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炜明

我开始构思这篇文章的时候，是

12月29日晚8时，刚参加完一场活动，

还来不及吃饭，饥肠辘辘的我有一种很

强烈的冲动——打开“豆包”，输入一堆

提示语，让它生成一篇文章，然后，我掐

头去尾、修修补补就可以署名交差了。

我的内心天人交战：一个声音说，“来

吧，拥抱人工智能的时代，AIGC 将带

你翱翔在自由的王国。”另一个声音说，

“小心，这样的文章你配署名吗？AIGC

是伊甸园里的蛇、是女巫给白雪公主的

苹果，让你在幻境的狂欢中走向深渊。”

怎么办？怎么办？“咕咕叫”的肚皮

提醒我，我是人，人知冷暖、求饱暖，人

有七情六欲，而机器没有。想起那个并

不古老的悖论：一只猴子在键盘上乱

敲，理论上有可能敲出一部莎士比亚的

巨著，但这样敲出来的著作本质上却是

一堆字母的堆积、是冷冰冰的代码而没

有人的情感。人创造工具、使用工具，

可一旦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人如何

能为人？

此刻我的纠结，折射出 2024 年人

类的纠结。无论是 AIGC 的“百模大

战”还是俄乌战场的硝烟弥漫，不论是

经济发展的动能转换还是升斗小民的

技术恐慌（或者狂欢），历史的车轮似乎

正把人类带向一个“奇点”，“奇点”的另

一端，是即将喷薄而出的新世界。因为

未知，所以恐惧；因为未知，所以迷茫。

在新世界的大门口，我们该何去何从？

2024年的海峡两岸年度汉字似乎是一

个可供参考的答案——争！

何为“争”？这个古老的汉字在甲

骨文、金文、篆书中都有它的踪迹，其字

形是两手夺一物，人们一见就心领神

会。3000年的历史演变诠释“争”的本

意，资源稀缺就得争，是零和游戏，是丛

林法则，更是处世哲学、应变之道。古

人造字时，争的是犁，犁的本质是生产

工具。而当今世界，争的是芯片技术，

争的是算力，形态不同，本质依然是生

产的工具和能力。3000年的历史早已

证明，任何一次技术革命并不能重构人

类社会的生存逻辑，大浪淘沙后留下的

总是那些积极进取的族群。2024年新

技术革命的璀璨光芒，既可能是末世的

夕阳，也可以是新世界的曙光，你可以

在“躺平”中等待夕阳西下，也可以在

“争”中迎来弯道超车的机遇。人“争”

一口气，争的就是把握未来的先机。对

于国家、民族是如此，对于个人也一样，

机会就在眼前，何不奋力一“争”？

最后，回归到“作文”这件小事上

来，既然文以载道，道出本心，那么，文

章还是要自己写，而“豆包”则是提升写

作效率的工具罢了。于是，我通过“豆

包”查找资料，然后退出，开始码字。既

然生而为人，就要干点人干的事儿。

谨以此文致敬2024！

人人““争争””一口气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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