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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十年前，你需要一片森林，在网络上
却找不到一片树叶；十年后，你需要一片树
叶，网络却给你一片森林。”

美国一项最新调查表明，移动互联网
时代，人们在享受“信息丰富”的便利同时，
也忍受着“信息过载”的困扰，甚至为此感
到不堪重负———你知道的越来越多，思考
的越来越少；你存储的越来越多，消化的越
来越少。

信息膨胀 不堪重负
近日，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一项最新调

查显示，借助互联网与智能手机，人们自认
为更加“消息灵通”的同时，面对海量庞杂
的信息，也更加“无所适从”和“不堪重负”。

!"## 个美国成年人接受调查，其中
$%&的人表示互联网和手机提升了他们学习
新事物的能力，移动网络等新技术对学习、分
享、丰富信息带来极大便利。但是，'#&的受
访者强调，信息爆棚使他们倍感困扰。

信息爆炸现象并非初次进入公众视
野，只是伴随移动互联网的蓬勃愈发明显。
智能手机的普及，每一个会打字、会拍照的
人都成为信息源，成为信息的生产者，技术
革新搭建起分享交流的平台，随时随地传
播与接收。
你每天被倾倒了多少信息？
中文互联网数据研究资讯中心的一份

统计显示，每天数以亿计的网络信息被产
生、被分享、被接收，其中只有 '"&的搜索结
果可靠而有用，()&的人感觉“信息过载”。

据悉，一名网络用户平均每天接收如
下信息：*)"""个单词，长度相当于一部小
说；))+分钟的视频，相当于 )部好莱坞大
片。“在沉溺于碎片化信息的时间，别人或
许已经看完一本有趣的小说、一部精彩的
电影，为一场紧张的球赛呐喊或者叹息。”

而皮尤研究中心今年 %月的一份报告
中，更是将“信息过载”列为未来 !"年威胁
网络自由的四大问题之一。!)""位技术专
家参与调查，他们认为信息过载制约内容
分享，“信息数量的过度膨胀可能将我们淹
没其中，找不到方向”“好的一面是群体智
慧，坏的一面是信息泛滥”。

信息绑架 让人无措
“刷微博，浏览新闻，看微信朋友圈，一

天不更新，感觉 ,-.了！但关了手机、合上电
脑我却想不起来，刚才到底看了什么来着？”

“要去哪家餐厅，先‘大众点评’，想买
哪款手机，先淘宝比价，原本希望通过网络
找到答案，但它却提供出更多选择，反而是
让我更加困惑。”
“看到大段文字，匆忙只扫一眼开头；

点开一篇文章，不断看滚动条还剩多少；每
部视频电影，都是按快进播放……信息过
载，心态浮躁，思考与沉淀成为奢望。”

类似抱怨并非个例，已是现代人的共
同体验。“信息过载”对工作与生活造成哪
些影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系系主
任廖圣清如是分析———

! 引发焦虑 信息的本质是 !不确定

性的消除"# 海量信息则激发更多的不确

定#使人陷入难以忍受的焦虑与空虚$

! 浪费时间 每天至少 !"#的工作时

间#仅是用以网络检索与鉴别$ 同时#不少

信息是重复的#多次消费同样内容#耗费大

量无效时间$

! 降低效率 碎片化的阅读# 打乱原

本完整的工作节奏与生活作息$ 创造力%专

注度%生产率降低#!拖延症"导致工期延误$

! 阻碍决策 真实性与权威性受到挑

战#反而不利于接收与甄别$ 海量信息催生

!选择障碍症"#难以寻找到最佳答案$

“信息爆炸，让人肤浅”，海量数据还引
发更深层的困惑———信息的洪流淹没了人
们应有的主观能动性和独立思考力，从而被
数据轰炸，被技术绑架，变成“信息的奴隶”。

信息过滤 成本过高
“我刷的不是微信朋友圈，而是自我存

在感。别了，朋友圈；别了，被绑架的时间。”

在发布最后一条“朋友圈”后，“("后”男孩
小李删除了其他内容。
“信息疲劳”甚至“信息中毒”后，很多

人开始选择逃离。“关闭打扰，设置屏蔽，都
是在海量信息背景下，个体加强策略应用、
不断自我优化的结果。”中山大学传播与设
计学院院长张志安分析。

在知乎、果壳等线上知识交流平台，
“信息过载怎么办”也是热门提问之一。“少
则得，多则惑”“与其面面俱到，不如精益求
精”“你不是百科全书，学会放弃，学会专
注”，网友给出不少策略。其中，“多看书，少
上网”成为“点赞”最多的答案。
“理性思维，需要通过纸质媒介而不是

电子媒介来培育。”张志安解释，与纸质媒
介相比，电子媒介更多娱乐化、快餐式的消
费。在阅读报纸与图书时，边想边看、边获
取边琢磨，更容易对问题产生整体性与历
史性的思考。

同时，数据爆炸时代，过滤信息的成本
远高于获取信息的成本，因而“沙里淘金”
的价值格外凸显，如何重构深度、真实的渠
道值得深思。
“现在动态信息太容易获得，独到的观

点、深度的解读却极为稀缺。”廖圣清认为，
对于信息的制造者，一方面把握受众的信
息需求，另一方面提供真实而准确的信息，
“追求量少质精”。

他强调，大众媒体通常扮演着“把关人”
的角色，负责信息的整理与筛选，现在其职能
也从“选择”向“整合”转移。“提供给受众全景
式的图像，而不是碎片化的内容。对于任何媒
体，这都是信息过载背景下的生存之道。”

美国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数据爆炸已使"#$的受访者倍感困扰

信息过载让人欢喜让人忧
本报记者
范洁

! ! ! !群消息堆积，朋友圈刷屏，信息过载除了带来
苦恼与负担外，还催生各种耸人听闻的谣言。近
日，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微信、宏博知微合
作推出《“谣言”分析报告》，盘点“你最想掐死的小
道消息”。

惯用夸张与多图
研究人员对今年 !!月期间，被微信用户举报

为“诈骗和虚假信息”最多的 '**篇公众号文章加
以文本分析，发现其中 #*&的主题围绕人身安
全、食品安全和疾病养生，这类文章有着共同的特
点：激起人们对身体伤害的恐惧和对死亡的焦虑。
统计发现，有超过四分之一的谣言都有使用

“!""&”、“第一”等数字，这些数据看似客观，实则
无权威出处，只是为了用数据方式来“证实”自己
的准确性，以达到夸大和断言的效果。
大量配图是谣言的另一个伎俩，据统计，由于

读者一般认为“眼见为实”，这些图片给人留下强
烈的印象，唤起恐惧情绪。

除数字和图片两轮“轰炸”，++&的谣言中包含
恐怖词汇如“毁容”、“致癌”、“有毒”、“身亡”等，例如
《太可怕了！未来 $"&的家庭面临洗牌，有图有真
相》、《不要再买这个菜了！因为它 !""&致癌/ 》。

!段子手"账号发老帖
海量信息的冲击下，如何快速辨别谣言？
报告提出，首先查看其是否为老帖。重复传播

是这类谣言的一大特点，一些陈年旧帖隔一段时
间，就会稍加修改再次传播。例如最近在多地热传
的《家长注意啊！千万别给孩子玩这个，一沾上身
狂脱皮！》，内容完全一样，只是地点发生变化。
另外，判断消息源是否可靠。谣言的消息源通

常专业性不强，以被举报的为例，可以看出其来源
多是一些“段子手”账号，其一贯的发帖内容都比
较“水”，并不具备专业背景。

! ! ! !根据 &上海市民阅读状况调查分析报告

'$"!%()#传统纸质仍是市民!首选"的阅读方式#

高出!数字阅读"$&'!&个百分点#并高于 $"!(年

的差距#体现出巨大优势$

报告显示#市民阅读时间基本稳定#超过一半主

要是以浏览为主的方式阅读报纸$ 此外#高达 )"*+&,

的受访者认为#!纸质读物"具有最好阅读效果$

对于数字阅读# 市民普遍认为在信息丰富的

同时# 也感受到了其带来的烦恼#!易导致视觉疲

劳"连续第三年成为!数字阅读存在的主要问题"

的首选$

图

!
"
#

面对海量信息
如何甄别谣言!

纸质阅读仍是!首选"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