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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虞匱乏之後　?雙月鳥

瀛苑副刊

某天聽到有人這樣說著：「其實，『資訊』與『知識』是兩回事。會真的去用、去學

的東西才叫做『知識』。而聽起來很有價值的所謂『資訊』，其實指的不過就是擺在

那一百年，你也不見得會去動它的一堆東西。」現在想想，或許我是在不經意之間

，偷聽到了這個世代所最為貼切的真理也說不一定…… 

 

回頭看看自己的數位生活，每天一、兩百封的電子郵件，即使扣掉垃圾與廣告，總還

剩下了好幾十封。但這其中我真正會去點開附加檔案的轉寄信，又有多少呢？面對寫

著朋友名字的轉寄郵件，我們總習慣留著、不忍當下直接丟進垃圾桶。總認為那些隨

信附過來的檔案，一定有會派得上用場的一天，但事實上，卻常常都是在留下它們以

後，就壓根兒忘了還有這檔子事的存在。在我重灌了數次的電腦裡，一直都留著友人

所轉來，隨信掛著資料彙整類檔案的許多郵件。舉凡「各地美食整理」、「健康百科

大全」、「旅遊景點剖析」、「線上免費雜誌」、「你不可不知的小撇步」等，在在

都是我會認真保存，而後期許自己總有一天要去認真閱讀、進而實地探索的主題。然

而，那些郵件的寄送日期，在轉眼間與今天已有超越了一千個日子的距離。但那個拿

著書面檔案逐店問津試吃的我，卻始終連個影子都沒出現。其實我根本就連資料的紙

本都還沒有列印出來，因為我早在每天日復一日的生活之中，徹底遺忘了它們的存在

。 

 

打開瀏覽器，每天有太多太多的資料，被呈現與流竄在我們的眼前。無論影視體育或

是科技新知，其實只要一個極其簡單的動作，我們就可能在以秒為單位的時間裡，獲

得較諸過去的同樣時間中，十倍、甚至百倍數量的資料取得。只不過……那到底也得

我們有意願去耐心閱讀才有其意義！面對超越人力在有限時間中所能承受的資料量

，願意一條條逐筆去細細閱讀的人終歸是少數。一般我們最常採取的行動，大多都是

先「選取」後「複製」；又或者，根本就直接「右鍵抓回電腦」，同時還在心裡想著

：等將來有空的時候要再去好好細讀。這樣的作法，與我們每天處理大量流通到電腦

裡的郵件又有什麼不同呢？ 

 

一封又一封的信件，在不斷流逝的時間裡，帶著背上的資料沉睡在電腦硬碟裡的某個

小角落；一條又一條的網頁連結，在每天的奇摩首頁中，隨著它可能擁有的「知識」



價值，呆呆地站在那邊等待對它感興趣的使用者加以點選……再想想那句話--「會

真正去思考與使用的才會變成『知識』。此外不管數量再多，終究也不過只是一條條

沒有實際意義的『資訊』。」我們總是在網路上尋找更多的資料庫、搜括更多足以線

上提供我們便捷使用的網路資源。但在「加入我的最愛」這個動作結束以後，再一次

去將其點閱檢索的機率又有多高？身為現代人，幸運之處，在於我們有緣享受網路

，有機會像武俠小說裡隔空取物的便利一般，坐在家中就能遠看千里之外的大小消息

；但不幸的地方，卻同時也正在這樣一種彷彿任何資訊都唾手可得的過於便利感，因

為它總在不經意中造成我們獲取資料過於容易的輕忽怠慢，而使得許多的「知識」不

再是「知識」、更多的「資訊」只能永遠都是「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