的佔有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時下讀者的閱讀工具
已經步入多媒體化、電子化的階段。

去年11月初，策略分析公司（Strategy Analytics）的
報告指出iPad第三季佔了95%的平板電腦市場，同時
平板電腦銷量從前一季度的350萬台增加至440萬台。

「毫無疑問，2010年是電子閱讀器的引爆點。將有越
來越多的圖書以電子書的格式銷售，而通過書店買書
的人將越來越少。」圖書市場研究公司Codex Group
分析師彼得（Peter Hildick-Smith）如是說。及至11月
底，調研機構尼爾森（Nielsen）的調查顯示，在6歲
到12歲受訪的美國兒童中有31%最希望於未來6個月
內得到的禮物是iPad，遠超過其他電子玩具。當閱讀
載體正在發生變化時，我們的閱讀模式同樣在轉型。

隨手滿經典　深讀氣自華

托爾斯泰說過：「理想的書籍，是智慧的鑰匙。」
雖然在碎片時間閱讀電子書令閱讀效果變得零零碎
碎，卻因這條「電子鑰匙」令經典變成唾手可得。我
們不能再以借不到、買不到作為不讀經典的藉口，就
算每天沒有固定的閱讀時間，都能利用碎片時間進行
閱讀，滋補增值。

在芸芸電子閱讀器中，Kindle、iPad及最近推出的
nReader都是較知名的品牌，當中以Kindle最早推出。
Kindle是美國最大網上書商亞馬遜（Amazon）2007年
的產品，賣點是藏書豐富，內置QWERTY鍵盤，可
免費上網。2010年11月有消息指亞馬遜將於12月開始
上調與雜誌和報紙發行商分享電子書Kindle的營收分
成比例，發行商可獲零售價扣除發佈成本後70%的營
收。至於潮物 iPad，用戶只要下載 iBooks 程式就可按
書名、作者或流派來瀏覽數以十萬計的書籍，閱讀器
VoiceOver更可朗讀書頁中的內容，書籍下載後甚至
可在 iPhone和iPod touch 上閱讀。另一方面，由台灣
BenQ出品的nReader K60除支援中文顯示外，還能顯
示直排格式，它更與伊博數位書屋合作，提供不少中
文書籍及雜誌，方便中文讀者。由此可見，電子閱讀
普及的原因，不單是高科技，龐大的書庫才是幕後功
臣。

北宋詩人黃庭堅曾言：「讀書欲精不欲博，用心欲
專不欲雜」，電子世界優化了文化資源的儲存與閱讀
方式，似乎精博兼備，閱讀從而變得個性化。讀者如
能充分利用，擇優而讀並細心品味自能有益於己。清
袁牧也說過：「讀書不知味，不如束高閣；蠢魚爾何
如，終日食糟粕。」何不把淺閱讀當作試味，然後一
心一意對目標作品咀嚼細味，由淺入深品嘗文化大
餐，自能修成正果，提升思考、語言及資訊分析力。

揭開中國最大收藏家之謎

花樣美人

彥　火

客聚

楊
千
嬅
是
藝
人
姊
弟
戀
的
開
路
先
鋒
，
當
她
公
開

與
小
她
五
歲
的
丁
子
高
拍
拖
時
，
引
來
議
論
紛
紛
，

各
方
都
不
看
好
，
更
有
人
壞
心
腸
指
丁
子
高
是
看
中

千
嬅
的
名
氣
和
身
家
，
圖
人
財
兩
得
，
拍
拖
以
來
，

是
非
謠
傳
接
踵
出
現
，
幸
而
千
嬅
和
丁
子
高
的
E
Q
都
很

高
，

見
招
拆
招
，
最
後
有
情
人
終
成
眷
屬
，
婚
後
千
嬅
事

業
更
暢
旺
，
健
康
形
象
添
加
愛
情
豐
收
的
幸
福
，
令
她
除

拍
戲
、
開
演
唱
會
外
，
更
成
為
很
多
產
品
的
代
言
人
，
婚

姻
生
活
美
滿
，
事
業
順
利
，
千
嬅
越
來
越
容
光
煥
發
。

一
直
以
來
，
藝
人
拍
拖
都
盡
量
保
持
低
調
，
尤
其
是
姊

弟
戀
，
因
怕
外
界
的
閒
言
閒
語
，
世
俗
的
奇
怪
眼
光
，
甚

至
被
取
笑
，
都
將
戀
情
埋
地
下
，
開
始
時
千
嬅
對
戀
情
三

緘
其
口
，
直
至
她
與
丁
子
高
在
拉
斯
維
加
斯
秘
密
註
冊
結

婚
後
，
他
們
可
以
公
開
享
受
拍
拖
生
活
，
十
分
開
心
，
外

界
反
應
良
好
，
米
飯
班
主
粉
絲
們
表
示
支
持
，
以
至
各
對

姊
弟
戀
人
都
不
介
意
公
開
戀
情
。

先
有
陳
偉
霆
和
蔡
卓
妍
︵
阿Sa
︶，
繼
有
閃
電
結
婚
的
汪

小
菲
和
大
S
，
最
新
的
兩
段
主
動
曝
光
的
姊
弟
戀
是
徐
若

瑄
與
毛
巾
太
子
賀
錫
敬
、
郭
羡
妮
與
內
地
武
術
指
導
朱
少

杰
，
而
湊
巧
地
，
每
段
姊
弟
戀
都
是
男
比
女
小
五
歲
，
五

年
是
姊
弟
戀
的
極
限
，
還
是
有
其
他
心
理
或
生
理
因
素
則

有
待
專
家
們
慢
慢
研
究
。

或
許
經
過
了
烈
女
階
段
的
楊
千
嬅
對
我
說
的
一
番
話
，

可
作
為
越
來
越
多
姊
弟
戀
其
中
一
個
解
釋
：
﹁
女
人
到
了

三
十
四
、
五
仍
未
結
婚
，
連
男
朋
友
也
未
有
便
要
承
受
很

大
壓
力
，
背
後
會
被
人
嘲
嫁
不
出
注
定
做
老
姑
婆
，
當
知

道
丁
生
追
求
我
時
，
而
他
又
比
我
年
輕
時
，
我
掙
扎
了
很

久
是
否
接
受
他
的
追
求
，
但
回
心
一
想
，
人
是
為
自
己
而

活
，
錯
過
了
一
個
這
麼
好
的
男
人
，
將
會
是
個
很
大
的
遺

憾
，
我
便
豁
出
去
，
勇
敢
接
受
他
，
實
在
是
個
十
分
正
確

的
決
定
。
﹂

何
以
男
生
不
追
求
年
輕
美
少
女
，
而
喜
歡
比
自
己
年
長

的
成
熟
女
性
？
原
因
是
所
有
男
生
都
有
戀
母
的
基
因
，
當

遇
上
成
熟
又
會
照
顧
自
己
的
女
性
時
，
便
會
依
戀
，
他
們

大
多
認
同
，
年
輕
的
女
性
大
多
有
公
主
病
，
很
易
發
脾

氣
，
要
花
很
多
精
力
時
間
伺
候
，
而
成
熟
的
女
性
會
更
溫

柔
體
貼
。

年
過
三
十
的
女
藝
人
不
愁
沒
桃
花
了
。

為何娛樂圈潮興姊弟戀？

百
家
廊

彭
彩
綸

初 雪

■大眾漸漸習慣了電子閱讀。 網上圖片

淺閱讀：淺嘗式文化快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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