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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选粹】读书不拘形式，学习改变人生

编者按：

日渐长，风正暖，春天正是读书好时节。在数字化阅读日益普及的当下，有人习惯于手不
释卷，在纸质书卷中感受阅读的魅力；有人钟情于视听兼备，在数字化世界里享受读书的乐趣。
无论形式如何，读书本身就是一件开阔的事情。顺境时读书，会赋予你奋进的力量和清醒的思
考；逆境时读书，能带给你更多慷慨与辽阔。世界读书日是一次阅读的提醒，从这里，我们既
能向外看见更开阔的世界，更能向内看见一颗与世界同样宽广的强大内心。

读书不拘形式，学习改变人生
题目即观点，对仗工
整。

①在草长莺飞的暮春时节，第二十七个世界读书日如约而至。
从网络电商的购书促销，到书店出版社组织的读者见面会，再到互
联网阅读平台开展免费阅读活动、图书漂流、知识竞赛，各地组织
开展了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节日的一大意义在于营造仪式感，提
供一个审视生活、反思自我的难得契机。一年一度的读书日，关键
不在于计较这一天里读了多少书，而在于能否重新认识平日的阅读
习惯。

开篇由世界读书日引
出“阅读”这一话题。

②开卷有益，读书可以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启迪智慧……每
一条意义都耳熟能详，但未必每个人都会将阅读付诸行动。你有多
久没坚持读完一本书，你是否常常买书而不看书，你是否还会郑重
地读一本专业书籍……人们常常纠结于这些问题，但未必明确这为
何重要。首先澄清“什么是书”，或许是更好开启阅读的前提。

③从龟甲木椟，到兽皮贝叶、线装卷轴，再到电子书籍，知识
的呈现形式因时而异。进入数字时代，书的形式愈发多样，阅读的
方式也不拘于前。从载体看，纸质书与电子书的争论背后，有人喜
欢墨香的安然，有人钟情屏上的便捷；从形态看，大部头与碎片化
的热议背后，有人坚持花时间埋头于卷帙浩繁，有人则习惯了即时
刷取的轻量阅读；从感官看，有人只接受看书、读书，有人则选择
听有声书。多样的读书体验，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标准答案。

④阅读方式的变化折射出社会生活的变迁。一方面，科技赋能，
为阅读带来了更丰富的形式；另一方面，在忙碌的生活里，人们试
图通过轻阅读、全程化阅读等方式为读书留下一席之地。的确，在
现代社会，阅读的紧迫性并未减弱，唯有不断阅读才能更新知识，
赶上瞬息万变的社会发展。从获取信息、认识世界的角度看，参与
在线课程、网络讲座、有声图书馆也是一种读书，知人论世、读无
字之书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2021 年，《论语》在阅文平台上阅读
人次达 3 000 万，超 8 成以上的读者年龄在 30 岁以下。当“书”的
含义不断拓展，我们不妨更加关注知识的获取方式及内容。

⑤读书即学习。有声书未必没有深奥的知识，碎片化阅读并非
一无是处，即便如短视频里也未必没有鲜为人知的世界。学习无处
不在，关键在于，不同层次的知识该如何建构我们的精神世界？奇
闻异事，忙时可供消闲；新闻资讯，了解时事热点；工作指南，掌
握一技之长；历史文化，磨炼思考能力；人生智慧，破解成长难题……
身处现代社会的复杂个体，往往拥有多重身份、肩负多重使命，似
乎每一类知识都有独特的价值。如何在有效时间里让学习更有意义，
是每个人必须回答的考题。

读书体验的多样性和
阅读方式的变化折射
出社会生活的变迁。

⑥从为了一本新书而在书店门口彻夜排队，到随时获取海量信
息，知识爆炸时代的阅读不再是“是否有书”的问题，而是“如何
读好”的问题。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不少简单重复的工作

知识爆炸时代的阅读
面临的难题：不是“是
否有书”的问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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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会被算法与机器取代。所以，读书肩负着“重新发明自己”的
重任，在猎奇大千世界、在关注冷门知识之外，更需着眼于锻炼自
己的思考力与判断力，在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中完成心灵的滋养与
精神的锻造。令人欣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作家在创作好书。从
阅文平台公开的 2021 年信息中我们看到，新增作家中 95 后的作家
超过 80%。

是“如何读好”的问
题。

⑦载体在变，方式在变，内容在变，但学习规律不会变化。“不
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的积累始终重要，“书山有路勤为径”的刻
苦永远关键。无论是书本、杂志，还是音频、影像，抑或是论道、
问学，只要深入人心、启迪思考，就不失为好的阅读。在坚持不懈
的阅读中拓展思想的深度、挖掘人生的厚度，这应当成为世界读书
日给我们的启示。

深化观点，升华主旨。

来源：2022-04-23 人民网 作者：郑岩

【时代警语】
“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的积累始终重要，“书山有路勤为径”的刻苦永远关键。无论

是书本、杂志，还是音频、影像，抑或是论道、问学，只要深入人心、启迪思考，就不失为好
的阅读。

【思维串联】

【考点精练】
1.在下面一段文字横线处补写恰当的语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连贯，内容贴切，逻辑严

密。每处不超过 15 字。
进入数字时代，书的形式愈发多样，  。从载体看，纸质书与电子书的争论背

后，有人喜欢墨香的安然，  ；从形态看，大部头与碎片化的热议背后，有人坚持
花时间埋头于卷帙浩繁，有人则习惯了即时刷取的轻量阅读；从感官看，有人只接受看书、读
书，  。多样的读书体验，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标准答案。
2.读写一体化训练（开放性试题）

最早提出“轻阅读”概念的，是上海文化出版书社。当时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王肖练曾经就
“轻阅读”一词作过一段很精彩的诠释，他说：“‘轻阅读’是轻松的阅读，轻快的阅读，轻
灵的阅读，‘轻’不是没有分量，‘轻阅读’是另一种重质感的阅读。”但一些纯文学界的评
论者，一些有一定资历的作家，会觉得“轻阅读”是对传统阅读的解构，是对严肃文学的不尊
重。对此，你有什么思考和感悟呢？不少于 500 字。

http://opinion.peop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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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解析老师：河南省郸城县第三高级中学 钱露露）

【相关链接】
阅读，用心灵体味世界

4 月 23 日是世界读书日。每逢这一天，很多人会情不自禁地吟起莎士比亚的名言：“书
是全人类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
膀。”还有人想起歌德的名言：“读书是与高尚人的谈话。”今年的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一系列活动，鼓励世界各地的人们探索新的阅读话题和阅读形式，享受阅
读的快乐。

阅读是用心灵体味世界的方式。挪威奥斯陆大学文学、认知和情感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得
出结论，长期以来，人们将阅读当作保障心理健康的有效途径，通过阅读探索未知领域，感受
作家勾勒的世界，发现与自身处境相似的问题，通过阅读分享形成认同。

世间常有这样的现象：越是面临困难挑战，越需要从阅读中启迪智慧；越是感到现实的孤
独，越需要从阅读中寻找慰藉。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的当下，很多国家民众阅读需求趋增。
“全球英语编辑”网站的一项调查显示，全球 35%的人阅读时间增加，14%的人阅读时间显著
增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在全球大部分学校关闭、人们被迫限制外出的时刻，书籍在
消除孤独、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扩大人们的视野及激发思维和创造力方面的力量，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要强大。”

在笔者工作生活的比利时，阅读被许多人视为生活的必需品。即便在防疫措施最为严格的
时期，书店始终向读者敞开大门。一家书店的老板约翰·欧文观察到，一些关于人类文明、大
流感等题材的书籍销量大增。有人认为，阅读能够帮助人们理解世界，从而更好地应对当下、
创造未来。

“书籍是最有耐心和最令人愉快的伙伴，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刻，它都不会抛弃你。”英
国作家史美尔斯的评述，也是一种阅读价值解读。数字时代，电子书、有声书方兴未艾，阅读
方式在人们的不断创新中更加多样。只要人类依然抱有探究世界的渴望、存有寻求心灵慰藉的
需要，阅读的价值就在那里。

世界读书日，鼓励人们爱读书、多读书、读好书，是涵养文化、培育文明的一种努力，是
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

（来源：2021-04-23 《人民日报》 作者：张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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