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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敕勒川（七）

每年四月二十三日是“世界图书与版权日”，也被称为世界读书日，

这一国际性文化盛事不仅是全球知识传播的重要节点，更是推动人类文明

演进与精神境界提升的重要机制。从个体维度观察，阅读行为承载着重构

精神家园的价值功能，于社会整体视域而言，阅读又是构成文明基因传承

的载体，并搭建起跨越文明对话的桥梁。

在信息化高度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浅层化阅读模式与知识获取的即时

性诉求，催生出文化传播的“快餐式”现象。尽管碎片化传播机制契合现

代社会的效率需求，但实证表明，该模式在文化内涵传递方面存在系统性

缺陷。人文阅读的本质意义在于通过深度认知互动，唤醒主体对文化遗产

的敬畏意识，进而有效推动社会文化生态的包容性发展。

作为阅读文化的上游知识链，地域文化研究工作的核心及价值，是对

文化资源的系统性发掘与理论化阐释，使其不仅有助于揭示文化的内在含

义，更能让文化在传统与继承的道路上实现创造性转化。文化研究的学术

实践使命同阅读行为，共同形成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双重机制，同时更拓展

了文化价值的辐射维度。二者协同作用，促使中华文化从典籍实现“公共

知识产品”的形态转换，共同构建起文明基因的存续机制与跨文化理解的

话语平台。

在着手编辑本期的“专题”栏目时，受其启发，挑选了几例能让我们

回到深度阅读的稿件，期与各位会员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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