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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观察

他们不是精专的工匠，却有着不逊于
前者的耐心毅力，重现人们遥远记忆里
的历史文化；他们不是文豪大家，却有着
超凡的热忱和韧性，用自己的方式诠释
历史与时代的文化内涵；他们不是天才
的内容生产者，却有着善于发现的目光
和灵动的观点，让互联网时代的文艺炫
彩斑斓……依靠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
厚植民族文艺的肥沃土壤，平凡大众不
凡的创造力，正在织就一幅异彩纷呈的
网络文艺画卷。

创造求真：
打开网络文艺之“门”

春龙抬首，民间的文化活动从2024
新年伊始就开始热火朝天：请神游神的
信俗在互联网巡游万家，舞英歌、挺神
将、闹社火等盛大场面隔着屏幕让沸腾
的年轻人感受民俗风情。赛博空间里的

“年味儿”既凝聚着华夏千年的智慧和文
明，也得益于民间的创造性传承，互联网
时代以自身的创造力展现了另一种民俗
生活的烟火气。

近年来，网络涌现了一大批创作者，
在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开掘，力图复现典
籍里的珍馐、华服、工艺、仪俗。他们以
求真务实的态度，挖掘传统文化的各色
面目，唤醒人们的文化记忆，在互联网中
广受关注。

古老的器物不仅靠考古手段重现天
日，也可以凭亲手仿制连接千年之隔的
时空。“自己动手制作出来的感觉真的非
常奇妙，我仿佛真的可以感受到3000多
年前那位工匠在制作过程中的所思所
想”，B站up主“才疏学浅的才疏”仿制
了一副完整形状的三星堆黄金面具，挥
锤完成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up主“黑
猫厨房”发布的桑皮纸制作过程的复原
视频，也承载了今人与1900年前光阴的
对话愿想：“一千九百年前，我们把字写
在纸上，期待他可以承载故事，穿越时
光，一张薄薄的汉纸隔着变与不变的光
阴，与你邂逅。”

书籍无声，文明被记录在册，等待有
心人的到来；创造无言，文明被雕琢成
像，自然吸引力非凡。得益于现代高度
发达的视听艺术和传播方式，《天工开
物》《齐民要术》《玉香缥缈录》等等古籍
不再是人们脑海中遥远的想象，而随着
网络平台古法区创作兴盛，给现代人带
来了亲眼所见的实物质感。彭传明是抖
音古法区创作者的代表人物，单是一块

徽墨，捏塑好磨条后，还需要静置一年，
每天还要翻墨，他便花了两年来还原其
制作工艺。视频最后，他用自己制作的
笔墨纸砚，抄写医书《笔花医镜》。从树
皮到宣纸、罗汉竹到笔、石头到砚台，耗
费的时间精力难以想象，彭传明这样解
释这种执着：“我只是个农民，因为父母
年迈回家务农，农闲的时候拍点段子，分
享一下心得。我的视频内容是粗糙的，
但我想，为什么文化有千年传承，是因为
有一代代人的热爱和执着，才能永远传
承经久不衰。”

坎坎伐檀，坎坎伐辐，坎坎伐轮，便
是在这种劳动创造中，人的本质力量之
美得以体现，传统文化的魅力得以真实
还原。以优秀传统文化为资源、以网络
为展示平台，更多的普通人以求真的态
度踏实创造，不仅还原了认识之美，也在
追求深层的认识之真，用劳动传递人的
生命体验，激励大众生发积极感情和美
的感受。可以说，网络文艺的蓝海，以踏
实的劳动创造便能激起广大人民的喜爱
和共鸣。

审美向善：
点亮网络文艺之“灯”

网络文艺的凡人创造力不仅体现在
劳心耗力亲手制作，也体现在头脑风暴
后的观点输出，特别以“善”为归依，颇具
人文关怀，激发人的丰富情感。

古今中外各色文学作品及其改编
影视剧，互联网有大量的解读和讨论视
频。以四大名著为代表，比如《红楼梦》
以其文本本身的多义性和“草蛇灰线，
伏脉千里”的叙事结构，使“红学”研究
蔚为大观，也往往在网络更大范围内激
起解读和探讨的意趣。当“钗黛合一”

“太虚幻境判词”“红楼镜像”“好了歌”
等等红楼奇谜被越来越多视频投稿者
重新列出品评，原著的更多细节得以彰
显，原著的精神品质、审美趣味也逐渐
拉近着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文学经典
再一次因网络给更多的人带来充实而
积极的精神影响。

当然，作为基于互联网新媒体发展
起来的文艺形态，网络文艺更多烙有网
络文化的痕迹，使用戏谑和恶搞等后现
代艺术手法对经典作品进行颠覆也是常
态。比如在一众视频博主的短视频作品
里，四大名著可以被假设为是“合订本”，
不同的人物可以通过剪辑的手段“同
框”，演绎不同的故事。然而，在诸种花

样繁多的视频中，同样可以看到普通人
灵感闪现的创造力。当四大名著卷入赛
博空间，影视剧里的鲁智深被拼贴上了
VR镜框，与诸葛亮、王司徒等“四大名著
玩家”在游戏场争霸，最终胜出，在该视
频最后，五台山智真长老“智深上应天
星，心地刚直，虽然有些凶顽，日久却得
清净，正果非反呐”之言既出，重申了原
著好汉赞歌的精髓，鲁达坐化前的感悟
也被评论区二次创作——“平生不识赛
博，偏爱颠倒因果，忽地扯开光纤，这里
斩断枷锁，万维网中潮汛来，今日方知我
是我”，该留言又吸引了两万多次点
赞……

出古入今经典永恒，古为今用创意
无限。浓缩了庙堂、江湖、世情、神魔的
古典智慧，声张了尚善、尊严、情感、信义
等等人文精神的四大名著，在年轻人群
体中依然魅力不减，2020年，央视版四
大名著影视作品在B站一经上线，播放
量迅速破亿，宣告了青年人对古典文艺
的喜爱。“网生代”青年人不仅仅停留于
对经典的喜爱，还借助网络平台主动对
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龙年央视春晚上，“国风少年”朱
铁雄在陕西西安分会场表演国风变装
秀，他演绎的“中国式浪漫”再度破圈。

“为什么不把年轻人青睐的古风、变装视
频，做一个酷炫升级？”这是朱铁雄发布
短视频的最初动力。除数字特效、精美
服饰之外，融“中国式情感”的文化内涵
更是这种升级之关键。守卫患病小孩

“悟空梦”之英雄本色，轻唤患阿尔茨海
默病母亲“哪吒儿子”回忆之侠骨柔情，
张扬孝、忠、爱、义之国风国韵……美的
构想裹着凡间真情，在文艺内容和网络
传播的加持下，“凡人”的创造力凭风借
力，在网络文艺中发挥更大的正能量。

时代之声：
赞咏网络文艺之“美”

“网生代”对传统文化的创造力挖
掘不止于此，他们也逐渐开始从历史与
现实中挖掘真实历史，以活泼可亲的文
艺形态，传递互联网时代青年人的价值
观，向全社会弘扬“真”“善”“美”的优秀
品格。

当下，一大批网络作家正在发力，聚
焦和书写新时代背景下个体理想信念的
实现过程。“送郎当红军，亲郎慢慢行。
革命，成功，亲郎回家庭”，隔着纸张，熟
悉动人的歌曲扑面而来，网络小说《重

生：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里这一老红
军唱歌的场面仿佛历历在目，作者李时
新着墨于22名失散红军征战、受伤、掉
队和受群众救助的经历，勾连了读者对
无数平凡而伟大的个体的感怀。该书入
选了“2021年度中国好书”“2022年数字
阅读推荐作品”等多个榜单。再如，获得
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网络出版物
奖”、被收录至大英图书馆的中文馆藏书
目中的网络小说《大国重工》，以真实的
笔触复现了国家在重大装备领域的艰难
发展进程，主人公以穿越者的身份纠偏
错误方向的情节，牵动着读者的心，也寄
托着国人希望中国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工
业现代化的美好梦想。“现实主义作品的
魅力，其实是来自于这个火热时代的魅
力”，作者齐橙有感于国家工业日新月异
的进步，“这样波澜壮阔的时代进程，离
不开十几亿中国人的励精图治，国家一
步步走向强大的过程中，每个普通人也
通过打拼奋斗实现了人生价值”。

网络文艺以多形态、跨媒介、互文性
等方式，不断化用经典文学文本与历史
素材，并注入时代的新鲜气息与艺术创
造力。比如网络视频博主“姜阿四”身穿
中山装，骑着老式二八大杠自行车穿行
在现代摩登都市中，扮演着清末民初之
际的人体验现代生活。他的视频中，不
仅复现了“时空穿越”带来的错位感，也
意图营造一种复古与现代交织的荒诞氛
围。伴着灵动的背景音乐，在灵活的推
拉摇移镜头下，他如同默片主角一样，用
肢体语言表达微妙的讯息。“至此，已成
艺术”的留言充斥在弹幕区，创意的留言
也受视频的启发触目皆是。这种制作者
与接受者的良好互动，互相激发各自的
创造力，正体现了网络文艺的互动性与
开放性。尤其是在短视频的激发之下，
当代网络文艺越来越呈现出多种文艺形
式相融合的创作趋向，文本内外的互动
性极强，创作者与接受者的界限模糊，更
大程度上释放了视频弹幕、评论文化的
全民创造力。

由此可见，网络文艺的创造力有赖
于这些普通用户化身为内容创作者的输
出，成就于广大网民的积极互动参与。
因为普通人的创造力被重视、被激发，网
络文艺呈现出繁花一样的美感，流淌着

“真”与“善”的力量，传递着一个时代意
蕴丰厚的气息。

（张经武系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教授，潘李玉系福建师大戏剧与影视学
专业研究生）

在一次为期一整天的论坛间歇，临
近傍晚时，精力不济的我便逐渐有了些
许困倦。恰在此时，忽有一阵晚风扑面而
来。紧随其后，一艘大船竟然缓缓驶入我
的眼帘。那是一艘造型古朴的希腊木船，
有30支桨以及巨大的船帆。神话时代，
忒修斯曾乘着它去冒险。时至今日，为了
悼念那段逝去荣光，英雄的后裔仍在对
它不断修整，以便使其保持元初的模样。

“我要驾着忒修斯之船展开新的冒
险！”突然有个声音如此宣布。于是，在嘈
杂的争论声中，曾经的木船被装上了崭
新装备——桨轮、马达，甚至科幻小说中
才有的曲率引擎……

现在细想起来，虽然远远不及哲学
思辨那般严谨，不过这个古怪梦境却也
并非全然荒诞不经。因为从某种意义上
说，我们的艺术创作恰恰正在经历与之
相似的事情。诚然，自人类诞生伊始，各
个艺术门类都发展出纷繁复杂的变体，
不过亘古不变的是，人类的灵感、技巧、
经验始终是这艺术航船上无可替代的

“船桨”与“风帆”。
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快

速迭代，人工智能的算力与算法已在一
定程度上取代“船桨”“风帆”，成为新的
动力源泉。仅就绘画艺术而言，即使不识
笔墨，甚至头脑空空，但只要能与AI进
行最简单的沟通，那么它就能够“马力十
足”地为我们创作出意料之外或是情理
之中的画卷。然而这样的艺术还能被称
作“艺术”吗？虽然没有能力回答“何为
艺术”这一曾引发过无数争论的旷古难
题，不过既然杜尚的《泉》被很多艺术家
誉为是上个世纪最伟大的艺术作品之
一，那么由AI所生成的图画、文字、旋
律又为何不能被当成艺术看待呢？作为
新质生产力的“冰山一角”，AI生成究竟
能为艺术创作带来哪些助力？目前又存

在着怎样的不足？这些问题，或许只能
通过实践加以检验。

前不久我曾设计过一幅海报，主题
是探讨“控制论时代的人机关系”。因为
借由单一画面传达抽象概念通常比较
困难，为了便于理解，我一般倾向于将
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同时与主题相契
合的经典场景“移植”到设计里。其实在
很多科幻文艺作品中都有关于人机关
系的思考，不管将来这两个“物种”是否
能够和平相处，又会开创怎样的未来，
不过直到目前为止，人类之于机器，依
旧是女娲或者上帝之于人类的存在。

在历史上，不少民族都创作过神创
造人的艺术作品。而在这些作品当中，恐
怕没有哪个能比米开朗基罗的西斯廷天
顶壁画《创世纪》来得更加有名，尤其是
那幅动人心魄的《创造亚当》——上帝唤
醒亚当的情节被戏剧化地定格在了两只
手相触碰的前一时刻。自此之后，类似的
场景便成为了赋予生命、传递智慧等抽
象概念的公式化表达。于是我提取了《创
造亚当》的局部，将其改变为一只人类的

手与一个机器人的手相靠近的场景。即
便有了清晰的思路，海报制作过程依旧
是困难重重，因为绘画技巧远不足以对
这传世名画进行重绘。眼下，有了人工智
能的辅助，仅仅花了20分钟，我便能创
作出大体符合想象的作品。哪怕它的画
风复古，画面中亦充斥着莫名其妙的冗
余元素。但既然AI能够理解人类的语
言，并由此实现神奇的“无中生有”。那么
让它对已有作品继续优化直至完美，或
许是易如反掌的事。但在我随后反反复
复的修改过程中，不管如何修改提示，AI
都始终无法将这幅“看起来还可以”的作
品进行进一步提升，换句话说，AI绘画
的天花板目前依然很低，已经被我触碰
到了。

我质问AI为何要这么做，它给出了
如下解释：人工智能通常使用随机性来
产生多样性的结果。即使外界提供了明
确描述，但是人工智能依然会在生成过
程中引入一些随机性，以便创造出不同
的变体。另一方面，人工智能通过大量数
据进行训练。这些数据包含了各种各样

的图像，其中一些图像可能含有未描述
到的细节。因此它在生成图像时就有可
能受到这些数据的影响，而使结果产生
某些意料之外的“突变”。由此可见，受制
于底层逻辑，AI只能趋近而非还原我们
人类的心之所想。与此同时，由它所创造
的画蛇添足、自作主张也成了使用者不
得不容忍的“附赠”。

经过一段时间的体验之后，我认为，
AI能够拓展我的想象，因为它所带来的
意料之外恰如梦境里的怪船一般，将我
带离舒适“海湾”，并闯入了另一片星辰
大海。曾经许多作品无非只是在对早已
定了型的设计习惯加以重复——循规蹈
矩、一成不变。而今，有了AI的助阵，那
些极限再也无法像船锚一样，限制我的
远航。于是海阔鱼跃，勇往直前……也许
我永远也没办法靠AI创作出一幅完全
符合心意的作品，但是它亦有能力为我
提供无数未曾想见的画面。在我看来，AI
之于创作的意义，正在于此。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与公
共艺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在过去一年来，泛知识类短视频发展势头明显超过
娱乐向、日常向的短视频，成为各大短视频平台重点扶持
的对象。“泛知识类短视频”能否真正使读者获得知识？有
人持肯定态度，认为可以使读者产生阅读的兴趣，激发他
们去深度阅读书籍；有人则认为短视频“泛知识传播”知
识去中心化普及的目的效果有限。而文学作为人类精神
文明财富的结晶，需要沉浸式阅读才能体会其中真义，仅
仅依靠短视频传播会产生认知偏差与局限。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2次《中国互联网
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民
规模达10.79亿人，短视频用户10.26亿人。如此巨大的数
字表明在当下除了新生儿和老年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
在使用互联网。自2020年以来，短视频经过高速发展后，
娱乐向的短视频已经同质化，观众已经对此类短视频产
生倦怠情绪，进而产生反向焦虑。泛知识类短视频的出现
是短视频行业发展陷入瓶颈期所寻求的发展策略，2023
年B站、百度、抖音、快手、爱奇艺等短视频平台纷纷启动
泛知识短视频传播计划，试图开辟新路径，将创作内容从
娱乐、日常性内容导向知识性内容，并扶持了一批知识博
主，希望通过泛知识类短视频留住用户。《2023抖音读书
生态数据报告》显示，时长超过5分钟的读书类视频发布
数量同比增长 279.44%，读书类视频播放量同比增长
65.17%。短视频平台纷纷启动泛知识类视频计划，开辟新
的赛道，内容垂直细分，与之相应地短视频的拍摄技术也
从短视频向中长视频转型，从竖屏向横屏发展，试图使画
面呈现更宽阔的场景，试图将个人娱乐空间重新引向公
共空间。

根据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智媒研究中心发布的
《学无界，共此间——短视频直播与知识学习报告》显示，
无论是在一线城市、二线及省会城市、三四线城市及农村
地区，超过9成用户曾使用短视频直播平台获取知识，这
一比例超过了一线城市的数据。以B站为例，B站自2020
年便启动孵化知识类up主的方案，“罗翔讲刑法”便是其
成功推出的泛知识博主，罗翔爆火后吸引了众多模仿者，
知识类短视频一度成为B站的招牌。从结果来看，通过短
视频进行知识传播可有效利用短视频时长短、受众广、传
播快、社交性强的特点，使信息突破圈层向更深广的范围
传播，迅速直达受众。目前泛知识类内容占B站全平台视
频总播放量的45%。过去一年中，有1.13亿用户在B站学
习，这个数字是中国在校大学生数量的三倍多。同时，短
视频用户也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来学习知识，学习到平
日里难以接触到的名校公开课，有人戏称“虽然没有考上
清华，但在清华上学不是梦”。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经
济发展导致的教育资源失衡，有助于民众分享学科知识
成果，提升民众的文化素质，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因此，
随着泛知识类短视频越来越火热，许多知名学者、专家、
大学教师也加入到这一赛道中，通过短视频普及专业知
识，推广文化。

但不可忽视的是，短视频知识传播是用简单易懂的
方式向受众普及专业知识，“普及”的目的达到了，“提高”
是否能实现？毕竟短视频的受众大多数是年轻人，那么，受众能否通过短视
频真正学到感兴趣的知识，获得良好的教育体验，进而产生深度学习的想
法？这一问题无法忽视和回避。当下许多短视频制作者为了吸引视频的流
量，往往采用摆拍视频、迎合热点、制造话题的方法吸引观众，也在某种程度
上形成互联网的精神污染，有低幼化、低智化的倾向。无疑，泛知识类短视频
不能再重复娱乐向短视频的路径来制造饱腹感强的“知识速食”，速食永远
不能代替正餐提供真正的养料。

回顾2023年，董宇辉的出现无疑是文学界与直播界意料之外的收获，
他成功地带火了各类文学直播，令许多在大城市中漂泊的游子的情感共鸣，
获得了精神力量，想起了“诗和远方”。粉丝无条件地支持董宇辉，希望他带
大家喝茶、聊天、旅游、谈文学、关注自然万物、畅谈人生哲学。董宇辉的IP
价值结合了文学、短视频、新媒体直播等形式，开辟了文学与现代传媒相结
合的新方式，它特有的直播间形式为文学提供了接触大众的空间。那么，作
为知识类短视频其中一种，文学类短视频以及由此衍生的“短视频阅读”又
呈现出什么样的情形呢？

文学发展与媒介变迁息息相关，晚清民国时期，报章杂志的出现极大地
改变了文学生态，促使文学传播的速度和空间极大地拓展，催生了白话言情
小说，稿酬制度产生了专业作家。互联网时代下，文学从纸质书籍向电子书
籍发展，诞生了网络文学新形态，而当下短视频的兴盛又给文学提出了新的
机遇和挑战。就目前而言，“短视频阅读”仍以读书会、荐书的形式开展，主讲
者通过短视频讲解书籍、与观众分享某部书中的收获，进而将知识、观点输
送给观众，促使受众产生阅读的兴趣。与纸质书籍阅读相比，短视频阅读轻
更轻松便捷。

当然，文学借助短视频和直播的方式扩大影响力是必要的，文学借助新
媒体矩阵可以突破圈层壁垒，扩大受众群体，可有效助力知识普及，提高民
众的文化素质。主讲人以短视频的形式和观众共读一本书来产生阅读兴趣，
进而展开深度阅读。而专业学者对大部头书籍拆解式的解读分析帮助观众
了解书籍内容，建立初步感知，打破畏难情绪。特别是在当下快节奏、高强度
的现代社会，文学以其极具关怀性和抚慰性的精神力量为奋斗的青年人提
供了精神园地。

但也要注意，文学类短视频与泛知识类短视频不同的是，文学所具有的
无功利性使其能给予受众精神力量，预示着未来和希望。董宇辉爆火的背后
不仅是他的朴实和才华，更是他带给观众独特的精神抚慰与启迪，抚慰了现
代社会中焦虑的中青年人，吸引更多人在无功利的文学阅读中安顿心灵、增
长见识。从总体来看，在当下注重知识和文化的时代，未来仍然有广阔的空
间去发展短视频阅读，也热情欢迎更多对泛知识类短视频感兴趣的从业者
加入这一赛道。但也有必要思考一个问题：文学作为深度的精神体验与短视
频碎片化、快节奏的特点是否能有效融合？如何有效采取方法弥合两者的差
异，使短视频助力新时代文学传播？短视频从根本而言，“知识速食”应当拥
有更深厚的精神底蕴和更宽阔的人文视野，这样才能扬长避短、发挥优势，
实现文学与新媒体的有机结合与发展。

（作者系中国作协博士后）

艺术之船的新动力源艺术之船的新动力源
————AIAI时代的绘画艺术时代的绘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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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说

看看！！平凡人身上不凡的创造力平凡人身上不凡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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