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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持人间一束光》

作者：王计兵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手持人间一束光》是外卖诗人王计兵的全新诗歌力

作，他用最朴素、最真诚的情感书写了世间人情冷暖、悲
欢离合，用诗诠释生命的内涵与价值。他以普通人的视
角去看这个世界，把平凡的日子变得诗意、有趣。

《天圣令》

作者：蒋胜男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这是著名作家、编剧蒋胜男的长篇历史小说，是作者

“宋辽夏”故事中“宋”这一故事。刘娥不仅是“狸猫换太
子”中的刘后，还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出色的、理智的政治
家。本书借由刘娥的一生，展开了北宋太宗、真宗、仁宗
三朝的故事，以及为什么宋朝能够结束五代十国的乱象，
如何建立宋之美学传承数百年文化。

《见字如面——
对话我们的时代》

作者：李奕 高世屹

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
书中汇集了百余封中小学生给时代榜样的信件，从

对话故宫到星辰对话，从平凡英雄到最美教师，每一封信
都是一个小小的世界，充满了真诚的情感和深刻的感
悟。通过这样的互动，孩子们学会了如何用笔尖表达内
心的想法，在书写的过程中接受了美的熏陶，感受到了艺
术的力量。

（综合）

在伦敦留学的小徐最近有个新发现：身边的英国同学竟和自
己在追同一部中国网络小说。惊讶之余，她尝试在社交媒体上发
帖“找同好”。这一找，“惊讶”变“惊喜”，一下子收到了法国、俄罗
斯、美国、瑞典等十几个国家书迷的回复。小徐的见闻，是近年来
中国网络文学加速出海的一个缩影。

2023 年，我国 网 络 文 学 行 业 海 外 市 场 营 收 达 43.5 亿 元 ，同
比增长 7.06%；网文出海作品总量约 69.58 万部，头部平台海外
用 户 近 3 亿 。 2024 年 11 月 ，《诡 秘 之 主》《全 职 高 手》《庆 余 年》

《斗罗大陆》等 10 部中国网文代表作品被收录至大英图书馆，
总收录数升至 26 部。

网文出海为何迎来提质加速？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应
用于网文翻译是一股强劲“东风”。

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去，翻译是第一座桥梁。尤其在历史、
武 侠 、神 话 等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元 素 集 中 的 领 域 ，如 何 让“ 侠 之 大
者”的精神内核适配海外读者的理解逻辑？如何将“东方神话”
的文化价值与全球各民族的文明理念无缝衔接？想让作品真
正打动海外受众，少不了专业译者出入不同文化间，反复推敲、
细细打磨。

然而，人工翻译在速度、产能和成本上的限制，一度成为网
文出海规模升级的“绊脚石”——截至 2023 年，中国网络文学作
家规模已超 2400 万，作品总量突破 3600 万部。仅靠人工去翻
译浩如烟海的网文作品，显然是无法实现的。

AIGC 的入场，为解决这个问题带来了契机。
借助 AI 大语言模型的文本优化、多语种翻译等功能，网文

出海的产能得到显著提升。翻译效率提升近百倍，成本降低超
九成。为保证翻译质量，AI 大模型往往先完成基础翻译，再由
人工精细处理文化术语、文学意境、隐喻和象征等内容；随后，
通过收集、分析海外用户反馈，适配不同文体、题材的语料库不
断 更 新 优 化 ，AI 翻 译 越 用 越 聪 明 。 新 技 术 赋 能 ，加 上“人 机 协
作”的智慧，让网文的“一键出海”“全球同步追更”成为可能。

AI 翻译逐步扫去语言障碍，网文创作迎来前所未有的广阔
市场，而新的挑战也随之浮现。

随着优质作品泉涌，网文出海模式也迎来升级。从靠爱好
者自发搬运、依托海外平台“借船出海”，到掌握版权资源、推出
自有平台“造船出海”，再到通过内容共创、多国翻拍实现“ IP 出
海”，随着转化场景日益丰富，平台影响力不断延展，网文作品
的跨文化适应能力也要进一步增强。

中国网络文学一直以节奏紧凑、情节新奇、文笔清爽著称，
这也是其满足全球读者文化需求的主要因素。随着 AI 技术的
大规模应用，人和 AI 一同创作出来的作品，如何保持和强化中
国网文的鲜明特色和文化内涵，仍是一道正在探解的命题。

网文创作还需要吸纳全球元素、丰富创作题材。纵观当下
大热网文，“混搭美学”正在逐渐加温——西方奇幻文学与中国
都市文学正在交融，武侠世界也可以用“赛博朋克”风格重构。
海外受众展现出对中国文化的喜爱，甚至将中式元素融入本土
创作；伴随 AI 技术拓展了出海版图，创作者也应“双向奔赴”，
拉近作品与世界的距离。

同时，网文创作还要深挖“中国内核”。如今科幻、悬疑、历
史、玄幻、现实、都市言情等题材网文在海外遍地开花。有人为

《三体》里的深刻宇宙观和含蓄克制的情感表达动容，有人为《庆
余年》里的中式幽默与角色成长欲罢不能……俘获读者的不只是
道、茶艺、大熊猫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更是鲜活的当代中国风
貌，以及与世界共鸣的中国价值。

当下，AI 助力，网文出海迎来加速远航的又一契机。创作者
应把握机会，以全球视野拓宽题材边界，以文化自觉守护精神根
脉，给海外读者带来更多惊喜。 （霍旻含）

书 单

AI助力
让“全球同步追更”

书书 评评

立春午后，阳光透过树叶，斑驳地洒在窗台上。窗
边的书桌旁，是一杯刚泡好的绿茶，热气袅袅，与窗外
的几声鸟鸣，交织出一种别样的宁静。桌上，乔叶的散
文集《要爱具体的人》静静地躺着，封面上青山叠嶂，飞
鸟掠过晴空，暖阳映照下显得格外柔和。我轻轻翻开
书页，仿佛也翻开春天的序幕。

《要爱具体的人》是乔叶新出版的一部散文集，这
位茅盾文学奖女作家，用细腻入微的笔触，记录了那些
看似琐碎却又充满诗意的瞬间。菜摊上沾着泥的萝
卜、楼道里飘来的桂花香、火车站捧着花的陌生人……
读着这本书，就像跟着一位老朋友逛街，她总能在嘈杂
的市井声中，指给你看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温柔。她将
这些弥漫在生活烟火之中的温情一一拾起，编写成一
篇篇动人心弦的散文。

乔叶的笔下，日常生活无不美好，即便是买菜这样
的小事，也写得富有雅趣，书中她写道：“春天一来就特
别想吃野菜。这天路过菜市场就拐进去，蔬菜区在二
楼。我的视线在寻常蔬菜里跳跃，想找到一些不寻常
的面貌。在一个摊上看见了香椿。主色调是嫩嫩的暗
红，怎么看怎么舒服。”随意几笔白描，就让菜市场的喧
嚣热闹扑面而来。

印象最深的，是书中她偶遇的那些陌生人。急着
赶 路 时 载 她 一 程 的 摩 托 车 司 机 ，候 车 厅 里 硬 要 塞 给
她 一 枝 玫 瑰 的 中 年 男 人 ，景 区 门 口 卖 香 樟 木 的 黝 黑
少 年 …… 这 些 擦 肩 而 过 的 人 ，被 她 轻 轻 拉 住 了 衣
角 。 她 写 买 旧 家 具 回 家 时 ，“ 有 点 儿 尴 尬 的 是 ，要 和
送 货 师 傅 一 起 坐 三 轮 ，且 需 得 并 排 坐 在 驾 驶 座 上 。
从 没 有 享 受 过 这 种 待 遇 ，我 有 些 惶 恐 。 和 师 傅 紧 紧
挨着坐，心里一边打着小鼓，还一边故作镇静地和他
聊天，听他讲运货的种种。”俏皮含蓄的言语之间，细腻
地捕捉到他人生活的真实片段，彰显了她珍爱人和人
之间欣然相遇的美好。

《要爱具体的人》不仅是对日常生活的赞美，还是
对虚无的抵抗。读乔叶的文字，总能让人感受到一种
温暖的力量。她在书中写道：“这世界，可怜的人太多，
就不要太互相为难。”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
最值得关注的，不是那些光鲜亮丽的大事件，而是一个
又一个细小而温暖的细节。

她在书中记录了自己在雨天逛小店的感受：“回去
的路上，左手打着伞，右手拎着这两袋菜，偶尔有雨丝

落到发上。行在这春雨之夜，灯光旖旎，可爱的小店们
夹道拥抱，让我觉得自己富足无比。”正是这些看似微
不足道的瞬间，构成了我们生活的全部，也是我们真正
在爱与被爱中生活的证明。

除了对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描绘，乔叶还对生活中
的自然景物充满了热爱和敬畏。她在书中多次提到小
区楼下的桂花、公交车上的梅花、乡下的杏花等自然景
物，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它们的美丽与雅致。这些自
然景物不仅是她笔下的点缀，更是她情感的寄托和心
灵的慰藉。

《要爱具体的人》不仅是一部优秀的散文集，还是
一部能够治愈心灵的作品。它让我们重新审视生活中
的点滴细节，感受那些被忽略的美好与温情。在被压
力和焦虑时时困扰的现代社会中，我们需要这样的作
品来提醒自己，生活不仅仅是为了生存和奔波，还是为
了体验和感受。只有当我们真正去爱那些具体的人，
去关注那些细节时，才能发现生活的真正意义和价值
所在。

正如乔叶在书中所说：“希望你我既看生活的美丽
细节，也看灵魂最低处的真实模样。”读完此书，我仿佛
经历了一次心灵的洗礼。合上书，正是暮色四合，华
灯初上。我也信步走入家门口的菜市场，挑了一把小
葱，卖菜大姐笑意盈盈，顺手送我两根香菜。突然明
白，所谓“爱具体的人”，或许就是能看见香菜叶上的
水珠，听见塑料袋沙沙的响声，然后笑着回一句：“今天
生意不错啊。”

说起元宵节，除了各式各样的花灯及烟火之
外，最有民俗气息的便是猜灯谜了，而《灯谜趣
事》便是这样一本系统介绍灯谜的书，十分有趣。

李焱是一位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热爱与研究
的作者，对待灯谜也是如此。他长期沉浸于灯谜
的创作与探索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见
解。其对灯谜的执着与热忱，在《灯谜趣事》中体
现得淋漓尽致，使得这部作品不仅是对灯谜知识
的梳理，更是他个人情感与文化追求的真挚表达。

《灯谜趣事》的内容丰富多样，涵盖了灯谜的
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制作技巧以及与之相关的
诸多趣事。作者以时间为线索，从灯谜的起源娓
娓道来。灯谜起源于春秋时期的隐语，历经岁月
的洗礼，在各个朝代不断发展演变。在书中，我
们能看到灯谜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与风貌，它
曾是文人雅士之间的智力游戏，也是民间百姓喜
闻乐见的娱乐形式。从宫廷的节庆活动到市井
的庙会集市，灯谜无处不在，成为人们生活中一
抹亮丽的文化色彩。

书中详细介绍了灯谜的制作方法与技巧，从
灯谜的构成要素，如谜面、谜目、谜底，到各种制
谜手法，如会意法、增损法、象形法等，作者都进
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通过生动的例子，读者能
够轻松理解这些看似复杂的制谜技巧，甚至可以
尝试自己动手制作灯谜，感受其中的乐趣。

除了知识的传授外，书中最吸引人的当属那
些与灯谜相关的趣事。李焱通过讲述古今中外
与灯谜有关的故事，让读者看到灯谜在文化交
流、人际交往等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例如，
书中记载了古代文人在诗会、宴会上以灯谜为

乐，互相切磋技艺，增进友谊；也有现代社会中，
灯谜比赛、灯谜活动如何成为人们传承文化、增
进感情的纽带。这些故事不仅增添了书籍的趣
味性，还让我们感受到灯谜在不同时代、不同人
群中的重要地位。

阅读《灯谜趣事》，给人带来的不仅仅是对灯
谜知识的了解，还有对传统文化的深刻感悟。灯
谜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载体，蕴含着丰富的历
史、文学、哲学等知识。一个简单的灯谜，可能涉
及诗词歌赋、历史典故、天文地理等诸多领域，它
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浓缩与提炼。通过猜灯谜，
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和学习传统文化，增强
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在当今快节奏的社会，人们的生活被各种电
子产品和信息所包围，《灯谜趣事》可以让我们重
新审视和关注这一古老而有趣的文化形式。它
提醒我们，在追求现代生活的同时，不能忘记传
统文化的根。灯谜所蕴含的智慧与趣味，能够让
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一片宁静的精神家园，
在思考和探索中感受文化的魅力。

总的来说，《灯谜趣事》是一本兼具知识性、
趣味性和文化内涵的佳作。李焱以其深厚的文
化功底和对灯谜的热爱，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丰富
多彩的灯谜世界。阅读这本书，我们不仅能收获
灯谜知识，还能在其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
深与无穷魅力，从而激发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与传承之心。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
传播者，通过自己的方式，让传统文化在现代社
会中焕发新的活力。

格非的长篇小说《春登台》如同一幅细腻的
时代画卷，它以北京海淀区春台路的一家物联网
公司为背景，展现了 4 位主人公的命运轨迹。沈
辛夷、陈克明、窦宝庆、周振遐，他们的人生轨迹
如同 4 条河流，在春台路 67 号这个交汇点激荡出
时代的涟漪，映射出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的中
国社会巨变和个体的生活状态。

小说通过 4 个独立的故事篇章，如同四重奏
中的乐器，各自独立又和谐统一。沈辛夷，一个
来自江南的女性，曾遭受侵害，与母亲关系紧张，
她的故事充满了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迷茫；
陈克明，原是出租车司机，因一次偶然进入公司，
逐步升至总经理，但他的婚姻却面临危机；窦宝
庆，来自甘肃，带着一个秘密，他的粗犷与神秘使
他在都市生活中格格不入；周振遐是公司的创始
人，事业成功后选择回归自然，反思生命……

小说通过这些人物故事，探讨了现代社会中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以及个体在时代变迁中的命
运与选择。他们的故事在北京这座城市的古老
街巷与现代楼宇间交织，绘就了一幅时代的多彩
画卷。

本书中，作者采用了独特的叙事手法，将 4
个人物故事以分体式、拼图式的方式精妙地编织
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非线性的叙述结构。这种结
构不仅体现了作者对当代社会复杂性的深刻理
解，也展现了他对小说艺术形式的探索和创新。

小说中的人物形象鲜活，他们的故事既是个体
的，又是普遍的，既是具体的，又是象征的。通过
他们的故事，作者展现了现代都市人面对生活压
力、情感纠葛和自我认知时的种种困境。

在《春登台》中，“春台”不仅是小说的背景，
还是一个重要的象征意象。它源自《老子》中的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象征着一种
盛世气象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然而，小说中
的人物却在表面的繁华背后，隐藏着各自的痛
苦与困境。这种反差象征着现代社会中人们在
追求物质和精神满足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矛盾与
挣扎。同时，“春台”也象征着一种心灵的高地，
是人们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寻找自我、反思自我
的场景。

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在于它对现实的深刻
反映和对人性的深入挖掘。格非以其敏锐的社
会观察力和丰富的人生体验，构建了一个立体的
社会图景。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在为了生存
和尊严而奋斗，他们的故事触动人心，引人深思。

《春登台》是一部值得细细品味的长篇小说，
它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的
巨大变化，也让我们思考了人与历史、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的关系。品读这部小说不仅是一次心
灵的洗礼，也是一次思想的觉醒，它如同春天的
登高，让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既能感受到春风
拂面的温柔，也能领略到生命之花的绚烂。

1996 年，王安忆出版了一位以“上海
小姐”王琦瑶为主角的长篇小说《长恨歌》，
并获得茅盾文学奖；将近 30 年后，她又全
新推出以一位以上海“老爷叔”瑟为主角的
长篇小说《儿女风云录》。本书通过书写上
海男女的一生，呈现上海从 20 世纪五六十
年代到千禧年之后沧海桑田的变迁，挖掘
并演绎上海这座城市的性格气质。

这部长篇小说围绕上海“老爷叔”瑟堪
称“颠覆”的式微人生展开。瑟出身豪门，
少年时家道中落，单身北上舞蹈学校，吃尽
大漠风沙，直至中年，妻离子散，孑然一身，
沦落舞厅谋生……他在国内度过大半生之
后，又和父母远赴美国孤悬海外。“母子二
人合起来一整部家族史，主旋律为失去，失
去，失去，所以最后的一点剩余，人生的托
底，谁都不能让……”

小说时间跨度之广，生动描绘出一个
个不同身世、市井小民的悲喜剧。柯柯，阿
陆头，黑三，阿郭等环绕在瑟左右的男女，
他们的人生都有残缺……

小说 里 另 一 位 市 井 人 物 海 派“ 老 爷
叔”阿郭，他是浦东的乡下农户，后来一步
步到了房管所，在江湖“左右逢源，逼仄处
都转得开舵”。他就如瑟的金刚罩，每当
瑟 徘 徊 在 人 生 的 重 要 关 口 ，总 是 阿 郭 带

他 ，“ 北 京 的 时 候 ，阿 郭 带 他 回 上 海 ，现 在 留 在 上 海 请 出 阿
郭”。从旧金山这几乎是“囚禁之地”回上海，没想到也想到，
又是阿郭带他回家，总是阿郭带他……一老一小两个上海“老
爷叔”的交响变奏，使这部长篇小说充满鲜活的烟火气息。

小说散发着一股浓重的疏离感和孤独感。主人公瑟就像
一个在舞台上不停旋转的舞者，不知何来，也不知所终。他周
围的亲人不断退场：父亲去了大西北，缺席了他的成长；妻子在
他“精神出轨”后，带着两个孩子去了香港；瑟在与另外两个女
性“黑三”和“阿陆头”的交往中，意外地获得了人生的开蒙和温
暖。可惜，和“黑三”刚要下脚，又收住，回到水平线上。王安忆
通过主人公之口惋惜道：“他这一辈子都是在浮泛中度过。浮
泛的幸和不幸，浮泛的情和无情，浮泛的爱欲和禁欲。”当瑟最
终戴上手铐，跨上警车，被拘留时，受托给他送些衣物和洗漱用
品的是他的舞伴阿陆头。“到头来，还是阿陆头托得到。”小说的
结尾，终究给读者留下一抹灰暗底片上的亮色。

《儿女风云录》像一面镜子，照见每个读者的“风云”和“孤
独”。从主人公瑟的一生，看到的是自己，你经历了什么苦，踩
了多少坑，透过瑟，都看得无比清楚。王安忆用不少笔墨写了
瑟的落寞，他是一个大城市的疏离者，一个如烟雾般飘进繁华
又不知不觉离开的人物。瑟少年时就读苏联援助的戏剧学院，
结果遭遇中苏交恶；进入社会后，他被分配到武汉工作，因为怕
热也怕辣，加上妻子柯柯怀孕了，他就没有去，于是变成“家庭
主夫”包揽所有庶务。后来，他去歌舞团兼职，日子渐好一些
后，他与一名未婚女子擦出火花，妻子提出离婚，瑟孑然一身，
没有了妻儿，也没了房子。那之后，瑟去过舞厅谋生，也出过
国，成了一个漂泊者。

小说里的阿陆头，也是一个分量很重的人物。她出身贫苦
人家，倒生了副好皮囊，也在时代的动荡中颠簸。她大约 23 岁
就经历了千里远徙、丛林瘴疠、结婚失夫，可她不是一个怨天尤
人的人，她自己操持生活，自己热辣地跳舞。

朴实 善 良 的 阿 陆 夫 、冷 静 精 明 的 柯 柯 、眼 光 锐 利 的 阿
郭 …… 这 些 小 人 物 身 上 ，散 发 着 不 同 时 代 的 气 息 ，有 的 人
身 上 充 斥 着 陈 腐 气 味，有的人身上散发着新鲜气味，还有的人
身上气味驳杂。

《儿女风云录》既为读者铺开一幅精妙的时代画卷，也叙说
对社会、历史的深沉思考。作者笔下人物的命运和选择，反映
了人们在快速变化的城市中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以及个体在
历史洪流中的挣扎与顺应。

小说不 仅 是 对 上 海 这 座 独 特 城 市 气 质 和 人 性 的 深 刻 剖
析，也是对现代生活的真实写照。故事中呈现的种种人性和
命运的碰撞，恰如上海这座城市本身，表面光鲜，内里却又暗
藏涌动。城市的喧嚣，潮起潮落，仿佛影响着每一个生活中的
灵魂。

当我们翻开这部作品，除了感受文字的美丽外，更要看到
字里行间流淌的人性和智慧。或许这些故事也提醒我们，在每
个生命阶段都需要他人的陪伴与支持。面对未来，我们应该学
会规划自己的命运，要发现人性的善良，热爱并努力地去生活。

在烟火深处学会爱人
——读乔叶《要爱具体的人》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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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灯谜妙趣横生 悟文化源远流长
——读李焱《灯谜趣事》

吴昆

《春登台》：

在春光中感受生命的绽放
张红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