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
季

2 中国网络文学的希望在“Z世代”身上

3 到世界范围内的市场上决战

1 现实和科幻两类题材为何都增长快

E-mail:hdzk@ycwb.com

2022年8月14日/星期日/文化副刊部主编/责编吴小攀 / 美编 温亮 / 校对 李红雨 A6人文周刊·广角

与纯净化的“回忆散文”
格格不入

本雅明说，一部伟大的作品，总是
消解了某一旧的文类，又同时创立了
某一新的文类。人们熟知的例子是
《堂·吉诃德》，塞万提斯摧毁了西班牙
的“骑士小说”，开欧洲现代小说之先
河。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最激进
的文体试验家，以《呐喊》《彷徨》消解
了古代笔记，创建了现代中国短篇小
说文体；又以《野草》这种史无前例的

“散文诗”一新耳目；《故事新编》则动
摇了古今中外所有“历史小说”定义，
无以名之，只好老老实实，说它是一种

“新编的故事”。
《朝花夕拾》的低调出场，不像上

述几部那般“激烈”，平静得很，却也埋
下了若干后世纷争不已的阐释学陷
阱。在我看来，这部作品，要作为“用白
话写美文”的伟大文体试验的“实绩”来
读解，其要点，或可用“驳杂”一词来概
括。心境的芜杂，文体的杂乱，写作环
境的流离。鲁迅在《小引》中提示了这
些多重的驳杂、混杂、斑驳，使这部作品
的“里里外外”，都与后世已经大大纯净
化的“回忆散文”规范格格不入。

幸乎？不幸乎？因了若干篇章编
入中小学教材，这种非纯净的驳杂，给
后世的语文教学和学术阐释，都带来
不小的困惑。首当其冲的是大量的

“儿童不宜”（“美女蛇”“小长毛”和“光
着身子打架”）；民间宗教的迷信内容
（“黑白无常”和“五猖会”）；对中医的
偏见和不宽容（“药引”和“陈莲河”），
等等。鲁迅执笔为文之际，何曾设想
到大地上一个无菌的阅读环境，设想
到身后一代代心灵易碎的无瑕读者。

“情感结构”中最真实的
幽微情愫

意识内容的纯净化要求可以搁置
不议，文体的驳杂才是需要文学史学
术阐释的“文学形态学”命题。《狗·猫·
鼠》绕大弯子东拉西扯（可爱的隐鼠回
忆出场很晚），先由《自然史底国民童
话》考察猫狗成仇的“动机”，扯到了德
国的一张铜版画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学说（顺便说到章士钊译作“心解”虽
然简古却实在“难解”），又扯到“去年海
昌蒋氏拜来拜去十足拜了三天”的婚礼，
然后才是大桂树下听祖母摇着芭蕉扇讲
猫虎师徒故事……然而通篇夹杂着跟

“正人君子”辩论的明枪暗箭，只好说成
是“杂文”向“散文”过渡的痕迹，到《阿长
和山海经》，就没有这些冷嘲热讽了，读
到的是令人动容的抒情文字：“仁厚黑暗
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
不料《二十四孝图》一开篇，便是“跳到半
天空”，愤怒至极的一段文字，说要寻找

“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
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因此
而堕入地狱也不改悔——与“绅士们”的
笔战又回来了。乃至《无常》一篇，讨论
为何在赛会中见到活无常出场，乡人就
无端“都有些紧张，而且高兴起来”，仍要
明讽“公理维持会”，说“活的‘正人君子’
们只能骗鸟，若问愚民，他就可以不假思
索地回答你：公正的裁判是在阴间！”

问题在于，这些斑驳的文字是如
何组织起来，自洽自如地构建了一种
全新的文体的呢？

回忆性文字根本的文学魅力，在
于其中的双重视觉：叙述者（当 下 的

“我”）和被叙述者（往昔的“我”），平行
交错，岁月的流逝化入叙事主体的成
长或衰蜕，最是引人入胜。同时也给

“纪实”文体闪出了必不可少的虚构的
缝隙。父亲临终时迅哥儿的大喊，知
堂说并无其事。那又怎样？“我现在还
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
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
处。”这就是“情感结构”中最真实的幽
微情愫，不为别的纪实互文所撼动。

从文体的驳杂，到记忆与遗忘的
政治学，再到纪实与虚构的辩证，都还
只是现代散文生成命题中的荦荦大
者。《朝花夕拾》薄薄的一本小册子，细
读起来，关联到植物学和动物传说，关
联到清末民初的蒙学和新式学堂，关联
到近代中医西医的诊疗博弈，关联到本

雅明所说的“讲故事的人”，关联到古籍
的绣像插图史，关联到地方戏曲和方言
……文本的知识容量、知识存储，实在
令人惊叹。《朝花夕拾》呈现的这种不纯
净性，这种驳杂之美，开启了现代散文
写作广阔的可能性，也给研究者的多角
度持续解读，开出很大的阐释空间。

对三元组合情有独钟
面对文本内外层层叠叠的驳杂

（“思想的繁复和情感的繁复”），《论
〈朝花夕拾〉及其周边》（朱崇科 著）运
用“情感结构”这一理论工具来解读。
所谓“情感结构”，英国学者雷蒙德·威
廉斯说：“它就像‘结构’所表明的那样
是牢固的、明确的，但是它是在我们活
动当中最微妙、最难以触知的部分发
挥作用的。某种意义上，这种情感结
构就是一个时期的文化：它是全部组
织中所有要素的特定现实结果。”

从这简略的定义里，可知威廉斯
是用它来代指特定时期的“文化”，把
现实结构的诸要素的作用投射到人类
活动中微妙而难触知的部分来分析。
这一文化唯物主义的概念着眼于阶级、
集体和长时段（稳定和积淀），如何将之
运用于一种立足未稳的新兴文类、一部个
体心灵的回忆文本，势必需要多作校正、
拓展和补充。崇科兄意识到了其中的难
度，更多地侧重于“情感结构”的动态、发
展、多层次的幽微方面来展开论述，其间
的理论腾挪和学术成就，不容小觑。

出于对二元对立模式的疑惧，崇
科兄对三元组合情有独钟。他说：“鲁
迅先生在《朝花夕拾》中呈现出有效的
诗学结构，其中最典型的则是‘三’的辩
证，包括三个鲁迅的复活以及多重角色
身份的内部流转等等，令人叹为观止：
《朝花夕拾》成型于三度空间：北京、厦
门与广州；而此间的鲁迅也具有三个身
份：官员、学者与文人；而从时间的经营
角度看，作品中往往包含了历史时间、
现实介入以及叙述时间；而该散文集也
具有三个境界：追忆/再现、抚慰与升华
（包含情感大爱与哲思等）”。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生生不已。

崇科兄从《故事新编》入手，研究鲁
迅经年，孜孜矻矻，已出版鲁迅研究专著
四册，论及《呐喊》《彷徨》《野草》以及

“在广州的鲁迅”，本书是第五本，讨论
“表面简单易懂研究起来难度很大”的
《朝花夕拾》，或可视为当代学人的“情感
结构”拼图，又添结实而斑斓的一块。

既写自己又和书中
角色拉开距离

原籍陕西的作家魏强，上世
纪90年代初落户广东顺德，他最近
出版的《大凤来仪》是一部致敬改
革开放及新一代企业家的小说。
书中人物的原型，有魏强自己，更
有一批叱咤风云的顺德企业家。
讲述湾区工业故事，书写改革开放
伟大历程，是这部作品的追求。

在长篇小说创作中，自传性
作品是有优势的。因为自传性
质，作品中的感情会特别饱满，人
物塑造、生活细节的描摹也会格
外细致生动，这是因为作家对创
作有了百分之百全方位的投入。
《追忆似水年华》讲述巴黎黄金时
代贵族生活，和作家普鲁斯特的
气质特别吻合，叙事充满音乐性
的舒缓和敏感，场景和细节让人
觉得历历在目。

《大凤来仪》也带给我另外一
种思考。这部作品里并没有自传
性作品通常会有的那种自恋和个
人气质的渲染。作家在创作准备
和创作过程中，保持了一定的理
性。作者既写自己，又把自己和
书中的角色拉开了距离。他不仅
仅是为自己身边人书写，也是为
一个时代、为一代又一代创业者
开拓者而书写，为敢为天下先的
顺德人而书写。

关于创作与现实，或者通常
所说的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评论
家许子东说过一句话：“你干预生
活，生活也要干预你。”他的意思
是说，时代的大气候各有不同，作
家因此会随之而调整自己的写作
策略。魏强不是一位职业作家，
但这部作品却让我看到他的创作
在走向成熟，看到南方文化、改革
开放的火热生活对他的“干预”和
影响。

我在长期的阅读中，曾经有
过疑惑：北方人能不能够写好南
方故事？不懂经济的作家能不能
写好改革开放？然后，我读到了
陈继明写潮汕文化、杨黎光写粤
商，读到魏强写湾区工业故事，因
此觉得我的顾虑是多余的。文化
背景的不同可能会带来一个作家
认知和情感上的差异，但他的思
考点在哪里，他想表达什么、表现
什么，这才是重要的。

魏强在北方成长，客居顺德
近三十载，这部作品让我们看到
了他对这片土地的情感，以及他
作为一个对改革开放有深度介
入、有深刻思考和深切感受的作
家创作上的责任感和价值追求。

对生活细节有细密
的观察

毫无疑问，这是一部现实主
义的作品，作家对他所要表现的
生活尽可能地作了准确、详尽的
描绘。他对生活细节有细密的观

察，例如对工厂车间及其他现实
场景据实摹写。在这些朴素写实
的描绘中，我们感受到了顺德家
电行业热腾腾的产业气息，甚至
好像闻到了那些来自工厂、公司、
酒楼和大排档的金属味、装修味、
海鲜味和老火靓汤味。

同时，作家在叙事上采用接
近自然主义的开枝散叶的叙事结
构，有一条主线就是谭志远的人
生历程，在主线叙事的进程中，又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讲述唐
小天、孙宝丁、姚玉婷、张燕等各
色人物的故事，讲完又归拢来，
回到主线上，有时略有唐突，更
多的时候倒也自然。他让我们
在阅读的进程中产生信任，进而
引起共鸣。

可能在一些读者看来，这部
作品在叙事上缺少设计和剪裁。
作家在讲述谭志远等人的奋斗史
的同时，也讲述了社会转型期出
现的由各种欲望追逐而产生的阴
暗面和人性黑洞。从积极的观察
角度，我看到魏强对于社会现实
各个层面生活的描写，感到他的
写作遵从或者说与人类学的重要
创始人马林诺夫斯基的写作原则
是一致的。马林诺夫斯基主张要
尽快地把所有东西都写下来，因
为我们永远不知道写下来的东西
以后有没有用。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这部作品以后如果有机会进
行影视改编，作家写的所有东西，
都可能是有用的。因为影视作品
更立体，需要密度更大的故事，需
要更多的生活素材。

此外，这部作品还让我们看
到作家在表现顺德本地的地域人
文方面的努力。比如谭氏家族的
历史由来，白鹤镇谭家村新春佳
节的各种习俗和氛围，千人宴、竞
投灯，等等，都写得仔细、有趣。

当然，长篇小说的结构和叙
事的节奏，是创作过程中需要好
好把控的。把控有度，有张有弛，
从容书写，是一个成熟作家应有
的状态。除了结构和叙事方法上
的思考，该作品还有一点不足，便
是故事讲述当中，不时会脱离小
说应有的情景和趣味，以笔记式
文笔，罗列企业管理理念、规章制
度等，显得生硬；对主人公的形象
塑造，在小说结尾呈现简单平淡
的走向，大有前面用力过猛后续
难以为继的态势。小说结束时的
乏力感，反映了作家对谭志远们
的未来的把握和思考，并不成熟。

出版
单书

1.《古典世界的城市》（科林·麦克伊韦迪）
作者追溯了 120 个古城的建城历史，着重

厘清它们在古典时期的发展历程，也交代了
它们或是被废弃或是幸存至今的命运。在分
析城市的选址与地形时，作者采用统一的比
例尺绘制城市平面图，直观地呈现了不同城
市之间的布局与规模差异。

2.《侦探电影》（我孙子武丸）
这是一部侦探题材的电影，在剧本故事

没有结局的情况下，剧组工作人员与演员都
只能按照导演的调度参与拍摄。可就在电
影主体段落摄制完成之际，大柳突然神秘失
踪。侦探故事的结局是什么样的，真相只有
导演本人知道……

3.《武器浮生录》（伊恩·M.班克斯）
如果记忆变得支离破碎，你该如何面对生

活？扎卡维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文明”——那个
享乐至上、人机共生的星际乌托邦。他曾是一
名杀手，如今过上了平凡的生活，没有极致的快
乐，也没有太深的绝望，只是记忆早已破碎不堪。
当智能机器搜寻到他的踪迹，扎卡维只能再次
踏上征程，一步步走向那场命中注定的审判。

4.《如何聆听古典音乐》（金麦克）
青年钢琴家、浙江音乐学院教师金麦克，摒弃

学院派的传统讲解思路，颠覆古典音乐的“高冷”
形象，以独树一帜的讲解风格，击破“入门难”“欣
赏难”“共鸣难”三大难题，从乐理知识，到音乐流
派，再到名家名作赏析，幽默开讲，带你在会心的
笑声中“破解”古典音乐聆听密码。

5.《文化的世界史：一种文化社会学阐
释》（阿尔弗雷德·韦伯）

海德堡精神的引领者，启发了雅斯贝尔
斯、曼海姆、埃利亚斯、卡夫卡等大师的通才
巨擘；比肩斯宾格勒、汤因比的宏大叙述，对
世界文化的历史哲学解读，以敏锐直觉发现
历史进程之普遍形态。

田浩江是首位在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签约
20年的中国歌唱家，我以为歌唱得好，未必有文学
才情。但读完他的散文集《角斗场的〈图兰朵〉》里
的第一篇，我就知道自己小看了他。散文集里有
二十篇文章，不仅写出了自己1983年到美国留学，
毕业后闯荡西方歌剧舞台近三十年的历程，也写
出了人生的百般况味。

《帕瓦罗蒂》把帕瓦罗蒂的个性、风格刻画得
细致丰富，尤其写到帕瓦罗蒂在告别宴会上发完言
离开大都会歌剧院，那缓缓关上的大门，使我的心无
比伤感。帕瓦罗蒂在声乐界是神一样的存在，是一
个无法跨越的高度，在他的生活方面，田浩江只用了
一点点笔墨，写一次演出后帕瓦罗蒂与父亲通电话，
聊了很久当天的演出情况，表现了帕瓦罗蒂的孝心，
说他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在演出后跟父亲电话聊很
久的歌唱家。这样一写，就淡化了帕瓦罗蒂身上
的“神”性，多了些普通人的味道。

没料到的是，《普拉西多·多明戈》写得更加精
彩，为读者描绘了一个外表俊美、意志坚强、热爱
家庭的世界上“唯一的多明戈”。文章几处用“唯
一的多明戈”这句话，强调了他的非凡。田浩江与
多明戈在舞台上有多次合作经历，他这样描述这
位巨星的表演风范：“他那种绝望的目光，缓缓伸
出的手，颤抖的最后一句演唱，内心那种懊悔的挣
扎……直到最后倒下时那渐渐的放弃，演出了何种
伟大的死亡！”多明戈在七十五岁高龄时在国家大
剧院排练《麦克白》，被刺一剑后，后仰平摔。“年轻
人后仰平摔都不敢，七十五岁的大师，给我们上了
一堂无价的死亡课！”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田浩江写大师的老去。
2019年9月，多明戈退出大都会歌剧院，田浩江在
路上碰到多明戈，突然发现大师“背驼了，透出些
疲倦”。紧跟着就写2020年3月20日，纽约大都会
歌剧院宣布，因新冠疫情停止所有歌剧演出。“从
我们家的窗户可以看到林肯中心，虽然还有灯光闪
烁，却已无人迹。作为美国最重要的表演艺术中心，
演出全部消失，为历史上首次。”用这样语句，作为
《普拉西多·多明戈》一文的结尾，特别有味道。

《大师小泽》写田浩江与小泽征尔的故事。一
次现场演出时，田浩江唱到一句需要渐慢的乐句
时，一直配合默契的两个人突然间相互等待，田浩
江等小泽征尔的渐慢手势，小泽征尔等田浩江唱
出渐慢，犹豫了一两秒后，就跟乐队的节奏错开了
一点点。田浩江说这应该是他的错，但小泽征尔
主动向田浩江道歉。田浩江说：“给歌手道歉的指
挥大师全世界只有一个。”

田浩江是男低音，音色深厚醇美，他唱的俄罗
斯民歌《山楂树》，沧桑、辽阔、深情、温暖。看完最
后一篇《晴朗的一天》，我的心情很暗淡。突然发
现书的最后一页有二维码，一扫就看到了田浩江
演唱的部分歌曲和歌剧选段的视频，其中还有与
多明戈的重唱，心又变得欣喜起来。

粤派
评批

北方人能不能
写好南方故事？□西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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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朝花夕拾》的阐释学陷阱

网络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的
第二次启航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读
后 □黄子平

闯荡西方歌剧
舞台的百般况味

□王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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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0日，《2021 中国网
络文学蓝皮书》正式发布：全
国主要文学网站新增现实题
材作品 27 万余部，同比增长
27%，现实题材作品存量超过
130万部，一批优秀现实题材
作品反响热烈；新增科幻题材
作品近 22 万部，同比增长
23%，科幻作品存量超过110
万部；新增历史题材作品22
万余部，同比增长 11%，历
史题材作品存量超过 230
万部。在迅猛发展中，也
存在隐忧：如何提质？如
何打造世界影响力的大
IP？针对相关话题，中
国作协网络文学研究院
研究员马季接受羊城
晚报记者专访——

羊城晚报：“网文出海”已成
为一种共识，在您看来，中国网
络文学为何会在海外走红，未
来将如何进一步良性发展？

马季：改革开放后是中国
当代文学的第一次启航，以莫
言等人为代表第一代作家走
向国际，为世界读者所熟知。
网络文学则是中国当代文学
的第二次启航，它的主要任务
就是把中国文化传播出去。

第一代扬帆出海的作家
很多都不懂英文，也没有海外
传播意识，传播手段、传播阵
地都有限。网络文学作家的
写作依托互联网，互联网原本
就是国际化的平台，有着天然
的传播优势。

这种走红不仅仅跟中国

网络文学发展态势有关，更重
要的是，西方也有着网络文学
的阅读需求和土壤。从上个
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西方的精
英文学和大众文学就出现合
流的趋势，村上春树、丹·布朗
等作家的大流行是与这个潮
流分不开的。而中国的网络
文学很好地满足了大众阅读
需求。

羊城晚报：如果要更好地
传 播 中 国 形 象 ，讲 好 中 国 故
事，网络文学是否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

马季：读者的阅读审美水
平是在不断提升的，网络文学
的质量也需要不断提升，网络
文学的精品化迫在眉睫。尤
其是网络文学在海外传播，需

要提高其艺术水平和文化符
号的兼容性。这种文化符号
不仅要满足中国人的审美习
惯，还要符合西方的文化语
境。这是一个磨合的过程。

中国网络文学前二十年
还是在国内练兵，现在是要到
世界范围内的市场上决战，你
的作品能否成为大IP，取决于
你在英语世界里能否大放光
彩。

就像功夫熊猫这个 IP，熊
猫和功夫都是中国的，IP却成
了美国的，别人用你的文化符
号赚中国人的钱，传播美国的
价值观，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深
思的。中国网络文学对于中
国文化IP的打造与传播，也肩
负重任。

羊城晚报：“Z 世代”创作
的网络文学与之前相比有何
不同？

马季：“Z世代”主要指95
后这一代，他们是网络的“原
住民”，是纯粹的“网生代”。
他们在网络文学领域已经有
相当一批作家产生影响了，他
们整个成长过程都伴随着互
联网，所以创作网络化特征也
更为突出。第二是国际化，这
个群体的年轻作者很多都有
海外留学经历，网络也为他们
打开了通往世界的窗口，也会
广泛接触到国外优秀的文学
作品，所以他们的文化视野更
为国际化，也更为宽广，写出
来的作品也更能够融入国际
文化的大潮中去。

中国网络文学未来的希
望还是在他们身上，因为他
们完全站在现代文明的高度
上，站在中国几代网络作家
的肩膀上去看这个世界。中
国网络文学经过这么多年的

发展，已经有大量成功的作
品，年轻一代可以在这个基
础上进行创新。而且，他们
不仅懂得大众文化的流行趋
势，也懂得文化 IP 的传播与
打造。

但是目前这一代还处于
启动阶段，网络文学还缺乏与
时代高度同步的作品，所以这
代年轻作家是有自己使命的，
他们既要向传统网络作家学
习，也要积极主动创新开拓。
前方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羊城晚报：根据报告，去
年 网 络 文 学 IP 改 编 成 绩 亮
眼，在您看来，IP 改编应该注
意哪些问题？

马季：网络文学作品和动
漫影视作品是两种不同的艺
术品，二者应互相尊重。影视
剧有自己的一套逻辑系统，网
络文学也有自己的运行规
律。而且，改编相对创作来
说，牵涉的面更广，运营成本
更高也更难。

网络文学 IP 实际上是跨
艺术门类的产品，改编之后肯
定会跟原著有差异，很多人说
改编后脱离了原著，但其实有
的时候这不是脱离，而是根据
影视剧规律进行的调整。

网络文学 IP 的打造实际
上已经是整个互联网文艺领
域中的基本动力，网络文学滋
生的商业价值可能只有几百
亿，但是它能够拉动的商业价
值往往高达上千亿。所以，我
们在孵化网络文学 IP 过程
中，要尽量推出高质量的文化
品牌，这种品牌能够超越原
著，同时能够把原著中最有价
值的部分保留下来，在转化的
过程中尽量减少损耗。

羊城晚报：《2021 中国网络文学
蓝皮书》指出，2021 年全国主要文学
网站新增现实题材作品 27 万余部，
同比增长 27%。现实题材占比为何
如此之多？

马季：首先是国家政策的主导，
要求网络文学创作关注现实，现实
主要是指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国家方
方面面发生的变化。文学从来都是
从现实中来的，能否写好现实题材
关乎网络文学能否出精品。为了响
应国家的政策，不少网络作家投身
现实题材的创作，对他们自身的写
作也是一种锻炼；同时网站也积极
配合，鼓励作者通过多种形式书写
现实，加大对现实题材的扶持力度。

除了政策导向，网络文学行业
自身也需要往主流化方向发展，从
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讲，所谓主流化
就是进入学院研究视野，当前学术
研究更多也是关注现实题材。此
外，现实题材在网络文学很早就有
了，比如职场、青春、校园，近年来又
有了支教、扶贫等题材。

更为重要的是，网络文学中的
现实题材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逐渐
找到了自身的发展路径。以往现实
题材比较边缘是因为其商业价值不
高，IP转化度低。近些年来，尤其是
2014 年以来，现实题材涌现出了一
大批优秀的作品，不少作品都被改编
为影视剧，其商业价值也得到肯定。

羊城晚报：除了现实题材，网络
文学占比排第二的是科幻题材，虚
实两个极端为何增速都很快？

马季：网络科幻小说一直都有，
此前成长速度比较慢。最出名的就
是刘慈欣的《三体》，但是这本也是
介于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之间。近
些年来，随着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
和科技的发展，科幻小说也风起
云涌，这是符合中国发展现状的。
今天我们确实需要去关注人类共同
关心的命题，去探索宇宙和人类的
未来。

刘慈欣的写作某种程度上提高
了中国科幻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
力，但是在我看来，网络科幻整体上
还处于起步阶段，没有达到一个很
好的水平，《三体》可以说是一枝独
秀，当下网络上还没有出现能与之
比肩的优秀作品。尤其是硬科幻，
需要以严谨的科学知识和深厚的文
学素养相结合，这是非常考验作家
功力的。

但是网络科幻有很大的发展潜
力，具备较高的商业价值，适合 IP的
打造。而且目前国家也非常支持网
络科幻题材的发展，除了玄幻类小
说，更加注重与现实结合的科幻小
说，去呈现我们当下的科学技术水
平，加深读者对科学的认知，不要停
留在“一拳打爆一个星球”如此简单
粗暴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