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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发明机器以来，人类就变得越来越像机器。

我们用作息表调教生物钟，用卡路里锁定摄入量，用颜值来衡量美丽，用幸福指数互

相攀比；我们把自己的情感打包，兴趣模块化，喜怒哀乐皆转化为套路；我们填无数的表

格，内化各种规范，适合被排列组合进任何项目工程……

我们确实大大提高了效率，减少了协同工作的沟通成本，我们越来越具有生产力，物

质和精神产品都越来越丰盛。然而，正当我们越来越像机器的时候，机器也越来越像人了——AI全面入侵了人类的

“操作系统”。而且，比起打扫卫生，它更擅于编程。更可怕的是，它可以像人一样阅读和写作，打破人类对自然语言的

垄断——这是人类最后的保护区。

目前，很多研究者都从人类文明阶段升级的意义上，讨论 ChatGPT、DeepSeek出现后显示出的人工智能技术突破

的意义，因为这些大语言模型成功地打通了人工智能和自然语言的阻隔，为人类自然语言找到了一个人脑之外的智

能母体平台，这有可能彻底改变人类文明的底层逻辑。

我们唯一的安慰是，AI目前还没有如人一般的思维能力。AI并不是真的在写作，而是在算概率，背后是海量参数

和大规模集群训练。也就是说，它看起来像人，是因为它以人类的语料为食料，本身并不能说人话。

然而，这样的安慰却不能让我们安心。因为，我们已经失去对自然语言的垄断了，而我们的对手过于强大，对它的

使用又过于廉价。

语言功能是人类起源时期进化出的核心功能，很多人认为它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标志，人类因此成为万物

之灵长。语言的发明使个体内在的经验获得外化表达，并与其他个体进行交流，使经验获得相互的理解和连接。人类

的社会组织结构（家庭、部落、国家等）、伦理道德体系、价值信仰系统，以及文学艺术创作，都在语言的基础上建立。人

类的语言从自然语言中延伸出人工语言，又从计算机编程语言这种特殊的人工语言中延伸出可以打通自然语言的大

语言模型。AI杀了个回马枪，它绕过码农，和普通人对话，代普通人说话，背后连通的却不是人脑。人类如果沉溺于这

一媒介的延伸，放任自身的语言功能被截除，“人何以为人”的问题很快会被提上议事日程。

从另一角度说，如果 AI只会用人类的语料说话，人类就是新鲜语料唯一的供应方。今天，AI之所以可以人模人样

地说话，写诗写小说，是因为喂给它的文字是人类既往经验的表达，人类的情感、伦理和创造力都封存在里面。如果人

类不能持续提供新经验的表达，这个数据库就陷入了封闭的、高速运转的死循环。很快，它散发出的就不再是一股 AI
味儿了，而将是尸臭味儿。

正是在人类的自然语言功能可能被截除的当下，文学阅读和创作重新具有了更特别的意义——作为人性的“还

魂器”。

AI时代，文学是人性的“还魂器”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邵燕君

敬惜字纸对中华民族来说，不仅是一个传统，更是一种信仰。敬畏文字的本质是尊重

文化。数字技术出现之前，人类数千年以至上万年的文化，主要通过文字、通过印刷品得

以保存和流传。正因如此，我们形成了对印刷品近乎崇拜的情感，觉得印刷品值得信赖，

阅读印刷品是有价值和意义的。

数字技术的出现，特别是移动终端的广泛使用，让阅读变得极为便捷。当然数字技术

同时也造成了信息的泛滥，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知识的传播者，而许多发布信息的人其实根本不具备相

应的专业知识。于是，“读屏”在不少人尤其是年长者眼中，和读纸质图书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甚至根本称不上是阅读，

而是一种纯粹的消遣、虚度光阴，甚至浪费生命。

数字技术的出现让随时随地阅读成为可能。因为有了数字阅读，人们的阅读时间大大延长，获取的信息也极大增

多。但很多人认为面对屏幕的阅读是无效甚至有害的，有人还提出了“息屏”24小时的倡议。我知道来自网络的大量垃

圾信息占用了太多人太多的时间，但读总比不读好，我坚信开卷有益。

发展的问题一定要靠发展来解决。数字阅读出现了，为什么一定要让大家捧着沉重的纸质书阅读？正如纸张发明

了，没人会再要求大家捧着沉重的竹简、木简阅读。

“学富五车”今天仍用来形容一个人知识丰富。在没有纸张的时代，能够“学富五车”肯定是一个了不得的成就。但在

纸张发明之后，能够“学富五车”似乎也没有那么夸张。不同时期竹简规格、马车载重和文字密度不同，主流观点倾向认为

先秦时期五车约 250万字，与当时重要典籍的字数规模大致相当。在汉代，五车书也不会超过 800万字。在纸张发明后到

机械印刷出现前，有一定学问的读书人基本都能达到 800万字阅读量；机械印刷技术发明后，阅读 800万字以上的文献，

一般读书人都能做到；在数字阅读时代，一部长的网络小说就超过了 800万字的篇幅，一个U盘就可以装下数字技术出

现之前人类所有的文献典籍，大多数人的阅读量都超过 800万字。当然，先秦典籍同样的文字信息密度要大很多。

所以，怎么阅读不重要，阅读什么才重要。不管是数字阅读还是传统阅读，守住阅读的内核最重要。在信息泛滥的

时代，我们可以“读屏”，但要从泛泛的读屏中解脱出来，利用数字阅读的便捷，好好读些书。

首先，要读书。正式出版的书籍，无论是纸质的还是电子版的，比那些不知来源、博取眼球的八卦信息，相对来说

更有价值。

其次，要读好书。目前图书出版量巨大，网络文学作品更是浩如烟海。尽管开卷有益，但人生苦短，青少年更应该

选那些权威单位、权威人士推荐的或公认的好书来读。

最后，要读经典书。经典是历经大浪淘沙沉淀出来的精华，已成为人类文化传统的一部分，是人类共同的文化记

忆、可以共享的精神资源。不读经典，以后的文化创造和文化发展就会缺少牢固的文化基础。

读书，读好书，读经典书，人生会因阅读而充实、丰盈。

数字时代，守住阅读的内核最重要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 何 弘

说到阅读，回忆扑面而来。上小学时在书摊上看连环画《三国演义》，在班级图书角看《少年

文艺》；上了中学，便在书桌里藏了《天龙八部》，在同学间交换《圣斗士星矢》；再大一些，迷上了

海明威，光《永别了，武器》就看了好几种翻译版本。周末最喜欢做的是在书店里泡上一整天，

就那么站着看免费书，硬生生把想看的书分几天看完，内容记在脑子里，钱省在口袋里。

阅读，使我快乐。

后来，电脑屏幕在工作生活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网络读物逐渐取代了纸质的报刊、杂志，网络小说的大行其道更是

占据了我的大量业余时间。再后来，越来越多的社交媒体和短视频穷尽手段来霸占我们的时间，大数据和算法成为最

懂你的知音，手指滑动间，似乎世间一切尽在眼前。

没人在意这种转变，我们依然在阅、在读，但每个阅读的单元时长越来越短，一部两小时的电影可以在 3分钟内快

速看完概要和精彩片花，一部小说可以在 1分钟内描摹出故事轮廓。历史政治军事天文地理等等，任何人类文明的精

华，你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

但你什么都没记住，什么都没学会。我也不例外。虽然买书依然和从前那样频繁，但买多看少，拿起书看不了 1分钟

就耐不住，重新拿起手机，享受浅阅读带来的愉悦——我们的快乐来得越来越廉价，越来越简单，我们也越来越难以被取悦。

直到有一次长途洲际飞行，11个小时和网络绝缘，在飞行中，坐立不安，抓耳挠腮，时间流速都变得缓慢至极，幸

好手机里存着几本书，可以拿来消磨无聊的旅途，以前停停走走总看不完的书，竟然借着

这次机会看完了。

离开网络，时间骤然变长，变得可以读完一本书。这很奇妙，以前车马慢，书信慢，城市

小，学习工作生活的节奏都是舒缓的，低效的。现在高铁飞机咫尺天涯，手机更是随时通

联，效率变得极高，但时间却没节约出来，反而变成了稀缺品，连读完一本书，看完一部电

影的空当都拿不出——时间不再属于我们自己了。

我们需要掌握自己的时间，管理自己的人生。

从深度阅读开始吧！连贯性地去看一本书，一页一页地翻开，一行一行地看完，调动自己的思

维，去捕捉创作者的智慧和心血，看文学和哲学，看艺术和科学。这些由人类不同领域的精英写出来

的书，本就该坐下来品着茶慢慢看，而不是由某个博主提纯成 1分钟视频“信息肉糜”喂给你。

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不仅获取信息变得更加便捷不仅获取信息变得更加便捷，，连一些艺术工作都能交给连一些艺术工作都能交给 AIAI 代代
劳劳。。我们不能否定和排斥科技进步我们不能否定和排斥科技进步，，但海员有了但海员有了 GPSGPS，，也不能丢也不能丢

掉使用六分仪的基本功掉使用六分仪的基本功；；国家拥有超级计算机国家拥有超级计算机，，依然保留使用珠依然保留使用珠

算进行数据运算的特殊部队算进行数据运算的特殊部队。。

长阅读长阅读，，深度阅读深度阅读，，纸书阅读纸书阅读，，能让你在能让你在 AIAI与人的边界越来越与人的边界越来越

模糊的当下模糊的当下，，坚守人的内核与素养坚守人的内核与素养。。

坚守人的内核与素养
网络文学作家 骁骑校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我们已悄然迈入人工智能时代。在这个信息爆炸、节奏飞快的时代里，阅读，这一传

承千年的文化瑰宝，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与挑战。数字阅读的兴起，让知识的获取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而

传统阅读则以其独特的魅力，继续坚守着阅读的内核。在这个时代，如何让书香满溢青春，成为我们每一个年轻

人值得深思的问题。

人工智能时代，阅读的方式更加多样化。数字阅读以其无可比拟的优势，迅速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手机、

平板、电子书阅读器、在线阅读平台等等，这些数字化工具让我们可以随时随地获取海量的信息。碎片化阅读，成为这个时代的一种常态。在

飞机上、地铁上、公交上，甚至是在排队等候的间隙，我们都可以拿出手机，阅读一篇短文，获取一些新知。这种阅读方式，无疑适应了现代人

快节奏的生活需求。

然而，碎片化阅读虽然方便，却难以满足我们对深度知识的渴求。在海量信息的汪洋之中，我们也只是浅尝辄止，难以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

和深刻的思考。这时，传统阅读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捧起一本纸质书，沉浸在字里行间，那种独特的触感和墨香，能让我们静下心来，深入思

考，细细品味。深度阅读，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获取更全面的知识，更能够培养我们的思维能力和审美情趣。

无论在什么时代，优质的内容始终是阅读的核心。无论是数字阅读还是传统阅读，无论是碎片化阅读还是深

度阅读，内容的质量始终是决定阅读价值的关键因素。因此，我们应该选择那些有深度、有广度、有温度的书籍和

文章来阅读，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拓宽视野，增长见识，滋养我们的心灵，提升我们的精神境界。

对于年轻人来说，深度阅读更是不可或缺的。青春是人生的黄金时期，是积累知识、塑造人格、培养情怀的关键

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应该多读一些经典著作，那些经过时间沉淀的书籍，蕴含着人类智慧的结晶和文明的精髓。

通过深度阅读，我们可以与先贤对话，与智者交流，从而汲取力量，启迪智慧，为自己的人生之路奠定坚实的基础。

当然，我们也并不排斥碎片化阅读。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碎片化阅读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可以帮助我们快

速获取信息，了解时事动态，拓宽我们的视野。但是，我们不能让碎片化阅读成为我们阅读的全部。我们应该在碎

片化阅读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深度阅读，让阅读成为我们思考人生、探索世界的重要途径。

在人工智能时代，让书香满溢青春。让我们珍惜阅读这一宝贵的

精神财富神财富，，将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相结合将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相结合，，以优质内容为核心以优质内容为核心，，让阅让阅

读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读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让书香伴随我们的成长让书香伴随我们的成长，，让阅让阅

读照亮我们的人生之路读照亮我们的人生之路。。

让书香满溢青春，让阅读照亮人生之路
掌阅科技总编辑 马艳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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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没上学，就感受到读书是一件庄重的事情。我的老家在福建西南部客家聚居区，客家人有敬惜字纸

的传统，很多客家地区都建有字纸亭，写有字的纸不能随便丢弃，要拿到字纸亭焚烧。记得我家里有字的东

西，哪怕是废旧的报纸，我父亲都会将它们叠放得整整齐齐。我小时候要获得读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周

围的大多数同学除了课本，家里没有其他书籍。很幸运的是，我的父母亲节衣缩食，会想尽办法为我购买我

渴望拥有的书籍。

为了强调读书的重要性，不少教师都会念叨一句话——读书改变命运。就个人的成长过程而言，读书确实塑造了我的人生，读书、写书、

教书既是我的工作，也是我不可分割的生活方式。

这些年跟不同的学生交流，有一种说法在我的耳边反复响起，那就是“读书太卷了”。当读书跟分数、排名、收益挂钩，读书就很容易变成

一种负担。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追求，但读书的方式不应该千篇一律。如果读书只是为了攀比，读书会给读书人带来很大的压力。当现实

状况低于期望值时，还会催生各种挫败感。同样一本书，有些读者从中获得很大的启发，有些读者完全无感，这都是正常现象。当每个读者以

适合自己的方式去阅读时，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读书让人看清自己，发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这正是读书的奇妙之处。每次进入

图书馆的书库，看着密密麻麻的图书，我心里都会有一种隐隐的震撼，感受到知识的博大与文明的浩瀚，进而意识到个体的渺小，学无止境。

读书之所以美好，还在于让我们邂逅各种有趣的灵魂，其中有古人，也有今人。通过与他们穿越时空的对话，我们理解了世界与时代的

变化，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健全的人。我喜欢收藏各式各样与书有关的物件，譬如藏书票、题跋、校样、审稿单、作者与编辑的往来书信、读者

意见、稿费单等等，这些材料帮助我们还原了特定时代书籍的生产方式和阅读方式，更为重要的是让我们观察到书籍背后的“人”，他们以不

同方式展现自己生命的温度和思想的气度。

随着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阅读的对象与阅读的方式都在变化。也许，纸质书会像一些学者所预言的那样日益边缘化，但阅读一直是人

类独有的美好体验，每个人的成长和文化的传承创新都离不开阅读。随着环境的改变，阅读的对象和阅读的方式都会出现相应的变化，但阅

读的价值与意义并没有过时。在我看来，阅读，就是思想与文化的呼吸。借助有效的阅读，思想得以推陈出新，文化得以生生不息。

阅读，就是思想与文化的呼吸
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 黄发有

我们这一代人 10多岁的时候，一本足够分量、足够质量的书本，是我们最大的快乐源泉。课余，饭后，能捧

着一本书深入阅读，伴随着作者的文笔起伏，感受书中人物的跌宕人生，品味其中深厚的精神内蕴，就是我们一

天最大的快乐。

通过文字，和作者相隔遥远的空间、漫长的时间，进行心灵上的交流，对情节、对人物，对书中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认真提炼，深刻思辨，谨慎批判。通过阅读这一种行为方式，我们一点点雕琢自己的内在，一点点

打磨自己的思想。

但是不可否认，阅读一本书，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需要耗费大量的精力，需要“主动”而“辛苦”地去逐字逐句品鉴、提炼书中真正深层

次的内涵。而当代社会的运转，大家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工作节奏越来越快，每日里都好似陀螺一样辛劳奔波，想要每天都拿出固定的时

间阅读，已变得很奢侈。

互联网浪潮来袭，技术的进步，平台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更丰富、更多样、更易得的娱乐内容。无须思索，不需努力，更不需要专门的时

间、专门的地点，只要放空大脑，点开各种 App，就有无数碎片化的娱乐内容，通过手机随时随地涌入大脑，刺激多巴胺的分泌，提供足够愉

悦的情绪价值。

于是，人们“主动学习”的能力逐渐丧失，日益沉浸在大数据精确打击的“被动式投喂”中不能自拔。很多人的“情绪迸发”以及“情感共

鸣”，不再是发自内心的“自我激发”，而是被动的“外来挑动”。长此以往，内心的空洞，思维的僵化，学习能力的退化，似乎已经成了定局。

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的出现，应当成为我们“阅读”的好助手。数十年前，我们要在书店，辛苦寻找对我们有益的经典著作，很多时候，

我们听说了一本好书的名字，却因为各种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和它无缘相见。而现在，互联网技术，已经让无数的经典作品变成了电子

书，人工智能工具更是方便了我们去寻找自己感兴趣的经典作品。

阅读，已经从技术手段上，变得前所未有的便利。一部手机在手，在去上班的地铁上，在回家的大巴上，在出差的高铁、飞机上，在午

间休息的咖啡馆内、茶水室中，在入睡前的那十几分钟、半个小时内，如果有心，我们完全可以舍弃那些五彩斑斓的、繁杂的娱乐碎片，一

段、一段、一段地，阅读那些真正的经典。

阅读能够带给我们多少好处，于此不再赘述。我们只需要记住，人工智能时代，一切技术手段，只是工具。我们是创造这些工具的“主

人”，我们要掌握工具，而不是被工具衍生的内容影响，甚至是被操控。

时代让我们变得前所未有的忙碌，技术却也让阅读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谨记“开卷有益”的训诫，让我们在紧张、忙碌的工作和生活

中，抽出一切可以抽出的时间，阅读吧。

通过阅读雕琢自己的内在
网络文学作家 血 红

当今时代，人工智能浪潮奔涌，重塑着文化生产的过程。ChatGPT 每分钟能生成数万字的文章，AI绘画

软件可以批量生产插画，我们似乎正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文化盛宴”。面对 AI的浪潮，晋江文学城却选择了一

条似乎在逆流而行的道路——明确限制 AI在创作中的使用范围，甚至对过度依赖 AI的作品采取锁章、禁榜

等严厉措施。

这一决策的背后，是对“原创性”与“人性温度”的坚定捍卫。以 AI写作为例，它能不断地快速拆解和模仿已

有样本，批量生成几乎任何你想要的内容，快速、方便、满足你一切的阅读喜好，但这种看似“完美”的创作始终缺失着最关键的内核——人

类的情感与智慧的真实表达。《背影》中为给儿子买橘子而笨拙攀爬月台的背影，《巴黎圣母院》中震动的钟塔，这些穿越时空的文学瞬间，都

源自作家对生命本质的顿悟，绝非 AI可以推演。

20多年前，晋江文学城创立的初衷是给有写作梦想的人提供一个平台，让每一个源自作者真情实感的故事能够在这里生根发芽。20多
年来，晋江始终不忘这份初心。这种坚持，不仅是对创作者的尊重，更是对读者期待的回应——给想去静下心来阅读真正有情感有温度的作

品的读者保留一片净土。

AI生成的内容看似也能满足纯娱乐性阅读的表层需求，但却无法引发读者心灵的震颤，也无法满足在作者创作时，读者给与追更反馈

的情绪满足。读者在评论区分享与作品角色共同成长的感悟，在完结章留言“仿佛和书中人共度了一生”，在字里行间捕捉作者创作时留下

的小巧思，将阅读升华为精神对话，这种双向奔赴的情感共鸣，恐怕是 AI创作永远也无法满足的。

站在传统阅读与智能科技的交叉路口，我们更需要坚守阅读的本心，珍惜那些一字一句编织出来的真情实感，期待那一次一次因阅读

带来的精神愉悦，让那些真正想写故事的作者热血不凉。

文学，因真实而永恒。

在算法浪潮中守护人性温度
晋江文学城副总裁 胡慧娟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阅读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信息密度在激增，信息差在缩小，人们却也因此更容易陷入真

假难辨的信息泥沼。正因如此，在人工智能时代，“深阅读”的必要性越发显现。我们需要意识
到，阅读的方式或许在变，但阅读的本质永远不变：它指向的从来不是获取信息的速度，而是
情感的共鸣、思想的深度——这是独属于创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精神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