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定格特定历史时期的“手绘照片”

作家与人工智能的比赛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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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一切都与文学有关。”这句话于李敬
泽而言，并非一句漂亮的口号，而是他在多次身
份转换与实践探索中得出的切身体会。

从主编到评论家再到作家，李敬泽一直
在文坛深耕，参与和见证着中国当代文学发
展的动态过程。随着人文谈话视频类节目

《文学馆之夜》的播出，李敬泽的又一个身份
为大众所熟知：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这
次，他立足文学馆，从文学出发，走向更为广
阔的大千世界。

3月24日，李敬泽来到广州，先后参加了
全国文学馆联盟会议和花城文学院的成立仪

式。在他的思考中，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文
学馆该如何发挥其功能，让文学抵达无穷的
远方和无数的人们？在一次又一次的身份转
换中，李敬泽对于文学的理解又有何变化？

为此，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了李敬
泽——

羊城晚报：《文学馆之夜》这个节
目的策划初衷是什么？

李敬泽：《文学馆之夜》旨在谈论
与文学有关的一切，同时也面向人们
切身的生活经验、此时此刻活跃着的
知识与思想。正如鲁迅那句著名的
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
我有关”，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也
都与文学有关，同时文学也要努力地
走进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这个
谈话节目就是这样的一种尝试。

我希望通过策划这个节目与社会
各界专家对话，用新思维打开文学的
边界、呈现文学的魅力。

羊城晚报：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文
学资源非常丰富。在您看来，我们该
如何活化利用这些资源？

李敬泽：面对丰富的文学资源，在
坚持保护第一的前提下，我们还要用
科技创新、数字化传播、社会力量引入
等手段，有效地活化利用，让文物说
话，让历史说话。

中国现代文学馆是中国第一座文

学博物馆，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
文学博物馆，收藏了现当代诸多文学
大师的珍贵手稿、书信等众多文物。
这些弥足珍贵的藏品，穿越岁月的洗
礼，历经时代风雨，撑起了一个国家的
精神脊梁。这些藏品不能只放在库房
里好好保护，而是要想办法让它们发
挥作用。

所以在《文学馆之夜》这个节目
中，我们把这些资源利用起来了。

视频节目拍摄地的会客厅中陈列
的书籍、照片、文具等，都是从中国现
代文学馆 90 多万件藏品中精心挑选
出来的，平时难得一见。其中包括萧
军先生收藏的鲁迅像、朱自清先生“抗
战”后回清华大学时使用的皮箱、曹禺
先生用过的镇纸等。

接下来，我们还会通过各种方式
来活化利用这些藏品，包括办展览
等。目前我们也在跟视频平台谈合
作，想把每一个文物背后的故事通过
视频的方式呈现在大众面前，将其文
化魅力更广泛地传播出去。

羊城晚报：除了《文学馆之夜》，近
年来，中国现代文学馆探索了很多新
的发展方向，比如入选网红打卡地、推
出数字藏品等，紧跟潮流。这些都很
引人注目。

李敬泽：就中国现代文学馆而
言，我们的基本方向是如何构建新的
发展格局，提高公共服务能力，让文
学走向大众。大众有新的文化、文学
需求，但是如何凝聚、引领这种新的
需求，是需要我们为之努力的。文学
馆其实就是文学走向大众的一个桥
梁、一个有形的场所。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作家
安德烈·马尔罗就提出“无墙的博物

馆”的概念，强调博物馆与受众之间
物理距离与心理距离的消弭。其实
文学馆也是这样。一方面它是有实
体的建筑，另一方面，文学馆也应该
成为无墙的，乃至“云上”的文学馆。
今天数字技术不仅让文学不再受

“墙”的限制，还让文学能够通过现代
传播技术，以数字化的形式走进人们
的日常生活。

羊城晚报：您一直强调让文学抵
达大众，但是在很多人眼中，能进入
文学馆序列的文学基本都是经典文
本。在您看来，该如何将高雅的“文
学”与接地气的“日常”勾连起来？

李敬泽：有时候很多人会感觉文

学是高高在上、不可接近的，这恰恰
是因为我们工作没做好。好的作家、
作品应该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场景
抵达读者、抵达老百姓。在我看来，
文学馆就会成为文学链接广大读者、
广大民众的桥梁和纽带。大众对文
学的需求是广泛存在的，我们需要发
挥我们的想象力去开展工作。

对于文学，我是有坚定信念的，不
管时代怎么发展，文学肯定是我们这
个民族精神文化生活中最基本的力
量。这种力量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些做
文学工作的人可以躺着不动，反而是
要不断创新，通过创造新的场景、新的
机制，去焕发文学的生机与活力。

羊城晚报：这 次 全 国 文 学 馆 联
盟年会的主题是“以数字化赋能文
学推动公共服务职能建设”。在您
看来，该如何以数字化赋能文学馆
的发展？

李敬泽：说实话，今天我们依然
在探索的路上。当前数字技术变化
太快了，我们在数字化上的进展有
限。我也总担心，正在尝试的转型还
没成功，技术又发展了，媒介也随之
变化，前面所做的一切可能又归零
了。所以我们要先找准方向。

而且数字化过程中，不仅仅是技
术问题，根本要义还是创造新的应用
场景。要先去探索和创造新的应用

场景，再来搭建和推动数字技术平台
的建设。这方面还是有很多事情可
以做的。

羊城晚报：您也曾强调这个时代
需要我们拓展甚至发明新的文学性，
需要我们开拓新的文学边界。这种
不断扩大的趋势，是否会模糊文学本
来的面目？

李敬泽：文学的面目并不是像人
一样。每个人的面目都长得差不多，
无论老点或者小点，基本上都固定
了。文学也不是一个固定的建筑，有
大厅、有厢房，盖好后就不能动了，一
动就得拆墙。文学的形态是不断变
化的。中国古典文学也是，不管是词

还是曲还是小说，都不是自古就有
的，而是在不同时间点上，在人类精
神生活的不断扩展中，文学才获得了
新的形态。

现代文学就是一次文学的巨变，
不管是语言还是题材都变了。但是
文学并没有变得不存在了，反而更坚
韧地生长开来。未来随着社会的变
化，我相信文学还会不断变化。

所以，如果非要比喻的话，在我
看来，文学更像一条江河或者一片流
域，是变动不居的，在行进的过程中
海纳百川，要不断地去寻找和探索自
己的新领地和新方向。所以我并不
担忧这个问题。

羊城晚报：当下，文学生产所面临的一大
难题便是如何应对技术的挑战。在您看来，
ChatGPT 在全球的火爆会给文学的发展带来
哪些影响？

李敬泽：人工智能的发展当然是一件大
事。我们不要以为这件事离我们很远。这件
事离我们很近，甚至是近在咫尺。

今天，ChatGPT可能会使得我们很多书写
变得无效，你写了半天可能还不如它写得好。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重新站在文明和文学
的根本点上去考虑问题：什么是我们人的创
造，什么是让我们人之为人的东西？我们需要
重新回到创作的原点和本意上去思考：在这个
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如何真正使人继续
成为创造者，既是自我创造，也是在不断创造
世界的人？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常有人将一些伟大的作品拿来跟人
工智能的出品相比，由此说明好的文学不会轻
易被取代。但是我们要知道，ChatGPT其实才
刚刚出来，还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而伟
大的作家作品往往百年难遇。这场比赛现在
刚刚开始。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对人类没有信心，恰
恰相反，我对人类有着充分的信心。只不过随
着技术的发展，我们对人之为人的创造力也有
了更高的要求和渴望。我们不应辜负这个时
代所给予的特殊考验和挑战，并在这种考验和
挑战中去证明文学的力量，证明人的力量，证
明创造的力量。

羊城晚报：那在您看来，我们正从事的文
学创作，究竟还有没有更新的可能？

李敬泽：记者喜欢问这样的问题，但其实
这不可能开出一个简单的药方。至少我开不
出来。每个时代的文学是基于每个时代的作
家甚至是作家和读者的共同创造，这个创造于
此时此刻而言，它一定有一部分是未知的，也
是让我们满怀期待的。但创造不是凭空而来
的，创造都是在时代条件下产生的。时代不断
发展，生活、技术、经济、社会等条件也在不断
变化，这种变化就会要求文学作出回应，也给
文学的创造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可能。但是具
体怎么创造，要看每一个作家的具体探索。

羊城晚报：文学在变，文学评论是不是也
要变？

李敬泽：当然。文学评论从来不是就文学
谈论文学。文学评论作为文学与公众、与社
会、与文化之间的中介，它永远是就世界来谈
文学的，它肯定是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里来评
价文学作品，也是从更广阔的世界来与文学作
品对话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肯定需要批评
家们不断拓宽自己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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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期，广州成为中国唯一的通商
口岸。此时，广州不仅是世界贸易网络的
节点，更是中西方艺术文化交流的门户和
窗口。

在广东省博物馆近期的重磅展览《焦
点：18-19 世纪中西方视觉艺术的调适》

中，巨幅外销画《广州港全景图》引得观众
频频驻足。

《广州港全景图》堪称清代珠江版“清
明上河图”，描绘了从沙面、十三行商馆
区、海珠炮台直至大沙头附近的东水炮台
一带珠江北岸的广阔风景，是当时中国其

他城市罕见的图像记载，也代表着 19 世纪
中期中国油画创作的最高水平。

广东省博物馆陈列展示中心主任、研
究馆员，策展人白芳在展览现场为我们解
读了《广州港全景图》的历史价值、艺术价
值和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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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芳解读巨幅外销画《广州港全景图》：

这是清代珠江版这是清代珠江版““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

风从海上来。即日

起，《羊城晚报·名家说名

作》栏目提质升级，推出

第二季“粤藏于海”系列，

在岭南公共收藏珍品中

发掘“海上丝绸之路”的

广东故事，努力从更广阔

的层面推动名家名作的

高质量传播推介与知识

生产。

2022 年 8 月以来，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携手

广东省文旅厅、广东省博

物馆，在《羊城晚报》及金

羊网、羊城派APP、云上

岭南、“羊城晚报”视频号

等海内外传播平台首创

《名家说名作》栏目，并推

出系列报道。

栏目先后邀请陈传

席、林蓝、李劲堃、林锐、

彭玉平等众多名家对岭

南名作加以介绍和剖析，

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古今

对话，为当下文艺繁荣与

公共文化建设提供启示。

广东是“海上丝绸之

路”的重要节点和发祥地

之一。在本季“名家说名

作·粤藏于海”系列中，

我们将进一步联系广东

各大公共收藏机构，与读

者、观众一道巡礼岭南经

典名家名作、南粤珍宝，

从文物视角讲述“海上丝

绸之路”上的广东故事，

探寻岭南何以得风气之

先的历史脉络、内在动

力、文化基因。

【开栏语】

走进“焦点”展厅，首先看到
的是中国当代书画界泰斗刘海
粟的一段话：

“ 近 代 美 术 史 家 把 我 的 同
时代人尊称之为先驱，我附在
骥尾，惶悚不安，如果我们把眼
光放远大一点，中国油画史还
可以提前半个世纪，真正的先
驱，应当是被半封建、半殖民地
制度埋葬了的无名大家，（广州
的）蓝阁林呱可能就是其中之
一。这一想法，希望能被美术
史家所证实。”

正是这段话给了白芳策划
“焦点”展览的底气和信心。因
为对于外销画的价值认定，学
界一直以来存在分歧，不少人
认为外销画是不入流的行画，
不具备艺术价值。白芳说，现
存外销画的确多数依靠流水线
批量生产，但不可否认少量艺
术精品的存在。

记者看到，本展览不仅在开
头呈现了刘海粟的观点，还在结
尾处放置了被美术学界公认为

“中国油画第一人”的李铁夫的
画像。刘海粟与李铁夫同为20
世纪美术大家，然而相比林呱、
煜呱等 18-19 世纪的广州外销
画家，他们接触到西方绘画的时
间晚了一两百年。

白芳说：“本展览之所以取
名为‘焦点’，其中一层含义是
我们想借此构建关于中国油画
早期开端的话题焦点。”

她认为，我们应该肯定广州
外销画家最早从事西画艺术创
作的尝试和创新。这种西方绘
画不但体现了“西学东渐”的过
程，更重要的是“东画西传”后，
对西方的中国风艺术也产生了
深远影响，这是外销画最大的历
史价值所在。

《广州港全景图》的征集源于
近二十年前广东省博物馆新馆的
展陈设计，白芳负责博物馆珠江
新城新馆中“广东历史文化陈列”
常设展厅的“扬帆世界”板块。

“这一部分讲述的是海上丝
绸之路的故事。清代广州因‘一
口通商’政策而一地繁盛，十三行
是当时清帝国唯一合法的外贸特
区。然而我们馆内几乎没有展现
十三行贸易繁盛的外销艺术品。”
白芳说，于是她从“图像证史”的
角度出发，开始关注历来被人们
忽略的外销画。

在中国绘画流派中，传统文
人画长期占据主流。而外销画一
直以来被视做商品而非艺术品，

它的生产面向海外，收藏也主要
来自海外。

2007 年底，白芳获得消息，
著名外销画家煜呱的《广州港全
景图》现身市场。因为对煜呱的
作品做过大量前期研究，她一眼
便判定这幅画具有极高价值。

在与海外艺术公司达成合议
后，《广州港全景图》很快由英国
运送到香港，由粤博专家一起组
团前往鉴定。“我们还邀请了香
港、澳门，以及国外的专家共同鉴
定这幅画。大家一致认为这幅画
独一无二，兼具极高的历史价值、
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所以我们
最终决定征集这幅画。”

在当时，从海外征集文物是

一件新鲜事，各种海关申报手续
异常复杂。“此前我们几乎没有海
外征集的经验，为了争取《广州港
全景图》入关的税费减免，团队甚
至先后请示了广东省文化厅、国
家文物局、中国海关等部门。”

一番周折后，《广州港全景
图》于2008年底永久入藏广东省
博物馆。有了这次经验，广东省
博物馆的海外藏品征集模式基本
奠定。

广东省博物馆外销画藏品从
无到有，现已涵盖油画、水彩、水
粉、素描、版画、玻璃画等六大类共
200余件（套）外销画藏品。近期
的“焦点”展览正是广东省博物馆
近20年间研究梳理的成果展。

外销画产生并兴盛于 18、19
世纪，集中在广州十三行（今文化
公园）一带。为迎合西方社会热
衷“中国趣味”的风尚，广州画师
采用西方的绘画颜料和技法，绘
制带有中国风情的图画，用以销
售给来华的洋人。

从《广州港全景图》的绘画风
格 及 画 框 背 部 上 方 残 存 有

“Youqua”画 室 的 标 签 残 片 来
看，可以断定此画出自煜呱画
室。Youqua 音译为煜呱，他是
活跃于 1840 年-1870 年的广州
著名外销画大师。

《广州港全景图》长 2 米，宽
88厘米，是目前已知最大的外销
画。白芳说：“在19世纪中叶，这
种尺幅的油画作品是极其罕见
的。”

画作采用了经典的三段式构
图，上半部分大幅空间描绘天空，
下半部分宽阔的江面上帆樯云
集，中间十三行一带岸上风景呈
直线状横贯画面。“它无论是取景
角度还是细节的精准度，都体现
出作者曾受到 17 世纪晚期至 18
世纪荷兰港口风景画的影响。”白
芳表示，港口风景画正是煜呱擅

长的领域。
据船舶研究专家金行德初步

统计，《广州港全景图》中的船只总
数约为311艘。“有从事远洋贸易
的广东红头船，也有载客的客船，
还有卖花、卖米、卖盐的商船，更多
的是水上人家生活的疍家船。它
们聚集在珠江水面，就像东方‘水
上威尼斯’一般。”白芳介绍。

画作虽然没有标注明确的绘
制时间，但我们可以根据画面内
容推测一二。“它左半部分的十三
行商馆区除了中部建筑比较完整
外，两侧建筑其实处于修建过程
中。此时，外国商馆的旗帜只有
零零星星几面，美国花园和英国
花园也不算繁盛。”白芳说，这反
映了十三行商馆在 1840 年鸦片
战争中遭遇大火后的复建状态。

与此同时，十三行商馆区于
1847年增建了圣公会教堂，而这
幅画中并没有圣公会教堂的身
影。白芳因此推断，《广州港全景
图》的绘制时间为1840年至1847
年之间：“它就像一张‘手绘照
片’，成为广州十三行特定历史时
期的真实写照，为十三行研究提
供了实物证明。”

文/羊城晚报记者 文艺 朱绍杰
图/广东省博物馆提供

B. 从半个地球之外征集“回家”

C.“西学东渐”
与“东画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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煜呱煜呱《《广州港全景图广州港全景图》》

《《广州港全景图广州港全景图》》中的红头船中的红头船

著名评论家、散文家，中
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
代文学馆馆长。曾获鲁迅文
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花地
文学榜年度评论家金奖、十
月文学奖等。

著有《青鸟故事集》《咏
而归》《会饮记》《跑步集》《上
河记》《会议室与山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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