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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由河南日报社主办的“名
家‘益’起读——文化的回响文学沙龙”
举行。茅盾文学奖得主、作家东西，人民
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赵萍，与来自河南日
报社的40余名青年编辑记者面对面进行
了一场深度对话，共探文学与时代的共振
密码。现场，大家就新闻与文学、记者与
作家间的神奇联结进行交流。

记者，拥有当好作家的视野

东西是全国为数不多获得鲁迅文学奖
和茅盾文学奖的“双料”作家，他在现场
提到了自己与新闻行业的深厚渊源。曾在

《河池日报》《广西日报》都工作过的他，
回忆起报纸副刊的工作经历时说：“面对
很多业余作者的来稿，每天精心挑选、编
选，从中也有大量的收获。”

不只是东西，邱华栋、毕飞宇也都做
过记者。海明威也曾是战地记者，小说

《老人与海》的构思就来自他早年写过的
一篇通讯报道。“新闻结束的地方，就是
文学的开始。”在东西看来，做记者首先
有个好处就是能够扩展视野，在与不同人
打交道的过程中能收获很多认知，这些都
可以运用到写作中。“很多时候我们的灵
感都是来源于和外界的对接。记者视野开
阔，关心天下事，这非常重要。”东西认

为，虽然文学史上一些作家只写自己的内
心，但更多时候写作需要更丰富的形式，
需要走向大地、走向远方、走向深处。

从新闻行业到文学写作这一转换，在
东西看来十分自然。年轻时媒体的从业经
历，成为东西后期创作的灵感源泉。现在
自媒体比较发达，人人都能写，每个人都
是潜在的创作者。在东西看来，这是好
事，“但是‘入门门槛低，毕业门槛高’，
想要写出被读者认可、被专家认可、被历
史和时间检验的作品，要求还是很高的。”

“作为青年记者，我更要利用好新闻
工作的优势，以笔为舟，扩展视野。”顶
端新闻记者时一禾认为，每个人心中都蛰
伏着未被唤醒的灵感火种，等待文学的春
风将其点燃。

AI，难以企及作家的精神高度

随着 AI 技术的迅猛发展，文学创作
领域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在
被问及如何看待 AI 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时，赵萍说：“像严肃文学，尤其是长篇
小说，是很难用 AI 来创作的。”在她看
来，与作家个人创作出的有情感、有温度
的作品相比，AI 创作出来的内容，更像
是“二手”资料重组。

这一观点得到东西的强烈呼应。他认

为，AI 现在的写作还停留在写得“像”
的形似阶段。“它本质上是在综合我们已
有的文学知识与文本的基础上，进行概括
归纳与模仿，原创能力还是欠缺的。”“就
文学创作而言，人类的创新能力、情感体
验和想象力仍是独特优势，所以好的文学
作品还是要寄托在作家身上。”

目前，不少“AI 会取代作家”的声
音甚嚣尘上。在东西看来，真正的好作家
是不会被 AI 取代的。“若 AI 能创作出如
同‘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或‘白日
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这类历经千年仍脍
炙人口的诗歌佳作，人类创作者或许真需
忧虑。”东西直言。

人类创作的核心价值，在于作品中蕴
含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层面的深度，正是
AI难以企及之处。“AI依托于庞大的数据材
料库，它可能会越来越聪明。但从创作层面
来说，我们还是需要作家，特别是需要一流
的作家来进行一手创作。”赵萍坚定地说。

“文学涤心，非职业而是终身事，文
学繁荣需青年接力，创作即阅读。”在顶
端新闻记者王慧玲看来，自媒体时代，人
人皆可执笔。

作家，站在“故乡”看“他乡”

东西在现场还谈起了他与河南的渊

源。他说自己读的第一个作品是河南作
家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在谈到对
河南的总体印象时，东西说，在河南，
一步一景，一步一历史，即便是未曾亲
临其境，通过焦裕禄、红旗渠等精神，
也足以让人深受感动和震撼。“这不仅是
文字的力量，更是这片土地本身所蕴含
的力量。”

故乡是每个作家都离不开的精神原
乡，故乡的自然景观、传统文化已经
悄悄浸润进了东西的创作血脉。在东
西看来，“故乡是一个放大的概念。在
国外，中国是我的故乡；在广西，河
池是我的故乡；在河池，谷里村就是
我的故乡。”

“广西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我们
从小就听刘三姐唱的山歌，现在看来，那
就是一种民间文学形式，很美，不亚于唐
诗宋词。在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审美的时
候，家乡的辽阔山脉、满天彩霞已经在给
我上美学课了。”谷里的一山一水一山
歌，成了东西的人生底色。

同时，东西也强调，当代作家思考问
题，不能一直站在“故乡”，想要成为不
一样的写作者，还是要打开自己，阅读全
世界优秀的文化遗产，血脉里流淌的文化
跟外来的文化产生碰撞，形成反差，最后
刺激产生创意。

河南日报社主办“名家‘益’起读——文化的回响文学沙龙”

新闻结束的地方就是文学开始的地方
□本报记者 吴明娟 通讯员 张茹

近日，西北师范大学研究团队在简牍学术资源数据共享平台的基础上，推出首个专门用于简牍字符检测与识别的大规模数
据集——DeepJiandu数据集，通过红外扫描技术增强墨迹，提高了字符对比度，使残损文字更加清晰。

图为甘肃省简牍智能计算与数字人文工程研究中心研究人员采用红外扫描技术对一张简牍进行扫描释读。这将为简牍数字
化保护与学术研究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持。 本报记者 田野 摄

人工智能“牍”千年文脉

本报讯 （记者田野） 5月13日，为
期5天的新时代西海固文学现象调研暨研
讨活动在宁夏落下帷幕。

调研活动期间，宁夏回族自治区农
业农村厅、宁夏作家和评论家代表分别
介绍了宁夏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工作和
闽宁协作模式及成果，西海固和闽宁协
作主题文学创作情况。来自中国作家协

会、福建省文联和辽宁、江苏、湖南等
作协和单位的专家学者、著名作家、评
论家、媒体记者共30余人，围绕“新时
代西海固文学现象”主题，分成两组先
后来到银川、吴忠、固原等地基层一
线，深入人民群众和西海固地区文学现
场，通过调研采风、入户走访、交流研
讨等方式，全方位梳理了新时代西海固

文学现象以文化心培根铸魂等方面特有
的现象和基层经验，多角度挖掘总结了
西海固文学的独特精神价值、深厚文化
底蕴、人文教化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当代文
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白烨表示：“西海固是
一种文学现象，甚至是一种文学生态，以
前是三棵树，现在变成了一片林。我们主

要想通过这样一次采风活动，来了解宁夏
山乡巨变的具体状况，以及这个状况和文
学的关系。”

活动由中国作家协会、人民日报
社、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
人民日报社文艺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
联络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宁
夏文联承办。

新时代西海固文学现象调研活动在宁夏举办

本报讯 （记者章红雨）由钱荣毅、中
国现代文学馆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

《阿英日记手稿》近日与读者见面。
阿英（1900—1977）原名钱杏邨，是我

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剧作家、文艺理论家
和藏书家，也是革命文艺事业的先驱者、实
践者与组织者。他于 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长期从事革命文艺活动，与蒋光慈等发
起组织“太阳社”，抗日战争期间积极参与
抗日救亡运动。阿英一生著作颇丰，共计
80 余部 3000 多万字，内容涉及小说、诗
歌、戏剧、散文等，对我国文化事业作出了
重大贡献。

此次影印出版的 《阿英日记手稿》 分
上、下册，为阿英部分日记手稿的影印本，
记录了阿英的生活经历以及工作、研究和创
作的点滴。日记内容透视出阿英作为学者、
革命者和作家等多重身份的丰富内涵，具有
强烈的时代感，真实展现了当时进步文艺工
作者的风采。其中，《烟台日记》《大连日
记》等均系首次出版。

钱荣毅为阿英之孙。其在《阿英日记手
稿》代序中介绍：“祖父的日记手稿，前期
多为毛笔书写，之后则用钢笔。纸张多为买
回大开张纸后自己裁切、装订，但因为忙碌
与动荡，有时也夹杂一些临时找来的纸。有
些字迹潦草难识，或是书写环境恶劣所导
致。尽管如此，这批手稿仍能使人感受到那
个时代的真实历史气息。”

国图社推出影印版
《阿英日记手稿》

本报讯 （记者徐平）记者日前从深
圳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深圳新时代重
大文化设施、该集团倾力打造的全新一代
文化综合体“湾区之眼”现已全面落成，
进入展陈布置阶段，即将于8月26日开业
运营。

“湾区之眼”落位前海城市新中心、
宝安中心区滨海绿轴东侧，建筑体量共
计 13.1 万平方米，分为南北两区，地上
地下各两层，以“文化+”为核心，融
合多元业态。以文旅融合与湾区共建为
主线，“湾区之眼”是出版单位献礼深圳

经济特区建立45周年、前海深港现代服
务业合作区建立 15 周年的文化献礼之
作，将为粤港澳大湾区再添一处地标级
文旅目的地。

记者了解到，“湾区之眼”充分整合
阅读、艺术、科技、自然与商业资源，构
建多元化文旅生态系统。在出版发行业态
创新方面，将设置四大主题书店，书架之
间导入艺术画廊、圆环沙龙、游逛花车、
中西书房、互动乐园、阅读头等舱等创意
亮点，为策展式零售、互动式零售、多元
化零售搭建载体平台；在文化商业生态体

系建设方面，将地处前海核心商圈与文化
中轴的地理优势转化为资源汇集优势，依
托首店集群，聚合全球优质资源，塑造独
特商业生态；在数字科技创新方面，以数
字化为核心，构建“感知—交互—服务—
创造”的全场景体验。

深圳出版集团有限公司湾区之眼分公
司总经理王文涛介绍，以立足深圳、扎根
湾区、辐射全国、放眼国际的建设运营理
念，“湾区之眼”将聚焦自然开放、文旅
融合、业态创新、商业活化、科技赋能五
大核心亮点，汇聚新型阅读空间、屋顶星

空花园、全天候商业通廊、博物馆水准艺
术展馆、专业级视听演艺剧场等特色文旅
场景，吸引众多首店及国际品牌入驻联
动，培育打造以“文化+公园”“文化+艺
术”“文化+创意”“文化+旅游”“文化+
科技”为基底的文化原动力中心、文化商
业创新体和文化旅游目的地。

截至目前，“湾区之眼”已吸引 530
余家商业品牌洽谈合作，以 30%首店品
牌、30%国际品牌为核心的品牌集群已初
具雏形，主力业态覆盖文化演艺、科技体
验、社交餐饮等。

“湾区之眼”将于8月26日开业运营

本报讯 （记者雷萌） 5月10日，《中
国资本市场的理论逻辑》（十卷本） 理论研
讨会在京举行。该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
金融研究院院长、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
长吴晓求所著，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约
350万字。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张东刚表示，
《中国资本市场的理论逻辑》（十卷本）以独
特的视角聚焦中国资本市场改革与发展，系
统构建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理论框架，充
分凝结了对中国资本市场未来展望的深刻思
考，为资本市场改革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
支持。

中国金融出版社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波
介绍，中国金融出版社成立近70年来，与
中国人民大学保持长期紧密合作。《中国
资本市场的理论逻辑》（十卷本） 全书约
收录吴晓求教授自 2007 年至 2024 年间的
388 篇学术与评论文章，涉及中国资本市
场改革发展等重大议题，以及金融改革、
市场开放、金融强国建设等方面的开创性
见解。

“希望这套书能够帮助社会各界更清晰
地认识理解资本市场运行规律，为完善市
场机制、保护投资者权益提供理论参考，
助力构建更具活力的现代金融体系。”吴晓
求说。

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与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

《中国资本市场的理论逻辑》
（十卷本）出版

本报讯 （记者蒲添）江苏省全民阅
读协会理事长汪维宏近日携其著作《千载
浩然苏东坡》与《年少早识苏东坡》来到
海南岛三沙市，为当地干部职工及居民带
来了一场题为 《文韬武略苏东坡》 的讲
座。该活动由译林出版社主办。

汪维宏巧妙地将史料与诗词相结合，
向读者讲述苏东坡的文韬武略与家国情
怀，解读东坡精神。

《千载浩然苏东坡》由中国方正出版
社和译林出版社联合出版，是一部聚焦苏
东坡从政生涯的作品，这本书不仅弥补了
以往苏东坡研究过于偏重文学和艺术的不
足，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让读者能够全
面深入地了解苏东坡的政声政绩。《年少
早识苏东坡》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是一本
为青少年量身打造的传记读物，全书以通
俗易懂的语言讲述了苏东坡的成长经历，
穿插了苏东坡的诗词名句、历史典故等。

“东坡先生贬谪海南时，曾以‘奇文
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精神传播文化火
种。今日将这两套书带到三沙，正是希望
延续这份文脉，让东坡的浩然正气在南海
生生不息。”汪维宏说道。

译林出版社还向三沙市捐赠“中国好
书”作品、经典世界文学名著等百余套图
书。三沙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洪亮表
示，三沙市作为中国最年轻的地级市，是
祖国的“南大门”，译林出版社的赠书将
进一步丰富驻岛军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这
也是对驻岛军民扎根祖国最南端的鼓励。

苏东坡与海南的历史渊源可追溯至
北宋绍圣四年 （1097年），当时已过花甲
之年的苏东坡被贬谪至海南儋州。他不仅
没有消沉，反而以豁达的胸怀和坚韧的
意志在这片土地上宣传医学知识，传播
中原文化。

东坡精神解读
走进海南三沙

本报讯 （记者杨雯） 5月13日，芒果
TV男性全职育儿观察类真人秀《爸爸当家·
慢享季》温暖回归。

节目中，4位爸爸以各自的方式与孩子
建立情感连接，逐步参与和融入孩子的生
活，妈妈们也积极予以肯定和鼓励。同时，
除了以真实自然的视角记录亲子互动外，节
目还呈现了夫妻间多种相处模式，让不少网
友直呼“嗑到了父母爱情”。

主创团队表示，《爸爸当家·慢享季》不
仅以温情笔触记录“小家”里亲子和夫妻关
系，也把视角放置到更广维度的“大家”之
中，希望呈现出“小家”与“大家”的托举
与反哺，在代际传承里读懂家的意义。

《爸爸当家·慢享季》
打开科学育儿新思路

本报讯 （记者杨雅莲） 由作家出版
社、《长篇小说选刊》联合主办的杜万青长
篇小说《青烟》研讨会，日前在中国现代文
学馆举办。作品扎根大西北深山，书写家族
命运，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

《青烟》以清末民初的凉州府辖苍松县
为背景，讲述四岘四水首富薛氏家族的兴衰
史，深刻诠释了个人命运在社会巨变中的聚
散无常。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
勤表示，作为一部家族小说，《青烟》突破
了传统叙事框架，将西北民俗、乡土伦理与
历史变革熔于一炉，呈现中国式家庭关系的
张力与社会批判的锐度。

《青烟》书写家族命运
与西北民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