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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写作对文学原创带来冲击
“谁在写”引发文学圈深度探讨

2025开年至今，DeepSeek话题席卷全网，文学圈也深受震动。
随着算法和大数据的深度介入，文学的实践主体开始融入“非人”因素。版权的界定与创作主体的认定成为难题。这一
次，文学的主体遇到空前危机：不仅仅是写什么、怎么写，而是到底“谁在写”？

2月6日，《诗刊》副主编霍俊明在朋友圈发布“告诗人”声明，对AI诗歌投稿发出警告，对已发现的使用AI写作的投稿者拉入
黑名单，永不刊用。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深度采访国内多家重要文学刊物主编、文学院教授，以及多位知名作家、青年诗
人，感知AI在深入文学一线的冲击、影响以及随之引发的思考。

AI写作惊动文学圈

早在1月30日，《星星》诗刊主编、诗

人龚学敏就在朋友圈中写道：“AI已给诗

歌创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不知道

现在的诗歌是不是进入了末路，但是，现

阶段的AI已经强大到我们太多太多的

写作已经毫无意义了。”2月6日，《诗刊》

副主编、诗人霍俊明在朋友圈“告诗人”：

“目前已发现个别人用AI生成的诗投

稿，我们已经有检测AI写作的软件。如

有此类情况，作者将拉入黑名单，在《诗

刊》永不刊用。”2月14日，《十月》杂志在

微信公众号平台开展“‘县@智’在出发：

2025·DS文学青年返乡叙事”征文大赛，

“希望在纸媒以外，借助以AI为助力的

新叙事手段，去拥抱和参与当下正在发

生的新书写史，拓展“‘县’在出发”栏目

的表达空间。”

在今年春节期间，《十月》杂志社主

编、《北京文艺评论》主编季亚娅花很多

时间调试人工智能DeepSeek，“我都惊呆

了。你跟它聊的写作和修改方向，它确

实能完成得很好。”季亚娅提到，《十月》

杂志发起这项人机合作的征文，就是想

试试这种人机协同的写作能够走到什么

程度，以及未来会怎么发展。“与其去抗

拒这个潮流，不如积极面对这种写作方

式的新变化。我们不想成为最后一代文

学编辑。”

“没想到 AI 写作发展得这么快，

DeepSeek、豆包、文小言等蜂拥而上……

人工智能写作对诗歌和文学创作构成巨

大挑战，写作再一次面对本源性的问

题。文学界很多人都感觉到了这股巨大

的冲击。”《诗刊》主编、诗人李少君对记

者说。

龚学敏也对记者坦言，“今年我强烈

觉得，有些东西真的不一样了。到底什

么是诗歌？什么是人？什么是文学？我

是谁？我还能做什么？如果不好好想清

楚这些问题，写作将变得混沌，容易陷入

迷茫。”

刚刚当选为广东省作协主席的中山

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评论家谢有顺提

醒，现有的AI，本质上还是基于数据和算

法的工具，还没有自我意识或主观体

验。但它的迭代速度非常快，DeepSeek

确实非常强大，“作家们不要大意，更不

要以轻蔑的口吻来谈论这个新事物。未

来写作要寻求突破，肯定要善用AI这一

工具，出现人机合作的可能性也极大，一

个新的语言与技术的时代已经来临。”

既是危机也激发新机遇

“姜未未听见瓷器碎裂声时，正用美

工刀裁切展览馆的文物修复报告。月光

从落地窗斜切进来，把案几上的青铜爵

照得通体发蓝。这是她修复的第137件

文物，也是女儿出生那年从三星堆遗址

出土的。你又碰我的青铜器！她冲进书

房时尾音发颤……”

这是作家二湘在DeepSeek输入指

令“写一篇小说，说说一个妈妈和女儿闹

矛盾了，怎么和解”后，它生成了一篇名

为《栀子与青铜》的小说开头。二湘在她

主理的“二湘的十一维空间”公众号文章

《DeepSeek写作功能强大，文理兼通的

AI让人类何去何从？》中，深入分析了这

篇小说，“这个开头非常老道，简单几句

话就把人物和矛盾说清楚了……叙述挺

流畅，用词也足够准确……我最惊诧的

就是它用的语言，已经非常老道了，而且

新鲜，让人耳目一新。”

虽然强烈感受到这股冲击，但李少

君对人类依然乐观。在接受专访时他坦

言，AI带来危机的同时，也激发出了新机

遇：“许多原本只是诗歌爱好者的人，开

始借助AI尝试创作，热情旺盛。我预感

这将激发更大的创造力，打开更大的创

作空间，形成新的创作格局，出现一个新

的创作高潮。”

《钟山》杂志主编、作家贾梦玮也想

到人机合作带来的双向利好因素，“优秀

的作家有着强大的精神之力和不可替代

的个性特征。事实上，最新的优秀文学

创作，也是DeepSeek等人工智能的营养

食品。人工智能可以激发作家的创新冲

动，成为作家的好帮手，比如提供资料甚

至思路借鉴，从而帮助作家写出独一份

的作品。”

“谁在写”带来原创甄别难题

李少君向DeepSeek提了一个问题：

“感觉文学又将进入一个混沌状态，分为

署名的文学即人的文学，和不署名的文

学即AI的文学，你同意吗？”DeepSeek这

样回答：“我们正站在文学史的奇点上。

这或许正是数字时代的‘天问’——不是

人与机器的对抗，而是共同面对存在本

质的诘问。”

混沌带来难题。“AI让文学作品的原

创性甄别变得非常困难。”《天涯》杂志主

编、作家林森的感受是，当AI文学创作

越来越普遍化，人机协作模式下产生的

散文、诗歌、短篇小说等更具隐蔽性，增

加了文学编辑辨别的难度。

为了应对这个问题，《十月》杂志举

办的“‘县@智’在出发：2025·DS文学青年

返乡叙事”征文大赛一开始就提出要求，

参赛者需提供两份文本，一份是最终作

品，一份是AI创作备忘录，后者包括但

不限于简要说明使用DeepSeek等AI工

具辅助创作的过程，明确说明AI参与程

度和步骤，所进行的人工编辑与修改，作

品要注明“AI参与度”。

作者来稿或者约稿到的文本，机器

参与的部分占比多少，作为刊物主编是

否介意？对此，龚学敏说：“就算你介意，

事实上也是挡不住，很难一一去辨别出来

的。如果说，几年前还能闻出来明显的机

器味。现在这种机器味，越来越难闻出来

了。特别是那种诗人自己确实参与动手

修改之后，加入了自己的东西，人机合作

的文本，真的是很难辨别出来。”龚学敏告

诉《星星》诗刊的编辑，“还是要按照以往的

判断诗歌文本的文学标准去筛选来稿。”

一个人借助AI实现自己的创新意

图，AI和人类参与的比例，如何界定？著

作权益如何保护？一系列相关的问题随

之而来。“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这些都

还正在形成过程当中，我们密切关注发

展的动态。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未来版

权界定与创作主体认定将成为关键议

题。”季亚娅说。

判断主导权依然在人手中

纵然AI很强大，但季亚娅依然认为，

“目前AI创作本质仍是人类创意的延伸

与优化，离真正的原创还是有距离。它可

以实现你的意图，但朝哪个方向创新，还

需要人类的指导。人类仍掌握着创新方

向的主导权。真正的突破性创意仍需人

脑点燃。文学的未来，或许是智能工具与

人文精神共舞的新篇章。”

对于人的主体性，写了几十年小说、

诗歌的作家邱华栋的感受是，“AI善于学

习人类，但人依然是主体。它的强大也激

励诗人写出特别个性的作品。AI在发

展，但人的创造力也是无穷的。”

技术对艺术的冲击一直都没有停

止。但谢有顺坚信，在人类发展进程中，

文学的变化可能是最小的。因此，文学

还有时间从容应对一切科技文明的挑

战，没必要太过恐慌，有些人夸大了技术

对创造性工作的威胁，而忽略了科技和

文学之间可能达成的和解。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莉，在

新学期开学后给学生发信息，要求他们

不要无条件使用人工智能软件，“AI可以

帮我们做很多事儿，但是它并不能、也不

应该替代我们原创性的思考。就像在深

海里游泳，AI可以帮助你更好游泳，但它

代替不了你游，海藻的气息需要你自己

亲自感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鲁孟琳

《晏阳初》这本传记以细腻的笔触，

勾勒出这位“平民教育之父”的精神肖

像，让我们得以一窥那颗为平民教育跳

动的心。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

晏阳初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就像一朵

在泥土中绽放的玫瑰，以最朴素的姿态，

绽放出了最动人的光彩。

作者采用白描手法，将一个平民教

育家的形象刻画得入木三分。没有华

丽的辞藻堆砌，没有刻意的神化渲染，

而是通过一个个真实的生活场景，展现

出晏阳初独特的人格魅力。在定县的

田间地头，他弯下腰与农民交谈；在简

陋的教室里，他手把手教农民识字；在

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依然坚守教育阵

地。这些细节描写，让晏阳初的形象跃

然纸上，同时也得以窥见作者对晏阳初

的深深敬意，那饱含深情的笔触，不仅

是在记录一个人的生平，更是在诠释一

种教育理念。

《晏阳初》这本书不仅是一部传记，

更是一部关于教育、理想与责任的启示

录。作为读者，我看到了晏阳初对教育

的执着、对平民的关爱、对理想的坚守，

这些无不令人动容。我理解了晏阳初

的平民教育思想，他的教育理念可以概

括为“平民教育”和“生活教育”，他提出

“四大教育”：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

教育和公民教育，旨在全面提升平民的

综合素质；他主张教育要“从生活中来，

到生活中去”，不仅关注知识的传授，更

注重培养人的独立人格和社会责任

感。这种理念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它

不是高高在上的理论说教，而是扎根泥

土的实践智慧。我明白了教育不是知

识的传递，而是生命的唤醒；教育不是

功利的工具，而是文明的传承；平民教

育不仅是改变个人命运的关键，而且是

推动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重要途径，更是

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推动社会进步的关

键力量。

掩卷沉思，晏阳初的故事让我重新

思考教育的本质和意义。当今时代，他

的理念显得尤为珍贵，需要我们重拾这

份教育理想，让教育回归本质，让每一个

生命都能绽放光彩。我想，这朵在泥土

中绽放的玫瑰，将永远散发着芬芳，指引

着中国教育前行的方向。

李少君文章截图

在泥土中绽放的玫瑰
——读《晏阳初》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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