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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是武侠双杰金庸和梁羽生诞辰百年。大师虽已

远去，我却犹记他们小说中每有武林秘籍或武功绝学出现，

必在江湖上引来一场腥风血雨。这让我联想起近年人工智

能（AI）技术席卷全球的情景。从 ChatGPT 横空出世到

Sora惊艳亮相，“热辣滚烫”的AI丝毫不亚于金庸笔下的

倚天剑和屠龙刀，甫一现身便在世界范围内搅动一池春水，

恐慌者有之，欢呼者有之，观望者亦有之。如今，由OpenAI

推出的文生视频模型Sora越来越深刻地嵌入人们的生活，

围绕AI与人类以及文艺创作关系的讨论依然如火如荼。

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喜与忧

ChatGPT和Sora等人工智能给文艺创作带来什么样

的影响？“AI创作”是否会取代“人类的创作”？放眼当下，类

似的AI“威胁论”“取代论”“控制论”并不鲜见，一些文艺工

作者正为此焦虑。有国内学者指出，Sora的出现，将对短视

频、影视、游戏、广告等10大行业产生强烈冲击，相关从业人

员面临失业风险。而在海外，越来越多作者加入了反对AI技

术的行列。2023年7月，英国作家协会发布的《人工智能调

查报告》显示，因为AI的出现，65%的受访者非常担心写作

方面的收入减少，61%的受访者担心工作会被取代。不过，也

有人对此秉持乐观姿态。2024年3月，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

主莫言和古尔纳在北京举行了一场对话，莫言提到AI时笑

称，科技进步往往为文学插上新的翅膀，AI的出现不会让文

学产生多么大的危机，自己和古尔纳也不会失业，因为“作家

独具个性的形象思维是AI无法替代的”。人工智能科学家肯

尼斯·斯坦利、乔尔·雷曼认为，Sora并非洪水猛兽，“就像你

如果是一位画家，但你发明不出画布。Sora就是那张画布，

它被发明了出来，你的才华反而能被显现出来。唾手可得的

技术可以帮你把想法叠加起来，但它并不会代替你创造出全

新的想法”。真可谓AI每上一层楼，几家欢乐几家愁。

那么，对于文艺创作而言，AI技术的跃迁究竟是“潘多

拉魔盒”或终结者，还是人类的福音或拯救者？在《文艺报》近

期刊发的《Sora能否带领我们迈入“人机共舞”的新纪元？》

《从“心文艺”到“芯文艺”——算法情感、幽灵形象与“芯”规

则的隐忧》两篇文章中，两位作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马博文

认为，Sora的出现对网络文学而言机遇大于挑战，两者之间

应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带领我们迈入“人机共舞”的新纪

元。周志强则强调，文生视频的游戏法则也许不仅仅改变文

艺，更改变我们自身，“最令人担忧的是，未来越来越多的人

会喜欢Sora影像，沉浸Sora带来的各类游戏形象的诡异、

奇幻之中”，从而疏离复杂而真实的生命经验。综合两位学者

的观点，我认为AI时代的文艺必将迎来诸多变革，总体来看

机遇和挑战并存，但首先是千载难逢的机遇。这种机遇主要

体现于，AI技术的不断迭代更新，使其深度学习能力持续增

强，导致AI的创作边界无限扩大，从早期的新闻报道、时事

评论、公文材料，再到当前的小说、诗歌、散文、剧本、短视频

等各类文艺作品，AI的身影几乎无孔不入。

这对人类的文艺创作带来深刻的影响。一方面，AI时

代的创作门槛降低，只要愿意，人人皆可介入。AI在文艺领

域的表现广受关注，越来越多的人介入，客观上有利于促进

文艺的繁荣发展。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新质生产力”，AI技

术可极大提升文艺创作效能。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侠世界里，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AI创作的最大优势，同样在于快。

据报道，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王峰团队近日耗时一

个半月，完成一篇使用国产大模型创作的百万字小说《天命

使徒》，而一个勤奋的网络写手想要写出同等体量的小说，

可能需要一年半载。2024年2月，韩国Snowfox Books出

版社出版了一部名为《找到人生目标的45种方法》的图书，

从ChatGPT生成英文到翻译韩文再到校对和封面设计，全

由AI完成，其中内容生成7小时，翻译2小时，整个出版流

程不到一周，传统的图书出版与之不可同日而语。Sora文

生视频模型甚至达到了快如闪电的地步，且画质逼真。尽管

还处于尝试阶段，但未来如果AI创作能达到量质比翼双

飞，或许会产生“AI文学”“AI电影”“AI音乐”“AI美术”等

有别于传统的文艺新形态，就像当年的“网络文学”一样。

“AI写作”进阶路上的三大挑战

AI技术突飞猛进给文艺创作带来的变革显而易见，但

人类不必对此耿耿于怀乃至忧心忡忡，因为AI创作想要取

代人类创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不少。

挑战之一，作品质量。文艺事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创作

出经典作品。经典作品虽无固定标准，前提必然是读者觉得

好。若将AI视为作家或艺术家，“AI文学”“AI电影”“AI音

乐”“AI美术”等成为文艺新形态的重要条件，需有大量好

作品的积累和沉淀，目前的AI创作显然力有不逮。譬如前

文提到的AI作品《天命使徒》，王峰教授坦言：“仍处于网络

小说的下游水平，尽管这部小说从局部情节上看起来有一

定文学性，但这些片段最终能拼接成一个完整且不冗余的

故事，依然需要依靠人工。”这些问题或可通过深度学习解

决，但能力强大后的AI，定会创作出好作品吗？未必。以

Sora为例，文生视频是它最大的噱头，除此之外，其他方面

距离成熟的影视产品还很遥远。类似一位凭借独门秘籍出

圈的导演，Sora只是给多元化市场更快地提供视频作品罢

了。好比中国四大名著或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随着影

视制作技术的进步不断被翻拍，但不同版本的质量有赞有

弹，老版反而公认最经典。英国诗人柯勒律治曾说：“到处都

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AI时代的文艺创作，或会陷

入这种处境，海量的作品泥沙俱下、良莠不齐，真正高质量

的文艺作品永远属于稀缺品。况且，ChatGPT、Sora学习能

力再强，生成内容再快，仍要考虑产能过剩的问题，须知人

类有生之年阅读和欣赏的文字、视频等极其有限，就算脑机

接口技术成为现实，其能接收的容量也有上限。

挑战之二，思维创新。创新是文艺创作之魂，是催生优

秀作品的推动力。AI创作始终建立在人类创作基础上，最

多算是既有资源的搬运工和组装工，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原

创者和思想者。被规训的AI唯算法和程序是尊，堪称“一条

道走到黑”，思维不会旁逸斜出，创新也就无从谈起。在评论

家谢有顺看来，好的文学都是语言和人性的意外状态。“如

果用ChatGPT写作，肯定不会有鲁迅笔下的‘一株是枣树，

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的句子，这明显不符合语言规范；也不

会有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

故乡’，因为诗中有两个‘明月’，重复了；也不会有汪曾祺悼

念沈从文的文章中说的‘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

了’——机器是不会这样写东西的。”确实，AI写作总按常

理出牌，而作家王安忆认为，我们的小说、生活往往不是按

常理出牌的。正因如此，作家余华才断言：“ChatGPT要写

小说的话，大概能写出中庸而非个性的小说，也许它能写得

看似完美，但本质还是平庸。”平庸的文艺传之不远，没有创

新、缺乏想象的作品，能有多少读者？

挑战之三，情感共鸣。人类的悲欢虽然并不相通，优秀的

文艺作品却能让不同的人找到情感共鸣。究其缘由，皆因作

者投入了真情实感，正如曹雪芹所说：“满纸荒唐言，一把辛

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好的文艺作品，“从俗世中

来，到灵魂里去”，AI自身没有意识，无法体验内心的汹涌澎

湃和情绪的阴晴圆缺，也就难以在作品中表达发自肺腑的喜

怒哀乐与爱恨情愁，以致虚拟代替了真实，套路当成了情感，

犹如瓦尔特·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里所说：

“即使是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也会缺少一个要素：它在时间

和空间中的真实存在，以及在其独特出现的地点的独特存

在。对于艺术品来说，最核心的是它们的本真性，而这一点在

自然物身上更为稳固。”换言之，身临其境般的真情实感是文

艺作品打动人心的内核，AI因为没有人类设身处地的悲欣

交集，自然很难创造出让我们感同身受的作品。

从“AI写作”反观“人类写作”的根基

作品质量、思维创新和情感共鸣，这三者既是AI写作

进阶路上需要逾越的鸿沟，也是人类文艺创作继续保持价

值的重要前提。AI创作前景怎样，主要依赖于其技术发展

水平，可见的未来大概率无法取代人类创作。而人类的文艺

创作前景如何，完全取决于人类自己。所以，文艺创作的敌

人并非AI，而是人类自己；文艺创作者要超越的也并非

AI，而是人类自己。怎样超越？唯有创新。如何创新？唯有跳

出舒适圈，学习新技法，拥有新视野，创作出质量上乘的作

品。哪怕AI最终进化成硅基生命，和碳基生命的人类之间

也不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可以和谐共处、齐

头并进，携手创作更加符合未来人类精神需求的作品。据

此，“人机合体”不失为AI时代文艺革新的通幽曲径。事实

上，这条创新路上已有无数先行者。

行文至此，我突发奇想，对于“AI给当前文艺创作带来

的影响”，AI自己怎样认为呢？文学是否会被AI取代？不

料，已有人向ChatGPT提出这个问题，不妨看看它的回答：

我认为文学不会被AI完全取代。虽然AI在生成文本方

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文学作品不仅仅是语言的组

合，还包含了情感、想象力、人类经验等因素。文学作品通常

反映了作者独特的思想、情感和审美观，这些是人类独有的

特质，很难被AI所模拟或替代。虽然AI可以辅助创作、提供

灵感，但在创作具有深度和情感共鸣的文学作品方面，人类

的创造力和情感理解能力仍然是不可替代的。

不得不说，ChatGPT的回答让我既惊喜又尴尬。惊喜

的是，它对这个问题的认知与我不谋而合，某种程度上甚至

更全面；尴尬的是，如果将它的回答视为创作，上述内容文

从字顺、逻辑清晰、结构完整，超越了不少人的写作水准。不

过，我很快就感到释然。是啊，人类在文学创作方面的独特

性，昭示了其永不枯竭的生命力。既然如此，我们又何必庸

人自扰、杞人忧天呢？让我们像《漫长的季节》里主人公王响

最后叮嘱的那样——“往前看，别回头”，激情充沛地拥抱

AI，如同拥抱一位有着共同理想的朋友，一起奔赴文艺创

作的星辰大海吧。

［作者系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副研究员，本文为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3年度学科共建项目“粤港澳

大湾区文学共同体建构路径研究”（批准号 GD23XZW18）

阶段成果］

从ChatGPT到Sora：

AI时代的文艺如何在变革中创新
□陈劲松

文学创作需要保持思想空灵，让思

绪自由飞翔，让文采尽情绽放。但南北

朝时期的文学家颜之推却有一个观点：

为文当衔勒。在《颜氏家训·文章》中，他

写道：“凡为文章，犹人乘骐骥，虽有逸

气，当以衔勒制之，勿使流乱轨躅，放意

填坑岸也。”在他看来，凡写文章，如同

人骑良马，良马虽颇有俊逸之气，但还

是应当用“衔”和“勒”控制它。只有施以

控制，才能不让它乱了轨迹、肆意而行，

从而规避“填坑岸”的危险。

这是颜之推谈写作的一篇重要文

章。他所说的“衔”，是横在马口中备抽

勒的马嚼子；“勒”，则是套在马头上的

笼头（络头）。很显然，为文的“衔”和

“勒”，既有他律，也有自律，是自律与他

律的统一。颜之推的劝诫，主要指向为

文者的自律意识。

文学创作中的“逸气”，通常是指超

脱世俗的气概、气度。在颜之推的这篇

文章中，“逸气”主要是指写文章要言之

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味，语言奔放、

洒脱、飘逸，这是一种才气的显露。如果

一个人没有什么才气，那么他的为文也

就无需去谈什么“衔”“勒”之类的克制。

因为，对于缺失才气的人而言，克不克

制，都无关宏旨。

然而，情势到了一些有“才气”的文

学创作者那里，就不一样了。他们往往

会犯一个毛病，就是逞才使气，不加节

制。有时洋洋洒洒数千言，宣泄的激情，

让人难以卒读；或者文字虚幻缥缈、脱

离生活，让人云里雾里、不知所云。显

然，这都悖离了文学创作的原旨。因而，

真正的好作品，在才气肆意挥洒中是需

要克制的。古人叫含蓄，正所谓“含不尽

之意，见于言外”，“文已尽而意有余”，

“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这体现了才气

张扬与克制的辩证法。所以，唐代诗人

司空图在《与极浦书》中说：“象外之象，

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

“文为心声”，凡是为文，以我之手

写我之心，用文字表达自己内心最真实

的情感。在文章中，或抒发情思感悟，或

品评人物事件，或欣喜或失落，或赞颂

或批判，只要付诸真情，都是很珍贵的

文字。写作与阅读一样，“萝卜青菜，各

有所爱”，只要自己喜欢，大可敞开了

写。因为这是创作主体的思想自由和创

作自由，他人不能干涉，亦无权干涉。不

过，话也要两面说，你有写的自由，他人

也有评论的自由。在写作中，有时候信

马由缰、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就能写出好的作品。但有时

候，为文不懂节制，也会带来情感的泛滥、文字的泛滥，

这会破坏了文学作品的含蓄之美。

因此，我们写文章，有时当如颜之推所说，“以衔勒

制之”，亦即要把握住艺术表达的“度”，传承和弘扬中华

美学精神。对于当代作家来说，我们当然要积极进行思

想和艺术的自由探索，不断打开文学创作的新空间，与

此同时，也要把自己的创作与时代和人民的需要、与中

华美学精神结合起来，在深入把握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进

行融合创造，写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精品力作。

（作者系文学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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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周先慎文集》

出版暨周先慎教学科研成就座谈会

在京举行。活动由北京大学中文系、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联合主办，主办

方代表、部分专家学者及周先慎亲

属代表等与会。

已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先

慎毕生致力于宋元明清文学的研究

与教学，尤以对《聊斋志异》《红楼

梦》等古代小说名著思想艺术的研

究享誉学界，为古典文学研究与当

代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2021年，

《周先慎文集》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杜晓勤表

示，周先慎温文尔雅、待人和蔼，从

具体文本出发研究明清小说、古代

文学，相关论著已成为小说研究界

的里程碑，部分文章被选入基础教

育课本。

国家图书馆副馆长霍瑞娟对推

动和参与《周先慎文集》编辑出版的

专家学者表示感谢，并谈到，皇皇十

卷文集全面展示了周先慎“勾稽史

实，考索源流，回归文本，抉发精义”

的学术风范。《周先慎文集》的出版

将进一步充实我国古代文学研究成果，为了

解和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重要资料。

专家学者在研讨中表示，《周先慎文集》

的面世既是对周先慎学术人生的总结，也象

征着一个崭新的开始，激励更多同行后辈从

中得到学术启发，将他的学风与人格继续发

扬光大。 （宋 晗）

本报讯 日前，由河北省作协主办的

《尧山壁记》新书首发式在河北省邢台市隆

尧县举行。河北省作协原主席尧山壁，中国

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润为，河北省作协

党组成员、副主席刘建东，邢台市副市长、

隆尧县委书记王文玉，人民出版社编辑室

主任陆丽云，《尧山壁记》作者何双及等参

加活动。

尧山壁原名秦桃彬，1939年生于河北

隆尧，为革命烈士遗孤。自20世纪60年代

以来，他长期活跃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组织

工作一线，出版发表诗歌、散文、游记、文学

评论等作品56部，共计800多万字。

专家学者谈到，尧山壁用文学之笔将

个人与时代、生活与土地、燕赵热土的风情

与时代的沧桑巨变融合成一幅温馨和美而

又宏伟壮丽的画卷。《尧山壁记》情感炽热、

内容翔实，生动展现了一位为人民创作、为

人民讴歌的革命文艺家的使命和担当，也

以大量珍贵资料记录了燕赵文脉如何在本

土作家间传承与发扬，从而获得历久弥新

的创造性。

尧山壁表示，自己自幼热爱民间文艺，在

创作中自觉追求爱国主义和人民性，今后将继

续勤恳耕耘在文学的热土上。

在首发式上，新书揭幕、分享沙龙、签

发捐赠等活动相继举行。

（康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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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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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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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山壁记》书写燕赵风情

本报讯 近日，《八闽现代诗大展》在福建漳

浦举行出版发行座谈会。《诗刊》主编李少君，漳浦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戴文利共同为新书揭幕。

陈仲义、陈卫、阳子、朱墨山等80多位诗人与会，

共同探讨福建现代诗歌的创作与发展。

《八闽现代诗大展》由福建省漳浦县诗人道

辉主编，历时近3年编写完成，由海峡文艺出

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分3册，共14卷、2200多

页，编选了近 600位闽派诗人的现代诗佳作，

囊括网络诗歌发展状况、重要诗歌交流活动以

及诗歌理论研究成果等内容，全面梳理了福建

现代诗歌发展谱系，是一部点面结合的大型诗

歌汇编。

本报讯 近日，长河文丛十周年座谈会在北京

昌平二中举行。与会专家学者、作家、诗人及主办方代

表围绕长河文丛十年来的发展成就进行了座谈交流。

据介绍，十年来，长河文丛出版了1000多位

作家、诗人的1600多种图书，获得过包括泰山文

学奖在内的众多奖项，形成了优良的文学品质，

成为山东文学的重要品牌。与会者谈到，长河文

丛十年来在出版精品图书、推荐优秀作家和诗

人、组织文学活动、开展诗歌交流等方面作出了贡

献，期待文丛今后推出更多优秀作品。

当天还举行了诗人马永珍新诗集《昌平 昌

平》首发式。与会者认为，这是一部用心用情描写昌

平美好生活的诗集，传递着诗人丰富的生活感悟。

长河文丛十周年
座谈会在京举行

《八闽现代诗大展》
荟萃闽派诗人佳作

本报讯 4月1日，中国儿童中心与中国寓言文

学研究会在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培育

儿童文学素养 传承中华文化文明”这一共同的愿景

目标展开多方面合作。中国作协社联部主任李晓东

出席签约仪式。中国儿童中心主任苑立新、中国寓言

文学研究会党支部书记肖惊鸿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双方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活动。

根据协议内容，未来双方将在共建文学相关校

外特色活动课程、共同促进儿童阅读素养提升、共同

推进儿童友好文化传播、共同开发文学教育活动资

源四个方面展开战略合作，让孩子们在文学的温暖

相伴中茁壮成长。 （刘鹏波）

与孩子们一同奔赴“诗与远方”
中国儿童中心与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江南》杂志社获

悉，第八届郁达夫小说奖参评作品征集已

正式启动，截止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31

日。本届评奖仍面向全球华语写作，通过

审读委成员、国内主要文学刊物、主要文学

团体和网络自荐等途径广泛征集作品，同

时开通海外文学组织等推荐渠道，力求汇

集全球最优秀的华语中短篇小说。

据悉，第八届郁达夫小说奖评选将延

续往届的评奖理念和评奖标准。凡是2022

年 1月1日至2023年 12月31日期间，在

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各地公开发

表的汉语中、短篇小说作品（网络文学作品

暂不纳入推荐范围），均可参与作品征集。

凡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创作的小说作品，须

以汉语译本参加评奖。最终将评选出中篇

小说首奖和短篇小说首奖各1篇，中篇小

说奖和短篇小说奖各3篇。颁奖典礼将于

2024年12月7日在杭州富阳举行。

（刘鹏波）

第八届郁达夫小说奖评选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