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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 书读
《作文课：让创意改变

作文（修订版）》

谭旭东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3年3月

力津报 荐

书津报 架

沉浸式感受科学与人文的交融
董洺辰

推荐理由：本套图书，是王蒙先生

数十年来研究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全部重要作品，首次以“解读传统文

化经典”为主题汇集并整体推出，共12

册，总字数400万字，涉及《论语》《孟

子》《荀子》《老子》《庄子》《列子》以及

《红楼梦》等传统文化经典作品。

从传统文化中挖掘精神资源

《江南奇遇记》

上海博物馆编著

徐旭峰文图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23年7月

《他乡的星光：欧美游学散记》，黎健著，中华书局2023年6月出版。

北 大 教 授 戴 锦 华 、复 旦 教 授 严 锋 交 锋 ：

ChatGPT会是人类未来吗？
刘颖

悦分享 读

《致敬与前行：

新京剧电影创作概论》
滕俊杰著

学林出版

2023年2月

中华文化是一个富矿，从中能够开垦出更
多资源，能够丰富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认识和体悟。我们可以从儒家的仁政、王
道（即政治文明）中加深对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的理解；从恕道、礼治以及老庄的学说中加
深对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理解；从仁的教
育、美德的重视中加深对爱国、敬业、诚信、友
善的理解与认同。所有这些虽然和现在有所
区别，但都有相通之处。

第一，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古代的中国
梦就是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
能，讲信修睦……”这是《礼记·礼运篇》里讲的
“大同”，是中国古代非常高级的中国梦。不
仅孔子儒家学说这样讲，道家学说同样也有
类似的讲法：“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
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认为，有余
的应该稍微往下压一压，要帮助那些弱势的
人和群体，这不正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思想
吗？老子的无为而治的理想，客观上带有为
被压迫被剥削阶级说话的性质，其实与国家消
亡、政党消亡的共产主义理想遥相呼应。天下
大同的观念，落实为我们的价值认证，可以成
为整个中华民族团结起来的一个重要理念。
孙中山先生当年提出来“以建民国，以进大
同”，他也把“大同”当作最高的理想。可见，与
欧美许多国家不同，中国的知识界比较容易接
受共产主义理念，并非偶然。

第二，价值观是一种心性之学。价值在哪
里？传统在哪里？在人们心中。我们讲道德、
仁义，首先要学着把心治好、培养好、陶冶好、塑
造好，让心性充满价值认定，达到高度的自觉和
自律，达到慎独的状态，即使是一个人独处，也要
用自己所信奉、所接受的价值观来行事、选择。
如果建立了以仁义为特色的心性，就能从根源
上消除荒谬，消除反人类、反社会的种种可能，消
除黑暗和愚昧。

从小到大，从内及外，从家庭、孝悌开始，做
到忠恕、恭谨、诚信，以仁统领精神走向，用孔子的
话就是“吾道一以贯之”，用马克思的话就是“目标
始终如一”——一个是从结构上看，仁义道德是
核心；一个是从发展上看，对于仁义道德的坚
持恒久如此，这都叫做一以贯之，即以一个核
心的观念把价值选择和坚守贯穿起来。

当今我们倡导、研讨、发扬核心价值观，
成败的关键在于能不能把所提倡的观念与人
民心中的好恶臧否、真情实感结合起来。价值
观不仅仅是一个用于讨论的话题，更不能仅仅
是一个举手表态的问题，而是一个心性的问题。

为了和人心相结合，就要从传统文化中挖
掘资源，同时又能够做到像邓小平同志所说的
那样：“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
们所寻求的价值，不是自我封闭起来的价值，
不是一个浅显的口号，而是带着这些价值和美
好的心性向全面小康发展，向改革开放发展，
向现代化发展，不是停滞，不是复古，而是开拓
与创新。

第三，仁、德、礼、义、廉、耻的治国思想。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仁
政与礼治的提倡，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对于今
天仍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正是当下所讲的政
治文明。中国过去讲“身正则天下正”，历史上
虽然在权力的制衡方面没有一套成功的经验，
我们也一直都在讨论怎样能够实行更有效的
对权力的监督，但是看中国的历史，道德监督、
文化监督仍然存在。不要以为皇帝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不是这样的。如果看黄仁宇的《万
历十五年》与卜键的《明世宗传》，人们会大为
惊奇：皇帝有时候想做一个事儿，底下老臣跪
一片，全反对。所以这种文化监督、道德监督
是中国政治的一个特色。当然，不能仅有这
个，我们还必须以法制、制度的监督为基础。
仅仅强调道德，不足以解决我们现实中面对的

许多问题，却有着积极的教育意义。古人说
“身正则左右正，左右正则朝廷正，朝廷正则天
下正”，就说明我们一直要求执政者能够首先
起道德示范的作用，首先有教化的义务，这是
中华政治文明的核心主题。今天来说，越是领
导干部就越要成为践行核心价值的模范。老
子讲“行不言之教”，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身
教胜于言教”。权力要关在法律与制度的笼子
里，也要关在道德与文化的笼子里，这样就从“不
敢”上升到“不想”了。

传统文化中关于这方面的美好的词句、
说法和思想太多了。比如孔子说“不义而富
且贵，于我如浮云”，他还认为能够做到“博施
于民而能济众”，那就是圣人。这些难道不值
得我们学习与自省吗？老子也是最反对贪
腐、纵欲，他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
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
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还说：“我有三宝，持
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慈就是爱民，俭就是节俭，“不敢为天下先”是
针对当时的特殊情况而言，强调要顺乎民意民
情。仁政王道的观念虽然不能完全符合现代
社会的需要，但也不能以虚无主义对待，而是
要从中挖掘出有积极意义的东西。

第四，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就是事事恰到好
处，准确正常，过犹不及。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
是反对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

第五，“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从我做
起。对于公共交通、食品安全、医患关系等方
面的问题，有些人往往一提起就大骂一通。但
是请问，骂人的人自己做得怎样呢？也许从来
没有反思过。孟子说“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
己”，孔子说“见其过而内自讼”，意思是如果看
到什么事做得不好，看到他人的过失，先在自
己内心进行思想斗争，告诉自己应该怎么做，
不要碰到不好的事就先骂别人。孔子还说“仁

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而由人
乎哉？”做到做不到是由自己决定的，不是由别人
决定的。这个让我联想到法国哲学家萨特，他认
为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可能——你选择，你存
在，你负责。为什么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孙中
山说“知难行易”呢？知与行，确实有一段距离，但
你反求诸己，首先你自己的心性向仁德方面靠拢
了，你就有了践行仁德的可能，事物就可以向好的
方面发展了。
《论语》中有“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

思？室是远而”之句。有人以为这是爱情诗，孔子
将其解释发挥成思想修养、精神境界方面的诗：
“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他用唐棣之华——一种
美丽的花来比喻美德，认为你自己还没想还没追
求，就说那个花远得不得了，其实你要是向往，这
个花就在你心中开放了，你就离美德不远了。

冉求对孔子说：“我不是不喜欢你说的那些道
理，我力气不够，实现不了。”孔子回答：“力不足
者，中道而废。今女画。”意思是，如果力道不足，只
实行了一部分，是可以的，可是你压根儿就没做。
我的要求你并没有开始做起来，怎么能说力量不够
呢？孔子的这些思想特别可贵。

传统文化中有深入人心、深得人心的价值认
知。传统文化中爱人、济众、亲民、义理、仁政、温
良恭俭让的内容有助于我们实现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也就是中国人理
想的政治文明。从传统文化中我们还看到了天下
为公、恭谨、礼治、信义、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
内容，这些都有助于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实现。

但是我们这样做不是复古，不是照搬传统，
不是向后看，不是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更不
是否定革命文化。我们不能把弘扬传统与面向
未来、面向现代化对立起来，要通过发掘传统文
化资源，充实、丰富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
认知——这本身既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
富，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与转化。

本书作者为北京大学博士、归国科学家
黎健，书中收录了他回国工作后撰写的讲述
二十年海外游学经历与感悟的三十篇随笔文
字。文章既具有科学精神的严谨简洁，又渗
透着深切的历史人文关怀，显示出东西方文化
的交汇融合。

黎健1989年作为洪堡学者赴联邦德国汉
诺威大学学习，其后又在芬兰、加拿大、美国的
大学、研究所和跨国公司学习、工作，并在海外
安家生活。2008年底回国工作后，陆续撰写了
一系列随笔文字讲述二十年海外游学经历。
作为一部科学家的随笔集，本书文笔流畅优
雅，引人入胜，而又别具匠心。其中既有异域
风光、旅行见闻和海外生活的描写，也介绍了
包括作者导师在内的众多欧美杰出科学家的
成长路径和科研历程，以及多所殿堂级科研机
构的发展历史。从这些文章中，读者可以沉浸

式地感受西方科学文化，深入理解科学精神，
体会饱满的人文情怀与东西方文化的交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批批年轻学子走出
国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接受科学技术与人文
社科知识的培养与训练。在异域环境与多元
文化的启迪和碰撞下，他们获得了先进的工作
经验与开阔的国际视野，为祖国高新技术产业
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作者
就是其中一员。书中畅谈改革开放浪潮下走
出国门的中国学子的旅居生活与见闻感受，通
过对自身在国际视野下的成长路径和科研历
程的追溯，探讨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的深刻交
融，分享看待世界与人生的开阔视角，给广大

读者尤其是青年学子和科学工作者提供了诸
多有益建议。书中所记录的他和一些欧美科
学家的人生经历、科研感悟以及看待人生、世
界的眼光，都可以给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学子
和科学工作者提供参考。

本书作者黎健博士不仅在科研领域深耕
多年，而且拥有文学艺术的深厚造诣，具备良
好的人文修养与历史视野。

在这部科学家的随笔集中，既有异域风
光、旅行见闻和海外生活的描写，也介绍了
众多欧美杰出科学家的成长路径和科研历
程，以及多所殿堂级科研机构的发展历史。
多年海外经历和理工科背景，加以良好的文

学修养和对历史文化的关注，使得作者的这部
随笔集视角新颖，别有魅力。其中介绍科学的
部分通俗易懂而又明晰准确，读者可以从中沉
浸式地感受西方科学文化，深入理解科学精
神，品读出饱满的人文情怀。

科学和人文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体两翼。
在本书作者流畅隽永的文笔记述以及发布会上
的几位学者的宝贵分享中，我们得以切实了解科
学与人文精神深刻交融的内涵，同时也进一步明
确了新时代科学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日前，第三届读客科幻文学奖颁奖。历经
三个月的激烈角逐、各展所长，共产生34名获
奖者，其中3位作者将金奖收入囊中，充分展现
出新一代中国科幻新锐力量的风采。第三届
“读客科幻文学奖”由读客文化和知乎联合主
办，盐言故事为内容战略合作伙伴。

ChatGPT对科幻创作的影响引发热议

2023年被称为“科幻的一年”。《流浪地球
2》《三体》轮番上映惊艳大银幕和流媒体，科幻
文艺片《宇宙探索编辑部》作为小众黑马横空
杀出，在社交平台上引起热议。人工智能技术
驱动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ChatGPT在今年几
度更新升级，国内外百余位作家对此表达过担
忧，好莱坞编剧罢工抵制AI也让人们关注起科
技发展与原创版权之间的创作伦理等问题，
“ChatGPT写作”“人工智能杀死文学”等话题
成为全世界的关注焦点……

本届读客科幻文学奖的参赛作品便为人
工智能这一话题贡献了许多优秀作品，不仅有
对AI危机的担忧与警惕，更多的是传达出积极
的期待态度，或是表现了温情柔软的内核。针
对这一现象，戴锦华老师认为这带来了“惊
喜”。“我一直期待的某一种科幻，我个人寄希
望于科幻，或者我个人瞩目于科幻的品格，”戴
老师说，“科幻作为未来的哲学，和科幻作为现
实的预警者，我在今年作品当中强烈感觉到了
中国科幻，年轻人的科幻，原创科幻，开始自觉
履行这部分，而此前原创科幻写作当中，一直

有一种科学进步主义，或者叫反抗失败主义这
样一个基调，而在这次作品当中，我觉得我们
的年轻科幻作者表达出了那种非常强大的想
象力，同时表现出了一种坚强的勇气，一种勇
敢和坚强的态度，这是特别感动我的地方。”嘉
宾们也一致认为，这代表了中国科幻在崭新的
土壤得到了再次萌芽、壮大的机会。

科幻作家如何看待这类事件？ChatGPT
的技术发展对文学创作而言是掣肘还是助
力？这些问题成为本届读客科幻文学奖颁奖
典礼上的焦点。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北
京大学教授戴锦华、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江
晓原、《科幻世界》副总编姚海军围绕科幻写作
的现状与发展进行了深刻讨论，引发现场观众
的热烈回应和积极思考。

几位嘉宾以ChatGPT为切入口，分享了这
一技术给自己的工作与行业所带来的新变
化。在“ChatGPT会取代作家”的话题下，大家
讨论了自己对ChatGPT写作的理解和对其未
来发展的看法。“ChatGPT，把语言的问题推到
了更加极致，让它成为危及生死存亡的问题
了。”对这个问题，严峰直言：“ChatGPT就是把
所有东西都化曰为语言，这个语言又化生万
物。ChatGPT的运作机制就是语言。它用语

言建构一个世界，包括活色生香的、3D的或者
是音乐共话视频的。21世纪从这个意义上，是20
世纪语言学转向新的阶段，是由技术推动的。”

作为科幻作品的资深编辑，姚海军对AI和
写作显然也很有研究。在他看来，所有的事情
都是分寸的问题。他认为人工智能确实带来了
一些改变：“现在用的图书的封面设计，也有出来
的封面图，我就觉得特别漂亮，效率也很高，确实
比我们请一个画家画，无论从成本和速度来讲
都会快很多。”

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对科幻文学研究多
年的江晓原老师认为无需将ChatGPT当回事
儿，他强调这款AI的商品属性，并非是能带来
某些划时代变化的产物。严锋教授更是直接
认为ChatGPT是在帮人类的忙。“技术化，这个
恰恰是ChatGPT最擅长的东西，而且你不用担
心，我们已经在借助机器给我们帮各种忙了，
如果你拒绝机器的话，我们就不要过日子了。”
他赞扬ChatGPT对人类是一种解放，他说，“如
果ChatGPT帮你进行头脑风暴，帮你寻找写作
素材，打开脑洞，包括世界、技术化问题，因为
我们每个人，知识领域都是有限的，这方面如
果机器能够很快地给我们提供，我们可以更集
中做更有创意创造性的工作，这是一种倒逼。”

对于ChatGPT问题，北大教授戴锦华则有不
同的意见。她首先列举了如今在好莱坞发生的
大罢工和欧美作家对AI 技术的诉讼，来强调
ChatGPT带来的危害。紧接着她回答了严锋教
授的问题，戴锦华教授认为：“一旦ChatGPT占据
了人类既有的全部资料库，它会成为比人类更高
明的说书人。”发言最后，戴锦华强调了人的主体
性。她分享自己在阅读读客科幻文学奖作品的
过程中，甚至直接看哭了。读客科幻文学奖这样
大量的科幻故事文本，给戴教授带来了来自当代
年轻人的丰富情感体验，这是ChatGPT绝做不到
的。在这个基础上，戴锦华强调了“人性的忧
危”，她说：“人性的忧危，包括人性深远的直面，
包括人类对自己自身力量的信仰，我不认为未来
是人机大对决的时代，但是人类反身的自我追
问，恐怕已经非常急迫了。”

总结部分，戴锦华强调对抗ChatGPT，或者
说它无法复制的，正是人在某种体验后的批判
性。所以她会更喜欢一类作品，那种作品拥有
“某一种决绝，某一种勇气和执念，某一种追问和
质询的态度”，因为“表达绝望的人，才反而是心
怀希望的人”。

“中国风”与“科幻文学”的奇妙碰撞

2021年，读客文化主办，以“发掘中华科幻天
才，共荣科幻文学未来”为使命的读客科幻文学
奖正式启动。30万元高额奖金、线下面对面免费
大师课、出版和影视改编等激励福利政策体现出
读客文化对扶持国产科幻文学发展的决心与信
心，也吸引了众多新生代创作者的积极参与和行
业内外的高度关注。今年是读客科幻文学奖走

过的第三年，在赛事规模、收稿数量及质量、话题
热度等方面，都有了新的飞跃。

作为陪伴读客科幻文学奖走过三届的评委代
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表达了自己见证着
读客科幻文学奖和青年科幻创作者们在三年间蜕
变成长的感受。他盛赞了参赛作品所表现出的惊
人创作力和以想象映射当下、以虚幻包纳现实的
洞察力，认为国产科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热潮之
中，在新世代创作者们的共同筑造下呈现出一种
鲜活的跃动。

今年读客科幻文学奖中有一类作品尤为引人
瞩目，很多评委说“这一看就是只有中国人才写得
出的科幻”。它们将传统文化的浓厚底蕴和科幻文
学的天马行空巧妙结合，别具匠心，不落窠臼。越
来越多的选手们投稿“中国新科幻”，表现出年轻的
科幻创作者们不再满足于致敬和学习国外科幻文
学的话语体系，聚集于科幻维度下的中国式文化表
达，以传统的中式神话、民俗文化、经典文学等中式
元素为载体，挥洒着根植于内心土壤的中式浪漫。

例如，用文言文创作的、改编神话人物眉间尺
的《玉龙吟》，充满中国人丧葬仪式感的《烧纸人》，
传统与科幻结合的《武松打虎》，等等。都可以说
无愧于“中国新科幻”之名，是中国风和科幻文学
的奇妙碰撞，也是完美融合。
“发掘中华科幻天才，共荣科幻文学未来”，经

过三年读客科幻文学奖的成功举办，相信未来会
有更多优秀人才进入科幻创作的领域，成为国产
科幻的中流砥柱，成为时代火种的传承者。期待
读客文化与更多科幻创作者、爱好者们携手，浇筑
起一座又一座中国科幻文学的丰碑，为中国科幻
文学的发展注入历久弥新的力量。

读书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做准备，作文是表
达自己的好方式。本书作者总结多年来启发作
文思维的经验，写成这本“作文40课”，为中小
学生和家长、老师提供具体有效的指导。书中
还收录了作者本人和女儿的作品，让读者感受
到深切父爱的同时，找到亲子作文的可能方法。
写作就是未来。本书修订版内容更加切合

读者需求，相信我们学习后能够写出自我，写出
创意，写出一个美好的未来。

本书是滕俊杰对其执导新京剧电影所作的
概述。本书分为三个篇章，第一篇是滕俊杰根
据中宣部京剧电影工程的安排，执导3D、8K电
影《霸王别姬》《捉放曹》《锁麟囊》等的拍摄手
记；第二部分为其部分演讲稿，详细讲述了拍摄
新京剧电影的初衷及拍摄中用到的新科技技术
等；第三部分是其对于导演生涯的感悟。全书
由十三篇文章组成，配彩色电影剧照及花絮照，
内容既学术性地阐述了“新京剧电影”这一概
念，文字流畅生动，又具有相当高的可读性，对
于京剧爱好者、从业者、电影工作者而言，本书
具备很高的阅读价值。

《知己知子：

母亲如何正确地传递“爱”》
麦杨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3年5月

多年来在跨文化的语境下，作者运用教育学
理论和理念，结合个人养育孩子的亲身经历和经
验，通过对周边父母在教育过程中的观察，以“一
问一答”“有问必答”“教育分享”的微信群方式，就
许多母亲提出的问题，带领大家一起探讨，并给出
自己的回答。本书呈现作者曾经探讨的60余个
问题。作者尊重母亲的感受，传达积极的教育观
念：一个伟大的母亲并不是在培养孩子怎样去适
应人世间的陋习，而是在培养他如何尽自己的一
份力量去改变这个世界，使其变得更加美好。

本书是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首部人文科学领
域的科普作品，由上海博物馆特邀上海书画院画家
徐旭峰绘制撰写，以“江南造物”为主题，融合了众
多江南造物工艺与江南场景，本书采用中国传统矿
物颜料，手绘于绢帛之上，通过作者巧妙的创作手
法，以文物为出发点，从儿童的视角，将江南文化的
传承与认同带入日常生活，让读者感受江南生活与
江南造物世界的多姿多彩及历史的厚重。本书以
无锡惠山泥人“大阿福”为主角原型，以颇具新意的
正反书形式讲述了阿福被主人小满弄丢后寻找回
家之路的故事。随书附赠24张寻宝卡，小读者可
以根据卡片线索，边看书边寻找绘本里的文物元
素，还可以去上海博物馆参观寻宝。

摘自《王蒙解

读传统文化经典系

列（12册）》，王蒙

著，江苏人民出版

社2023年出版。

王蒙

书中，他依靠自己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深厚的

文化修养，将“六经注我”发挥到极致，对传统文化

经典进行解释、分析、体悟、讲述、发挥，从传统文

化中挖掘精神资源，打通古今生活源流和经验教

训，让传统文化中的美好与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对

接，在我们伟大的民族复兴之路上继续焕发光彩，

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注入力量。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