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读2023年12月29日 星期五 责编 叶红 版式罗梅 校对 汪智博14

余华刘震云共同推荐
独特的思索与见识交融字里行间

杨庆祥，80后，现为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是近些年表

现抢眼的青年文学评论家。他的主要

作品有批评集《80后，怎么办》《社会问

题与文学想象》《新时代文学写作景

观》，诗集《我选择哭泣和爱你》《世

界等于零》，文学随笔集《一种模仿

的精神生活》等。主编有大型青年

作家研究丛书“新坐标书系”；科幻

小说丛书“青科幻系列”等。2022年8

月，杨庆祥以作品《新时代文学写作景

观》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

评论奖”。

杨庆祥的文学批评也得到作家们

的高度认可。作家刘震云说，“思索是

一种乐趣，见识带来的是深思。独特的

思索与见识交融在字里行间，庆祥的书

好读、耐读。”《一种模仿的精神生活》出

版后，作家余华为之写的推荐语是，“向

我们展示了理性与感性是如何同甘共

苦的。”

《一种模仿的精神生活》第一篇章

“共饮的花园”包括八篇书评及随笔。

在这八篇文章里，杨庆祥对顾城、王小

波、路遥等知名作家、诗人的作品进行

了透彻的分析，为读者提供了专业的文

学解读视角。在第二篇章“好些时间在

荒原里”中，通过八篇围绕社会热议话

题展开的探讨，展示了其个性鲜明的思

考方式，帮助读者更加深入地理解当下

社会的众多情景。第三篇章“走进人间

的烟火”由五篇个人游记组成。在细腻

的文笔之下，杨庆祥讲述了自己在国内

外旅行的所见所闻，文中既有异国他乡

的风土人情，又有令人难以忘怀的自然

之美。

在新书首发式上，曾写出《出梁庄

记》《中国在梁庄》等非虚构名作的作家

梁鸿指出，“我们在过什么样的生活，什

么样的生活不是一种模仿的精神生

活”，是这本书带给我们的思考。阿乙

认为，这本书借助了对路遥、王小波、余

华等作家的分析，彰显出一代人的阅读

史，也是一代人的心灵史。阿乙还追忆

了自己的阅读、写作生活，他不甘于小

城生活的过往，逐步出走小城，用文字

记录生活，通过不断写作才成为今天的
自我。

作家与AI的角力
人类始终具有主体独特性

随着生成型人工智能逐渐渗透到
人文社科领域，正持续引发着创作者们

的思考。在首发式上，张菁谈到了计算

机技术到来时，科学家、工业家和人文

学家不同的思考方式。科学家解决的

是什么事情可以发生，工业家解决的是

这类技术如何出现在我们生活中，而人

文学家用道德、伦理判定这项技术在现

实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梁鸿从自己

的现实生活经验出发，谈到两个层面的

AI，如果从技术层面而言，AI是人创造

出来的，是纯粹技术的存在。另一个层

面则是伴随我们存在的AI，伴随我们

的情感生活，与我们具有精神的共鸣和

交流。

阿乙指出，AI在不断改变我们的

生活，反向词典、百度汉语、文心一言越

来越深切地参与作家的创作和生活，为

我们带来了写作的便利。与此同时，也

带来了人类情感的丧失（包括友情、爱

情、亲情），记忆力、学识、成就感的降

低。在AI面前，人类似乎是溃败的，上

世纪的科幻电影《弗兰肯斯坦》已经表

达了这种忧虑与思考。

杨庆祥谈到自己曾经作过一个演

讲：“最后的人和最初的诗”，人类时代

的终结与AI的开始。他对人类保持一

种自信与乐观，人类在处理世界和他

者、词与物的关系中始终具有主体的独

特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供图

AI时代如何过良好的精神生活？
80后鲁奖作家杨庆祥出版文学随笔集

近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人

民文学出版社、《文艺报》社、广东省作

家协会主办的从“粤派批评”到“湾区批

评”暨《广东文学通史》出版座谈会，在

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潘凯雄、徐剑、

贺绍俊、陈福民、张莉等50余人参加座

谈。座谈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

李红强主持。

《广东文学通史》分为古代卷、近代

卷、现代卷、当代卷（上）、当代卷（下），

共5卷，约240万字，2023年5月由人民

文学出版社出版。评论界认为，这部通

史填补广东文学通史研究空白，刷新了

人们对岭南文化、岭南文学的认知。同

时也彰显粤港澳大湾区特有的活力与

创造力，为即将启用的广东文学馆提供

理论支撑。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李敬泽在讲话中说，修史是

一件庄重和困难的大业。《广东文学通

史》的出版是盛事。他谈到地域与文学

的关系，“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地

方性认同或者地方性文化成为文化和

文学艺术创作中的自觉追求，这是一个

好现象。在这样一个互联网时代，这样

一个大规模人口流动的时代，每一个地

方都在流动，在交换，在比较。在这样

的流动、交换、比较下，新的地方意识产

生了。这种新的地方文学意识是一个

新的、重要的文化和文学现象。在这个

现象里既包含着从地方的传统、经典中

来的传统因素，又包含着很多面向未来

的创造性因素。在这个意义上，从‘粤

派批评’到‘湾区批评’，在政治、经济、

文化、地理新的空间中认识广东，重新

获得一个地方性视野、一个文化位置和

批评位置。《广东文学通史》是第一步的

工作，提供了基础和基石，接下来能够

进一步挖掘湾区文学的特殊价值和意

义，以便更清醒、准确、自觉地认识广东

文学。”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邓凯提

到，在《广东文学通史》问世之前，广东

文学没有通史，有的只是断代史，难以

呈现两千多年岭南文学的发展全貌。

这部通史具有填补空白的开山之功。

刷新了人们对岭南文化、岭南文学的认

知，显示了广东文学的历史脉动。邓凯

还提到，从“粤派批评”到“湾区批评”，

文学批评获得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创研部

主任何向阳提到，《广东文学通史》不局

限于广东一省，而是把粤港澳联系起

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视野。纵向来

讲，通史从汉代到2022年，在两千多年

的时间跨度内，对广东文学进行历史梳

理和现实定位，这对广东文学的未来发

展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姜孟欣

从“粤派批评”到“湾区批评”
《广东文学通史》填补相关空白

文学是一个时代最敏感的神经末梢。在文学的世界里，一代年轻人的精神如何安放？阅读如何连接自我与想象的

共同体？这是青年文学评论家杨庆祥多年来不断思考的人生命题。近日，杨庆祥最新文学随笔集《一种模仿的精神

生活》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北京举行的新书首发式上，作家梁鸿、阿乙，以及《青年文学》主编张菁与杨庆祥相聚一

堂，畅谈当代人的精神生活。

阿乙、梁鸿、杨庆祥、张菁（从右至左）在新书首发式上畅谈。

《一种模仿的精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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