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责任编辑：丛子钰 电话：（010）65914510 电子信箱：wyblilun@163.com 理论与争鸣 2020年11月2日 星期一

为新时代培养一支宏大的作家队伍
□李蔚超 张俊平

鲁迅文学院鲁迅文学院
七十年回眸七十年回眸

薪火传承，文脉绵延，承担文学
人才培养的历史使命

新世纪以来，鲁迅文学院进入了高速发展的
历史时期，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的举办是鲁迅
文学院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2002年至今，近
2000名怀揣文学理想的中青年作家以文学之名
相约鲁院，在虚构与纪实中开拓文学的可能性，
书写家国与时代，他们和鲁迅文学院一起铸就了
属于中国文学的光荣与梦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召开的文艺工作座
谈会上指出，要把文艺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
重要位置，努力造就一批有影响的各领域文艺领
军人物，建设一支宏大的文艺人才队伍。党的十八
大以来，鲁迅文学院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
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在中国作协党组
领导下，不断开拓工作思路，多措并举，开拓文学
培训工作，促进了文学人才队伍建设出现新的全
面推进的局面，助力新时代中国文学发展繁荣。

一是继续抓实办好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做好
文学人才梯队建设，为当代中国文学提供优秀的
人才保障；二是举办少数民族作家培训班，提高
民族文学发展水平，满足少数民族同胞不断增长
的精神需求；三是举办网络文学作家培训班，加
强对网络作家的正面引导力度，使之成为繁荣社
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四是恢复与北京师范大
学联办研究生作家班，探索文学人才培养新模
式；五是与各地方作协、行业作协合办作家培训
班，不断扩大工作覆盖面、延伸工作手臂；六是举
办鲁迅文学院国际写作计划，扩大中国文学对外
交流，传递中国精神、中国气质；七是举办多种类
型的专题班，发挥文学服务人民、服务社会的特
殊功能，不断增强社会向心力、凝聚力。

砥砺作家勇攀文学高峰，创作无
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文艺精品

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创作从“高
原”到“高峰”、多出精品力作的号召，为了让青年
作家更好把握时代主调，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
事，鲁迅文学院和作家们一样矢志不渝地探索文
学创新的方法，不遗余力扶掖有潜力的重点作

家，通过各种教学手段激发作家的创造活力，为
作家们营造一种思想上、艺术上、创作上澄心静
意的学习氛围。在学员们离开学院后，鲁院对他
们的创作展开追踪、针对优秀的作品开展扶持，
着力探索新的作家培训方法。

2015年9月，鲁院举办了第28届中青年作
家高级研讨班（深造班），这个被作家们亲切地称
为“回炉班”的42名“老学员”第二次完成了在鲁
院的学习研修任务，他们中有已经获得茅盾文学
奖、鲁迅文学奖的实力作家，也有“80后”的青年
英才，大家在一个崭新的起点上重新启程，重拾
文学初心，不谈过往成绩，多谈问题，找不足，加
油充电，蓄势待发。在这次高研班前后，鲁院开始
创办以助推创作为中心、以促进作家成长为目标
的“鲁院文学论坛”，就重点作家作品、文学命题
组织专家研讨磋商，既帮助作家的创作，同时通
过有高度、有温度的文学评论向文学现场、向社
会大众推介优秀的精品力作。今年以来，鲁院进
一步制定作家培养的“培根工程”，为有创作实绩
的学员举办线上线下、各类规模的研讨会、改稿
会，力求多出精品、多出力作。

当前，现实题材创作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反映国家发展社会进步、讴歌人
民创造、弘扬社会正气、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等方面也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鲁院把当代优秀的中青年作家、评论家汇集在鲁
院，开办“现实题材创作专题班”，就现实主义的
理论和实践的当代内涵展开充分讨论，影响作家
的价值系统、创作能力、艺术修养，切实推进现实
主义创作的风尚。

新时代的诗歌，理应发时代之先声，这意味
着我们的诗人们要更加关注时代，关注现实，让
诗歌成为抒发中国情感、凝聚中国精神的最强
音，努力创造中国诗歌的新辉煌。为进一步推进
我国新时代诗歌的繁荣发展，鲁迅文学院与《诗
刊》社共同举办“新时代诗歌高级研修班”，进一
步加强诗人队伍建设，让诗人们进一步树立书写

伟大时代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更有效地提高诗
人的知识修养与创作水平，进一步提升诗歌的社
会影响力和有效传播，为繁荣我国社会主义文学
事业谱写新的篇章。

培养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
为人民抒怀的作家

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至今，文学队伍
不断壮大，活跃在当代文坛和写作生活中的，既
有专业作家，也有在新媒体平台上活跃的网络作
家、公号写手等新人才，还有在生产第一线和基
层，一边从事生产劳动、一边坚持文学创作的“业
余作家”“打工作家”“农民作家”等，社会主义社
会“人民共享”与“全面的人”意义上的“宏大的文
学人才队伍”，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
中显露出生机勃勃的景象。如何对这些新群体、
新人才开展文学培训，为他们提供必须的文学滋
养，是时代向鲁迅文学院提出的崭新课题。

开展网络作家培训是鲁迅文学院坚持了10
年的一项工作。与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各大
文学网站合作，举办鲁院第25届中青年作家高
研班，开创一个完全面向网络作家的班次，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组织网络作家进行线上培
训。通过这些培训方法的尝试与实践，千余名网
络作家接受了鲁院的文学培训，网络作家们在这
里习得新的知识、接受思想洗礼、锻炼创作技能、
获得文学归属感，更重要的是，认识到一名作家
必须要承担的使命和责任。

自2014年以后，鲁迅文学院坚持延伸工作
手臂，把优质的文学培训资源不断地输送到基
层、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西藏、青海、云南、贵
州、广西、延边等少数民族聚居地，鲁院都曾在那
里为当地作家和文学人才开班授课。与各行业、
地市级作协合作办学的课堂上，产业工人、自由
职业者、农民、学生、海外华人汇聚在鲁院的课堂
上。来自全国28个省（区、市）的37位残疾人作

家来到鲁迅文学院进行了学习研修。短暂的学习
时间里，残疾人作家高尚而纯粹的文学情怀长久
地保留在鲁院的课堂上。甘肃临潭县的50位中
小学教师也在假期来到了鲁迅文学院，接受为期
两周的文学培训。临潭县是中国作协的对口帮扶
县，为中小学教师们提供文学培训，这在鲁院办
学史、甚至是中国的扶贫工作中都是一件有创新
意义的举措。鲁院希望通过这次培训，把文学、审
美、理想的种子通过教师们的工作播撒进孩子们
的心里，为高标准完成帮扶任务、助推临潭与全
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贡献文化力量。

鲁迅文学院多年来致力于促进多民族文学
繁荣发展、扶持少数民族作家成长，以文学方式
增进各民族之间的了解、沟通、团结。2019年，为
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鲁迅文学院举办了由
56个民族56位作家组成的第37届中青年作家
高研班。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各民族作家像石榴
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互助奋进，团结友爱。在自
发组织的文学沙龙上，大家将本民族的、家乡的、
家庭的故事拿出来跟兄弟姐妹们分享，探讨如何
讲好本民族的故事，如何讲好全体中国人的新时
代的故事。

加强引领，守正创新，助力当代
中国文学发展繁荣

在几十年的摸索中，鲁院人认识到，作家个
人的创作活动，需要在不断学习和切磋中寻找时
代和历史发展的方向，需要到大地上去聆听人民
的呼声。而好的文学创作离不开真诚、及时、透彻
的文学批评，每一代的作家是与同代批评家共同
成长的。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加强文学评论工作和文学评论队伍建设，
更好地发挥文学批评在文学创作、文学人才队伍
成长和文学事业繁荣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鲁迅文
学院于2015年举办第26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
（文学评论班）。作为鲁院办学历史上学员平均学

历最高的一个高研班，5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青
年文学批评和理论骨干济济一堂，接受层次更
高、视野更广的研修深造，涵养敢讲真话的文学
胆识、知无不言的文学操守、虚怀若谷的文学雅
量和精益求精的文学情怀，以期在理论和实践上
对中国文学形成有益推动。当年6月，鲁迅文学
院第27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文学编辑班）开
班，文学编辑出版界的优秀人才走进鲁院。他们
在两个月的学习中认识到，在新的时代，中国读
者及当代文学需要一大批有思想、有慧眼的“文
学伯乐”。作为鲁院的学员，他们必须坚守文学理
想，坚守文学阵地，为人民贡献优秀的精神食粮。
文学评论和文学编辑班的举办是贯彻落实新形
势下作协工作向最广大文艺工作者拓展、不断增
强组织活力的重要举措，为当代文学事业的健康
发展积蓄了能量、锻炼了人才，产生了重要的社
会反响。

除了两届专题高研班的举办之外，在各类文
学培训班的课程设置中，鲁迅文学院将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重中之重，
邀请文艺理论名家来院为学员进行深入解读，组
织学员开展多种形式的研讨会、座谈会，力求将文
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吃透悟透，做到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在社会实践、教学观摩等活动中，鲁迅文
学院组织学员深入中国革命圣地和改革开放的前
沿阵地，让学员耳濡目染红色革命文化和中国人
民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实践，切实增强对

“四个自信”的心理认同，激发民族自豪感，鼓励学
员为时代放歌，为人民立传，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
事。鲁迅文学院在各班次中设立临时党支部，由学
员担任支部书记和委员，组织学员开展党的学习
和教育活动，引导学员就党性和人民性、政治立场
和创作自由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入讨论，鼓励党员
作家在学习和创作上做模范、做表率。

美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从来都不是小众观念，相反，历史上
自然观和文艺观统一才是主流。之所以二者分道扬镳、渐行渐
远，只不过是基于还原论和机械论的科学技术过于昌盛，彻底
改变了人们生活和观念所致。所谓分久必合，从上个世纪起，
科学自身也经历着一系列的思想革新和范式转型，除了物理
学两大革命外，更为深远的是一场跨越所有学科领域的复杂
系统科学革命，可以说为艺术和科学二者架设桥梁提供了真
正的共同基础。

艺术的复杂性与信息

艺术史学者贡布里希在《秩序感》中说，“不管是诗歌、音
乐、舞蹈、建筑、书法，还是任何一种工艺，都证明了人类喜欢
节奏、秩序和事物的复杂性。”无论是节奏、韵律，还是对称、比
例，这些秩序都源自世界的数学物理特性。但艺术从诞生起，
就不仅是模仿自然，而是被人类赋予了很多主观含义。换句话
说，在“有意味的形式”之内，艺术具有与形式表达密切相关的
内容和意义。从信息论角度看，这部分内容本质就是信息。有
新信息就意味着在某种媒介中传递了接收者意料之外的内
容。能传达的信息越多，事物就越复杂，信息量大小也反映了
事物的复杂程度。

2019年以法国物理学家Samy Lakhal为首的一个科学
小组，探讨了美与复杂度之间的关系。通常而言，科学对信息
量大小度量用信息熵表示，即熵复杂度，它与标识系统状态混
乱程度的热力学熵正负相反。然而热力学中的熵增原理告诉
我们，封闭系统的混乱程度总是增加。这就意味着，系统的信
息量即熵复杂度，总是随着时间线性增加的。这就好比是在
说，一间屋子、一块发霉的奶酪会越来越有序、越来越美一样。
这显然违背了人们的经验直觉。这个科学小组为此设计了一
系列实验。他们研究发现并非熵复杂度，而是另一种复杂性指
标，代表了受试人群的审美偏好。这种被新定义的结构复杂
度，是去除了背景噪声之后的复杂性，它不像熵复杂度那样随
着时间一直增长，最后稳定均匀到最大，而是在中间某个阶段
取得最大值。就艺术作品来说，结构复杂度就是对图像进行粗
粒化，去除背景后得到的无噪声熵，它等效于数字图像压缩。
之所以它更好地代表了人们的审美偏好，一方面因为它与自
然图像最匹配，另一方面它更符合人脑的格式塔知觉过程，能
减轻人脑的压力。

我们都知道，印象派作品笔触非常混乱和粗糙，就像未完
成的草图。然而在特定观看角度和距离下，却能产生化腐朽为
神奇的效果：我们能看到莫奈池塘中栩栩如生的睡莲。原因就
在于印象派画家们并非在画一个具体物体形象，而是在画最
初的光影构图，但因为大脑会对画面进行主动去噪，并在各个
视觉皮层依次处理，因此就相当于在画面上再现了整个真实
的视觉过程。而在画面处理后的结构复杂度，对人脑的美感数
值是最高的，于是相比写实派丝毫毕现的静观，我们就能看到
印象派如“活的画面”一般动态的美了。

艺术品的比例与形式意义

艺术中的形式，不仅包含了不同的表达媒介，还包含了同
一媒介下的不同结构。例如电影是镜头语言，和以文字为媒介
的小说不同，但这不妨碍二者都能以非线性结构叙事。相反在
相同媒介，例如文字中诗歌和小说或现实主义和后现代文学
的结构却可能截然不同。同样的故事内容，不同的媒介和叙事
方式下往往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艺术效果。

我们知道，作品内容中凝结了艺术家所表达的信息，即形
式之外复杂的部分。但从信息论分析，我们会发现，并非所有
部分都是全新的信息，总有一部分是我们熟悉的，称之为互信
息，另一部分让我们觉得新奇和陌生。前者将我们带入共情，
后者则给我们震撼和启示。美国文学评论家布鲁姆在《读诗的
艺术》中说，一首好诗应该兼具表现力和启示性。即对艺术品
而言，一方面要刻画表达现实，一方面要有新的想象或洞见。
换到数据科学中，则是既要对样本训练集拟合得很好，又要对
新样本具有泛化能力。

那么人脑究竟是如何处理信息，进行学习实践或审美活
动的？

2018年底，来自美国几所高校的跨学科研究者，在一篇
论文中从数学上证明了学习效率在“熟悉”与“意外”（秩序与
复杂、无趣与惊喜）之间存在最优的配比——85：15，该结论对
人类、动物和机器同样适用。在这个配比下进行学习既不会太
容易，也不会太难，但速度却是最快的，学习效果以指数级上
升。它相当于积极心理学中所谓的“心流”：技能与挑战平衡，
不焦虑、不无聊，心无旁骛、专心致志沉浸到一个与任务合一
的“大我”中去。

既然审美活动同样是信息处理过程，那么根据心理学家
Rolf Reber提出的审美愉悦加工流畅度理论，即审美偏好产
生于大脑可以快速加工某些内容的正性反应，那么可以断定
审美也必然存在类似比例。

其实这种思想早就存在了。在1928年数学家George
Birkhoff曾提出一个审美公式：他认为若O为秩序，C为复杂
度，则一个事物的审美度量M=O/C。由神经科学实证可知，人
脑在加工很多自然界图形，例如森林和草原时，分形维度大约
D=1.3~1.5时的图案是速度最快、最愉悦的。这里分形维度也
是一种复杂性度量指标，它相对的秩序部分为D=1的平面。有
研究把自然图形和著名艺术家波洛克的绘画作品进行了对
比，发现他在其艺术生涯中的特点是分形维度越来越大，甚至
高达1.9，显得更加凌厉和破碎，给人带来极高的压迫感，远远
超出了自然的和谐和愉悦。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艺术品的形式意义恰恰在于如
何通过调动观赏者的注意力分配表达内容中熟悉和新奇之间
的比例关系。一些艺术家之所以有迥异于常人的审美，并趋于
创造出更加先锋的艺术，这种审美主观性，只不过是因为他们
熟悉的内容过多，因此必须附加更高想象力和启示性信息，才
不会让自己太无聊，以保持对自己最舒适的审美配比。当然对
一些极端表达的艺术，当审美配比远远超过愉悦区间时，这时
的艺术品对大部分主体而言就不再是以美来形容了，而转为
新奇、有趣、恐惧、战栗等情感。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艺术
和美会在当代艺术中逐渐脱钩了。

在将形式划分为媒介和结构，把内容区分为熟悉和意外
后，也能让我们更好理解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表现主义或超
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为什么文艺中的创新往往从形式
革命开始。毕竟内容大多受限于时代，而新观念下叙事视角和
结构、新的修辞手法，对令人耳熟能详的故事和素材进行重新
组合，这种创造和想象力是可以大大超出时代的。就像人类的
奥德赛之旅如今已经走向了外太空。

形式创新既然是一种基本秩序重构，那当然也离不开数
学。卡尔维诺就曾提到，法国先锋小说家乔治·佩雷克创作《人
生拼图版》时，其内容编排的形式就是根据复杂的数学方程生
成的。当然对艺术家尤其诗人来说，从音乐中获得灵感更不是
什么新鲜事了。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在比例”这种源自毕达哥拉斯
的美学观不仅适用于客观美学，同样也适用于审美主观。
我们通过对系统复杂性的研究，可以用它统一包括如今经
验和实用主义美学在内的各个流派美学观点和后现代种种
文艺理论。

从递归与分形看文艺作品

一种文艺美学观有效与否，亦如科学理论之于经验，或模
型对数据的拟合，若能解释大多数情况，又能对未来做出预
测，那么就是一个好的理论。

如今对文艺的复杂，用复杂解释复杂，似乎恰逢其时。然
而究竟什么才是复杂？要理解复杂和艺术之间的关系，就必须
对这个概念做进一步细致考察。按照埃德加·莫兰的说法，“复
杂的东西不能被概括为一个主导词，不能被归结为一条定律，
不能被化为一个简单的观念。”即“复杂”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
概念，它既反对还原论，又不同于整体论。但从系统论口号“整
体大于部分之和”亦能看出，这可不意味着复杂是不能理解、
不能分析的。最简单的理解，可以将复杂看做是完全有序和完
全无序之间的一种状态。我们立刻会发现这和前面对审美的
定义非常类似，二者互为隐喻。且意味着随机和偶然并不是复
杂，虽然可能看起来很类似，但对复杂系统而言前者是一种无
意义的噪音。关于这点，有研究者曾提出过一种网络多样性指
标，通过网络结构模块之间的关系来识别出一个对象是否具
有真正的复杂，抑或只是附带随机噪声。用这个方法可以很好
判别一件艺术品的价值。历史上有些作品开始很难理解，但因
为作者创造出了有意义的真实的复杂性，因此在未来被挖掘
并理解其伟大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相反，那些借助随机噪声、
冗余充数，故弄玄虚、自欺欺人进行忽悠的某些当代艺术，由
此观之必定会随着时间而淘汰。

在米兰·昆德拉看来，小说就并非仅仅一种虚构，而是与
科学类似在追求真理，只不过它追求的是一种复杂的真理。在
前面我们曾提到了分形，与之相应的还有一个概念叫递归。递
归是产生分形的一种方式，通过递归我们可以窥见小说艺术
发展的一条隐藏脉络。《一千零一夜》是古阿拉伯文学宝库。串
联全篇所有故事的，是以智慧应对国王的公主山鲁佐德的故
事，她每晚都要讲述一个个彼此相连的故事以避免被国王处
决。这种所谓元叙事，完全可以用计算机科学术语推入、弹出
和堆栈来进行描述：文本进入新层次，“推入”故事；叙事“堆
栈”；故事讲完“弹出”。最后再将读者的注意力释放到最前面
的层次。更确切而言，这实际是一种递归叙事。

叙事学家赫尔曼在《新叙事学》中认为，正是通过递归原
理的应用，叙事才解决了必要的形式封闭与生活、经验和历史
等题材开放的冲突。每一个叙事都是从无限的时间织物上割
下有限的一片，并将其展示给读者。递归叙事将再现范围扩展
到故事主线以外，从而使叙述者领会和驾驭不断增生的种种
故事。

卡夫卡同样是递归调用的高手。他在很多小说包括短篇
小说中，能够熟练对词句之间的语义进行互相引涉和评价，将
这种手法细致到了语言文字的肌理，从而可以表达任意精细
乃至同时截然相反的思想内涵。很多文学评论家称之为“悖
谬”的手法，其实是不解递归操作实质进行的表面描述。

递归性被生成语言学视为语言的核心特征，那么这种以
有限手段的无限使用所产生的分形结构，就必然会反映到文
艺作品中去。在前面我们提到能够评价图像美感的结构图复

杂度和信息量，这时对文学作品就不适用了。文学艺术不是记
事和信息罗列，它要求叙事内容之间有高度的关联，不然一部
辞典的信息量会超过任何一部经典名著了。

那么如何从复杂视角评价文学作品呢？
2016年一个来自波兰的物理学家团队，通过采用统计短

句和长句变化分布的方法，对100多部世界名著进行了文本
复杂度分析，发现绝大多数作品都存在长程相关性和多重分
形结构，二者可以作为文学复杂性的度量指标。这是一种十分
有趣并兼备美学价值的最优结构：文本间不仅包含相当程度
的自相似性，每一小部分在延展开后和整体的结构协调一致，
不同句子间的长度变化还呈现出一种级联性的长程动力学关
联。在这两个指标下，得分最高的是意识流作家乔伊斯的被称
为天书的《芬尼根的守夜灵》。此外，《尤利西斯》《跳房子》
《2666》《海浪》等现代文学作品也名列前茅。

为什么会是这两个指标？对于前者正如别林斯基曾经评
价莎士比亚，“他的每一个剧本都是一个世界的缩影，包含着
整个现在、过去及未来”，分形程度高的作品充满精细性的细
节，一段话中就能反映出作品整体气质。长程相关性则意味着
整个信息序列中存在长期记忆性，并非偶然聚合。由于随着相
关词汇数量增加需要计算能力呈几何级上升，这是目前的自
然语言处理模型还很难能做到的。

非常有趣的是，这项研究还指出这两种结构的成因都与
生物和社会活动因素高度相关。例如在文本中词频缩放频率
的幂值，不仅符合人类声音和音乐的频率，还符合心率、认知，
甚至自发性大脑活动以及其他自然声音的频率。如果把词频
分布当做一种韵律活动来看，那么就印证了人类创造性与生
命和自然高度相关。

《毛诗序》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亦曾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
下者皆宜”。也就是说，文章风格甚至能反映出一个人的精神
气质与人格境界。

更为有趣的是，与审美偏好的研究类似，词频缩放的频率
的幂值也代表了某种随机性和有序性之间的平衡。由此可见，
人的生物机能、主观精神和所创造艺术作品之间都是共通的。

以数学和复杂性解释文艺作品，意味着新的解释霸权吗？
如前所述，这是一个误解。数学不是归约性的逻辑（更确切说，
数学本身也是一种创造活动），复杂也并非还原性科学，它们
在给出纯粹形式和现象结构的解释同时，一方面又避开了某
个具体层级的过度解释，因此总能在不同系统结合时富于灵
活和创造性，阐发出新的语义和意义，由此帮助艺术家发展新
手法、文艺体裁和各种媒介融合形式。对后者，我们可以看到
如今蓬勃向上的数字艺术、奇点艺术和跨媒介艺术。

世界不是灰色的实验所，生活世界和文艺世界的复杂，远
胜科学世界和理论世界。正如钱锺书先生在治学、维特根斯坦
在哲学上的气质一样，美国文艺批评家乔治·斯坦纳一生反对
理论体系，然而他却曾展望过一种未来的新文体：特定的时刻
具有特定风格和文体，由作家的语言媒介与音乐和数学的近
缘性，直接从语言产生，以此接近沉默的弦外之音。在此隐喻
型与演绎型文体永远变化交汇，诸多碎片合成了一种“没有体
系的体系”，这些看似断裂的、各具特色的序列，都是一种新文
体的一部分，可以将其称之为“毕达哥拉斯文体”。

我想斯坦纳所描述的，就是文艺复杂性美学的精髓。不管
东方西方、科学艺术，还是自然精神，在数学和复杂性视角下，
它们从未绝缘，俄耳甫斯与缪斯始终与人类文明同在。

也正如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所说：东海西海，心理攸
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

新时代文学新时代文学
与数字人文前沿与数字人文前沿

复杂性科学能否解释文艺作品复杂性科学能否解释文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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