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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多久没有完整地去读一本书
了？又有多久没有碰手机、刷短视频了？
前一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一星期、一个
月，甚至半年、一年。而后一个问题的答
案则可能是10分钟、半小时、一小时，最多
应该不会超过一天。

技术加速变革的时代，手机、平板
电脑等智能终端的兴起，让我们与电
子产品形影不离，却与传统阅读渐行
渐远。2024 年的调查显示，我国人均
每年读书约为 8 本，而每天使用手机时
长达 5 个半小时。

我们绝不能否认数字传播带来的巨
大文化福利，但当数字工具足够智能，
求知不必再兀兀穷年，甚至连思考的过

程也能交给大模型时，阅读对我们来说
还重要吗？

答案不言而喻。作家王蒙曾说，浏览
不能代替阅读，信息不等于学问，读书不
能被替代。今天我们依然需要阅读，而且
比以往更加需要将它安放在特殊重要的
位置。

对一个人来说，读书濡养智、识、思，
外塑言止气度、内造境界格调，让人无论
穷通而襟怀洒落。林语堂说，读书“开茅
塞，除鄙见，得新知，增学问，广识见，养性
灵”。苏轼到儋州出入无友，仍坚持读书
写诗，让他于苦难中依旧保持乐观心态和
豁达胸怀。钱学森一生与书为伴，不仅为
他的科学研究奠定坚实基础，更成就了其

开阔视野、深邃思想和高尚的精神境界。
可以说，当今时代，阅读传递的知识可能
通过其他方式也唾手可得，但经过阅读锻
造的思维能力、认知水平、创造能力，以及
带来的精神滋养却能凝结成智慧，长久不
褪色。

身处数字时代，阅读早已不局限于传
统的纸质书籍报章。闲暇时听听书，视频
里看看别人“讲书”，作为涉猎泛读的方式
之一，也是一味书香。

但我们所倡导的阅读，是抵御思维碎
片化的深度阅读。只有深度阅读，才能调
动大脑的充分参与，在思考、发问、质疑和
阐发、引申中形成闭环，促进思维系统
化。打开书，沉下心，钻进去，慢品深研、

慎思细悟，就能真正吸收营养，得其精髓
而化为己有。

读书重要的还是读经典。经典的魅
力，在于闳约深美、常读常新，横看成岭侧
成峰。时代大潮不息，出现新知识、新理
念、新事物是必然，但万变之中的不变，正
是经典所蕴含的普遍真理和人类情感共
鸣。徜徉历史、文学、哲学经典之中，便是
一场穿越时空的精神之旅。

四月繁花季，再逢读书日，天下第一
等好事还是读书。在这个花香书香交织
的美好时节，放下手机，去读一本书吧！
翱翔在文字的世界里，你会得到知识的烛
照、情感的浸润和思想的给养，收获一个
充盈、丰厚的自己。

刷屏时代，阅读该如何安放
句艳华

在数字化浪潮奔涌而来的当下，数智
化革新狂飙突进，不仅重塑时代发展格局，
也让文化旅游业乘势破局，迎来了前所未
有的发展契机，激活了人们对文化的眷恋、
对旅游的憧憬，感受“文”与“旅”的完美交
融。戴有山新著《DeepSeek在文旅场景中
的运用》一书，以独特的视角、深刻的洞察
和细腻的文笔，为我们开启了一段通往科
技与文旅交融多维新境的旅程，清晰地展
现出一幅用科技赋能文旅，用人工智能推
动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绚丽图景。

书中深度解析了DeepSeek技术在文
化旅游业定位与规划中的理论指导意
义。凭借强大的数据分析与预测能力，
DeepSeek 能够精准剖析不同区域文旅资
源的独特禀赋与潜在价值。通过对海量
数据、市场需求趋势的深度挖掘，为文化
旅游业定位提供客观且前瞻性的依据；可
对不同规划方案进行预演评估，提前发现
潜在问题与优化方向，从空间布局到业态
组合，全方位保障文旅规划的科学性与可
行性，助力文化旅游业在新时代实现高质
量、可持续发展。DeepSeek以智能算法穿
透数据迷雾，如同一双慧眼，帮助文旅从
业者看清市场的走向与趋势，明晰不同年
龄、地域、文化背景游客的独特需求。

书中对DeepSeek技术在各大经典文
旅场景中的应用呈现，宛如一场场跨越时
空的奇幻冒险。当数字流光掠过朱红色的
宫墙，古老的紫禁城在璀璨历史星河中重
焕生机，AI修复技术拂去岁月的尘埃，让斑
驳的文物在数字画布上重现华彩，VR漫游
打破时空壁垒，使游客身临其境地穿梭于
三大殿的飞檐斗拱间。漫步烟雨西湖，千
年宋韵藏于碧波涟漪与亭台楼阁间。AI
化作穿越时空的吟游诗人，于断桥残雪、柳
浪闻莺处，细诉宋代文人墨客的风雅诗篇；

借AR之笔墨，将“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
绮梦，用科技的光影晕染于西湖实景之
上。青铜纵目凝望千年，古老面具遇上智
能算法，那些神秘莫测的图腾、诡谲奇异的
造型，不再是静默的陈列品。AI深度解析
文物特征，依托元宇宙技术，构建沉浸式三
星堆数字展馆，让三星堆的神秘突破地域
与文化的藩篱，在全球掀起古蜀文明热潮，
让远古的文明星火，在数字时代绽放出跨
越国界的璀璨光芒。历经千年风沙洗礼的
敦煌莫高窟，在 DeepSeek 技术的魔法棒
下，不再是冰冷的石壁与褪色的壁画。借
助VR技术，游客仿佛拥有了超能力，只需
一秒便能踏入千年前的佛国世界。青石板
路上深浅不一的车辙，辉映着玉龙雪山上
的千年积雪，丽江古城中的纳西古乐萦绕
耳畔，奏响一曲跨越时空的旋律。在这里，
AI化身智慧守护者，以数字技术构建古城
精密管理网络。通过智能监控与大数据分
析，实时监测古城的人流量和建筑的安全
状况，为古城的每一块砖瓦、每一条巷道筑
牢安全防线，避免过度商业化对古城肌理
的侵蚀，让古城的文化根脉在数字浪潮中
绵延不绝……

随着DeepSeek技术的不断迭代升级，
沉浸式文旅体验将不再局限于视觉与听
觉，而是拓展到嗅觉、触觉等全感官领域，
让每一款文旅产品都能与游客的心灵产
生强烈的共鸣。从实现可持续发展、提振
消费的视角看，DeepSeek打造了虚实共生
的旅游文化消费新场景。从景区运营管
理视角出发，时空动态决策模型是Deep-
Seek 赋予文化旅游业的又一强大助力。
它像一位经验丰富的指挥家，精准把控景
区运营的节奏，通过实时监测景区的人
流、车流、设施使用情况等动态数据，结合
时间、空间维度的分析预测，实现资源的

合理调配与服务的精准供给。同时，作者
还指出，DeepSeek技术将进一步推动文化
旅游业与教育、医疗、金融等其他行业的
跨界融合。例如，通过与教育行业的深度
合作，开发出基于历史文化遗址的虚拟教
学课程，让学生们足不出户就能身临其境
地感受世界各地的文化魅力，实现知识的
沉浸式获取；与医疗行业结合，打造基于
自然景观的数字疗愈空间，借助Deepseek
技术营造出宁静、放松的环境，帮助人们
缓解压力、治愈心灵。

书中以深邃的目光展望未来十年的
AI文旅生态。DeepSeek技术的发展，为文
化旅游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能够帮
助我们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提升
旅游服务质量，创新旅游行业的营销模
式，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旅游需求。
同时，作者也客观探讨了数据隐私与安全
风险、敏感信息泄露隐患、技术应用的隐
忧等方面关于科技与伦理的问题。如文
旅场景中涉及游客身份信息、行为轨迹等
敏感数据，DeepSeek的深度数据挖掘能力
可能突破隐私保护边界；AI导览系统对游
客偏好分析可能关联到个人生物特征数
据，若未严格脱敏处理，易导致隐私泄露；
公共文旅机构使用DeepSeek时，若未明确
数据存储规则，政务数据或游客信息可能
通过对话记录留存系统，形成潜在泄密漏
洞；部分景区过度依赖算法生成内容，导
致宣传文案同质化加剧；在投资决策等复
杂场景中，模型的“统计学套路”可能放大
系统性风险。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技术不仅是工具，文化才是内核。在利用
技术推动文化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
要始终坚守文化的内核，尊重其多样性和
真实性，注重游客的情感体验和文化感
知。正如书中所展望的，在不远的将来，

自主进化的地方文化AI体将成为地域文
化的智能守护者和创新传播者，推动地方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同时，全球文化遗产
的 AI 协作网络，也将人类文明的交流互
鉴搭建起跨越时空的桥梁，促进不同文化
间的对话与融合。

总而言之，《DeepSeek 在文旅场景中
的运用》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
在这个科技飞速发展、文化越发多元的时
代，这本书既是文旅行业研究者、从业者
的案头必备宝典，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新
灵感，更给了热爱文化、关注新技术发展、
向往美好旅行的人们一把开启文旅新视
野的钥匙。它借助DeepSeek技术，引领我
们认真审视新技术在文旅领域掀起的这
场革新风暴，去拥抱一个更加绚烂多彩、
充满诗意与智慧的文旅新时代。这种对
未来文化旅游业新形态的深度探索，让我
们看到了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科技与人文
和谐共生的美好未来。

由于工作上的联系，我有机会与戴有
山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与交流。作为文旅
行业深耕多年的资深专家，戴有山对行业
发展趋势的把握精准独到，对新技术的发
展了如指掌，并能精准把握科技与文旅融
合的切入点，积极探寻新技术与文旅融合
的无限可能，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前瞻性和
可操作性的策略。他深刻的见解和独到
的思路，他的博学和睿智，在《DeepSeek创
新在文旅场景中的运用》中可见一斑。

希望戴有山能够持续深耕，给我们带
来更多的惊艳新作，在新技术理论的深邃
星空、文旅实践的璀璨大地与DeepSeek深
度探索的无垠征途上继续前行，不断拓展
文旅融合的边界，在这个代码与山水共舞
的时代，书写更加辉煌灿烂的文旅数智创
新新篇章。

深入探寻文旅数智创新 深度探索文旅发展新方向
——评《DeepSeek在文旅场景中的运用》

赵芳

如果时间允许，出行我首选
地铁。乘坐地铁有诸多好处，比
如准点，减排，不晕车。但于我而
言，还有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可以
看书。

我在小汽车上是看不成书
的，甚至连手机也看不了，一看就
头晕。但在地铁上不成问题，因
为空间宽敞，即使再多人，也感到
呼吸顺畅，状态“正常”。且无论
有没有座位，一本书的空间总还
是有的。

有座位时，在膝盖上摊开一本
书，一低头就是另一个世界，这个
世界宁静、悠远、丰富、辽阔、温馨，
是属于自己的。无座位时，我一般
会选一个僻静的角落站立，比如在
一排座位的尽头、靠近门边，有个
小小的广告位，刚刚好容纳一个人
倚靠。据我观察，无论是否读书，
能占据这个位置，都是让人高兴
的。而对于读书的我来说，这个位
置又比一个实实在在的座位还要
来得幸福。在座位上看书，因为身
边站着其他乘客，便或多或少有一
种被窥视感；在这个位置，背靠一
堵墙，手握一本书，居高临下，则完
全不会被打扰和看见，心中就会有
种“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感觉——
读书，要的就是这种“唯我之境”，
再由此进入“忘我之境”。

当然，有时候是既没有座位
又没了心仪的好位置。这时，我
会选择靠车厢中部站立，拉住手
环，或者手握吊杆，另一只手从开
口帆布袋里掏出书，然后自顾自
地看起来。是的，自从我爱上在
地铁里看书之后，我也同时爱上
了开口帆布袋，因为它足够大，足
够便捷，任何开本的书都能随手
扔进去，随手取出来。

我有个爱读书的朋友，说不
喜欢在地铁上看书，因为觉得书
封会“泄露”自己阅读的秘密。简
言之，她不喜欢别人都知道她在
读什么书。说起来，我有个习惯
倒是跟她恰恰相反：我收到新书
后，会习惯性地把书封（包括护封
和腰封）拆下来放到一边，然后无
所顾忌地“折腾”这本脱掉华美外
衣、还原本真面貌的书：卷起来一
只手紧握着读，扔进帆布包里路
上读，随意折起页角做记号，里面
还总鼓鼓囊囊地夹着一支铅笔，
用来随时画圈、画线。总之，我读
完的书，都有着深深地被人用过
的痕迹，直到读完之后，我才会把

书封再装回去。
不过我的这个习惯并非像朋

友那样担心被“发现”。在地铁上
读书，有时我甚至会想，如果有人
凑上来和我一起读书，我就把书
往他或她那边挪一挪，我们一起
看。不过，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
人往我的书本上凑过，周围的人，
大部分都在低头看手机。倒是
我，曾有一次往别人那里蹭了蹭，
发现她正在读《解忧杂货店》。我
对朋友说，这个世上，还真没有多
少人关注你，我们根本没有自己
想象的那么备受关注，更别说是
读一本什么书了——如果恰巧有
人关注了，那该是多大的缘分呀！

在地铁上读书，最初我也是
迫于无奈。人到中年，工作，育
儿，家务，太难有大块的时间静坐
书桌前读书了。如果要等待这样
纯粹的“氛围感”阅读，在相当长
一段时间内，恐怕都会很少有。
那么，就不读书了吗？不行，我太
贪恋阅读带给我的沉静感、丰富
感和满足感了；我也太贪恋诸多
苦思不解的人生问题在阅读中拨
开 云 雾 见 日 出 、豁 然 开 朗 的 时
刻。没有阅读的日子，我总觉得
心里空落落的，飘飘浮浮，不着边
际。我决定面对这个问题，解决
它——就从上下班的通勤时间

“开刀”。我算了算，一个单程地
铁时间是 37 分钟，来回加起来就
超过一个小时了，还有包括换乘
在内的等车时间呢？一天起码是
80 分钟，一周呢？一月呢？一年
呢？这么一算我简直变成时间上
的富翁了。

立马行动，且当天就尝到了
甜头——不仅读了 50 页书，就连
平常觉得漫长的地铁路程也变短
了！我在阅读群里打卡，伙伴们
都说“你怎么读得这么快”。其
实，我是典型的逐字逐句读的“慢
读者”，之所以快，无非就是每天
这一点点的改变，没想到，原本捉
襟见肘的时间竟突然变得丰盈阔
绰起来。

渐渐地，我爱上了在地铁上
读书，简直欲罢不能。尤其是，
我越来越感到，在时间总量不变
的情况下，这份时间就好像是自
己偷来的。用这份偷来的时间，
我读心理学、文学、育儿等各类
书籍……它们就像一个个崭新的
世界，在这一趟趟前行的地铁中
徐徐展开。

在地铁上读书
张建伟

《草原》杂志编选的
《草原十二骑手》，汇集了
内蒙古 12 位中青年作家
的中短篇小说佳作，这些
作家横跨 70 后到 00 后 4
个代际。他们的作品风
格迥异，题材多变，以开
阔的视野呈示了内蒙古
大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
化、社会风貌。

在多元文化中和谐共生

作家秦文君的小说
《街市上的芭蕾》，以俏
皮、鲜活的儿童化语言
和 生 动 的 儿 童 生 活 描
述，聚焦富有时代气息
的新山乡书写。作品给
予读者一种强烈的、新
异的阅读触动，一个重
要原因是作者以文字传
达 出 芭 蕾 舞 的 动 人 魅
力，从中可以看出她对
艺 术 有 着 天 然 的 感 知
力，对艺术美有着热切
的追求。

以舞蹈描绘寻美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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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