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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50 年代，阿兰·图灵就在思考如何

构建具有智能表现和思维能力的机器，通过论证

他认为机器在未来能够实现智能。陶锋在《人工

智能推动文学新发展》中提出人工智能文学定

义，即“以人工智能程序为写作主体，模仿人类

写作的行为和机制，自动或者半自动地生成文学

作品”[1]。该学者同时还论述了人工智能文学的

可能性，并于 2018 年北京大学世界文学年度报告

中做人工智能文学报告。黄鸣奋认为所谓的人工

智能文学创作其实是三方面的结合：“语言输入、

情感分析和模仿创造。首先是将语言加工提炼输

入电脑，人工智能文学通过对语言的加工，得出

情绪分析，接着再进行模仿创作。所创作的作品

可以认为是内在情感的外在表现。”[2] 时至今日，

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社会各个领域，在文学领域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这种成就在带来便利的

同时也伴随着怀疑和否定的声音。

一、人工智能文学对文学理论的建构

传统的文学理论自身具备鲜明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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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21 世纪以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共同建构的人工智能文学浪潮推动着技术快

速革新，文学发展与文学理论之间的差异使得文学个体产生一种本能的危机与惶恐。以

Chat GPT、文心一言等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更是凭借自身优势，成为一种“新型”文学现

象并引发争论。人工智能文学的出现使得传统基于“人”作为创作主体而构建的宏观文

学理论无法“理解”，因此在解释人工智能文学时出现了一些困惑。原有的理论受到有

限知识框架感知的消极影响，出现不易消解的文学偏见及文学现象。因此当下需要深入

探讨人工智能文学与传统文学理论的关系，并破冰现下人工智能文学造成的文学恐慌及

其因缺乏科学理论指导而造成的发展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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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随着文学运动，文学创作，文学接受的发

展而发展，它永远是生动的、变化的，而不是僵

化的、静止的。它将文学理解为一种高级的特殊

精神活动。”[3] 以微软小冰、Chat GPT 以及文心

一言等为代表的人工智能进军文学创作领域，导

致传统文学要素以及文学理论因人工智能的出现

而衍生新的解读视角和观点。当下主流文学观是

以人为核心的创作，因而人工智能文学本身情感

不足的缺陷遭到否定和贬抑是很正常的情况，但

不能只盯着当下学术界议论人工智能文学的缺陷

就忽略它本身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文学，从狭

义角度来看，是在推动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发展；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是在完善和发展文学及文学

理论。

1. 世界视角

文学活动是具有历史发展过程的精神活动，

它与时代的发展并不同步。文学与艺术繁荣往往

呈现出两种模式：一是在生产发展相对初级的历

史时期达到巅峰，典型如古希腊的神话、史诗，

以及春秋战国时期的多种思想流派的竞相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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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在社会发展节奏加快的时代，如 18 世纪的德

国文学黄金时代和 19 世纪的俄国文艺复兴时期。

在文学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受制于历史因素和地

域特征，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对文学活动会有不

同的理解。

文学的出发点是人类参与实际活动，同时描

述出这些活动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和演变。人

工智能的运行模式背离了文学的本质，它舍弃

“抓住了人，也就抓住了生活，抓住了社会现

实”的文学要求，割裂了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内在

联系。文学不是割裂历史和现实而独立发展的，

历史、社会以及现实的交叉处总会为文学预留一

个位置。“某一个时期的‘文学’本质是什么，

这是在那个时期的所有文化条件相互参照中决定

的。”[4] 因而在看待人工智能文学时，可以发现

其参照物并不是很清晰，或者说假设以“人”为

参照，得出的结论本身就有缺陷，参照太过单一，

说服力和科学性都有所不足。

2. 作家视角

在人工智能文学未出现前，文学的创作主体

是人。从作者角度出发，我们以文化活动、文学

本质以及文学创作总结出一般性的文学规律。如

马克思讲文学艺术与经济发展的不同步，孟子讲

“知人论世”的强烈主观色彩，俄国形式主义的

文本解读，这种视角下我们的文学目标和文本任

务清晰且明了。以作者为核心，从文学本质、文

学活动以及文学创作的视角来看，我们并未对人

工智能文学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和把握，且人工智

能本身目前尚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它只是

通过“大数据+深度学习”的算法编程来完成创作，

当下只是片面地看到其带来的焦虑与冲击。

人工智能文学“在文学叙述声音、叙述语言、

叙述视角等叙述要素的新变方面对传统文学叙述

理论构成冲击”[5]。我们在恐慌人工智能文学，

实则是在焦虑人类被人工智能替代。但从诗歌的

对比中，我们不难发现，机器创作将核心放在语

句的优雅连贯、诗意的跳跃完整上，读者不太需

要一定的审美水准就可以阅读，但是这种创作只

能是低水平的模仿，如果不寻求突破的话，人类

的审美水准将会因此而下降，难有大的作为。文

学创作是人类特有的精神活动，在追逐科技进步

的同时也应该兼顾文学艺术的发展，呵护其生存

空间和发展条件。

3. 作品视角

传统文学要素中：“世界—作家—作品—读

者”可以补充为“世界（人工智能时代）—作家

（人工智能产物）—作品（人工智能作品）—读

者”，这点正好验证麦克卢汉的著名命题“媒介

即信息”，他认为任何媒介都是人类的各种延伸

形式，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的

产生而引起的：我们任何一种的延伸（或称为新

技术）都会在我们的活动中引入一种新的尺度。

个体渴望将人类的逻辑、知识、情绪及思维

能力赋予人工智能，以文学媒介的形式，将符号

系统的规律排列融入文学新的领域，通过语言构

建，完善其创作的水准，创造出一个接近“人”

的文学世界。“文学反映的世界并不等于世界本

身，同时文学表达的情感也多不同于作者内心的

实际感受。”[3] 作品只是现实世界的艺术加工，

因而其真正独特之处不在于叙述语言是否优雅、

结构类型是否新奇，它的核心在于以美的视野观

察事物、体悟人生，从而使作品具备了超越特定

内容阐述独立价值的特性。文学作品中“像题材、

形象、语言、结构、类型、风格等都是作品构成

中的重要问题”[3]。传统模式下，一个作家想要

孕育出一个作品，需要大量的人生经历以及一定

的文学基础才能将之输出，因为文学作品“是

交织着多层意义和关系的一个极其复杂的组合

体”[6]。

4. 读者视角

我们以普罗大众的平均水平作为一个划分依

据，文学的欣赏门槛并不是很高，而人工智能所

创作的作品实际上刚好达到了低层次的欣赏水

准。就像韩少功所说，目前流行的仿古典、唐宋风、

中国风的流行歌词以及口号体、鸡汤体等传统文

体的文言拼凑，似乎在表达效果上并没有明显优

于人工智能产生的文字。人工智能文学只是已有

文学的“打乱组合者”，距离人类作家最前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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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索和实验写作还有不小的差距。

文学一直都是在相互冲击和相互补充中发展

前进的，以前的挑战来自特定的社会群体。但人

类步入“全球化”时代后，大众猎奇心理和对科

技前沿的追捧使得人工智能获得了空前的关注，

并让传统的文学面临娱乐化表达、市场化附庸、

碎片化阅读等挑战。在这样一个时代，文学就无

法以从容、淡定的心态来看问题，人工智能文学

对文学发起的挑战，我们必须严肃地审视。

二、人工智能文学对传统文学的挑战

依照传统，人工智能文学可划为大众文学。

而学术界目前对于大众文学的定义并无清晰的标

准。众所周知，中国文学史有“三古七段”的划分，

近代以来更详细，分为近代、现代及当代，每一

次的划分都基于一定的转折点，但人工智能文学

却是独立于文学史的存在，在现有的文学史划分

里没有它的位置。

大众文学在主流文学面前处于一个尴尬境

地，但在商业市场却如鱼得水。“大众文学的商

品形式如同一种‘社会水泥’巩固了资本主义市

场体系”[7]，并且摇身一跃成为“文化工业”，

对人工智能文学的偏见更像是对大众文化的剥离

与否定。从文学阵营的角度来看，传统古典文学

正面临存在感降低、地位急剧下降的危机，而人

工智能文学进入了快速发展轨道。这是一个类似

于“洗牌”的历史节点，动荡与怀疑是必须经历

的过程。

事实上，人工智能文学一定程度上使得个体

的“感官”与“感觉”不再追求深层次的精神滋

润，而是浅层的欲望享受，“巨大的快感表明了

欲望的代偿性满足”[7]。经典文学的历史使命和

社会责任是为广泛反映社会生活、描摹时代发展

痕迹及体悟百态人生，从而以敏锐的视角、成熟

的技巧为社会提供“药方”来改变社会认知的陈

规陋习。因此，经典的文学著作都是痛苦的结晶，

所以文学的本质是痛苦的，而“娱乐性质的快感

剥夺了大众的反思能力，人们在廉价的感动或者

哄堂大笑之中交出了最后一丝反抗精神”[7]。当

文学变成可供娱乐的消遣之物、交际工具，个体

沦为无需艺术审美与思想深度的行走“工具”，

流于表层的语言、艺术、审美无法深度体验文学

情感，对文学本质的认知就会越来越模糊，陷入

矛盾之泥潭和审美之虚妄。

三、人工智能文学激起的文学本质反思

文学本质决定其必定与人类的其他活动有所

区别，这种性质上的独特之处就要求我们在研究

文学的时候对作品有准确明晰的界定。自人工智

能文学冲击文学以来，我们的焦点是无法准确把

握其本质。介于人工智能的独特性，关注的焦点

放在了作品本身，具体展开就是在文学作品的遣

词造句、结构框架上下功夫。“文学的本质在于

文学的形式，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应是作品的形

式价值。”[8] 我们要注意到形式主义提到的“文

学性”作品绝不是人工智能的科技文学产物，因

而相关的焦虑，甚至是惶恐实则是过分夸大其影

响力，可以说有一定的冲击，但并非逼迫文学走

上“绝路”。

我们未能充分认识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或

者说我们正在淡化“文学本体论”的重要性。读

者接受了人工智能作品的音律、格调，如《阳光

失了玻璃窗》中的作品，却否定其表现的意义：

读者的心理体验仅限于由音律带动的感官体验，

并没有情感的共鸣。

文学批评认为确立一部杰出作品，或者宣称

某位作家开创了独特的文学路径，“这些结论肯

定必须以文学史上已有作品的美学高度作为参

照”[7]。所以从人工智能文学出现的那一刻起，

它已经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流派”而存在，因

而需要接受文学批评家的界定与批评。然而由于

文学批评没有既定的批评尺度，所以一般将人工

智能文学视为社会生产的文化组成体，众多读者

受众是即时的文学消费者。批评家为消费者提出

一个阅读指南，即人工智能文学所创作的作品无

法进入一流之列，也就不具备推广的意义。此外

罗兰·巴特在《作者的死亡》中以天才的设想“移

走”作者，转而将文本意义赋予读者，尽管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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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的阐述更像文本附属品，是“无历史、无生平、

无心理的一个人”，似乎接近“隐含读者”[9] 这

个概念。在今天，当人们迷茫的时候，重新将这

一概念拾起，将发生戏剧性的一幕。这一次并不

是废黜作者，而是依照“作者死亡”将“人工智能”

这个作者直接否定。这就说明在接受的过程中，

我们在刻意回避这个问题。主流文学界在进行文

学批评活动之前，就已经预设了一个很高的门槛

将人工智能文学“挡”在外面，这对人工智能文

学的发展来说是持有慎重态度，但是对于新生的

文学事物来讲，更像是戴上枷锁的“刑罚”。

回到个体本身，个体本身的惰性会本能地依

赖技术带来的便利，这是不可回避的天性。悲观

者认为，这会导致自我的“封闭”，未来人类将

成为 AI 的“附属物”。我们的“文艺是国民精

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

火”[10]。文学作为国民精神的铸造工程，不应陷

入保守僵化的境地，应当及时跟进时代潮流，探

索超越传统限制、拓展创新的途径和方法，以便

在科技改变世界的大背景下，展现人类智慧和情

感的卓越光芒。对于追求卓越、力图超越的文学

家来说，这并非局限，而是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和标准。

四、结语

文学是以情感为载体的文字记录，未倾注情

感的文学作品，读起来味同嚼蜡，毫无滋味可言。

Chat GPT 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文学之所以会突然爆

火是因为受到了大众媚俗的猎奇心理追捧，从而

发展为一种“快餐式”的文学，这种审美是在一

种颓废的状态下完成的，因而拉低审美水准。面

对人工智能所造成的恐慌现状，我们应该以审慎

的态度冷静地思考。因为技术再如何发达，人工

智能文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人”这个重点

上，是为了给人类带来更美好的生活。借助传统

的文学理论，我们可以重新认识和理解人工智能

的创作地位和文学价值，同样也警醒人类思考自

己所处的历史地位，进而反思我们自身同人工智

能的不同点，努力建构一个人工智能与人类创作

者和谐共生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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