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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狂飙的时代，文学何为？花城文学院在广州正
式揭牌成立，打造多元融
合的新型城市文化空间

春雨洗刷后的广州越秀公园，一草一木，沁人心脾。坐落在这里的花城文学院，
绿叶白墙，书香沁润，仿佛步入了文学的春天。

3月25日，花城文学院宣布成立，当晚还举办了“花城文学之夜”演出活动。广
州这座南方大城，又拥有了新的文学场域和空间。

“筑巢引凤栖，花开蝶自来。”这个广州的全新文化地标式文学平台，将致力于探
索新的文学机制，引领文学发展新潮流，聚拢全国文学名家资源，充分激发文化创新
创造的活力，积极探索新时代文学精品化、产业化发展之路，为广东、粤港澳大湾区
乃至中国文学的高质量发展，敞开无限想象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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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在浏览书架上的书籍

【独家专访】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文艺 实习生 宋骥才
图/羊城晚报记者 邓勃 曾育文(部分图片由花城文学院提供）

延续了
“花城”先锋
气 质 的 花
城 文 学 院
在 广 州 正
式 揭 牌 成
立，试图探
索 新 时 代
文 学 生 产
机 制 的 创
新路径。

当下 ，
文 学 生 产
所 面 临 技
术 的 挑
战 。 随 着
ChatGPT
在 全 球 的
爆火，文学
生 产 机 制
将产生哪些
变化？包括
作家在内的
文字工作者
会被人工智
能取代吗？
新 成 立 的
花 城 文 学
院 在 整 个
新 的 文 学
生 态 中 又
将 起 到 何
种作用？

就以上
问题，羊城
晚 报 记 者
独 家 专 访
了花城文
学院首届
联席院
长 麦
家 、陈
晓明。

3 月 25 日 晚 ，在 广 州 友 谊 剧 院 上 演 的
“ 有 风 自 南 —— 花 城 文 学 之 夜 暨 2023 花
城文学榜荣誉盛典 ”，以沉浸式情景歌舞
剧晚会的形式 ，注解着文学的内涵 ，拓展
着文学的外延 ，让文学变得具体可感 ，有

温度、有面孔，还有互动和交流。
随 着 技 术 的 发 展 ，文 学 的 边 界 和 内

涵 正 在 发 生 巨 大 的 变 化 。 正 如 尾 声 节 目
《花开》所唱：人们心中，哪个才是文学的
真 正 模 样 ？“ 跨 界 ”“ 破 圈 ”已 成 为 时 下 文
化 场 域 十 分 热 门 的 词 汇 ，文 学 领 域 同 样
如此。

这 也 是 新 时 代 对 文 学 发 展 提 出 的 新
要 求 。 正 如 中 国 作 协 副 主 席 、中 国 现 代
文学馆馆长李敬泽所说 ：“这个时代需要
我 们 拓 展 甚 至 发 明 新 的 文 学 性 ，需 要 我
们走到更为广阔的原野上去 。”而在作家
刘 震 云 眼 里 ，“ 广 东 是 改 革 开 放 的 前 沿 ，
花 城 文 学 院 带 来 了 新 的 文 学 气 象 ”。 在
作家张炜看来 ，“花城文学院对语言艺术
的 执 着 、用 心 将 是 非 同 一 般 的 坚 守 ，这
才 是 最 有 意 义 的 ”。

谭 君 铁 表 示 ，花 城 文 学 院 将 开 启 更

多的跨界融合尝试 ，拓宽文学产业道路 ，
推 动 文 学 破 圈 ，试 水 网 络 文 学 、影 视 版
权 、动 漫 游 戏 、有 声 读 物 、娱 乐 剧 本 等 全
版 权 代 理 与 衍 生 产 品 的 运 营 开 发 ，打 造
文 学 产 业 版 权 交 易 与 孵 化 平 台 ，为 文 化
事 业 和 文 化 产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注 入 新 的 创
新动力。

不少人担忧，文学边 界 不 断 拓 展 ，是
否 会 模 糊 文 学 本 来 的 面 目 ？

谢 有 顺 认 为 ，文 学 自 有 其 敏 锐 性 与
前 瞻 性 ，一 直 在 引 领 着 人 类 如 何 和 各 种
新 的 事 物 遇 合 ，然 后 产 生 化 学 反 应 ，构
成 新 的 生 活 。 对 文 学 的 发 展 ，我 们 也 应
持 开 放 的 态 度 。

李 敬 泽 眼 中 的 文 学 ，其 形 态 本 身 就
在不断变化 ，“文学更像一条江河或者一
片流域 ，在行进的过程中海纳百川 ，不断
地去寻找和探索自己新的领地和方向。”

三月的春雨唤醒了大家对文学的热情。
花城文学院室内室外，走廊里、台阶上，人来
人往，熙熙攘攘。花城文学院揭牌成立的第
一天，来自全国各地的重量级作家、学者、评
论家、媒体人、文学刊物负责人以及广东省
内文学界的嘉宾百余人，汇聚于这个文化院
落，共同见证花城文学院的“花开时刻”。

“作为广东出版人，我们希望花城文学
院能够创造一种新时代下的文学与城市、
城市与作家、作家与读者的链接。我们希

望这种链接是感性的、温暖的、美好的、持
久的。”广东省出版集团、南方出版传媒股
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谭君铁希望
通过花城文学院 ，为作家、评论家们构筑
美好的创作交流与生长空间，搭建富有活
力的文学创作平台。

为了汇聚更多当代文学名家，花城文
学院将文学的橄榄枝伸向全国各地，在 3
月 25 日的作家、评论家签约仪式上，作家
们来自四面八方。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

有顺说，无论是《花城》杂志，还是花城出版
社，本身就团结了一大批作家、评论家、文
学爱好者，也发表、出版了很多有影响力的
作品，新平台完全可能再出现新的作家与
作品。

作家李修文也认为：“花城文学院不应
该囿于南方，或者局限于大湾区，它应该携
带大湾区独特的风貌和价值，来映照中国文
学的现场，使它的影响力扩展到我们今天中
文写作的方方面面。”

新平台：筑巢引凤，汇聚当代文学名家

新潮流：跨界融合，拓宽文学未来想象

为广大创作者
打造一个“家”

羊城晚报：花城文学院成立后，您认为它
会成为一个怎样的文学空间？

陈晓明：花城文学院在广州落地，在我看
来它将成为岭南文学发展的桥头堡。广州是
大湾区的核心区域，作为大湾区内的新型文
学空间，花城文学院将在这里发挥更广泛的
文化合作交流作用。

南方向来是非常有活力的地方，广东地
区又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文学理应在这
片土地上“大显身手”。此次花城文学院的成
立可以说正当其时，它是团结和推动大湾区
地区作家文学创作的一个非常好的助推器，
并为广大作家、评论家、读者提供了一个更广
阔和开放的聚集空间。

同时，新时代条件下不断有新的生活、新
的表达、新的情感出现，花城文学院为我们探
讨文学新的可能性提供了平台。

我们知道，《花城》杂志自创刊起就拥有
深厚的读者基础，并一度引领文学风气。花
城文学院应该是《花城》杂志的升级版，我相
信它会在“花城”文学品牌的基础上再开风
气。我也将与麦家院长一道，为花城文学院
贡献一份力，一起来把花城文学院打造成广
大作家、评论家、读者的“家”。

羊城晚报：您认为花城文学院这样的平
台在当下的文学生态中应该起到什么作用？

陈晓明：我觉得它应该起到一种凝聚的作
用。文学越来越个人化，作家会陷入一种孤独
感甚至无助感。给不同的作家提供一个共同
交流的平台和空间，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越来越倾向于宅居，特别是作家，因
为这样才能专心写作。但还是需要有一个空
间，需要有人站出来组织活动，让大家的思想
有所碰撞，否则个人思想会变得狭隘。

我们过去讲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现在不
一定能做到那一步，但是作家之间的碰撞、交
流，彼此敞开心扉，同时跟读者进行交流，这
就是一种文学的生活。

技术无法改变人类
书写的永恒性

羊城晚报：近来，ChatGPT人工智能技术引
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您怎么看待这项技术？

陈晓明：ChatGPT确实对文学写作、文学
教学都带来了挑战，它通过抓取关键词，能非

常快速地产出一篇文章。其实，大众对人工
智能技术的探讨由来已久，国内的人工智能
技术也在不断更新迭代，只不过当下ChatG-
PT的智能程度又进一步刷新了人们的认知。

对人工智能技术，我有一些个人的观
点。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我们虽然能很快完
成资料的收集和文章的简单写作，但是人之
所以为人，是因为我们在写作时还带有个人
风格和见解，这是个体思想的独特转化过
程。这对ChatGPT而言，是未来相当长的时
间里都不能完成的。

另一方面，我们阅读不仅是在感受文字本
身，更是在感受作者的情感、思想和态度，它
们是我们作为人类存在的质感、质地的表
现。ChatGPT会一直进化，它产出的文章可
能会非常流畅，没有语病，也没有错别字，但
它无法凝聚人的情感。所以我相信人类的书
写是永恒的，它和智能机器人写作可以并存，
但永远不会被替代。

我觉得信息化社会有一个“灾难性”的
后果，技术把一切都变成信息，我们为信息
所支配，然而我们人类活着本身这件事却
被遗忘。

羊城晚报：如今文学的表现形式越来越
多。从文艺评论的角度来看，您认为文学边
界的不断拓展是否会模糊其本来的面貌？

陈晓明：我认为不会。文学内涵是多种
多样表达形式的基础和灵魂，就像好的电影、
话剧始终依赖好的剧本一样。文学始终与我
们的母语和日常交流紧密相关，无论它表达
形式如何变化，它的内涵始终不变。所以我
想说，文学作品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和丰富化，
只会使文学本身变得更加丰富。

关注平凡点滴亦可
成就文学新的可能

羊城晚报：近年来，文学界对“新南方写
作”概念多有提及，您如何理解花城文学院是
对先锋的“花城”气质的历史延续？

陈晓明：对先锋的理解，或者说对前卫、
探索性的理解，我认为谢有顺先生有一句话
说得非常好，他认为“先锋是一种精神”。“新
南方写作”的提法代表了前卫和新的探索，也
体现了一种先锋的精神。

然而，我认为当下我们不应该过分看重
“先锋”原本的定义。在文学创作中，我们对个
人心灵的探索、对他者的关注，甚至对动植物
的某种注视，都可以成就一种新的文学可能。

也就是说，在我们之前，即使已经有非常多
经典文学著作出现，可开拓的创新、创造空间越
来越小，但我们依旧可以通过关注生活中平凡
的闪光点，来发掘出它们潜在的文学价值。

羊城晚报：作为花城文学院联席院长，您希
望通过花城文学院传递什么样的文学思想？

陈晓明：《花城》当年被归入文学刊物“四
大名旦”，在这里发表的作品，能够反映当代
生活最新的变化，具有开创性、创新性。花城
文学院的设立，承继了《花城》的传统，进一
步展现了改革开放的精神。

用“花城”来命名一个文学院，本质是提
倡百花齐放、兼容并包。它应该成为各种优
秀的文学的汇聚之地，各种优秀的文学青年、
文学中的人的汇聚之地，也应该成为各种优
秀文学作品的展现平台，同时为当代文学的
存在、生长和传播提供一个美好的空间。

花城文学院打造的休闲空间
花城文学院户外

春意盎然

成立仪式现场

让更多的人在文学的
天空下获得慰藉

羊城晚报：作为花城文学院首届联席院长，您
希望在这里实现什么样的文学设想？

麦家：作为首任院长，这是我的荣幸，也是我
跟广东、跟“花城”文学的缘分。“花城”文学品牌
作为文学圈的金字招牌，在我爱上文学的那一天
大概就已经和它建立了联系。

这次到广州出任花城文学院首届联席院长，
是出于一直以来对“花城”文学品牌的敬重。未
来，我希望通过花城文学院这个新平台，让更多
的人在文学的天空下获得慰藉。同时，我会竭尽
全力奉献我那一点点的文学精神，以及一点点的
文学影响力。

羊城晚报：在这样一个文学大环境下，花城文
学院这样的平台在整个文学生态中将起到怎样的
作用？它对大湾区的文学版图有什么意义？

麦家：我一直认为，广东在全国影响力最大的
文学品牌就是“花城”。由花城出版社创办一个
文学院，就成了一件承前启后的事。它可以让广
东过去因为“花城”而积淀的一些文学资源得以
重新启用。同时，这也是推动粤港澳文学兴盛的
一个及时的举措。

花城文学院的意义会越来越大。我们知道，
文学越来越专业化，或者说越来越边缘化，这个
时候，我们需要有文学的人、文学的组织抱团取
暖，互相温暖。

这个时代可能是经济的时代，在全世界，文学
不像 19世纪那样成为一个社会的中心。我觉得
在这种文学的边缘化面前，一个文学院，甚至一
个文学沙龙，这样一个“文学理想国”般的组织、
平台，它的意义会越来越大。

羊城晚报：花城文学院首批签约了八位作家
和评论家，在这个有着新的文学生产机制的平
台，这些创作者将获得什么？

麦家：我认为文学需要一个特定的平台，通过
这个平台让大家有机会、有时间聚在一起，交流
各自对文学的最新感悟。我们对文学的热爱靠的
不是在家里冥思苦想，而是相互交流。比如我告
诉你我刚看了一本好书，并获得了一些启发，你
很有可能会跟着去看。这种文学情感的相互传
递，需要依托花城文学院这样的平台。

俗话说“独木不成林”，花城文学院就是一个
让创作者们聚在一起，互相促进、共同成长的园
地。

人物与故事会成为
未来文学的关键词

羊城晚报：当下，ChatGPT 人工智能技术大热，
部分文字工作者有被取代的担忧。您个人有感觉
到技术对您创作的威胁吗？

麦家：坦率地说，ChatGPT对我没有影响，一点
威胁都没有。即使它对我构成威胁，我也不会把这
种来自技术的挑战当作威胁。ChatGPT会引发一
种新的潮流，可能很多行业、职业会被淘汰，甚至会
被埋没，但我觉得原创的东西是淘汰不了的。

我相信一个原创的故事，甚至是 500年前乃
至 5000 年前的一个原创的故事，只要它是原创
的，ChatGPT就创造不出来，它永远不会原创。

它的技术逻辑是进行大数据的汇总和计算，
这意味着它永远无法取代原创文学作品。所以，
我希望广大文学原创作者，不要害怕这类新兴技
术，反而是它应该害怕我们，应该让我们害怕自
己，因为它会激励我们去创造更原创的作品、攀
登更高的山峰。

但同时，它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未来我们的
文学创作将更加注重原创性。如果把文学创作比
作一项竞技运动，就像运动员挑战身体极限一
样，我们挑战的将是人类情感的极限。

文学有“无用之用”，要永远相信文学的力
量。原创是文学的生命，那种“感时花溅泪”的独
特魅力是ChatGPT所不能取代的。

羊城晚报：面对急剧变化的文化语境和传媒
环境，您认为未来文学将是怎样的形态？

麦家：一个作家，应该是个观察家，而不是个预言
家。我无法预言未来，包括未来的文学，但从大概率上
说，我觉得未来的文学和过去的文学不会有大的区别。

因为我觉得，人本身没有太大
的区别，一个古人和今天的人、未来
的人，本质上是不会有变化的。只
要人在本质上没有变化，我想文学在本质
上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当然，在细微处或者局
部，肯定会有变化。

未来是人工智能时代，我甚至会想象，当今有
些文学形态在未来可能会消失，会被智能的人替
代。那什么会强大？我觉得人物、故事在未来的
文学中会被放大。

因为故事和人物需要原创，而这是我们人类
干的。所以，未来的文学，我想就是两个词——人
物、故事，这是未来文学的关键词。

文学会在人生至暗
时刻起到“大用”

羊城晚报：随着技术的发展，数字化不断赋能文
学发展，其中一大表征就是文学的跨界“破圈”传播。
未来您是否会引领花城文学院的创作者一起“破圈”？

麦家：不能说我引领他们，而是我们共同“破
圈”。的确，目前我在影视界以及在海外文化推
广中积累了不少资源，我当然会毫不吝啬地拿出
来和花城文学院的同仁们共享。

同时，我也想借这个机会从同仁们身上汲取
营养。年轻一代创作者对新世界的感受力和对新
人类情感的把握力远超于我，我们应该互鉴、互
学、互通、互融。

羊城晚报：有人认为，文学作品的不断跨界
“破圈”也会造成其本来面目的模糊。

麦家：文学如果单纯局限在某个圈子，我觉得
这才是大问题。如果它能够发散开来，这难道不
是一种新的生命力的展现？只有不断产生这种新
的生命力，文学才能应对更多的挑战。

羊城晚报：在这个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您认
为文学该如何实现它的高质量发展？

麦家：当一个社会能够尝到文学的甜头，通过
文学去汲取营养的时候，那这个社会文学的发展
就是高质量的，这就是文学的魅力。

所以我经常说，我们要相信文艺的力量，要
相信文学的力量。文学表面看起来好像没有什
么用处，至少用处不是那么直接，但它其实是有
大用处，它有“无用之用”，这也是王国维曾经说
过的。

文学表面上看是无用的，但实际上在人生的一
些拐点乃至人生的至暗时刻，尤其是当我们遇到一
种人生危机的时候，或者我们人生需要翻越顶峰
更上一层楼的时候，我觉得文学这个时候会起到
大用的。它会让你的内心变得更加宽广，更加坚
强，变得生动、柔软，这都是文学艺术才能给予的。

“花城文学之夜”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