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找共同的文化归属感

诗人、诗歌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臧
棣以自己多年来与西方诗人的交流、碰撞所生发
出的困惑提出诘问：当我们无条件地拥抱诗歌的
现代性与现代审美之时，又该怎样保持不同于西
方诗歌的独特性呢？臧棣谈到，当下我们面临着
相同的时代背景，比如全球化，比如AI时代，但他
也在阅读东亚诗歌的过程中意识到一个显著的问
题，“不论是中国诗人，还是韩国诗人，都面临着这
一共同的问题挑战。”具体说来，中国的传统诗歌
伟大且深厚，但言必称盛唐，是时代处境中难以超
越，继而陷入绝望境地的一种回望。“五四运动”时
期，传统诗歌经由“白话文运动”的洗礼，又历经百
年发展，终以中国现代诗歌的面貌卓然而立于世
界文学之林。同样的，韩国现当代诗歌自20世纪
初兴起，经过一代代诗人的创新与变革，形成了独
特的文学风貌，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与认可——从传统指向到现实主义指向，再到现
代主义指向，两国现当代诗歌的迭变与衍进，同构
出东亚诗歌百年的重要图景。

与此同时，在解决了诗歌的主体，以及诗歌写
作的形式之后，东亚诗歌在与西方诗歌的比较中
又产生了新的问题。臧棣提到，曾经有一位柏林
的教授向他提问：中国现代诗歌，不同于西方诗歌
的独创性何在？“这个评判标准或许有些傲慢，但
这个傲慢是有道理的。毕竟我们在追求诗歌的现
代性、接受现代文学观念时，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西
方强势文学塑造的前景，是西方诗歌率先进行的
实践，而我们所追求的现代主义，是次生的，是没
有原创性的。”臧棣从个体的创作经验出发，坦言
四十年前，自己是没有任何质疑地去拥抱诗歌的
现代性和现代审美，但在四十年后的当下，却发现
这种对传统的疏离反而成为一种束缚，“就像是英
国的诗人艾略特，被公认为‘现代诗派’的领袖，但
他本人却宣称自己是古典主义。”臧棣坦言，在更
深层次的文学归属感里，每个人都在面临着跟传
统的对接与和解，而这等认知，拓展到东亚诗歌创
作领域，也即如何寻找到共同文化根基，以及文学
的归属感。

警惕平庸的意象和表达方式

在“AI 时代的诗歌创作趋势”研讨环节，
诗人谢颐城就“AI助力诗歌创作”做了主旨发
言。近些年来，谢颐城不断与 AI 进行着亲密
接触，就个人的使用经验而言，他认为“AI 的
分析能力第一，翻译能力第二，创作能力等而
下之。”谢颐城特别提到了AI对于现代诗歌的
分析能力已经超越绝大多数的人，包括诗人，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利用AI进行现代诗研究
应该是大有前途的。但与此同时，也为我们的
创作提升了要求，AI 的诗歌创作超越了绝大
多数平庸的诗歌写作者。如果你只能写这些
平庸的应景诗，完全就是自取其辱，因为AI写
得比你快，比你好，任一个题目，无须七步成
诗，AI可一秒成诗。”

谢颐城提到，AI时代，为我们跨语言学习
人类最优秀诗人的诗歌创造了条件。“以前，我
们学习外国诗歌要依靠翻译和出版，一些优秀
的诗人和诗作往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才能
零零星星翻译过来，像 20 世纪初的超现实主
义诗歌，其代表诗人像艾吕雅、布朗东，直到现
在也没有一个较完整的可读的读本。”但是现
在，利用 AI，我们不仅可以读法语的艾吕雅，
还可以读希腊语的埃利蒂斯、西班牙语的洛尔
迦、韩语的高银等，何等快意。同时，对于许多
人对 AI 创作难逃窠臼与俗套的质疑，谢颐城
有着不同的看法，“同样是使用最常见的‘霜’

‘冰’表现冬季的到来，《周易 坤卦》却写出了
最伟大的诗句：‘履霜，坚冰至’可见俗套的不
是普通的意象，而是诗的平庸的表现。陈词滥
调照样能够创作出伟大的诗歌。AI时代的诗
歌写作尤其要警惕那些平庸的意象和表达方
式。”

研讨会上，来自韩国的诗人，韩国檀国大
学聘请教授、韩国文化技术研究所长朴德奎就
独属于韩语语境下的“恨”与“伊”在诗歌中的
表达向中国读者进行了阐述；中国诗人路也则
以东亚女性写作为主题进行了分享。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周洁 主办方供图

AI时代，如何写诗？
中韩诗人共话“东亚诗歌写作的未来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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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上架

《天才留步！——从文艺复兴到
新艺术运动》

[法]亚当·比罗 [法]卡琳·杜普利茨基 著
全慧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通过生动的故
事展现了西方艺术史的
丰富细节，言简意赅地
介绍了从文艺复兴至新
艺术运动时期的诸多艺
术天才。除了介绍其艺
术创作，还通过一些趣
闻逸事展现了真实生活
情境中的充满个性的艺
术家。此外，书中还梳
理了艺术家所处年代的
大事件，将艺术家个体
放置于大的历史脉络
中，使读者对艺术家和
其生活的历史图景有更深刻的理解。书后还附有书中涉
及的艺术史典故、专业名词以及书中作品的收藏地。

本书旨在通过还原艺术家的真实个性，艺术史与历史
之间的微妙联系，来激发读者对艺术的兴趣。

《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宁宗时代》
（增订本）

虞云国 著 世纪文景丨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选取南宋从治世
转入衰世的宋光宗、宋宁
宗两位帝王作为研究对
象，从内禅闹剧、庆元党
禁、对外战事、权相专政等
方面深刻揭示了南宋中期
的政治社会问题，也剖析
了光、宁两朝的南宋不由
自主地走向衰微的历程和
原因。本书认为，南宋历
史走向的逆转正是定形于
光、宁时代，南宋皇权的一
蹶不振和权相的递相专政
始于这一时期，嘉定初年
爆发的纸币信用风潮标志
着南宋社会经济自此跌入了全面失衡的困境，开禧北伐的
溃败和嘉定之役的支绌预示了南宋在即将到来的宋蒙战
争中的败局，而嘉定时期理学官学化的前兆折射出统治阶
级在社会危机面前，向新的统治思想求助乞援的迫切性。

《苏轼诗词选注》
徐培均 注 上海远东出版社

本书立足苏轼诗词作
品进行注解，分“诗”“词”
两种文体，并根据作者生
平经历按时间顺序编排。
本书在对诗词进行详细注
解的同时，注意引介名家
经典品评之词，在助力读
者准确理解作品内容及所
要表达的思想感情的同
时，也悄然扩展中国古典
文学知识面，增加读者文
学常识的积累。通过诗词
作品感知苏轼的浮沉人
生、耀眼才华及由此形成
的不惧风雨、泰然处之的
人生态度，探望理想高远、人格灿烂的文学大师的精神世
界。此外，本书注释详细且全面，可作为学习苏轼作品的
入门教材。

当冰冷的科技遇见情感迸发的诗歌，会碰撞出怎样的火
花？当人工智能大行其道，自动生成的文字，乃至文学作品，能
否准确地传情达意，带来更多的诗意呈现？对于这些问题的争
鸣，是全世界范围内的探讨热点，自然也成为2024中韩诗人青
岛交流会上的议题——近日，“东亚诗歌写作的未来可能性”专
题研讨会在良友书坊·塔楼 1901举行，中韩诗人代表围绕“中
韩诗歌的地缘特质”“区域与世界：东亚诗歌的公共指向”“AI时
代的诗歌创作趋势”等议题展开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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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人臧棣、路也、谢颐城（左起）受邀参加主旨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