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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不是那么的耳目一新，似乎有点‘高考感’。”毛尖称，原

想从青少年的文章中看到一些“更狂悖的想法”。

不过，张涛甫教授从“社论”这一体裁的特殊性上解读说，

“社论”不同于一般媒体“评论”。“社论”理论上代表一家

媒体的观点，因此行文需要有稳重的一面。

未来，用怎样的“笔”表达？

人工智能时代，所有提笔写作的人，都不得不适应人工智

能带来的新环境。陈思和教授坦言，“现在人工智能也能写文章，

而且写得蛮漂亮的”。

“这可怎么办？”

新技术带来的困扰，人类历史上已经经历了多次。以中华

文化而论，文字发明之前，恐怕只有朗朗上口的有韵脚的诗篇

能够成为口头文学，并流传、传承。实物载体出现以后，从甲

骨文、金文到大篆、小篆，字体的变化实际上是在适应载体由

龟甲兽骨、钟鼎、石鼓转到竹简。而竹简所能承载的信息，与

甲骨相比，就犹如日后的 5 英寸电脑软盘与纸张的区别一般。

换言之，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第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也诞生

了诸子百家，乃至流传至今且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华经典文

章。其中，《论语》《孟子》《庄子》《孙子兵法》等等中一

些文字，思辨性的语言，夹叙夹议的风格，是不是也给当代时

评以丰富的养料？

纸张和印刷术的逐步发明，令文章可以写得越来越长——

从唐宋传奇这种短篇，到明清时期可以有《三国演义》《红楼梦》

这样的长篇小说。

就媒体来说，文章并非越长越好。2024 年 9 月 9 日是《新

民晚报》创刊 95 周年。“林放不老——赵超构手迹暨《延安一

月》出版 80 周年展”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举办。

笔名林放的赵超构先生在 1956 年主持《新民报》改版之际，

曾提出“短些 , 短些 , 再短些；广些 , 广些 , 再广些；软些 , 软些 ,

再软些”的“三句口号”。林放所撰写的“未晚谈”杂文，篇幅都

不长。这些大多写作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文章，影响力穿越了时代！

在微博上，有一位名为“无名花”的博主在2022年仍在读《未

晚谈》，且不吝发表对赵超老文章的喜爱之情，贴出这么一段

文字：“豆干小文章，字字赛金针。言浅出深理，情挚扬激愤。

痛诋假恶丑，力倡美善真。文章得民心，举旗明爱憎。”

及至如今，由赵超构用笔写作于纸上，排印于铅与火的时

代的《未晚谈》早已跃然网上——在传统的 PC 端，在微博微

信等所谓“两微端”，甚至在抖音、今日头条等等端口，以不

同的方式仍有传播。

回看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国内的报刊开始大规模告别铅与

火的印刷时代，改为电脑排版印刷。当时无论是编辑记者还是

投稿作者，都面临“换笔”的问题！如今即将闯入 5G 时代，

是不是又得面临新一轮“换笔”？ 

深圳实验学校高中部陈羽鳞同学的铜笔奖作品《专我所长，

择我所爱》某种程度上回答了这个问题。陈羽鳞关注到的新闻

事件是有关北京大学学子钟芳蓉的。以 676 高分考入北大考古

学的留守女孩钟芳蓉，荣获敦煌研究院石窟考古岗位面试第一

名的成绩。她即将奔赴敦煌，为自己所热爱的事业奋斗。陈羽

鳞亮出自己鲜明的观点：“在高速发展的今天，热门专业可能

　　我觉得年轻人写一些与自身利益相关，与自身生活相关的主题更好！此外，希
望青年人的笔尖更有锋芒，体现出青年人应有的锐气。

第二届新民青少年社论大赛于2024年 6月启动。摄影 /王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