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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李敬泽，1964 年出生，

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

任《人民文学》主编，现为中

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

代文学馆馆长。著有《为文

学申辩》《致理想读者》《会

议室与山丘》《跑步集》《会

饮记》《咏而归》《青鸟故事

集》等，曾获鲁迅文学奖文

学理论评论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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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

AI时代，珍惜那些真实而独特的文学时刻

▲“陆海讲读堂”第四期活动现场，众多书迷排队等待李敬泽的签名。
（本版图片由记者张锦辉摄/视觉重庆）

▲活动现场，读者在认真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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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星空下的大
千世界，人类的生活，其实这一切，都与文学
有关。”3月21日午后，在酒店房间里，我们
一边等着与李敬泽见面，一边看他策划的节
目《文学馆之夜》，其中引用的鲁迅先生这句
话，把我们的思绪带入到浩瀚的文学世界。

若将时间坐标定位到最近40年，若要讨
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发
展，李敬泽，是一个不会被忽略的名字。在许
多人眼里，他是当代文坛的“天选之子”——

16岁时以省状元身份考入北大中文系，
20岁大学毕业进入文学界，先后在《小说选
刊》《人民文学》做编辑，一路成长为《人民文
学》最年轻的主编，之后调入中国作协。几十
年来，他做编辑、写文章，才华横溢、想象奇
谲，形成了极富个性的“敬泽体”式语言风格。

这一次，李敬泽作为重庆市全民阅读品
牌活动“陆海讲读堂”第四期讲读人，以一场
题为《在AI时代做一个理想读者》的讲演，与
重庆广大读者见面。

提前约定的采访时间到了，李敬泽笑着
出现在我们面前。温厚的笑容与舒缓的声音
结合在一起，一场期待已久的文学之旅开始
了。亲和儒雅的他，倾听我们提问时，总是微
微抿着嘴角，再娓娓道出自己的思考。他的
语速缓缓，表达观点时偶尔会辅以手势。他
看上去有些严肃，但不经意间就会抛出一个
让人会心一笑的梗，那些犀利而富有洞见的
陈述，令采访如沐春风。

“做客重庆，来到长江边讨论文学，我非
常高兴。”他说，长江是一条自然意义的江河，
更是一条文化意义的江河，“理解文学的长江
性很有必要，从古至今，对中国而言，长江不
仅是地理构造，更是文化和精神构造，这条大
江是我们文学的根基和条件，由此出发，无数
的先贤开始书写和创造。”逝者如斯，江河万
古，长江成就并见证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文脉。

“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里，文学始终是很
重要的一个因素，类似于空气和水。”言文学，
必定会说到阅读。他说，无论身处哪个时代，
无论技术如何发展，阅读是人之为人的根本
所在，“AI时代，我们要更加珍惜那些真实而
独特的文学时刻，怀抱对生活的热情、激情和
勇气，通过文学来确认自己的存在。我相信
人类不会被AI取代，而文学，正是捍卫和证
明人类荣光与尊严的堡垒。”

AI时代，很多行业应比文学更慌
“我不相信大家以后都不读鲁

迅的书，读AI生成模仿的就够了”

新重庆-重庆日报：您这次来“陆海讲读
堂”分享《在AI时代做一个理想读者》，为什
么选择这个话题？

李敬泽：我们身处AI时代，AI对于我们
的文化可能会构成颠覆性的影响，其中就包

括阅读。
一个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是，当你能通过

AI轻易获取相关知识，乃至于生成诗词文章
的时候，你是否认为，阅读还有必要？

我认为，迄今为止AI还是一个工具，它
的能力实际上是基于我们作为提问者的能力
来决定的。假如你不会提问，或者不会做出
设定，AI是无从发挥它的力量的。

我想大家可能都过于乐观和轻率了，觉
得天下终于有了省事儿的办法，可以既不读
也不看，只需问AI就可以了，我觉得不是这
样的。

你只有作为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并且
对于相关问题有深刻理解和把握的提问者和
设定者，才能让AI发挥作用。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无论怎么强调
阅读都不过分。因为我们的基础能力来自阅
读。阅读帮助我们建构能力，由此我们才能
够很好地与AI共处，让AI发挥力量。

新重庆-重庆日报：阅读与写作是人类
文明的根基，如今AI已经可以模仿人类完成
写作，那么未来它可能取代人类写作者吗？
会让那种基础性产生动摇吗？

李敬泽：好像每次大家和我谈到AI的时
候，首先就会问到类似问题。我想这其实是
浮在面上的问题。

AI将对包括文学艺术各个门类在内的
人类生活构成影响，但它是否会取代人类作
家、艺术家？我实在看不出有这种可能性。

即使AI可以模仿鲁迅、张爱玲的文风，
但模仿得其实并不好，也许未来会模仿得好
一点。但，我们得多无聊才会去看它模仿的
作品啊？与其看模仿的东西，我们读一读张
爱玲的原作不行吗？看一看鲁迅写的东西不
香吗？

所以，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很真实的问题，
我也不相信大家以后都不读鲁迅的书，读AI
生成模仿的就够了。

从文学来说，AI到目前为止，本质上只
是模仿者，它的底层逻辑就是模仿，是把所有
的语料都拿来，进行一个概率的计算。但是，
人类的文学和艺术，绝对不是简单的模仿。

我觉得这样的话题有意思。但，也就是
谈着有意思而已。至于动摇根基，我想是过
虑了。

AI时代，文学不应该慌张，至少很多行
业应该比文学更慌。

不要因AI丧失阅读的乐趣
“我不太理解几分钟读完《红

楼梦》的乐趣在哪里”

新重庆-重庆日报：现实中，已经有写作
者用AI辅助写作，对此您怎么看？

李敬泽：要看具体情况，有些情况使用
AI我觉得正常。比如你要写一部类型小说，
写一部大规模的网络小说，这样的文类本身
就有一定的规律。写500万字网文，不可能

句句都独创，会有一定的重复和一定的对于
已有逻辑与架构的合理使用。在这个意义上
说，使用AI我觉得是不奇怪的。

如果你这辈子第一次看到嘉陵江，站在
江边，你想写一首诗，你从没写过，我觉得你
打开AI让它给你写一首，也还是可以的。
但，我很难想象哪个真正的诗人，会站在嘉陵
江边让AI写一首诗。

新重庆-重庆日报：不光写作，还有很多
人使用AI提炼文学精髓，了解梗概，您认为
这算一种阅读吗？

李敬泽：我对此没意见，但我自己不会这
么读书。

可能对有些东西来说，这样做没问题。比
如一部几十集的电视剧，提炼一下，五分钟就
能讲明白。但话说回来，即使只是一个电视剧
观众，这么几分钟一番剧透之后，这剧你还看
不看？我只能说我真的很同情你，人生中失去
了很多乐趣，追剧的乐趣也是其中之一。

所以如果这也算阅读，那么你也丧失了
阅读的乐趣。

我们人之为人，有时候过程很重要。比
如人类需要的营养就那么多，我天天吃各种
营养素药丸也能满足身体需要，那我为什么
到了重庆还要来吃小面，吃了小面我还得减
肥，多麻烦，对吧？其实，正是这一切构成了
真正的人生的乐趣、丰富和美好。所以我就
不太理解，那种几分钟读完《红楼梦》的乐趣
到底在哪里？

虽然，在流量为王的时代，速读名著类短
视频契合了一部分人的需求，但我不是这样
的人。我不理解，但也尊重。

我想，对于阅读来说，对于生命体验来
说，有时候我们可能更需要满怀好奇地去经
历这个过程。人生就是这样，每一天都可以
充满意义和乐趣。人生的意义，就存在于人
生这个过程本身。

读书也是一个隐私问题
“阅读习惯和阅读能力，是人

之为人的一个根基”

新重庆-重庆日报：如今，即使没有技术
影响，似乎越来越多的人也没有耐心专注阅
读了？

李敬泽：阅读能力始终是人类一种至关
重要的能力。这种能力让我相信，即使在未
来，真正能够很好地使用人工智能的人，依然
是那些有根基的、有专注的理解力和感受力
的人。否则，人和人工智能的关系，说起来是
你用它，实际上，是它用你。

在急剧变化的时代，我们尤其要守住自
己的根基，有些东西是根基性的，需要特别谨
慎，其中就包括阅读的习惯和阅读的能力。

我甚至认为阅读的习惯和阅读的能力是
到目前为止，人类文明和人类文化的一个根
基，是人之为人的一个根基。

越是在人工智能的时代，我觉得越是需
要确认我们的根基所在。如果现在像有些人
想象的那样，有了AI就不用读书了，也不用
吭哧吭哧地去练习写文章了，那你顶着脑袋
过一生是干什么用的？你真的认为，100年
后或者200年后，你能成为人工智能的主人
吗？还是说，人工智能做了你的主？

一个社会需要一些机制性的东西，比如
现在的中小学教育，还得强调阅读，阅读依然
是作为教育的一项基本训练。

不管怎么样，人生漫长，我们客观地说不
可能所有人都那么爱读书，但我们需要维护
这个根基。因为阅读的能力不是说简简单单
地读书，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的完整的
思维能力的训练。

你能拿起一本书专注阅读，这是心智的
能力。作为一个人，我们需要专注力、理解
力、感受力等等。

新重庆-重庆日报：马上就要迎来世界
读书日了，您对于全民阅读有何建议？

李敬泽：这特别难回答。过去推荐书单
这种事儿我经常干。但有时候我也想，仅就

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小的时候没人给我推
荐书，都是自己瞎读，当然，我们那个时候也
没那么多书。

回想起来，我可能七八岁的时候就已经
拿本《战争与和平》在读了，一个七八岁的孩
子能读懂什么《战争与和平》？但我当时真的
读了。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应该尝试更好
地让孩子们去自发地与书建立关系。这个过
程中他也可能会碰上他不喜欢的书、不能理
解的书，这都不要紧。不要把读书当成一个
任务。

身处AI时代，你其实有无数的选择去干
更省力气的事情，像刷短视频就不用动脑子
吧？但既然你还愿意拿起一本书，愿意动一下
脑子，那我觉得，我们还是读一点有难度的书，
这才能防止一个人的一生或者是人的心智的
成长，变成信息茧房式的成长。所谓信息茧
房，就是我们看的，永远都是我们喜欢的。

就像现在的大数据算法，永远推荐你喜
欢的东西。如果一个人从小就只被自己喜欢
的东西包围，那个局面也很可怕。要知道，这
个世界还有无限的可能性，给自己营造过于
舒适的环境，不利于成长。

不管AI发展到什么程度，教育都要以阅
读为根基。地球上几十亿人，如果每个人都
生活在自己的高度舒适的茧房里，不可能的，
是要出问题的。

对于一个社会来讲，阅读当然是一种公
共生活，我们要倡导和推广阅读。但是对于
一个读书人来讲，阅读必定是私人生活。

对于真正的读书人而言，读书是一个隐
私问题。倒不是说怕人家知道，而且我是觉
得，真正的读书人知道自己要读什么书，他的
乐趣，也包括在茫茫书海里找到那一本书的
过程。

经典都是争辩出来的
“既要充满热情地赞扬，也要

不油腻地直率地表达不喜欢”

新重庆-重庆日报：几十年来，您的写作
一直在不断拓展，这些年您的笔触甚至回溯
到了遥远的春秋，今天能从那个年代的精神
中提炼出哪些我们时代需要的价值元素呢？

李敬泽：我写文章有一些自我要求：一是
确有所见；二是自由自在；第三呢，就是
DeepSeek写不出来。

春秋时代，去古已远，我们看到的历史，
仅仅是一些海面上的礁石，依然留在视野里
的东西，实际上历史没那么简单。

我常说，千万不要穿越到春秋，你怎么保
证你穿越回去就成为士大夫呢？

但你又会发现，《论语》的那些话，《史记》
《左传》的那些事，会让你感到很亲切。尽管
相隔两千多年，我和他们却是完全谈得来的。

春秋时，人们是这么想的，现在还是这么
想；春秋时，人们为之愤怒、为之纠结焦虑的，
我们现在还在关注。春秋时代，两三千年前，
我们的老祖宗们在时代的大变革中，坚持做
一个好人，做一个体面的人。他们给自己提
出的问题，到现在还摆在我们面前，同样是我
们面临的活生生的问题。

新重庆-重庆日报：您如何看待文学经
典化问题？

李敬泽：说到底，经典化取决于一代代读
者的阅读，作家的生命也是在这个过程中确
立的。有时候，经典化也会变化，比如，李杜
在唐代地位不算高，杜甫是在宋代才高起来。

伟大的经典要经得住一代代读者的阅
读，一个三十年前，或者三百年前的作品，如
果到今天依然能够让读者心心相印，那就能
够流传下去，如果读来味同嚼蜡，那可能也就
自然地走进历史了。

新重庆-重庆日报：如今，社交媒介往往
带来文学评论的偏差，误读对经典作品是不
是一种伤害？

李敬泽：经典要经得住误读，伟大的持久
的经典都是争辩的产物，或者说，它本身就处

在一个争辩的过程中，只要一代代读者还有
兴趣争辩，就说明你还活着。

文学作品，文无定法。每个人从各自的
角度出发来评价，一定会有差异。文学的经
典化就是一个争辩讨论的过程。经典是争辩
出来的，不争辩，无经典。

新重庆-重庆日报：文学经典化离不开
读者阅读，文学批评也是这个过程中的重要
一环，现在有种声音是真正的文学批评已经
不存在了，对此您怎么看？

李敬泽：当你说真正的批评不存在时，你
肯定加了引号，指的是否定性批评吧？

话说回来，现在每年会出版多少小说或
者诗集？如果让你当个批评家，只是批评海
量的作品，你觉得自己的工作有意义吗？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不要从字面去理
解批评家这份职业。我想，批评家真正需要
做的事情，是从海量的作品中看到哪个是好
的，有效地把作品里好的东西提出来，这恐怕
是文化更需要的一件事。如果批评家一味找
出不好的小说来批评一顿，这个事情的意义
有多大呢？

实际情况也如此，伟大的批评行为，有助
于作品的经典化。比如陶渊明的经典化，宋
代以前地位很低，到了宋代，经过苏轼有力阐
发，我们才意识到他的伟大。

当然文学批评行为不能仅仅从否定意义
上去做，尽管否定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有价值
的。当你们都在说好的时候，那我谈谈不好的
地方，这个是有意义的。有争论，非常正常。

比如文学评奖有时候也是有争论的。我
认为，这恰恰应该成为更高层次争论的开始，
在反复的对话争论过程中，一部作品真正的
光芒和价值才能不断被激发。

公共文学生活中，既要充满热情地赞扬，
也要不油腻地直率地去表达一种不喜欢。形
成这样的批评氛围，才是健康的文学生态、文
化生态。

新重庆-重庆日报：与中国文学一路同
行几十年，如今什么样的作品能进入您的评
论视野？什么才是好作品？

李敬泽：我其实无法特别有把握地说符
合哪些标准的才是好作品，但就我个人来讲，
那些回应着这个时代的新变化，并能对这些
新变化做出有力的有深度的表达的作品，我
仍抱有好奇心。

文学是人类捍卫自身尊严的堡垒。通过
文学你能理解人类生活的各种复杂的可能
性，这样你实际是在和世界、和别人交流。

人类一定是我和他人、我和世界连接起
来的存在，那么我们一定要想各种办法维护
这个连接，而不是把这个连接切断。

我想这也是在AI时代，我们依然需要文
学和阅读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