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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炎炎，总渴望找到一处清凉之地，其实只需一本书、一杯茶，便可
开启一段宁静而美好的夏日阅读时光。走进我市的图书馆、书店、社区书
屋等，处处都能看到不少市民沉浸在阅读之中，于文字间静享夏日清凉。

《全球史的九炷香：哪

吒 龙涎香与坦博拉》
[新加坡]杨斌 著

中信出版集团

从哪吒的历史到龙涎香与海贝的采
摘、坦博拉火山的喷发，本书紧紧围绕

“跨文化的互动”，详细阐释九个案例，空
间覆盖亚欧大陆与太平洋、印度洋，时间
则跨越上下五千年，其主题包括海洋史、
物质史、贸易史、科技史和艺术史，背后
的关键词是“流动”，在流动中呈现出全
球史研究的特性。（转载自《西安日报》）

近日北京大学图书馆发布《2024
学生阅读报告》。该报告以翔实数据
与鲜活案例，勾勒出燕园学子沉浸书海、
以阅读丈量世界的学术图景，为书香校
园建设与全民阅读推广提供高校样本。
这份兼具理性分析与人文温度的报告，
不仅展现了北大学子“读万卷书”的治学
精神，更折射出高校在传承文化基因、培
育创新人才中的使命担当。

北大图书馆于2025年3月开展的
线上阅读调查覆盖全校31个院系，回
收有效问卷1508份。报告显示，北大
在读生中，本硕博阅读量随学业层次
提升呈阶梯式增长，博士研究生年均
阅读图书超35册，周均阅读论文近6
篇；60%—75%的阅读时间投入专业领
域，教材、学术文献构成知识体系基
石。尽管学业压力与日俱增，仍有
62%的学生坚持每日阅读1—3小时，
假期阅读时长较学期中提升15%，“阅
读马拉松”成为燕园学子的独特风景。

作为学术探索的起点，课程阅读
在北大呈现鲜明的“问题导向”特征。
北大艺术学院丁宁教授开设20年的通
识课《西方美术史》堪称典范，其“知识
饱满、专业准确”的选书原则，通过达·
芬奇《岩间圣母》的地质学分析、马奈
画作与左拉文学的跨媒介关联等案
例，引导学生从文学、哲学、科学等多
维度解码艺术文本。课程激发的学术
灵感令人惊叹：生命科学学院学生从
植物图谱切入，破解画作中的生物密
码；法学学子追溯“持剑女性”形象演
变，重构法律与艺术的对话场域。正
如丁宁教授所言，通识阅读的价值在
于“让经典成为对话者”，为不同学科
学生提供知识重构的可能。

在知识获取方式上，智能化阅读
渐成新常态。调查中，62%的受访学生
借助AI工具辅助学术文献阅读，主要
用于提升效率与跨语言翻译，彰显数
字时代阅读方式的创新变革。艺术学
院丁宁教授的课堂实践印证了这一趋
势：在讲授达·芬奇《岩间圣母》时，学
生借助AI图像分析技术，从地质学视
角解构画作中岩石的肌理与色彩，催
生出多篇跨学科研究论文，展现了技
术赋能下学术视野的无限可能。

阅读正以更鲜活的形态融入校园
生活。2024年，北大图书馆总馆入馆
量突破230万人次，中文系、外国语学
院、历史学系位列借阅量前三甲，彰显
人文社科领域的阅读热度。而在学生
社团儒行社的读书会上，哲学义理与
文字考据交织，古典智慧与现代思考
碰撞。社团成员在共读《论语》《庄子》
时，既有专业研究生领读疏通文脉，又
有跨学科提问直指思想本源。这种

“专业带读+自由讨论”的模式，让古籍
经典从书斋走向生活，有社员感慨：

“在思想碰撞中结识的挚友，比任何功
利性社交都珍贵。”

面对数字时代的阅读变革，北大图
书馆持续创新服务模式：从优化馆藏资
源到推广AI阅读工具，从打造沉浸式
学习空间到支持社团文化共建，一个立
体化的书香育人体系正在形成。正如
报告所言，这份调研报告犹如“管中窥
豹”，却足以管窥当代青年对知识的虔
诚与热忱。这份聚焦高校阅读生态的
报告，不仅为书香校园建设提供实践参
照，更通过展现青年学子的阅读风貌，
为全民阅读注入高校力量，让书香从燕
园蔓延，成为文明传承的时代底色。

（转载自《中华读书报》）

北京大学发布
2024学生阅读报告

62%北大学生坚持每日阅读
1—3小时，假期阅读时长提升
15%

书店里的“书”式生活

7日，记者在海勃湾区公园南路上的一
家书店看到，店内显眼位置摆放着大量畅销
书籍，外国名著、文学小说、少儿绘本等各个
年龄段的读物应有尽有，前来看书、购书的
人络绎不绝。在书架旁，不少孩子席地而
坐，捧着喜爱的书籍认真阅读，还有不少学
生带着教辅资料来自习，充分利用周末时光
充实自己。

吴炳添，一名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他说：
“书店里的书类别多样，我每个周末都会来
书店看书，在这里可以了解很多知识和故
事。”正在帮孩子选书的董兵也告诉记者：

“孩子平时学习紧张，只有周末才有时间来
书店，而且多读书才能拓展更多课外知识。”
记者发现，这里的读者不光是年轻人，还有
不少老年人。今年67岁的王改花是一位老
读者了，她喜欢到家附近的书店读书。“书店
环境好，读书氛围浓，闲暇时我就喜欢多看
看时政书籍，了解国家时事，提高自己的思
想水平。”她说道。

在海勃湾区新华街上的另一家书店，红
色书籍颇受欢迎、销量喜人。书店相关负责
人表示，党政图书近年来颇受读者关注，销
量也越来越好。尤其是入夏以来，来书店读
书、买书的人明显增多，人流量的增加也有
效带动了各类图书的销量。

图书馆里的“书香”夏日

走进图书馆，也是不少市民青睐的“消

暑方式”，他们与书为伴，在图书馆里过一个
静谧凉爽的“书香”夏日。

几乎每天下午，家住海勃湾区建北小区
的李莉都要带着6岁的女儿到市图书馆的
少儿阅览区读书。“在凉爽安静的图书馆里，
我和女儿一起畅游书海、感受书香，特别惬
意。”李莉告诉记者，她喜欢这种与书为伴的
下午时光。

中学生张璟舒待在图书馆的时间就比
较长了，她来图书馆看书还会带上笔记本
和笔，阅读对于她来说不只是休闲放松，而
是一种有效的自学方式。“家里的书虽然
多，可都看完了，图书馆的藏书品类数量更
广更多，能学到的知识也不一样，而且这里
很安静，适合学习。”张璟舒告诉记者，一到
周末她最快乐的事便是在图书馆里学习和
阅读。

在海勃湾区图书馆的自习室里，坐满了
前来学习的市民，其中大多数都是学生。“我
喜欢这里的学习氛围，就像坐在教室里一
样，更加专注、更加努力，而且这里还有很多
藏书和期刊报纸，查阅资料也很方便。”高一
学生梁浩宇告诉记者。只要有空他就会来
这里。

据了解，为满足广大市民的需求，市区
两级图书馆还增添了不少便民举措，让读者
拥有更好的阅读体验。同时，图书馆还充分
利用新技术、新理念，在无线网络全覆盖的
基础上，做到线下纸质书籍与线上数字资源
整合统一，让阅读无障碍，更便捷、更普及。

最是“书香”静心灵

“自己爱读书，孩子也就爱读书，言传

不如身教，父母拿起书本阅读，是激发孩
子阅读兴趣最有效的方法。”刘娜有一双
儿女，她和爱人一致认为培养孩子爱读书
的习惯是非常重要的。于是，他们一家在
立夏那天开启了“最是书香静心灵”的读
书计划。

“父母是孩子的榜样，当我们放下手机，
捧起书本的时候，孩子们便也会凑过来有样
学样，在亲子共读的过程中，我们会抓住孩
子的兴趣点，结合书中内容与他们交流心得
与感受，这样不仅能帮助孩子有效理解，还
能进一步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并逐渐养成
阅读习惯。”刘娜告诉记者，每天他们一家人
都要在晚饭后走进书房阅读。

张强和爱人同样也是书迷，他家客厅有
一个巨大的书架，摆放在沙发后面，阅读对
于他们来说那是随手一拿就能进行的事。

“我们俩既会整本书阅读，也会进行一些碎
片化阅读。这种阅读习惯从小养成，并一直
受益。”张强告诉记者，他们不仅天天都会阅
读，还经常就一些书中的内容进行讨论，这
些与阅读有关的家庭活动，让他和爱人不仅
在工作中有所精进，也让他们的家庭关系更
加亲密和谐。

据了解，我市像刘娜和张强这样喜欢读
书的家庭越来越多，书房、读书角几乎成了
每个家庭的“标配”。不管是耄耋老人，还是
稚子幼童，他们都喜欢与书为伴。

正如古人所说：“无事常读书，一日是四
日。若活七十年，便活二百八十。”古人眼里
的读书，很质朴、很可爱，记者在采访过程
中，那些爱读书的市民都说，读书的目的就
是用来超越一个人个体经验的限制，读书能
让生命充满更多活力，即使在炎炎夏日，内
心也能保持一片清凉。

在海勃湾区林荫街道党群服务中心，藏
着一家占地 100 平方米的小型“图书
馆”——社区书屋，这里拥有一万余册图书，
占了足有半个屋子。另外，这里还能与市图
书馆、海勃湾区图书馆实现“通借通还”，让
附近居民在家门口便能享受海量图书资源，
以及便捷优质的阅读服务。

“我家老大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给
她买了一套系列漫画书。那时候起，我就没
有逼她读那些所谓‘有用的书’，反倒还鼓励
她一定要读喜欢的书，哪怕一次只读几页，
读着开心就好。后来，我还常带着女儿来社
区书屋读书、借书。”记者走进这间社区书
屋，居民邬丽霞正在向其他居民分享自己和
女儿与这间书屋的温暖故事。“只要女儿爱
读、能读进去，我就支持她、鼓励她，她就是
这样喜欢上阅读的，这对她后来的求学和生
活都有很大帮助。”邬丽霞分享道，对孩子的
阅读启蒙，可以从他们的喜好入手，常带着
孩子走进像社区书屋、图书馆、书店这些阅
读氛围浓厚的地方。

“每周这里都会举办一场读书活动，我
几乎场场都参加。从最初的凑热闹，到现在
两年多的时间，我已经在这里爱上了读书。”
家住依林E区的王莉莉告诉记者，家门口的
这间社区书屋就是她的“文化充电站”。除
了系列读书活动外，社区书屋还经常举办其
他学习活动。“我听过退役军人、道德模范的
宣讲，有时他们还分享一些先进事迹，我听
到的、学到的特别多。”王莉莉告诉记者，她
儿子一放假就会来这里读书、写作业、参加

社会实践活动。“这里能辅导作业，还有实践
课堂，是依托社区书屋开展的‘七彩公益课
堂’，就是为社区未成年人量身定制的多形
式的特色课堂。”图书管理员高霞告诉记者，

“七彩公益课堂”已经在社区书屋连续开展
了3年，累计为辖区300多名未成年人提供
学习阅读服务。

据了解，2013年8月，海馨社区打造了这

间社区书屋，并配备了门禁、自助借还书机、智
能书籍杀菌机、超星阅读机等基础设施。书
籍内容涉及党史教育类、时政类、家庭健康
类、儿童读物等各方面，常年对外免费开放，
为居民提供便捷的阅读环境。2021年，成
为海勃湾区图书馆分馆并实现图书“通借通
还”；2023年5月，被评为乌海市2022年度

“全民阅读·书香乌海”先进集体。

“家门口的书香世界”③
让每一场阅读活动走进居民心里

本报记者 姜瑜文/图

与书为伴，静享夏日清凉
本报记者姜瑜

《骨谜：人类骨骼的

考古故事》
张全超 编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众所周知，考古发现的遗迹和遗物为
我们展现了古代文明之美，然而其中有一
种东西，它蕴含着巨大的信息量，对它的解
读，能直接复原古人的生活，考古现场如果
发现它，必定会引发轰动效应，那就是人
骨。它虽然重要，但在公众看来毕竟不如
其他考古发现那样喜闻乐见，大家更是对
它充满了敬畏甚至是恐惧。本书为吉林大
学考古学院从事考古和体质人类学的师生
共同编写的一部科普作品，通过四个章节
的20篇文章，从不同的观察角度，对这种
特殊遗物进行了科学解读，涉及的内容形
形色色，宛如破案，抽丝剥茧。内容包括古
代开颅术、骨骼上的刀伤、墓葬中的骨癌少
年、古代盗墓者的火并、古人文身、缠足女
性、奥茨冰人等等。每篇文章配合图片，专
门讲述一个话题，从考古发现入手，运用体
质人类学，结合考古学、民族学等，复原古
人的生活细节。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提供）

《古埃及文明》
金寿福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如此形容
古埃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多的
令人惊异的事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
这样多的非笔墨所能形容的巨大业绩。”
埃及学研究学者金寿福以四十余年研究
为基础，结合最新的学界研究与考古发
现，借助古埃及人留下的丰富文字、图画
与实物，带领读者重新认识一个更为真
切的古埃及——从文明的兴起、国家起
源与制度，到经济、宗教信仰，再到象形
文字、金字塔……全景式展现神秘瑰丽
的古埃及文明。（转载自《北京日报》）

书屋一角。

海勃湾区林荫街道海馨社区的社区书屋。

读书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