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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作家协
会主持的大型国家级
文化工程 《中国历史
文化名人传》 丛书首
批 !" 部作品日前正式
问世， !" 部作品分别
是：王充闾的 《逍遥
游———庄子传》、王兆军
的 《书圣之道———王羲之
传》、郭启宏的 《千秋词
主———李煜传》、浦玉生的
《草泽英雄梦———施耐庵传》、
杜书瀛的 《戏看人间———李
渔传》、陈益的 《心同山
河———顾炎武传》、陈世旭的
《孤独的绝唱———八大山人传》、
周汝昌的《泣血红楼———曹雪芹
传》、何香久的 《旷代大儒———
纪晓岚传》、徐刚的 《烂漫饮冰
子———梁启超传》。首批 !"部作品
的作者有获过“鲁迅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重要文学奖项的作家或
著名的文史大家，他们通过艰苦的实地采访、精心的收集资料，耙梳甄别，以严
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出色完成了创作任务。
中国作家协会对《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 丛书高度重视，党组书记李冰亲自担

任“丛书”组织委员会主任，经过近 #"个月的艰苦努力，“丛书”首批十部作品终
于面世。专家和编辑在审阅他们的作品时，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都是文学和文史俱
佳的精品力作，如史学家党圣元在陈世旭的《八大山人传》评语中写道：“作者章法
老到，笔致细腻，文史兼擅，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以朗隽的线条勾勒刻画出传主的风
采神姿。那神秘的历史烟云，以及传主独有的性格魅力所迸发出的变幻诡谲、绚烂夺目
的云图辉光，一一跃然纸上。”文学家程步涛看了郭启宏的《李煜传》点评道：“作者以
饱满苍凉的笔墨，展现了一代词主的坎坷人生，将读者带进一个奇绝的人与词的世界。”著名
评论家李炳银也对王充闾的《庄子传》作出了这样的评价：“作者用‘八面受敌法’的巧妙方式，
以散文的语言生动地追踪寻觅庄子的人生和思想脉络；在多方参考比照的过程中，独具个性地
表达了自己认识理解的庄子，生动塑造了古代智者哲人自由飘逸的文学形象。”
据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介绍，这 !"部文化名人传记的出版，是《中国历史文化名

人传》丛书工程的第一个阶段性成果。本套丛书计划用 $年左右时间，预计出版 !#"部左右。
它对形象化地诠释和反映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精髓，对公民的历史
文化普及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专家郑欣淼指出：“这些文化名人是一座座丰碑，都有文化符号的意义。这套丛书对中华数

千年的历史文化进行了梳理。传记文学讲究真实性、文学性、完整性，首批作品在这几方面兼顾
得比较好。”

!"个多月来，“丛书”编委会与专家们进行了认真艰苦和高度负责的工作，通过反复会商，遴
选出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 !#"余位历史文化名人。专家们对书稿的文史真伪、价值
取向、人物刻画和文学表现等方面都进行了严格的把关。
作者之一郭启宏说：“传记自应查有实据，亦须文学笔法；传记切忌罗列獭祭，亦嫌‘小说家

言’。传记之作难矣哉！”作者们表示写这些作品是巨大的挑战，有的传主历史文献材料很少，需要去查
阅大量的文献材料，甚至多次进行实地走访，这样才保证了历史的真实性。
《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全套丛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将于 #"!%年上半年再推出 #"部左右的精彩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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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
形象地诠释中华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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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是一块画板，赤
橙黄绿青蓝紫，所有的颜色
都是由自己来描绘。比如说
元旦这一天，人们最想画的是
太阳，从颜色盒中抽出了一支
大大的红，圆圆的，红红的，
当金色的光芒铺满在太阳周围
的时候，人们感受到了一种融融
的温暖，很好，有阳光照耀的日
子，这个冬天不冷，再后来，带着
一种深深的期待，期待马年是个好
开头，期待新春到来一树红梅绽放
万家，期待国富民康百姓生活美满幸
福。
握住手中的画笔，思忖着元旦这个

值得欢庆的日子，它是从《书·舜典》 中

走来，走过了很多朝代，走到了新世纪新
时代的今天。大凡世间所有事物都有开头
和结尾，年历书写着人生走过的历史，心
中念想着走过了路过了还有什么值得回
味？

元旦也是传承生命年轮的起点，画出
一辆飞奔的小车，圆圆的车轮唱着不尽的
欢歌，游至一个生命的景点，一片落英缤
纷的桃花林，虽说这里是春暖花开，片片
桃叶穿透寒冬，尽显出扬眉冬出俏的水
灵，塞外的孤烟已渐行远去，小城飘来一
阵婉转缠绵的江南丝竹，与天涯海角的椰
林“沙沙”声一起，直抵祖国的各个角
落。

一个周而复始的圆，从笔尖里轻轻地
流泻出来，那是人生三百六十五个日子静

心的回首。过去的一年，有多少艰辛和欢
快，在智慧的心思里一次又一次浮出。我
们所取得的点滴成绩与进步，很快变成花
香四溢的诗行，从圆心里出发，向着生命
田野一路讴歌。

室外瑞雪飞舞，画一个姹紫嫣红的春
天。画上信心与希望火火的红，画上奋斗
与勇气金灿灿的黄，画上轻柔与温情淡淡
的蓝，画上感恩小河涓涓细流，将春天的
浓烈真正定格在元旦的画板上。

收拾心情，把元旦的画板高高地悬挂
在自家的墙上。一抬头，那是我们心中不
尽的梦想，新年、新衣、新书、新电脑，
全新的生活在元旦这一天铺开，又见赤橙
黄绿青蓝紫，就这样带着神奇想象写意来
年绚丽生活。

《粮道》：会思想的粮食
李朝全

国以粮为基，民以食为天。时代进步了，我们今天
不再提“以粮为纲”，但是，粮食却永远是我们的国家之
本、之基、之要。蔑视或轻视粮食都会给国家和民族带
来毁灭性的灾难。因为，粮食是生命之源，是人类生存
最基本的物质资料。任林举的长篇纪实文学《粮道》 将
粮食作为自己的描写对象，揭示的是粮食之道。“道”
是世间万物存在之理，运行之规律。遵循“道”，顺应
“道”，生命才能存在和延续。《粮道》思考的正是粮食
的根本道轨、规则，其实探讨的亦正是生存与存在最根
本的、最本质的问题。作者几乎将与粮食相关的各种话
题或由粮食引发的各种问题都“一网打尽”。因此，这是
一颗“会思想的粮食”，“会行走的粮食”，作者笔下的
粮食不仅是一种物质的存在，更是一种活生生的生命。
作品对粮食的“言说”，从哲学、文化学、伦理学、政治
学、历史学、人类学和农业生态学等各个角度切入，并
进行纵深的开掘，分别阐述了粮食与天道世道人道、人
性、命运、文化、伦理、兴衰、安全及未来的关系。作
品题材重大，具备鲜明的现实针对性。

报告文学存在着两大对立的基本类别，即事实报告
和政论报告。《粮道》无疑属于后者。政论报告的传统
是从 !&'"、&"年代一批富于人文启蒙理想的作家的作品
沿袭而来，特别注重借助电视政论片的媒介来表达。
《粮道》不以事件、事实或人物为中心，也不以其见长，
而是以一种深邃的思想、哲理为中心，以鲜明的思辨性
为主要特征。近年来，涉及粮食或粮食安全主题的报告
文学并不少，如陈启文的 《共和国粮食报告》、顾秀林
《转基因战争：中国粮食安全保卫战》、蔚然《粮民：中
国农民会消失吗》及《粮民：中国农村会消失吗》，以至
周勍 《民以何食为天：中国食品安全现状调查》、吴恒
《舌尖上的安全》等。与这些“事实报告”不同，任林举
独辟蹊径，别出心裁，扬长避短，转向以说理、议论、
论述为主的非虚构创作，即便举例或引用具体事件、人
物等，亦多为论证、阐释自己的观点之所需。因此可以
说《粮道》是一部有思想的书，一部旨在资治资政、引

发全社会和人们深省的政论报告。
《粮道》作者所采取的言说方式，是一种饱蕴着激

情或抒情之火的理性言说，尽量取客观冷静之姿态。
全书犹如一位“先知先觉者”或“真理的使者”，像
布道传经一般滔滔不绝地“倾说”。这种一泻千里式
的倾说，一方面具有极高的创作难度，因须有源源
不断的新见地、新表述和新创造，语言须简练、
流畅、生动，同时又要给读者营造一种陌生化的
新鲜感。另一方面，这种以议论、言说为主体的
文本，是对读者阅读的一种挑战。
《粮道》 更是一部尖锐的问题报告。作品

提出了许多亟需人们警醒并深思的问题。例如
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我国种子市场和粮
食市场有被外资劫持和操控的潜在危险及其
可能导致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农村土地
撂荒、农民进城改变身份后谁来种地、谁
来养活中国的问题，如何保障农民队伍稳
定的问题，大量使用农药的风险，克隆技
术、杂交粮食是否存在隐患等等。每个问
题都十分严峻又都十分重要。对于类似
美国孟山都公司大肆推销自己的转基
因粮食品种，美国先锋公司操控农产
品种子供应，操纵大豆、食用油等食
品市场，作者甚至不吝用“另一场鸦
片战争”、“洪水”这样的譬喻来提升
这种威胁和危险的等级和程度。其
全部的良苦用心皆在于激发并唤
起国家、政府和社会大众的高度
关切、警惕、反省与防范。因为粮
食问题关涉和指向的其实是人
的生命、人的生存及延续，
是人自身的安危存亡。如此
看来，这，实在是一部警世
危言之书。

文学新观察

近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
授严锋在微博上转发了科幻作
家刘慈欣设计的一款“写诗软
件”，引起网友的热议。早在
#""( 年该类软件就被开发出
来，近几年，逐渐升级成了不
仅可以创作短幅的诗歌，连小
说、论文等长篇幅的文章也可

由电脑直接创作出来。笔者随后下载并体验了“刘慈
欣写诗软件”，发现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会创作出类似
现代诗歌的诗句，并且句式、结构多样化，比如“失
恋的水牛，像理想社会；球形的苦恼和杂草丛生的危
房在相互吻”，然而深究便能看出意象与意象之间并
无内在的逻辑关系，不难看出，在速成、娱乐的背
后，这类软件所折射出的现今文学现象同样引人深
思。

辩证看待的文学现象

据悉，一款“写诗软件”% 个月可生成 $$ 万首
诗，如“猎户星免费在线写诗软件”自 #""( 年上线
起至今，已生成 !%% 万首诗，平均每小时 #) 首，还
能生成自动采访，已制作专访 *万余篇，平均每小时
!篇。

据严锋教授介绍，相对来说，写诗软件其实并不
算有特别大的发展，像论文软件、小说软件等等已经
有一个基本成型的产业，网络小说生成器可以完成大
篇幅的场面描写。近日一则网络热帖“怎样快速写出
一首汪峰老师风格的歌曲”，通过对歌手汪峰 !!* 首
歌词的分析，总结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词：$% 次
“爱”、$"次“生命”、)%次“孤独”等，再对这些热

词进行编号。只需随意写出一串数字，依次
在形容词、名词和动词中取出一

个词，稍加串联就
可以得

到一首汪峰标准式的
歌词，简便程度令人
大呼“歌词作者饭碗
要被抢走了”。
“还不能以彻底批

判的眼光去看待，因
为软件的运用现在只
是一个现象。”严锋教
授回应如何看待这类
软件。写诗软件自

#""(年出现至今已有 *年的时间，实际上并没有出现
严重影响文坛的情况。

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周瓒说：“现在也没有出现
一位能够创造一部具有内涵作品的电脑诗人。”其次，
这一现象的产生并没有对式微的诗歌市场造成过多威
胁，周瓒认为，“不要妖魔化写诗软件，首先诗歌本
身就没有市场可言，诗歌不能用来消费，所以写诗软
件不会和真正的诗歌挂上钩，这类软件主要就是娱乐
的用途。”甚至严锋教授认为某种程度上不能否认它
们确实会起到对文学构思的辅助作用，因为不同的样
式、模板或许能给人启发，特别是通俗类的文学，如
“猎户星免费在线写诗软件”能提供共 &*) 首诗歌风
格的模板。周瓒认为，如果一来就带有强烈的抵触心
态，不仅小题大做，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失去文学与科
技在未来结合发展的可能性。

速成的文化快餐

写诗软件满足了大众对快餐文化的需求。随着当
今社会快节奏的发展，诸如此类的电脑生成软件都被
简单地归入一套数字化的程序之中，创作日趋粗浅
化、功利化，使文学越来越成了口语化且没有美感、
可读性差的闲言碎语，削弱了文学的生命力。

在这股风潮之下，体现的是现今文学大环境的浮
躁，隐含着让文学逐渐失去意义的风险。严锋教授认
为，在一定程度上，正因为“蹩脚”诗人的创作才会
导致软件的开发乃至逐渐形成一个产业。而这类软件
反过来则容易让人产生依赖感，而它们代表的技术力
量对诗歌的抑制，很可能会使我们的创造力和精神活
动降低为技术的层次。虽不至代替人脑创作的地步，
但也会对整个文学氛围造成一定的干扰作用。过度依
赖软件，就失去了文学的意义，因为“电脑怎么都不
可能写出像北岛那样的诗歌”。

在文学创作领域，诗歌是被普遍认为最高的艺术
形式。然而软件创作文学的出现，其反映的不单是技
术上的问题，严锋教授表示，“因为现在很多现代诗

都是似是而非的，一些诗人其实自己也
没有想明白要写什么，要怎

么写，完全就是
在

不断‘打回车’的情况下作出诗来，这些‘蹩脚’诗
人的创作让诗歌在大众的心目中逐渐扭曲为荒唐性，
认为看不懂就是诗歌。”周瓒认为，目前文学界缺
乏自主创新也是导致软件出现与兴起的原因之一，
在这些文学的同质化后，必然会出现所谓“创作
套路”和“创作规律”。这说明诗人在文学创作
上自身的不严谨给软件工程师们设计写作软件
提供了可能性。同时，严锋教授表示，这也是
读者对文学界的一种抗议方式，通过软件把
文学数据化、商业化，从而得到一种反讽作
用。

“虽然创作现代诗的软件很多，但是
以后兴许古代诗歌会更加受欢迎。”周
瓒猜想。她认为古代诗歌让更多的受
众感兴趣。据悉，她的一名学生就从
事古代诗歌软件的开发，并且已有一
定的用户。周瓒认为，古代诗歌虽
然有不少的难度，韵脚、平仄都会
带来程序编写的困难，但随着现
代科技的发展，这是很有可能的
发展前景，在质量或数量上兴许
会超过创作现代诗歌的软件。
虽然这类软件的逐渐兴起一方
面或许让人不禁担忧现今的
文化水平会受到影响而低迷，
但不妨换一面思考，这正说
明现在大众对文学的关注
度在上升，对于想创作文
学但又不知如何进行的
人来说，科技给他们提
供了一种接触文学的方
式，没有人能断定他
们就此一直会依赖软
件，通过娱乐的方式
开始接触到文学从
而深入下去学习也
并不是一个不可
为的方法。就如
严锋教授所言，
不要过早地担
忧，这其中自
有它的发展
规律。

软件智能创作也算文学？
刘蓝忆

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等举办的“河北四
侠”创作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河北四侠”
是指胡学文、刘建东、李浩、张楚 %位河北作
家，他们是河北文学界近年来涌现出来的新
锐，他们的作品在全国都有着较大的影响，代
表着河北新一代的文学力量。与会的专家认
为，“河北四侠”既继承了河北传统文学精
神，又刷新了河北文学传统。他们更注重怎么
写，重视叙述方式和小说技巧，在日常化叙事
中更侧重关注灵魂，自觉把现代主义小说技法
与现实主义结合。胡学文的小说直面现实生
活，关注当下人们的精神状态和道德处境。张
楚的小说关注城镇中小人物的灵魂。刘建东的
小说将城市人生转化为生命体验，成功地从先
锋转型为写实。李浩的小说具有象征性，写出
大家眼睛看不到的真实。

何楚舞、凤鸣、陆宏宇所著纪实文学
《最寒冷的冬天!：血战长津湖》 近日由
重庆出版社出版。该书描写了抗美援朝战
争中乃至整个军事史上的经典战例———长
津湖之战。在接近零下 %" 摄氏度的严寒
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王牌部队第九兵团与
美国“开国元勋师”陆一师展开了一场长
达 #" 多天的战斗。这场战役的残酷程度
超出了所有参战人员的想象，因为极度严
寒，作战已经成为了中美两军官兵精神力
与意志力的殊死较量。此战役迫使世界上
军事实力最强的美国军队，经历了有史以
来最远的一次败退，而志愿军也用热血和
生命捍卫了中国军人的尊严。作者历时两
年，走访近 )" 名志愿军老兵，口述那场
中美军人都难以忘怀的残酷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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