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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荐读

在 AI 用一分钟就能总结一本书的
今天，有多少人还在阅读，并以相对传
统的方式阅读？这是一个严肃问题。

第 30 个世界读书日刚刚过去，有
媒体针对短视频时代人们的阅读方
式，以“世界读书日，可以不读书吗”为
题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67.9%的受
访者表示每月会读完 1~2 本书，65.3%
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使用 AI 工具。值
得注意的是，月阅读量超过 5 本的高频
读者中，52.2%的人经常使用 AI 辅助阅
读。商家的嗅觉是敏锐的，许多阅读
类 App 已经开始布局 AI，有的电子书
平台增加了“AI 问书”功能，可以直接
提取书中的人物、背景和金句，有的电
子书平台即将上线书籍解读 AI 工具、
AI伴读工具。

这个调查结果与大众的感受是相
符的。有媒体观察到，目前一些 AI 辅
助阅读工具已经成为不少学生的阅读
伙伴。AI 可以帮助筛选信息、辅助学
习，当“亲自读”难以完成阅读作业，却
又面临课堂讨论、提交读书报告的课
业要求时，读 AI 处理过的内容成为一
条极具诱惑的便捷通道。但这会造成
什么样的结果呢？AI 通过数理模型将
文本简化为可量化的标签，过滤掉其
中的不确定性，最后呈现出“一千个读
者只有一个哈姆雷特”的单一结论，这
与传统阅读中个体通过思辨与共情形
成的多元理解形成了鲜明对比。

其中原因，除了“偷懒变得轻而易
举”以外，还有注意力的日渐缩水。今
天，我们的注意力衰退到常常看不完

一个 10 分钟以上的长视频，看不完公
众号上一篇 3000 字以上的文字，更不
要说看完 20 万字的书籍。但我们真的
能毫无节制地依赖 AI 辅助，让它主宰
我们的阅读，甚至主宰我们的思想吗？

答案是否定的。无论是业界还是
学界，甚至是那些拿 AI 做读书报告的
人，基本的观点都认为，AI 是工具而非
替代品。它可以替代简单的重复性劳
动，却无法替代人类通过阅读形成的
深度认知，亦无法替代人类通过阅读
实现的自我启蒙。在信息过载的时
代，主动阅读更像是一种“反算法”行
为，它要求我们慢下来，与文字背后的
思想交锋，在孤独中完成心智的成长，
最终完成“人之为人”的修炼。

物理学家霍金曾说，人工智能的

全面发展可能带来人类文明的终结，
除非我们学会如何规避风险。人类对
AI 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技
术发展速度与社会适应能力之间的落
差，尽管部分担忧带有未来主义色彩，
但不得不承认，人类与 AI 的博弈确实
是值得关注和警惕的。当下的人工智
能技术主流强调“人在回路机制”，其
意义在于强调人类深度参与和动态协
助的技术范畴，其核心在于通过人类
与 AI 的交互闭环实现协同决策、优化
模型性能并保障伦理安全。这就要求
充分发展人的主体性，而阅读且是深
度阅读正是其中重要环节。

换句话说，谁还能经受得住深度
阅读的磨砺，谁就能在未来的社会中
胜出。

今天，更需要深度阅读
张焱

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
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
家风建设，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领
导干部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从老
一辈革命家的家书中，既可以读到他
们的家庭故事，也可以了解他们涵育
美德的红色家风。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与后人总结归纳的家风特征
相比较，家书最能反映一个家庭的风
气。读《董必武家书》，可感知老一辈
革命家董必武自参加革命以来，始终
不忘初心，虽身居要职，但一生遵从
朴诚勇毅的家训，坚守清廉齐家之
道。其家风，可以归结为几个方面。

一是严守“打倒特权思想”的纪
律。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董必武经常收到
亲友来信，希望在北京任职的他能帮
助解决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时年7月，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
必武回信给侄子董良埙，声明党员必
须恪守党的政治纪律。在信中，他直
言，特权思想与党的纪律相悖，革命
的目的是要打倒特权，而不是要享受
特权。他认为，行政工作是为人民服
务，而不是为做官。他反复告诫家
人，凭借个人力量，以介绍方式去找
工作，是违反中央政策的。这些劝
诫，反映了老一辈共产党人对封建社
会宗法观念的抵制，打破了“一人得
道鸡犬升天”“封妻荫子”等思想，也
杜绝了家庭中不正之风的滋长。

二是锤炼“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
益”的党性。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董
必武正在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
贪污条例》的制定工作。1952年5月，
董必武写信给在湖北省茶叶公司工
作的堂侄董良新，鼓励他要争取成为
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并指出一名共
产党员最基本的党性就是“个人利益
服从革命利益”，在对初心使命的坚
守中实现个人梦想。同时，董必武认
为，作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还要不

断学习进步，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
领，切忌骄傲自满，因为自满是进步
最大的障碍。董必武时刻以党员
的标准严格要求家人，激励他们到
党和国家需要的地方干事创业、锤
炼党性。

三是倡导“与人民群众紧密结
合”的作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
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1953年12月，正值我国进
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时期，建立一
套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人民司法体
系尤为重要。彼时，任政务院副总理
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的董必武正
承担相关工作。董必武在写给外甥
王俊山请求调转工作的拒绝信中强
调，要端正工作态度，他说：“人民大
众的利益问题解决了，革命者个人
利益的问题也就在其中解决了。”除
了这封拒信外，“甘为民仆耻为官”
是董必武的名言，他始终认为共产
党员要做人民的“配角”，永远为人
民“跑龙套”，只有走“与人民群众紧
密结合”的道路，党和国家事业才能
长盛不衰。

董必武的嘱托和期盼，为子女等
亲属设立了严守党纪的家规“底线”、
涵养执政为公的党性“高线”以及“与
人民紧密联系”的工作“路线”。见微
知著，董老廉洁齐家、不徇私情、以身
作则的红色家风，是无数老一辈无产
阶级革命家作风优良的生动写照，是
党取信于民的历史经验，亦是党勇于
进行自我革命的榜样。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绵
绵发力，方能久久为功。家风建设是
党历经百年依然风华正茂的宝贵经
验，也是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的有力
抓手。新的时代，应进一步赓续老一
辈革命家清廉齐家的光荣传统和优
良作风。从这个层面来看，《董必武
家书》等记述中国共产党人齐家智慧
的书籍，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磨灭光
彩，而将随着时代的推进，常读常新。

红色家风 常读常新
——读《董必武家书》

田雨

暮春时节，在湖北省枝江市百里洲
镇长江江心的一座小岛上，岛上书店的
主理人陈木兰正为岛上书店新址——

“粮仓书屋”的启用忙得不可开交。在百
里洲，她更为人熟知的称呼，是爱读书的

“花姐姐”。
“别人办巡回演唱会，我们办巡回读

书会”
陈木兰曾在百里洲小学举办了一场

千人读书会，名为“岛上朗读者”。那天，
她请来各行各业喜欢读书的人：警察、医
生、作家、农民、主持人……他们穿着各
自的职业装站在孩子们面前，讲故事、朗
读、表演才艺。

读书会后，有孩子跑到书屋，对陈木
兰说：原来，医生做手术不穿白大褂啊；
当作家好像不难，我也可以！

这 不 是 读 书 会 第 一 次“ 走 出
去”。“乡村读书会就应该走出书屋，
到我们生活的土地中去。”陈木兰常
开玩笑说，“别人办巡回演唱会，我们
办巡回读书会。”

活动办得很务实——除了面向孩子
们，陈木兰还专门为在岛上工作的年轻

人、村里的留守妇女办读书会，讲书中虚
构的故事，讲岛上真实发生的历史。

也可以很浪漫——百里洲产砂梨，
春天，大家聚在梨花树下读书，春风拂
过，花雨飞扬，书声琅琅；夏日傍晚，风吹
麦浪，相约田野里读童话。

陈木兰把活动视频和图片发到网
上，吸引了许多远道而来的读者，有人每
周专程从江对岸坐船赶来，风雨无阻。

在岛上走得多了，陈木兰发现，很多
孩子没有一张自己专用的书桌，“饭桌、
板凳、床，孩子们趴在哪里写作业，哪里
就是书桌”。

于是，在各方支持下，“一平米阅读
空间”计划诞生。

“在有阅读需求的孩子家中，开辟大
约一平方米的空间，物质上，提供书桌、
椅子、书本、台灯等学习物资；精神上，开
展不定期阅读指导、心理疏导等。”陈木
兰说。

怎么确定受助的孩子？陈木兰决定
逐一走访。第一次去一个男孩家，邻居
们都说这个孩子顽皮，把村里的砖头都
翻了过来。

“为什么翻砖头？”“我在找蚯蚓。”
接着聊下去，男孩对动物的痴迷，让

陈木兰既惊又喜。随后，陈木兰为他量
身定制“一平米阅读空间”主题：动物科
普。一批精心挑选的书籍，让男孩爱不
释手。目前，借助社会力量捐助，“一平
米阅读空间”已累计帮助近100个孩子，
覆盖百里洲和周边其他乡镇。

“把物质的粮仓，变成了精神的
粮仓”

这些年，陈木兰在努力拓展岛上的
阅读空间。

百里洲镇刘巷村，陈木兰和团队在
村广场亭子里布置了书柜和书。几个月
后再去看，不仅一本书都没丢，还多了几
个花盆，是村民自发摆上去的，借阅手册
上也有借还书的登记。

在岛上的两家餐馆，他们也打造了
公共阅读空间。晚上，大人们在这里吃
饭，孩子们坐着翻书……“这在城市里或
许很常见，但在农村，实在是一幅动人的
画面。”陈木兰说。

过去在外工作时，陈木兰结识了四
面八方的朋友。回到百里洲后，她时常

收到捐赠。像一粒种子，6年间，岛上书
店接受了无数爱心雨露浇灌，开花结果。

去年起，百里洲镇政府着手清理一
处闲置粮仓，聘请设计团队重新修缮，作
为岛上书店的新店店址。4月22日，这
座“粮仓书屋”正式启用。

从“一平米阅读空间”到公共场所阅
读空间，岛上书店的“触角”不断延伸。

“我们把物质的粮仓，变成了精神的粮
仓。”陈木兰说。

岛上书店的旧招牌上曾有一行小
字：“从百里洲，到全世界”。那时，陈木
兰希望通过读书让孩子们看到丰富多彩
的世界。

今年春节，百里洲镇政府在渡口竖
立了一块大型广告牌：“从全世界，回百
里洲”——这原是一位名叫孙云周的农
民读者勉励陈木兰的，如今，每个回乡的
百里洲人，下了船就能看见。这是属于
他们的乡愁。

不远处，枝江长江大桥正加紧建设，
明年即将通车，届时，开车过江仅需5分
钟。不远的将来，这里与世界的连接将
更加紧密。

一座书店，成为“精神粮仓”
强郁文

在这个不疾不徐的午后，阳光透过
窗棂，斑驳地洒在我的书页上，仿佛连
时间都变得温柔而缓慢。我坐在这方
静谧的小天地里，手中紧握着一本泛黄
的书卷，心中涌动的，是对过往岁月的
感慨，也是对书籍无尽的热爱。正如高
尔基所言：“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在我这五十载春秋里，书籍不仅是知识
的源泉，更是灵魂的慰藉。

记得年轻时，我如饥似渴地阅读，
仿佛每一本书都能为我打开一扇新世
界的大门。那时，我偏爱那些激昂的文
字，如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
夫》，它教会了我“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

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
蔽罢了”这句话，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
我前行的道路，让我在挫折面前学会了
坚持与不屈。

岁月悠悠，转眼间，我已步入不惑
之年。如今的我，更偏爱那些能够触动
心灵深处、引人深思的作品。比如，读
余华的《活着》，每一次翻阅，都是对生
命意义的一次深刻反思。“以笑的方式
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这句话，让
我深刻体会到，即便生活给予我们再多
磨难，也要怀揣希望，勇敢地活下去。

书籍，这位无声的老师，用它独有
的方式，丰富了我的人生，拓宽了我的

视野。它让我明白，年龄不过是个数
字，真正让人成长的，是那些穿越时空
的智慧碰撞。正如苏轼所言：“旧书不
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在反复品
读中，我逐渐领悟到生活的真谛，学会
了与自己和解，与世界温柔相待。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电子屏幕
几乎占据了人们所有的空闲时间，但我
依然钟情于纸质书的温度。每当指尖
轻轻滑过书页，那淡淡的墨香，总能瞬
间将我拉回那些静谧而美好的阅读时
光。我想，这便是书籍独有的魅力吧，
它能让人在喧嚣中找到宁静，在浮躁中
寻得平和。

如今，当我再次翻开那些陪伴我走
过青春、步入中年的书籍，心中涌动的情
感，已不仅仅是简单的喜欢或敬仰，更多
的是一种对过往岁月的怀念，以及对未
来日子的期许。正如杨绛先生所说：“读
书不是为了拿文凭或者发财，而是成为
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我
想，这便是读书给予我最宝贵的财富。

岁月如歌，书香为伴。在未来的日
子里，我将继续我的阅读之旅，让书籍
成为我生命中最美的风景线。因为我
知道，无论岁月如何更迭，那份对知识
的渴望，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永远伴
随着我。

岁月悠悠，书香伴我行
薄纯娟

《月光蟋蟀》以独特的
视角、细腻的笔触和饱含
诗性的文字讲述了一个富
有童趣的人类和蟋蟀奇妙
邂逅的故事，为我们展现
了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世
界。作者将蟋蟀拟人化，
使 其 具 有 人 的 灵 性 与 情
思，在与人类共同生活的
曲折经历中传递生命真善
美的力量。全书洋溢着浓
浓的诗情，意境悠远，极具
艺术感染力。

王族曾创作大量反映新
疆自然生态和边防军人日常

生活的散文，他擅于捕捉细
节，从微观层面切入生活现
场，体察鲜活的经验和生命
的温度。他的散文有对高原
艰苦孤寂生活的长期守望，
有对边防军人内心的真切共
鸣，有关于情感和精神的本
质探寻。在入选第十七届精
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
秀作品奖的长篇小说《零公
里》中，王族以诗性的语言、
散文化的叙事手法，呈现出
极端自然环境下高原军人特
有的生存状态，记录下一系
列独特而震撼的戍边故事，
塑造了一组汽车兵英雄群
像，为“昆仑卫士”的精神丰
碑刻录下温情的注脚。

深描边疆卫士的精神世界

走进月光
认识两只有情有义的蟋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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