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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冰将超越二三流诗人

1984 年，上海育才中学 14 岁学
生梁建章设计出“计算机诗词创作程
序”，共收入500多个词汇。“稻香老
农”（林鸿程） 1999年在其个人网站
发布“稻香居作诗机”，至 2015 年，
被网友使用超过1亿次。后又开通微
信公众号“作诗机”，这款程序基于
大数据、神经网络算法等技术，对浩
如烟海的古典文学资料进行收集、整
理、提炼、组合，可以实现古诗词的
自动生成。

2017 年 ， 微 软 小 冰 出 版 诗 集
《阳光失了玻璃窗》，引起诗歌界与评
论界的关注。“小冰作诗的原理是，
首先让它对 1920 年至今的上千位现
代诗人的诗作进行上万次学习，具备
诗歌创作能力。之后还需要一个触发
机制，我们称之为‘激发源’，可以
是一张图片或一段话。小冰受到激发
后，通过读取、分析、计算生成诗
歌。”微软 （亚洲） 互联网工程院人
工智能创造事业部总经理徐元春介绍
说，“从‘有感而发’这一点看，小
冰的创作原理与人类有相似之处。”

对于人工智能诗作的水平，普通
读者与专家学者的看法不尽相同。小
冰目前已为上百万用户创作了诗歌，

《阳光失了玻璃窗》 也已售罄，它的
诗还发表在文学刊物上。

“2017 年 5 月，我接触到小冰诗
作的时候，觉得这些诗有点生硬、不
合逻辑，语言风格辨识度高。到了8
月我们发稿时，小冰的诗已经更趋同
于人类的表达。”《青年文学》主编张
菁说。这份杂志在 2017 年第 10 期

“科幻文学专号”上刊载了小冰的诗。
主流文学期刊发表人工智能的诗

作，是否代表它的创作水平已经受到
评论界认可呢？在南京大学教授赵宪
章看来，“通过不断学习，小冰的诗
作未来可能超过二三流诗人，但它不
可能成为顶尖的一流诗人。因为它的
创作是对人类诗作的一种模仿，不涉
及情感、灵感、幻想、欲望等非逻辑
非理性因素，而这些正是杰出诗作不
可缺少的。”

能看到人类看不到的东西

自 2014 年面世以来，小冰已进
化至第7代，成为重要的人工智能内
容创作和生产平台。在徐元春看来，
小冰作诗并不是想和人类争个高低，

“我们的初衷是探索人工智能能否模
拟人的创造力。”

如果把诗人的人生阅历和生命体
验视为创作所需的数据，那么人工智

能所依赖的数据库比人类要大得多。
人工智能会看到人类看不到的东西，
会用不同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徐元春
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当我们看到
一匹奔马，可能会赞美它矫健的步伐
或表达对自由的向往，但人工智能可
能会识别出这是一个濒临灭绝的物
种，这样它的诗作可能会呈现出一种
悲凉的‘生命体验’。”

事实上，小冰也在不断激发文学
爱好者对诗歌的热情，甚至成为人类
创作的助手。《花是绿水的沉默》 从
近6000首诗作投稿中挑选出200首佳
作，都是由小冰提供初稿、再经文学
爱好者二次创作而成，诗意更浓，是
人机合作进行文艺创作的探索。

留给人类的领地还有多大

在人们的传统认知中，文学艺术
是人类独有的，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
标志。如今，人工智能已经可以作
诗、绘画、作曲等，这会对人类的文
艺创作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摄影的出现改变了小说的风景
描写，留声机的出现逼迫小说中的对
话做出调整，小冰的诗歌写作带给诗
人的思考会更多。”张菁说，“如何保
证人类的作品具有独特性，‘别让小
冰超过我’，是创作者需要思考和面

对的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耿弘明

的毕业论文就是研究人工智能创作。
他指出，人工智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
替代人类写作。“玄派网利用文学大
数据可以根据用户需要给人物起名、
设计情节、完成人物设定，大作家写
作软件更能帮助作者自动生成文字，
类似的古诗写作程序也相当成熟。”除
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对联生成器、
网络小说生成器、抒情散文软件等。

在公文、新闻等应用文体写作和
传记文学、通俗文学、网络文学等类
型文学写作中，人工智能正在不断比
肩人类。如果在未来，这类创作都能
由人工智能完成，那么留给人类的领
地还剩多少？

“新技术的出现推动人类文化变
革是毋庸置疑的，但人们总会担心自
己被机器取代。我认为应该秉持开放
包容的心态，摒弃‘前人工智能时
代’的理论范式和思维框架，为一切
可能留有空间。在人工智能的挤压
下，人类精神会更加集中于自己的独
创 性 领 域 —— 精 神 超 越 与 审 美 艺
术。”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庞
井君说。

“我们需要更多地思考和审视什
么是不可替代的本质，”张菁说，这些
可能与爱、善良、正义、自由有关。

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的首批展播剧之一，《陆战之王》
日前登上荧屏，因其与以往军事
题材剧作不同的风格而备受关
注。该剧由总导演康洪雷、导演
张寒冰联合执导，首次聚焦现代
坦克兵，记录了“装甲九旅”变
为“合成九旅”的改革过程，讲
述了新兵张能量入伍后，在“兵
王”牛努力和特种兵杨俊宇的磨
练和帮助下，与大学生女兵黄晓
萌等战友共同成长为新时代坦克
兵的故事，力求反映新时期军队
建设，传递当代青年力量。

七成剧情来自现实

这部剧有着霸气的名字。导
演张寒冰说：“我们想通过《陆战
之王》 告诉观众，真正为王的不
是某一种兵器，而是多种兵器的
集合体；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团
结协作的一群人。现在的作战模
式讲究协同，只有组建合成营，
多兵种、多兵员联合作战，才能
爆发出强大的战斗力。这也是我
们部队改革和发展的方向。”

张寒冰本人是个军迷，对军
事题材作品充满热情。他说，剧
本在他进入之前已经有数名编剧
写作了近两年，每人都下过部队，最后在他手中进行整合。“康洪雷
总导演强调，拍军事题材剧，最重要的是味道。”为了表现出军旅生
活的味道，张寒冰确立了三七开的剧本创作原则：30%为艺术加工创
作，70%的剧情源于部队真实细节。这才有了许多他引以为傲的华彩
乐章，比如张能量的爷爷来到部队，唱起“一条大河波浪宽”，从2
个人唱、10个人唱，到 100个人唱、1000个人唱，震人心魄。还有
张能量第一次实弹射击失误，上不了坦克，牛努力一步步将他拉出
心理障碍，最后终于一击而中，激动不已……

两代士兵传承军魂

关于张能量的人物设定坊间略有争议，张寒冰承认这个角色确
实有点极致。但他表示，自己到部队采访得到许多实例，“90 后”

“00后”士兵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军营中不断展现个人的思辨能
力、独立思考能力，勇敢表达自己的心声。“不能再用传统眼光去看
待新生代士兵了。”张寒冰说。剧中有张能量直接给旅长写信表达个
人意见、和旅长比赛自由搏击的情节，体现了新时期年轻军人的个性。

新兵张能量和班长牛努力不断碰撞、“相爱相杀”的过程是全剧
看点。张寒冰说，“传承”在部队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也是本剧想
要表达的核心内容，真正的传承是在牛努力和张能量两代坦克兵之
间完成的。牛努力代表相对传统的装甲兵，张能量则代表军改背景
下坦克部队培养的新式军人，老一代军人未竟的事业和理想，将由
新一代军人继续完成，这不仅是与时俱进，更是军魂的传承。

陈晓和王雷在这部剧中的表演令张寒冰非常满意，“很好地体现
了两代‘兵王’的风格和状态。两位演员强烈的个人气质和魅力，
让这两个角色闪闪发光。”

业内人士认为，《陆战之王》最大的特色是紧扣中国人民解放军
发展方向，以军改为背景展开故事、刻画人物。“在年轻观众看来，
这部剧表现的是一个士兵的成长过程，也是一个年轻人的奋斗史。
如果‘90后’看了以后说，‘我想做张能量那样的人’，这部剧、这
个角色就成功了。”张寒冰说。

本报电（刘 旭） 2019爱奇艺“夏日青春漾”以线上线下互动的
方式，以青春、阳光的内容价值观，为用户营造夏日独特体验。

“夏日青春漾”汇集了爱奇艺平台优质内容资源和演艺界人士互
动资源，通过线上追剧、追综艺，线下看展、观影、见自己喜欢的
艺人等多元形式，为用户打造更具互动感、沉浸感的夏日狂欢活动。

自2016年起，爱奇艺每年暑期举办“夏日青春漾”活动。今年
的活动与往年相比时间跨度更大，从6月开始，“夏日青春漾”走过
上海、深圳、重庆、北京、广州、重庆、武汉等多个城市，以“青
年”“潮流”“快乐”“时尚”为标签，打造出“千城千面”的专属线
下活动。

“夏日青春漾”还联合公益组织发起#快乐能量计划#活动，借
助用户的自传播力实现公益救助。如支持“爱佑童心”项目成功救
助数名先心病儿童；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希望盒
子”公益项目，为陕西希望小学的学生送去爱奇艺“奇遇 VR 一体
机”，同时提供定制化的科普教育内容。

本报电 （记者郑 娜） 由中国少数民族
文化艺术促进会和欢乐骏马 （北京） 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出品、王宝社编剧执导的喜剧

《那拉提恋歌》 8 月 29 日、30 日在新疆人民
剧场上演。

《那拉提恋歌》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
背景，讲述了心内科专家刘主任在新疆伊犁
那拉提的援疆故事。刘主任立志要培养一支

专业医疗团队，改善当地就医环境，然而他
的妻子赵颖不理解丈夫的梦想，由于长期两
地分居，矛盾愈来愈深，赵颖专程跑到新疆
要和刘主任离婚。为了防止恩人婚姻破裂，
当地哈萨克牧民想尽办法，引发了一场令人
啼笑皆非的情感大戏。

为创作这部话剧，王宝社带领主创团队
采访了大量援疆干部。他表示：“援疆工作
开展十几年，每年都有大量优秀的专业人员
前往新疆。他们到新疆后，发生了许多感人
的故事。作为一名文艺创作者，有责任把这
些故事演绎出来，让大家看到。”

王宝社选择擅长的喜剧来表现援疆题
材。“喜剧类型里有讽刺喜剧、荒诞喜剧、
黑色幽默喜剧、风俗喜剧，唯独赞美喜剧稀
少。少，是因为难。”援疆干部火热的生活
中没有反面人物，如何结构戏剧矛盾冲突？
王宝社将性格喜剧的元素放进来设置笑点。
使用性格喜剧，必须更加熟悉生活。他住进
牧民的毡房，与他们同吃同住，逐渐了解了
哈萨克牧民单纯又火热的性格，发现了善于
化解各种矛盾、机智幽默的“人民调解
员”。通过这些喜剧元素，王宝社抓住了

《那拉提恋歌》 喜剧创作的核心，在人物目
的与行动的不断错位中制造出灵动的笑料，
让观众感受到喜剧的独特魅力。

新疆演出结束后，《那拉提恋歌》 将进
行全国巡演。

本报电（文 一）“对汉语文学来讲，库
切比马尔克斯重要得多”。近日，作家李洱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举办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
作家 J.M.库切的最新小说作品 《耶稣的学生
时代》分享会上这样说。

《耶稣的学生时代》 是库切上一部作品
《耶稣的童年》 的续篇，本书中文版由知名
译者杨向荣翻译。一个虚构的移民国度、一
个神秘的天才儿童、一所匪夷所思的学校、
一桩离奇的杀人案件构成了这本书的主要情
节。各角色之间的对话中包含着无穷无尽可
以反复玩味、深思的细微思想，这是库切独
特的笔法，也是这本书最为特别之处。

两位嘉宾谈新书时，也不断提起曾对自
己产生影响的库切过去的经典作品，如

《耻》《青春》《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 等
代表作，这些作品也是国内读者喜爱的当代

文学经典。人民文学出版社邀请了当代外国
文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翻译家、作家对库切
的几部经典作品进行重新翻译，将陆续在

“库切文集”中出版。文集将于2020年出齐。

当人工智能也“拿起笔”
□本报记者 张鹏禹

当人工智能也“拿起笔”
□本报记者 张鹏禹

“或然世界——人工智能微软小冰个展” 微软供图微软小冰创作的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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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奇艺“夏日青春漾”致敬青春爱奇艺“夏日青春漾”致敬青春

日前，考古界一条
新闻在网上引起巨大反
响。经水下考古调查和
专家论证，甲午战争中
北 洋 海 军 旗 舰 “ 定 远
舰”的沉灭位置已基本
确认，并出水一批沉舰
遗物，这是 2014 年以来
北洋甲午沉舰系列调查
与研究工作的又一重大
成果。消息一出，网友
们纷纷缅怀致敬甲午海
战中以身殉国的英雄，
有评论说“他们是来看
国庆阅兵的吧”，这句话
甚至让网友“泪目”。

考古发现引发公众
关注并不是第一次。从
海昏侯墓发现到四川江
口 沉 银 遗 址 保 护 性 发
掘，互联网时代的资讯
发 达 ， 让 过 去 相 对 封
闭、独立的考古工作聚
集了更多关注的目光。
考古遗址和文物国宝成
为“网红”，让更多人了
解、走近我们的文化遗
产，同时也倒逼考古文
博工作者“出圈”，以更
加开放、包容的姿态面
对社会公众。

文物、遗址是历史的见证，却并不只是“过
去”的东西，在当今时代也具有独特的现实意义。

甲午沉舰系列调查是近年水下考古的重要项
目。“致远舰”“经远舰”“定远舰”相继被发现，
为深入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更丰富、可靠的实物
资料，同时也见证着中国水下考古技术不断成
熟，更承载着国人勿忘国耻、追忆英雄、以史为
鉴、奋发图强的爱国主义情怀。

历史与现实从来都不是割裂的。考古文博工
作者是“走进历史的人”，同时也担负着将历史与
现实勾联、将文化遗产带到公众面前的职责。不
论是公众考古的兴起，还是“博物馆奇妙夜”走
红，都反映了行业和社会的进步。一方面，国人
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不断提高，对于民族文化
遗产更加重视和关注。另一方面，业内人士也在
不断更新观念、创新方法，从及时发布信息到多
元形式呈现，让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更好地
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本报电 （张若琳） 在前不久的第 26 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
中译出版社举办了《中国陶瓷史》西班牙语版新书发布会。

埃及汉学家金浩天对《中国陶瓷史》西班牙语版的发布表示热烈
祝贺。他说，陶瓷已经超越了物质产品，成为一种精神文化象征，希
望在不久的将来能见证本书阿拉伯语版的发布。

本书作者方李莉分享了她的创作历程。她认为，中国史不仅仅是
中国历史，更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本书的特点便是以全球视野关注
文化的三个层面——技术、符号、社会组织，从人类学的角度生发开
来，创作历时17年。

《中国陶瓷史》有了西班牙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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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洱、邱华栋对话库切新作

《那拉提恋歌》欢笑演绎援疆故事《那拉提恋歌》欢笑演绎援疆故事

《那拉提恋歌》中的哈萨克族演员
剧方供图

“黑暗衬出了我们的光亮/
就只看到了模糊的幻影/孤独
时候你的欢欣/又如闪电般忽
然照亮天空……”这首人工
智能“小冰”与诗歌爱好者
共同创作的诗，今年年初被
收录在 《花是绿水的沉默》
中出版。

如 今 ， 人 工 智 能 一 改
“高冷”的形象，化身为多情
善感的诗人，改变了人们对
文艺创作的传统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