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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成都国际诗歌周 3 月
15日-19日举行，供职于中国

社会科学院的青年诗人戴潍娜是参会
诗人之一。戴潍娜是江苏人，本科毕业
于中国人民大学，硕士就读于英国牛津
大学，后在人大取得文学博士学位。她
近年来高频率活跃于文坛诗会上，其自
成一格的文风引发多方关注，出版诗文
集《瘦江南》《灵魂体操》等。

成都国际诗歌周期间，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到戴潍娜。作为
一位具有广阔见识的新锐青年诗人，戴
潍娜对当下人类所处的电子化时代和
迅猛发展的科技浪潮，有深入而冷静的
思考。她认为，世界正在进行着自身的
电子化折叠，人跟人面对面的交流日渐
沦为“濒危艺术”。与此同时，人类的生
存空间却越来越小，“这一代人类虽然
上了太空，但生活中早已没有了应有的
美好空隙。人感到越来越孤独”。

技术与文学
将是漫长的较量

近一两年，戴潍娜重读一些推理小

说，感慨高智商推理只属于前现代，“那

时候人还没有躺在技术上睡觉，还在最

大限度发挥自身的智能和人性魅力。

然而这些在电子化世界里都失效了。

手机里就有一个人的一生，摄像头挤占

了全部想象的可能。三次元的真实感

在迅速蒸发，让位给二次元世界。人和

人的亲密感，泯灭得只剩下商业逻辑里

的‘亲’；每个人都在朝向机器飞快进

化，变成半人半机器的虚妄所在，只不

过各人进化速度不同罢了，有的人百分

之三十，有的人百分之五十……”

2023年春天引发全世界高度关切

的人工智能ChatGPT，自然也在戴潍娜

的观察和思考之内。她认为这项技术

在带来便利和实惠之外，也带来了焦

虑。“这一代人，正在迅速抛弃三维世

界。那些真实的触感、体验、人和人的

亲密关系都在蒸发。当人性，当我们自

身的节奏、世界的节奏都在发生变化的

时候，文学究竟是会跟着向前冲，还是

往后退，会以什么样的舞步去适应美丽

新世界的图景？技术影响了人性，文学

也会反过来渗透技术，这恐怕会是一场

漫长的较量。诗不是现实的追逐者，相

反，从屈原的《天问》到今天，它始终以

一种叫人惊叹不已的方式创造现实。

我依然在期待它会用一种隐秘之力，夺

回这个世界。”

生命
更需要感知的纯度和浓度

戴潍娜还想到，新的工具一定会带

来新的词，也可能是更简陋的词。“比如

众多网络流行语，恰恰反映出了感知的

贫乏。ChatGPT已经宣称可以写出流利

的剧本和诗歌，然而AI在创造睥睨人类

的优秀作品以外，更多可能带来的是猝

不及防的知识爆炸、伪信息甚至垃圾。

因而，‘拣选’这个动词，也成为了我最

近持续思考的一个关键词。”

为何是“拣选”？这曾经是千百代

诗人反复在做的一个动作——从万千

词语库中拣选、锤炼出极度精准的一

个词。“‘拣选’，未来也有可能会成为

人类最重要的品质和能力。”戴潍娜

说，“过去的艺术家身上非常重要的一

个动能是‘寻找’。《千里江山图》的青

绿色尤其稀罕，是因为材料昂贵；文艺

复兴之前很少能看到蓝色的画作，是

因为蓝色材料稀缺。现在我们已进入

到一个各种信息、各种材料扑面而来

的时代。在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未来，

人们最重要最迫切的工作，可能就是

从中拣选出真正有益的营养。网络上

的东西，可以迅速填补我们零碎的时

间，抵消掉我们原本的无聊、困惑，而

人生的很多价值和反思恰恰来源于这

些无聊和困惑。碎片信息消耗掉了我

们的注意力和情感浓度。然而生命不

只需要信息量，更需要生命感知的纯

度和浓度。人永远是需要深度感知、

深度连接的物种。”

用诗歌
重新连接这个世界的亲密

近些年来，戴潍娜敏锐地察觉到，

“无论是哲学界还是文学圈，大家都开

始重新关注亲密关系，重新回归到对情

感维度的珍视——毕竟生命的感知，

深度知觉，微妙荡漾的情绪，独一无二

的个体心灵，才是人区别于AI的珍贵

所在”。

当互联网带来更多撕裂的声音，还

有什么可以让我们重新建立亲密的连

接呢？她认为，“最终还是要回到诗歌，

古老又崭新的文学，去唤醒人性，去擦

亮我们锈蚀磨损的知觉，重新连接这个

世界的亲密。在诗歌中，我们辨认出爱

人与自己，并选择了自己度过人生各种

征战的方式。当我们投入诗歌的那一

刻起，过去、现在、未来同时改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3月15日，第六届成都国际诗歌周

正式开启。参会的诗人之一、《诗刊》主

编李少君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采访时，忍不住感叹成都的春天之美，

“我曾经写过一首诗，名字就叫‘春风再

一次刷新了世界’。很适合我的心情。”

近几年，全世界人类都遇到不小的

动荡，很多人的生活和思考方式发生了

不小的变化，敏锐的诗人们肯定也不例

外。李少君提到自己思考最深的一个词

是“情感”，“有一段时间，我埋头读书时，

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就是，伟大的人物

可以通过书本，与我们进行跨越时间的

对话。像李白、杜甫作品里传达出的那

些动人真实的情感，给了我很大的力

量。而且我突然发现，我此前读过的书，

突然融会贯通了。对古代人物的理解也

更深入了。比如对韩愈在儒学体系里的

价值。去年我集中写了一系列讨论人类

情感的随笔。我也思考到，人类的文明

能够传承下来，就在于文字和情感。”

2023年春天，ChatGPT的出现给文

艺创作带来了冲击。对此李少君有自己

的看法，“其实人类有很多的知识积累，

机器人可以做很好的整理工作。但是在

我看来，唯一的区别在于，机器人没有情

感，机器人可以写出很好的文章，但这个

文章是四平八稳的，缺乏人的微妙情感，

因而也很难感动人。而我们现在读杜甫

的诗，虽然诞生于1000多年前，但我们

仍然会流泪。总体来说，现在的我，对诗

歌‘情感’这个因素的作用有更深刻的体

会。我也认为，情感是人之成为人的根

本的证据，也是人类诗歌难以被人工智

能取代的重要一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身为优秀诗人的张执浩，参加过很
多诗歌周活动。但对成都国际诗歌周，
他印象尤其深刻，评价很高：“在我的眼
中，真正办得有特色、具有完备机制的，
只有成都国际诗歌周。成都有非常独
特的文化气息。它的温和、柔软、包容，
一直持续滋润着诗意。”第六届成都国
际诗歌周期间，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采访到从湖北入川的鲁奖得主、诗
人张执浩。

中国几千年
为什么一直在谈论诗歌？

第六届成都国际诗歌周的主题是

“终极关怀：人类的生命与生态”。对于

这个主题，张执浩说：“非常适合。大家

都知道，这几年全世界的人们，内心都经

历过震荡。人类生活的地球上，既存在

有形的战争，也存在着发生在我们每个

人内心深处的无形战争。发生在我们内

心的搏击，真的是时时刻刻都存在。”

“诗歌不仅仅是一种写所谓的分行

的文字，然后籍此标榜自己是一个诗人

的身份。我始终觉得，诗人应该在自己

所处的时代、在人类群体中，扮演着一

种其他群体无法替代的角色。回溯我

们中国的几千年文明，便能理解这一

点。在中国几千年的漫长文脉中，为什

么我们一直在谈论诗歌？为什么我们

愿意谈论诗歌？就是因为诗歌一直扮

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它能发出召唤

的声音，感知时代的变化。不管是李白

还是杜甫，抑或是李商隐、龚自珍，他们

都在身处的时代感受到自己的使命，发

出了不可替代的声音。”张执浩说。

优秀的诗人除了写诗，还善于读

诗、解诗。2023年春天，张执浩的古典

诗歌随笔集《不如读诗》由长江文艺出

版社出版。在这本书中，他诗意解读了
杜甫、李白、王维、李商隐、孟浩然、苏轼
等 16位大诗人的生平经历和诗歌写
作。作者将诗人与诗歌置于连续性的
诗歌史之中，以此梳理出一条延绵不绝
的中国诗歌发展脉络，为理解诗歌开辟
了新的路径。

诗歌
是灵魂伴侣，更是亲密战友

张执浩1965年秋出生于湖北荆门，

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武汉市

文联专业作家、武汉文学院院长、湖北省

作协副主席。他的主要作品有诗集《苦于

赞美》《宽阔》《高原上的野花》等，曾获得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

对于诗歌与自己的关系，张执浩坦

言：“诗歌绝对不是用来炫耀才华的工

具。对我而言，诗歌是灵魂伴侣，更是

日常生活中的亲密战友。如果我有诗，

那么我在迎接新的日子时就会充满信

心，精神很舒畅，积极向上。”

ChatGPT的出现，让很多人开始思

考，哪些文艺作品是机器人可以做到而

且可能比人做得还好的。张执浩也对

此充满关注。“就目前而言，我看了它写

的诗歌以后，是不担心它能抢诗人的饭

碗的。机器人在数据处理上非常强大，

但是在写诗方面，它缺少活人的语气。

诗歌本质上不是讲述故事，甚至也不是

表达情感，而是呈现故事和情感的‘声

音’或者说‘语气’。这个‘语气’是很虚

的东西，只有鲜活的个体才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张执浩

当ChatGPT也能创作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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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奖得主、诗人张执浩：诗歌能感知时代的变化

《诗刊》主编、诗人李少君：情感让诗歌难以被AI取代

戴潍娜(本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