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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时代如何阅读

我生于 20世纪 80年代，在香港长大，高中后到美国读书，习惯了粤语和英文环

境。但现在的我，却是家族里唯一会说普通话的成员。2006年，我被推荐到国家行

政学院参加国情研习班。虽然当时香港已经回归近十年，但我就像大多数香港年轻

人一样，对“祖国”的了解几乎为零——香港新界以北，跨过罗湖桥对我们来说就

算北方了。

在“国情班”学习时，我甚至需要借助同学的翻译和字典，才能听懂授课内

容。尽管如此，在这么一个语言、习惯都带给我全新体验的环境中，我依旧清晰地

记得，天安门广场的国歌在耳畔响起的时候，我心中泛起强烈共鸣——这是文化、

血脉深处的召唤。

在这里，我接触到了过往求学时本应重点学习，但因时代、环境原因而缺失的

国家历史、改革开放的发展史和成就，感受到了民族复兴之路的艰难和伟大。我也更加明晰、强化了“中国人”的归

属感和认同感。这种感情鼓舞我，推动我，吸引我，要真正了解祖国，和她建立联系，读懂她的历史和文化。

于是我一字一句开始阅读，学习内地的文化和习惯，学说普通话，日复一日地努力，逐渐克服了语言障碍，直到

如今能顺畅地与内地企业家、青少年们交流，更能深入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感受自己与祖国休戚与共、命运相

连。如今回想从香港出发，走向内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这些年的经历，这段学习普通话、熟悉中文阅读的过程，

确是我人生道路上一段宝贵的成长旅程。

幸运的是，数字化技术让万卷书触手可及，进一步降低了过往语言环境的壁垒，也为我们接触和理解深度内容提

供了更多便利；人民政协履职平台的委员读书群也为我们筛选和提供了更加丰富充实的交流机会和阅读资源，我因此

受益匪浅。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周围围整理）

在书香中成长，在阅读中筑梦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华青年企业家协会创会主席、锡兰集团董事长 凌俊杰

纸质书与电子书是互补而非对立的。尽管数字化阅读已成为主流，但我自己仍

偏爱纸质书的“心流体验”，纸质书的触感和不被手机干扰的专注感，让人更容易沉

浸于文字世界。而电子书更多扮演着高效筛选信息的角色，比如通勤时听书、快速

浏览电子版，能帮助人们在海量书籍中精准选择值得深读的作品。

我发现，在青少年的阅读生态中，短视频等快消文化正在潜移默化改变着他们

的认知模式，即时满足的娱乐方式挤压着他们的深度阅读空间。短视频可能是很多

人解压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容易获得的方式。压力与娱乐形成恶性循环——课业

负担越重，青少年越倾向通过刷手机解压，而国家推行的“双减”政策正是打破这

一怪圈的破局之举。

在我看来，其实深度阅读是比刷手机更好的减压方式。如果体会过阅读时的忘我状态和内心的宁静，就不会觉得

短视频是最好玩的。但是，不是人人都能体验到这种快乐。这需要从培养青少年阅读的兴趣和习惯入手。

如何激发青年群体沉下心思多读书，塑造深度阅读习惯？我认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引导孩子们自发自主阅读

的唯一途径。当年轻一代在兴趣驱动下建立起深度阅读的定力，自然能懂得如何善用不同阅读载体：纸质书守护着文

明传承的庄重感，电子书拓展着知识传播的普惠性。这种选择智慧的形成，正源于家庭引导下的自主阅读体验、学

校营造的浓厚阅读环境以及社会建设的多元阅读场景的共同滋养。正如总书记强调的“数字阅读要和传统阅读结合

起来”，当青少年既能在墨香中感受文明的厚重，又能借数字技术拓宽认知边界，这种兼容并蓄的阅读素养，终将转

化为文化传承的基因密码。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周呈宣整理）

为青少年播种兴趣，
深度阅读生态需全民共育

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周 荃

我特别喜欢阅读历史和军事书籍。小时候对历史的理解是从 《三国演义》 开始

的。到后来，深深为 《明朝那些事儿》 着迷。读完 《万历十五年》，我又会想，能否

像黄仁宇一样，看到历史发展的轨迹呢？阅读是跨越时空的法门。只要阅读，就拥有

宇宙，拥有永恒，拥有徜徉在银河里的想象力。

说到想象力，我最近对中国科幻小说深深着迷，特别是 《三体》三部曲，完全颠

覆了我对科幻小说的想象。在此，我也特别想推荐一位青年作家海漄的 《时空画师科

幻小说选》，透过恢宏的想象将中国元素融汇到科幻情节中，从龙的神话传说到北宋

《千里江山图》等，大放异彩。

阅读是跨越国家和种族的语言。我们也许不懂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文字，但

透过翻译，我们能阅读别国文化。从莫言到石黑一雄，由马奎斯到韩江，驰骋万里。

阅读甚至能创造世界和创造语言，如 《哈利波特》 和 《魔戒》，当有足够的人阅读了跟随了，文本就有了生命力，能创

造另一个世界。

阅读能实现角色扮演。每个少年都有英雄梦，而这些英雄的待人处事之风不是漫威教的，而是金庸、梁羽生和黄

易教的。浸淫在书本之中，可以随时扮演令狐冲，或是张无忌，甚至是韦小宝，自导自演，活灵活现。现实世界里的

礼仪气度，也可以从书本里学习一二。

虽然我也使用电子书，但还是偏好纸质本，因为拿在手上的书有重量、有温度、有质感。现在我们遇到不懂的

事，会去问人工智能，会去问搜索引擎，而我们在不久之前，还过着“有什么不懂，就去问问书本”的生活。书本已

有很长的历史，今时今日，书本解惑的角色也许有一部分被科技取代了，但是它那打开想象、让你逃离现实世界的吸

引力未曾改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周围围整理）

用阅读认知世界、定义自己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青年联会主席、英皇集团副主席 杨政龙

今日，指尖滑动屏幕便可获取海量信息，但碎片化的“浅阅读”如同速食，能

果腹却难滋养心灵。

这让我想起柴窑烧制紫陶的过程——窑火昼夜不熄，温度精准把控，急不得，

也省不得。深度阅读亦如是：它要求我们放下即时反馈的诱惑，在书页的翻动中，

与作者的思想缓缓交融。

纸质书的质感，是数字化无法替代的。建水紫陶的触感温润如玉，而一本好书

同样有“肌肤之亲”。墨香与陶土的气息，皆是时光沉淀的馈赠。在“小小传承人”

课堂上，我让孩子们触摸古籍、临摹碑帖，他们惊叹：“原来‘书香’真的是一种味

道！”这种体验，恰是文化传承的根基——唯有亲身感受，方知何为“敬畏”。

非遗的传承讲究“活态性”，阅读亦然。

近年来，我的提案建议将非遗融入学校美育课程，正是希望以阅读为舟，载年轻人驶向传统的深流。在建水，我

们以紫陶为载体，开设“典籍中的技艺”读书会，将 《诗经》 的草木纹样刻入陶器，让 《茶经》 的烹茶之道化作壶型

设计。这种跨界，让古籍不再是故纸堆中的符号，而是可触可感的生命。

有人问：数字化时代，阅读的意义何在？我的回答是：阅读是文明的“窑变”——它让知识在高温中淬炼，让思

想在交融中新生。正如建水紫陶的窑变釉色，每一抹斑斓皆是偶然与必然的交响。

我想对青年朋友说：无论时代如何疾驰，请为阅读留一片净土。

在传习工坊的夜晚，我常与学徒围炉夜话，读一首陶渊明的诗，品一段 《天工开物》 的记载。火光跃动间，文字

与陶泥悄然共鸣。这种场景，让我想起木心先生的话：“从前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而我想说：“此刻慢，一书一

器，足以安顿灵魂。”

愿我们以书为伴，在时光的窑火中，与文字共舞。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周围围整理）

在时光的窑火中，与文字共舞
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建水县田静紫陶技能传习中心理事长 田 静

作为网络安全专业工作者，我们需要保障的是快速演进的数字化场景，同时要应

对不断升级演进的网络安全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读书学习，我谈一点经验和

体会。

一是集体进行专题资料突击采编，集体阅读讨论。技术演进不是一个匀速运动，

会有关键突变点，而网络威胁攻击的新技术和新机理也都有一定时效性。这就往往需

要我们在短时间内快速突击掌握与某一主题相关的知识，并且快速进行研讨。遇到类

似情况，我通常将相关同事组织起来，在短时间内设定一个相关的命题，集中采集相

关的论文、文献、书籍，并且进行归类整理，快速构建资料包。

大家在检索过程中增加了对相关主题的了解，而后再一起对资料包分工阅读、分

类标注、专题讲解，把阅读和讨论结合起来，提高了研判的效率和深度。

二是专业技术领域内的工作，也需要社会科学的阅读学习。网络安全威胁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在日常开展网

络安全工作中，如果只是掌握专业领域知识，还不足以展开全面而有深度的分析工作，需要深入了解大量国际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相关的背景知识。张文木先生关于地缘安全的系列图书，都是我们工作中的必读

书目。

三是认真研读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领域的重要讲话。2016年 4月 19日，在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我作为网络安全领域代表有幸向总书记作了汇报，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而每次将总书记

重要讲话读本拿出来阅读时，我都能有新的体会和理解，书中的内容为我解答工作中的困惑和迷茫。我国在网络安全技术

领域有很多的学术创新成果，但这些成果需在实际运营和实际对抗中获得检验，优胜劣汰，才可能形成能力。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周围围整理）

阅读永无止境
全国政协委员，安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肖新光

随着人工智能 （AI） 技术加速融入生活，“AI时代的阅读新习惯”“个性化的阅

读方法”正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在 AI技术的助力下，我的阅读习惯似乎也发生了

许多变化。

过去，我们可能会从头到尾完整地阅读一本书，但现在，我更倾向于先利用

AI 工具获取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如简介、重点章节或主题分析。这种方式让我可

以快速判断这本书是否符合我的兴趣或需求，从而有针对性地深入阅读那些吸

引我的章节，进一步理解书中的核心思想。这是 AI 为阅读带来的便捷体验——

我们可以先对阅读内容作筛选，然后再精读，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个性化的阅读

模式。

数字时代下，听书等音频形式的流行也正在改变或拓展人们的阅读场景。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我经常会在运动、

散步甚至开车的时候通过听书来获取知识。这种便捷的方式，让我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接触到更多的书籍，而不必拘

泥于传统的阅读形式。

碎片时间“聚沙成塔”，技术赋能下阅读有了更为多元的选择，多元融合可推动全民阅读深化。阅读方式

无优劣之分，关键 在 于 和 你 的 生 活 工 作 需 求 适 配 。 无 论 是 读 纸 质 书 、 电 子 书 还 是 听 书 ， 只 要 找 到 最 适 合

自 己 的 方 法 ， 那 就 是 最 好 的 。 理 解 书 籍 所 传 递的思想和意义，并将其转化为行动和成长，那就是成功的

阅读。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周呈宣整理）

AI时代，拥抱高效与
个性化阅读新趋势

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副监事长、澳门贺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贺凯琪

少年时期，在连环画里追逐悟空西行斩妖除魔、跟随梁山好汉惩恶锄奸、陪伴鲁

滨逊大海漂流。大学时期，图书馆是大学校园里我最喜欢的地方，我几乎无差别地阅

读，每个书架旁边都有过我的影子。好读书的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科研工作之余，

书籍成了我最好的朋友。

曾几何时，技术进步使得“高贵”的书籍纸质化、大众化，而今的技术进步使

得“纸质”的书籍数字化、边缘化。毋庸置疑，书籍数字化带来了便捷和高效，也

正因如此，我们读书的速度变快了，与每一位“朋友”相处的时间变短了。但精神

世界的富足需要时间的沉淀，需要我们慢下来，重拾“书卷”，从纸上跃动的文字

中，细细品味精神的食粮。指尖阅读是一种休闲，而执卷阅

读是一种修养。

如果说书籍是人类的“朋友”，那么好书就是人类的“挚友”。相信大多数人都有过手不释

卷的痴迷，也有过通宵夜读的兴奋，好似高山流水，又如秉烛长谈。挚友需深交，好书需深

读。一本好书，不仅会深读，往往会读很多遍。张爱玲曾写道：“像 《红楼梦》，大多数人于一

生之中总看过好几遍。就我自己说，八岁的时候第一次读到，只看见一点热闹，以后每隔三四

年读一次，逐渐得到人物故事的轮廓、风格、笔触，每次的印象各各不同。”“好书”蕴含了深

邃的思想和强大的精神，只有深刻地读，反复地读，我们才能跳过表面的“热闹”，透过文

字，体悟不可言传的魅力，获得精神上的富足。

让我们一起手执书卷，畅游悠久的中华文化、璀璨的人类文明、浩瀚的宇宙，成为更具

“书卷气”的新时代中国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周围围整理）

读“纸”书是一种修养
全国政协委员、致公党四川省直工委副主委、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副所长 陈 槐

阅读习惯的养成宜早不宜迟，受祖父影响，我幼年与阅读结缘。20世纪八九十

年代，获取书籍的主要途径是图书馆，借阅条件并不便利，只有周末才能办理借还书业

务，且馆内新书稀缺，大部分都是 20世纪 60年代之前的旧书。即便如此，我仍然坚持每

周借阅一两本书，沉浸在阅读的乐趣中。小学时期培养起来的阅读习惯，受用至今。

时代发展至今，阅读形式日益多元，年轻人越来越倾向于追求即时的体验，难以

做到延迟满足。不过，随着社会的进步，爱读书的人群规模在持续扩大，公共阅读空

间与书店随处可见，政府大力倡导全民阅读，营造出了空前良好的阅读氛围。

“从古代的甲骨文、青铜、竹简，发展到如今的纸质书和电子书，尽管阅读方式

在改变，但阅读的本质始终不变，让人获取知识、培育思维、滋养精神。”数字化时

代，手机读书软件实现了随时随地阅读，确实更加便捷，但是纸质书独特的纹理、触

感以及本身的厚重，赋予读者一种读书的仪式感，营造出沉浸式的阅读体验，使阅读从单纯的信息

获取升华为一种精神享受。

目前阅读数字化程度仍有待提高，如果所有新书都能实现高质量数字化，未来阅读量或许会迎

来爆发式增长。当下，青年应充分发挥各种阅读形式的优势，既享受电子书的便捷，也重视纸质书

带来的深度阅读体验。

深度阅读就像主食，碎片化阅读如同零食，零食虽美味，却缺乏营养，也无法让人饱腹。深度

阅读如同对文化体力的锻炼，能够化解 AI焦虑。长期沉迷于短视频等快餐式信息，会导致文化体

力不断衰退。深度阅读要求反复研读经典，培养专注力，摆脱浮躁心态，并将阅读与人生思考紧密

相连。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王璐璐整理）

碎片化阅读无法让人“饱腹”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青联常委、山东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副会长 魏 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