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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性过度分割文本造成阅读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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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目前空前激烈的报业竞争使得全国各大报纸纷纷放下架子，由传者本位转向受

者本位，由单元功能转向多元模式。然而，有些报纸在竭力迎合读者需求、追求报纸易读性的

过程中，实际上已经不由自主形成一种焦虑状态，反映在版面编辑上，则出现过渡分割稿件的

现象。这种版面编辑现象，由于违背了人的阅读心理规律而给读者造成了阅读障碍，使报纸传

播效果大打折扣。 

【关键词】易读性；焦虑倾向；强迫性过度分割文本；元认知；短时工作记忆 

引 言 

“报业大战”、“新闻大战”、“厚报时代”，现代都市已成信息雷区，“信息”炸弹就在你

的眼前、耳畔、身边，无时无刻地爆炸着。 

这些爆炸所导致的后果至少有四个：“1.信息泛滥。……2.信息超载。……3.信息浪费。……

由于真正有价值的信息被大量的无用信息所淹没，求知的人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对

待信息洪水，这种大海捞针式搜寻的结果是，经常无奈地让一些有用信息与大量无用信息一起

从身边流走……4.信息疾病。……给受众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引发了一系列信息疾

病：……焦虑不安，情绪暴躁。”① 

在这种情况下，为读者提供易读性服务，帮助读者迅速找到有用信息并进行方便有效的阅读则

成为现代报纸编辑工作中所必须考虑的问题之一。报纸的易读性也必然成为其在激烈竞争的市

场上赢得读者的法宝之一，因为，读者对信息的选择率与他们所能获得的报偿成正比，与他们

所要付出的努力即代价成反比。用施拉姆的公式来表示就是：选择的或然率＝报偿的保证÷费

力的程度。然而，笔者遗憾地发现，在竭力为读者提供易读性服务的同时，作为信息链条上的

一环，一些报纸在版面编辑上却出现了一种阻碍、迟滞读者阅读接受的焦虑倾向和强迫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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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状态产生强迫行为 

焦虑是一种负性的感情状态。就个体而言，“只要使人预感到无力加以避免或应付而感到严重

的、无法摆脱的威胁时，就可能使人产生恐惧，并由复合的恐惧情绪转化为焦虑。……因此，

焦虑是对恐惧的恐惧，对担忧的担忧。”②处于焦虑状态的个体往往会产生一些强迫性观念和

强迫性思维，而为了疏解，焦虑个体则又会进而产生强迫行为。 

处于信息爆炸中心的传媒人，作为个体，产生焦虑反应本不足为奇，但是，当这种状态以一种

集体无意识的形式渗透到媒介组织中时，其媒介产品就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现在新闻传播

界有一个出现频率较高的名词——“泡沫版面”，其“特点是版面元素的使用过度夸张，表现

形式与表达内容的价值不相称，比如大量使用不含多少新闻价值的巨幅照片，内容并不很重要

的稿件却做出了比报名字号还大的标题。”③我们以为，这就是集体无意识焦虑倾向在报纸版

面编辑上的强迫性表现。在这些表现中，有一种突出地造成了读者的阅读障碍，影响了报纸易

读性的焦虑性编辑倾向就是，强迫性过度分割文本。这种现象在笔者常看的一份《都市快报》

上表现最为明显。 

平心而论，这份《都市快报》在很多方面是可圈可点的，特别是其读者本位的办报思路为其赢

得了读者。然而，在市场条件下，读者的忠诚度是很受怀疑的，因此，报纸总要有一些新鲜的

东西推出来吸引读者。2003年下半年，《都市快报》的一个创新版面第二版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和分析意向，从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一种焦虑性心理和强迫性行为。 

此版多为一篇长稿，可以看出，编者是在易读性上下了功夫的。长则四五千字，短也有两三千

字的整版或半版稿，经过编者的精心编辑梳理，信息点一个个地以超粗字体的小标题形式凸现

出来。编者本来或许以为，经过这样的编排，读者应该可以迅速地接受信息了，但他没料到的

是，当读者翻开报纸，面对一大片黑压压的小标题并由此而被分割得零零碎碎的版面时，很可

能又陷入了选择和提取信息的困难之中了。 

可以想像，一位把自己的全部关注都投放在孩子身上的母亲，因为过分担心孩子的现在与将

来，以致产生焦虑，整日对着孩子唠里唠叨罗里罗嗦。在这种情况下她的用心良苦的嘱咐能达

到什么效果呢？又好比一种焦虑的喂养方式：大块的面包吃起来确实不方便，好的服务者会把

它切成合适的小块，便于用餐者食用，而焦虑的喂养者不但把面包切成小块，甚至还要代用餐

者先咀嚼一遍。对于带着口水的面包渣，用餐者恐怕有点难以消受。 

下面，我们将就现代认知心理学的有关理论对这种强迫性过度分割文本对读者造成的阅读障碍

进行剖析。 

两大阅读心理规律限制文本分割 

对于短小的新闻，编辑通过运用新闻组装、分类、图片搭配，以及运用不同的字体，文章间不

同的位置关系等来达到易读性是比较容易的，况且，短小的新闻作品对读者不构成任何心理压

力。真正让读者为难的是那些篇幅较长的特写稿或专题稿。一方面，大块的长篇稿件给了读者

一个暗示：这是重要新闻；而另一方面，对于正在吃早餐或者正在匆匆上班路上的“繁忙读

者”④来说，要从头到尾细细读完大块文章怕是一件“艰巨的任务”吧。 

因此，要让长篇稿件易读，编辑可以加进若干小标题以对其进行分割。有人将这些使得版面上

的长文不再令人望而生畏的小标题比作“炎炎夏日吹来的一阵阵凉风”⑤，这阵阵凉风不但有

透气的作用，而且有导读的功能。因此，在注重易读性的今天，报纸“文章中的小标题增多，

并且处理更加突出。以《广州日报》为例，不但长文加小标题，消息甚至四五百字的短消息中

也加小标题”。⑥ 

这种加小标题的方式其实就相当于给文章分段了。长文的分段是有一定的视读心理依据的，

“研究表明，受众对每段文字的字数容忍限度是10－15行。如果一行28个字，则为300个字左



右，对报刊类出版物，每行10－12个字，其限度为15－20行左右。……否则会让受众产生无趣

单调之感。”⑦ 

那么，对于长篇稿件的编辑，是否就可以机械地按照这样的规律，对稿件分段加小标题提取信

息点以达到易读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还需要深入分析读者的阅读心理。 

元认知：对阅读进行监控和调节 

阅读作为一项认知活动离不开人所暗含的在更高层次上的心理活动——元认知

（metacognition）。所谓元认知，指的是一个人对他自己的思维或学习活动的知识和监控。

因此，元认知所包含的第一个内容就是关于认知的知识，即一个人对于他自己的认知能力以及

他与学习情境之间的一致性的知识。例如，知道组织起来的材料比没有组织起来的材料容易学

习，包含了熟悉的词和概念的段落容易阅读，等等。在此基础上，元认知的第二个内容启动—

—一个人对自己的认知活动进行监控和调节，包括：是否开始，如何进行，以及检验和评价认

知活动的效果。如果感到任务太困难，人们就会放弃它。⑧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标题口语化及分割组织得当的稿件比较容易吸引读者。在这方面，《南方都

市报》的编辑方式令人印象深刻。对于一些热点事件，该报往往投入大量的版面进行报道，纷

繁复杂诸多头绪，通过背景、人物、事件、影响、声音、名词解释等栏头及具有吸引力的小标

题对稿件进行分割后，读者可以轻松了解事件的方方面面。后来，很多报纸都纷纷效仿这种编

辑方式。但是，有些报纸对这种编辑方式的运用和发挥有点过头。 

在有效的阅读活动中，读者对于自己的认知活动必须具有一定的控制，而可能包含在阅读活动

中的元认知技能主要有：1.明确阅读的目的；2.识别出篇章中的重要信息；3.集中注意于篇章

中的主要内容；4.监控阅读的活动，并且评价觉察理解是否发生；5.运用自我提问的方法来考

察自己是否达到了阅读目的；6.当理解失败被发现后，决定补救或放弃。 

把这些理论的技能还原成报纸读者的长稿阅读活动则是： 

一眼看到大标题后，根据自己的兴趣需要决定是否读下去→若确定想了解，则会接着浏览小标

题，了解大概内容，找出重要信息，确定阅读的次序，或者干脆舍弃次要段落只读重要的或感

兴趣的→是否体验到一种解疑释惑的满足感→若霍然明朗则可结束阅读，若还有疑问则回头去

找答案，若疑问太多毫无头绪则可能嘟囔一声“Shit”后放弃阅读。 

短时工作记忆：超过7±2造成阅读障碍 

而在整个阅读过程中，有一种心理活动在鞍前马后地默默为读者的阅读而忙活着，它就是短时

工作记忆（short-term working memory）。这种心理活动人是很难自觉意识到的，但却是人

的高级认知活动所必须依赖的一种基本心理活动。短时工作记忆也称短时记忆，它对信息的保

持时间约为一分钟，是信息通往长时记忆的一个过渡阶段，其对信息的储存具有暂时性、动态

性和操作性的特点。有人把它比喻为一个工作台，当人在进行认知加工活动时，一些相关的必

要的信息作为工具或者原料被拿到工作台上进行操作，加工过的信息进入长时记忆，就成为人

的知识和经验。⑨由此可见，无论是浏览大标题小标题，寻找重要信息，理解整个文本，报纸

读者的有效阅读活动，尤其是速读，全程都离不开短时工作记忆这个基本的心理活动。 

大量的心理实验表明，短时工作记忆这个信息加工 “工作台” 的容量是有限的，其容量为7

±2，单位是组块。一个组块，它可能是一个音节、一个字母，也可能是一组单词、一组数

字，再或者是一段曲调一幅画面，总之，组块实际上是一种信息的组织或再编码。当组块过大

时，7±2 的容量会相对缩小。“组块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米勒提出的，他认为，测量短时

记忆的最小单元就是组块。组块是能够迅速地将长时记忆中的信息链接起来的索引项，亦是指

 



我们所熟悉的信息量的一个单元。组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主体的知识经验。知识背景不同，组

块的方式不同，组块的大小也不同。实验表明，专家在其特定领域内的记忆组块要比常人大的

多。 

用“组块理论”及“元认知理论”来解析报纸对长稿件的分割组织编辑，实际上就是将稿件中

零散的信息点组织编码成组块。一个小栏头或一个小标题与其下面的一段或两段文字就组成了

一个组块。让这些组块成为有效阅读的线索，为元认知的监控过程提供依据。 

如果组块过多，多于7±2，超出了短时工作记忆的容量，则读者在阅读中难以有效整合信息，

阅读线索显得零碎而混乱，阅读监控失去依据，在这种情况下，读者往往会有障碍重重身陷阅

读陷阱的感觉。据此，我们对上文所说的强迫性过度分割的解释就是，由于极力希望达到易

读，忽视读者的阅读心理规律的报纸编辑倾向。另外，如果组块过大，也会给读者造成阅读负

担，因为我们不能把读者假定为专家。 

因此，要想在报纸编辑中，尤其是长稿编辑中达到易读，必须科学地、人本地把握一个度的问

题，做到适可而止，恰到好处，效果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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