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遵义医科大附院副院长傅小云：

让阅读成为健康“处方”
本报记者 周雅萌

《给忙碌者的病毒科
学》，由生命科学家王立铭
教授以优美笔触书写，颠
覆 大 众 对 病 毒 的 单 一 认
知。书中跳出“病毒即灾
难”的视角，揭示病毒与
人类、生物界的共生关系。

推荐理由

“人类对病毒的恐惧，往往源于
未知；而消除恐惧的方式，唯有科学
认知与理性共处。”在第30个世界读
书日来临前夕，全国政协委员、遵义
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傅小云以
这样一句话，概括了他推荐《给忙碌
者的病毒科学》一书的初衷。

这部由浙江大学生命科学专家
王立铭教授撰写的科普著作，诞生
于三年疫情的特殊时期。傅小云坦
言，书中对病毒与人类关系的颠覆
性解读，让他重新审视了医学与公
共卫生的关系：“我们习惯了将病
毒视为‘敌人’，却忽视了它在生
命演化中的角色，而人类与病毒的
关系，远非对抗一词可以概括。”

谈及病毒疫情带来的感悟，作
为曾在抗疫一线的医者，傅小云
说，公众对病毒的认知常陷入两极
——要么恐慌，要么漠视。“这本

书的价值，在于它用通俗语言解构
复杂的科学命题，比如病毒如何影
响生态系统、为何与人类长期共
存。它教会我们用系统性思维看待
问题，而非简单贴标签。”

为何选择在世界读书日推荐这
本书？傅小云的答案紧扣时代命
题：“后疫情时代，人们对健康的
关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科学
认知仍需深化。读书不仅是获取知
识，更是培养理性——当我们理解
病毒与生命的依存关系，就能更加
理性地去思考疾病后面的底层逻
辑。”

他特别提到书中对“动态平
衡”的阐释：“就像免疫系统需要
与病毒博弈才能更强健，人类社会
也需在发展中寻求与自然的平衡。
这种哲学层面的启发，正是科学类
书籍的魅力所在。”

关注04

Z世代还会沉醉于纸质书的墨香吗？
本报记者 熊曼 贺琰竹 李明栩

贵州省图书馆馆长彭银：

藏在古建筑里的中国文化宝藏
本报记者 周梓颜 王华 汪林静

在世界读书日的晨光中，当书
页翻动的沙沙声与春风共舞，我们
总在寻找那些能穿透岁月、直抵人
心的文字。在贵州省黔西南州册亨
县，一位扎根乡村教育公益十余年
的志愿者，以自身实践为无数家庭
点亮了亲子沟通的明灯。她就是周
蓓蕾——贵州省政协委员、贵州省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册亨县

“大山小爱”志愿者协会秘书长。
在推荐《孩子，把你的手给我》

时，她说道，这本书不仅是“父母教

育孩子的经典之作”，更是“所有家
长面临日常状况和精神难题的快速
指南”，呼吁更多家长通过科学沟通
技巧，建立与孩子间的信任桥梁。

从乡村图书馆的灯光到亲子沟
通的课堂，周蓓蕾用坚守证明，科
学的家庭教育理念，能让每一个孩
子“伸出手，打开心扉”。她告诉
我们，好的教育不是驯服，而是唤
醒；不是控制，而是帮助。希望更
多的家长在书中找到“把手交给
你”的勇气与智慧。

在短视频、碎片化信息汹涌的当
下，作为出生即浸润于数字信息技术
浪潮，深受智能手机、即时通信设备
等科技产物影响的Z世代，他们是否
还会沉醉于纸质书的墨香之中？在世
界读书日之际，记者走访多家图书
馆、书店等阅读空间，探寻新时代年
轻人独特的阅读观念与习惯。

周末，走进位于贵阳市的西西弗
书店，暖黄的灯光温柔地倾洒在整齐
排列的书架上，淡淡的油墨香弥漫在
空气中。记者观察到，店内近七成读
者为年轻人，他们有的倚靠书架专注
阅读，有的在咖啡区伏案书写笔记。

29岁的张女士带着5岁儿子穿梭
在书架间挑选书籍。“周末我更愿意
带孩子沉浸在纸质书的世界里。”张
女士将绘本递给孩子时向记者说道，

“翻开书页时的触感与油墨香，能让
人快速摆脱短视频的干扰，静下心
来。对孩子而言，在书店自由挑选书
籍、主动探索知识，远比被动接收电
子设备推送的信息更有意义；对我来
说，这也是难得的亲子互动时光。”

踏入贵州省图书馆，浓厚的书香
气息扑面而来，书架间、阅览区坐满
了沉浸书海的读者。刘女士正专注寻
找感兴趣的书籍，“我始终认为纸质
书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至少没有离
开过我。”刘女士表示，“纸质书承载
的不仅是文字，更是一种沉浸式的阅
读享受。我喜欢纸质书带来的独特体
验——指尖摩挲书页的触感，油墨的
清香，这些都能让心灵瞬间沉静下
来。”

除日常阅读外，刘女士还是读书
分享会的常客，“每月或每两到三个
月，我就会参加一次读书分享会。大
家聚在一起既可以聊书籍，也可以交
流心得，能拓宽视野，更是一种精神
享受。”她还分享了去年在地铁上的
见闻：“当时一位年轻乘客专注看书
的模样令我惊讶，我问他为什么能在
这么嘈杂的环境下如此专注，他说

‘我更关注的是书籍内容本身，并不
是环境’，这句话让我感触颇深。”

在贵州大学北阿拉巴马国际工程
技术学院4楼休闲区，午后阳光透过
玻璃幕墙洒在原木色书架与布艺沙发
上，营造出静谧的阅读氛围。

21岁的大三学生毛世俊在与记者

交谈时表示，自己比较喜欢读纸质
书，在他看来，纸质书本身就是一种
自然的社交媒介。“我和朋友有时会
偶然间共读一本书，这种不期而遇的
感觉很奇妙。不同的阅读体会，为我
们的交流创造了契机。”

21 岁的大三学生楚昭涵告诉记
者，“我正在重读《围城》，这本书表
面讲述婚姻中的情感纠葛，但实际上
是现实生活的映射，书中‘婚姻仿佛
一个金色的笼子，外边的鸟想住进
去，里面的鸟想飞出来’这一经典语
句，折射出人们在学习、生活中患得
患失的挣扎状态，启示我们应专注当
下，将眼前之事做到极致。”

楚昭涵说，即便电子书带有护眼
模式和笔记功能，但是长时间阅读易
造成眼睛疲劳，而纸质书便于随时记
录感悟、勾画金句。而且读纸质书的
时候，代入感比较强，能让整个人的
身心平静下来。比如说比较浮躁的时
候，去读纸质书就能冷静思考一些问
题。

21岁的贵阳职业技术学校大三学
生吴凤领也一直保持着阅读纸质书的
习惯。“我一般会在早上和晚上抽出
一些时间来阅读，最近对《西游记》
特别感兴趣，正在读这部经典名著。
和电视剧相比，原著的文字描述给我
带来了截然不同的体验。”

吴凤领告诉记者，她很享受阅读

纸质书时那种安静的氛围，沉浸在文
字间的过程本身就很治愈。每一次翻
开书页，都是一场全新的探索之旅。

“这本书是我从图书馆借的，这上面
还有不同读者的阅读痕迹，这些批注
和笔记，让我觉得像是在与素未谋面
的书友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
种以书会友的感觉特别有意思，也让
阅读有了更温暖的意义。”

对于职场人士李女士而言，图书
馆和书店是她打破信息茧房、提升自
我的重要场所。在书店安静的阅览
区，她正认真阅读一本专业书籍，

“长时间面对电脑屏幕，思维容易固
化，而书籍能让我与不同的作者‘对
话’，接触多元观点。”李女士分享
道，读书不仅拓宽了她的信息获取渠
道，还培养了快速抓取关键信息的能
力。在工作中，她常能将书中所学灵
活运用，例如从“优势视角”理论中
汲取灵感，以更积极的态度看待和解
决问题。她强调，纸质书带来的深度
阅读体验，是电子书难以替代的。

记者走访发现，在图书馆、书店
的自习室里，许多年轻学生正专注阅
读专业书籍、做笔记；书店的阅读
角，年轻人捧着纸质书静静阅读的身
影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尽管电子
书以其便捷性在数字时代占据一席之
地，但纸质书凭借其不可替代的质
感、沉浸式的阅读体验，依然在Z世

代的阅读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
如今，阅读于Z世代而言，早已

超越单纯获取知识的范畴。它既是对
抗碎片化信息洪流的精神锚点，帮助
年轻人在快节奏的生活中沉淀自我、
保持清醒；也是连接彼此、共享思想
的社交纽带，让阅读成为一种充满活
力与温度的文化生活方式。

延伸阅读

什么是Z世代
Z 世代是一个网络流行语，

也指新时代人群。
Z 世代，也称为“网生代”

“互联网世代”“二次元世代”
“数媒土著”，通常是指1995年至
2009年出生的一代人，他们一出
生就与网络信息时代无缝对接，
受数字信息技术、即时通信设
备、智能手机产品等影响比较
大。

“Z世代”成长在互联网和社
交媒体蓬勃发展的时代，具有鲜
明的个性特征、独特的消费观念
和价值观，善于利用科技进行社
交与生活。因此，他们的阅读方
式与其他代际的阅读人群有着大
不同。

4月 20日，25岁的农武笑戴上
耳机，点开喜马拉雅听书软件，在
去图书馆的路上听着自己正在追的
网络小说。“这种利用碎片化时间听
书的方式，从我高中开始，算下来
已经是10年的习惯了。”农武笑说。
这一场景，正是“Z世代”新阅读方
式的画像。

2010 年被称为移动互联网元
年，“Z世代”成长在互联网和社交
媒体蓬勃发展的时代，具有鲜明的
个性特征、独特的消费观念和价值
观，善于利用科技进行社交与生
活。因此，他们的阅读方式与其他
代际的阅读人群有着大不同。

作为互联网原住民，“Z 世代”
是数字阅读的主力军。2024年环球
时报研究院与阅文集团联合发布的
《Z 世代数字阅读报告》 数据显示，
2023年 Z世代用户全年在读作品数
达到28部，平均每天阅读时长达83
分钟。其中，晚上11点、晚上10点
和中午 12 点是阅读高峰期。“Z 世
代”倾向于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在

一个具有社交性质的互动空间里进
行快速阅读，并期待在阅读中用最
短的时间获取最大的信息量，同时
希望在阅读的过程中获得娱乐的体
验。

“我在微信读书上读完了海明威
的《永别了，武器》，随手就把自己
的阅读体验分享在喜欢的段落下
面，过几天一看，有很多网友评
论，和我产生了共鸣。”在农武笑看
来，互联网给自己的阅读生活带来
了更多可能性。除了在行走、吃饭
等碎片化时间在听书软件等平台阅
读大量文本，还可以通过“微信读
书”等手机阅读软件与其他读者就
书本的某个章节内容进行互动。这
种社交共读的方式，让阅读不仅是
个人的体验，还成为了一种与他人
交流、分享的社交活动。

《第二十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
结果》显示，数字化阅读深入成年
国民生活，听书和视频讲书等新兴
的数字化阅读方式受到越来越多的
成年国民喜爱。随着数字阅读平台

的蓬勃发展，Z世代的阅读方式也发
生了值得关注的变化。一边看书一
边评论所打造的“社交共读”场
景，激发了年轻人的阅读热情。《Z
世代数字阅读报告》显示，2023年Z
世代在作品中的评论总数达 1.89 亿
条，总字数为40.8亿，相当于约25
万本《论语》的规模。

睡前半小时，农武笑总会习惯
性滑动抖音推荐页，观看“说书”
博主对经典小说的解读。通过博主
的精彩讲解，读者很快就能明白书

本的主要内容。“这种可视化的解读
方式，比单纯文字更能抓住注意
力。”农武笑坦言，这类时长控制在
5分钟左右的说书视频，成为他结束
一天的“知识代餐”。

如今，“Z世代”的阅读方式已随
着互联网浪潮而被重塑。从听书软件
的声画结合，到读书平台的实时互
动，再到短视频软件的阅读创新，“Z
世代”早已打破传统纸质阅读的边
界，拼贴出数字时代的立体化阅读图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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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小爱”志愿者协会秘书长周蓓蕾：

孩子，把你的手给我
本报记者 陈伟豪 李明栩

“我觉得在旅游当中不仅仅是
去看风景，更是去看文化，文化不只
是看建筑的外表，还可以通过建筑
了解它的民俗。”贵州省图书馆馆长
彭银介绍，随着凝聚民族智慧的中
国古建筑离人类生活越来越遥远，
读懂古建筑，就显得尤为重要。

随即，她轻轻翻开手边名为
《有趣的中国古建筑》的书籍，向
记者进行了推荐。

“我们在旅游中会遇到很多的
古建筑，但是因为古建筑它有很多
建筑术语，对于很多人来说晦涩难
懂，但这本书是面向6岁以上的人
群，即便是建筑界不太懂的人，通
过看了这本书以后，都可以在以后
的生活中，对身边的古建筑有深一
步的认识。”

翻开《有趣的中国古建筑》这

本书，可见作者从古建筑的屋顶样
式，屋顶的脊饰再从古代的窗户讲
到四合院、亭、台、楼、阁、塔等
内容，详细介绍了古建筑的演变史
和背后的传统文化、趣味知识。

书中有令人惊艳的仙人走兽、
飞檐翘角、雕梁画栋等图画，知道
每一块瓦、每一寸木头、每一抹色
彩在古建筑中的作用，及其所承载
的历史、文化和古人智慧。

贵州作为少数民族大省，其建
筑极具特色。谈到贵州的古建筑，
彭银赞道，“贵州古建筑保留得很
好，尤其是我们传统民居保留得非
常多，这份传承对我们贵州不管是
文化传承也好，还是旅游也好，我
觉得都是非常有益的。让我们全国
各地甚至世界上的人到我们贵州来
发现我们民族文化的美。”

我推荐《有趣的中国古建
筑》一书，文化遗产是历史留给
人类的财富，古建筑的保护尤
其重要，翻开《有趣的中国古建
筑》这本书，可见古建筑的屋顶
样式，屋顶的脊饰，再到亭、台、
楼、阁、塔等内容，详细介绍了
古建筑的演变史和背后的传统
文化、趣味知识。

推荐理由

数字阅读：期待用最短时间获取最大信息
本报记者 明雪

《把你的手给我》这是一本
教会大家与孩子沟通的书,能够
让父母掌握语言的艺术,跟孩子
们建立更好的关系。当您在和
孩子们相处的过程中，遇到一
些让你觉得有些棘手的问题
时，可以查询这本书进行咨询,
它能帮助你跟孩子一起共同去
解决,获得孩子的信任,建立更
好的亲子关系。

推荐理由

阅
读
的
乐
趣
。

读者在贵州图书馆（北馆) 阅读电子书。张晖 摄

读 者 正
在使用电子
借阅机等借
阅图书。
罗兴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