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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技能包升级，诗歌如何与之“共舞”
□冯 娜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对文学创作与传播
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人工智能技术所搭建的空间
中，人机协作的作品大量涌现，文学作品的传播形态
也呈现出新的特征。探索这其中的得与失，有助于我
们更好地反思人类写作存在的问题，并真正促进文
学的内在发展。

人机协同中的文学写作

当前，国内已经发展出多种大语言模型，比如文
心一言、讯飞星火、通义千问、阅爱聊、阅文妙笔以及
作家助手妙笔版等。与之相应，AI作诗、AI写小说
等在技术的加持下也成为现实。“微软小冰”创作出
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第四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
览会中的AI“诗仙”，可根据现场提问的内容作诗；
作家陈楸帆与AI程序生成的“陈楸帆2.0”合作，创
作出科幻小说《人生算法》；清华大学教授沈阳与
ChatGPT多次对话后生成了小说《机忆之地》，并获
得第五届江苏省青年科普科幻作品大赛二等奖；获
得第170回芥川龙之介奖的小说《东京都同情塔》，
作家九段理江称小说中的部分内容属于ChatGPT
生成的句子；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峰及其团队，借助
国内大语言模型，创作出具有百万字规模的小说《天
命使徒》。

从当前人工智能“创作”文学作品的实践来看，
人机协同是主要的创作模式，而文学创作者主导着
作品的内容质量及其价值意蕴。目前，人工智能技术
生成的内容存在各种短板。首先，人工智能技术生成
的大多属于模仿型内容，即模仿大语言模型中既有
的内容，很少生成具有自主创造性的内容。其次，由
于生成的内容质量、叙事手法等方面存在问题，使之
缺乏文学作品的灵韵。比如，在文本生成过程中，由
于“遗忘”了此前的内容，AI生成的内容会出现“断
片”现象，导致文本缺少连贯性；在叙事手法上，存在
拖沓、重复、机械化等问题，使得文本缺少语言之美；
内容与叙事上的不足，也使生成的内容在情感表达
上力有不逮。袁枚的“性灵说”强调，诗文创作中需要
创作者的真情、真感受，以此赋予作品以独特魅力。
正是文学作品中人类独特的真情实感，使作者与读
者得以跨越时空，实现情感共通。在人机协同的创作
模式中，要把创作者独特的生活经历以及由之产生
的感性体验，融入到文学作品的肌理，并且不被人工
智能写作的模式化语言所“同化”，这是保持文学创

作情感价值、审美价值、人性价值的关键所在。
具体而言，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要保持自身

的主体性。在与AI沟通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对话的
内容和形式，将之打造成具有鲜明个人特色的信息
搜索、逻辑搭建、灵感赋予等多功能式的智能媒介。
从生成逻辑来看，创作者与大语言模型对话的内容
和形式，将决定最终生成的文学作品的样态。在此
过程中，创作者通过输入恰当的对话内容，AI会将
一些通识性的知识展示给创作者，这可以将创作者
从繁琐的信息搜索中解放出来。同时，创作者可以
基于自我认知与实际经验，生成一套专属的与AI
对话的输入模板。不同的创作者所创建的模板之间
千差万别，因此，AI生成的内容也不尽相同。在此
意义上，AI对于创作者而言，就变成了一种带有一
定个性化色彩的信息生成软件。在这个过程中，创
作者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同AI生成的内容形成交
互，实现了灵感的“碰撞”，在人机协同中完成了文
学创作。

沉浸交互中想象与思考的共融

文学作品是想象的艺术。文学接受的过程，于
读者而言，即是发挥想象能力的过程，其中蕴含着
读者对于自我、他人以及世界的用心体悟。想象需
要特别集中精力，对事物进行具象化。比如想象三
角形、五边形，总是要想象到具体的角和边。也就是
说，想象对应着具体的物，受到现实经验的限制。文
学作品的表征符号总是指称着现实内容，不论现
实、科幻抑或其他题材，每种题材都依据一定的现
实经验。正是此种现实经验性，使读者能够与作品
中的人与物产生共通感，在共鸣中反思自我、审视
人生。因此，读者与文学作品的相遇，即是集中精力
想象文学世界的过程。

文学传播的媒介形态，直接影响读者对作品的
想象方式。口头文学通过语词进行传播，在口口相传
中得以传承。这种口头传播的方式，留给读者任意想
象与创造的空间。手抄文学与印刷文学都以文字符
号为媒介，文字符号作为能指，有时却没有明确具体
的所指，因此，读者依靠自身的想象力以及既往的经
验来品读文学作品时，想象出的文学世界千人千面，
正所谓“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随着
文学作品的IP改编，实现了其向电视剧、电影、动
漫、游戏、短剧等形态的转化。影视化的文学作品，确

定了文学作品中文字符号的所指内容，文学作品宏
大且充满可能性的世界被具象化。在具象化的展演
中，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景象直观展现于观众眼前，
再借助蒙太奇手法，扩展了观众的感受与反思空间。

AI技术介入文学传播，为观众感受文学世界开
辟了新的空间。目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实现
了进一步的发展。比如Sora、Gen-3 Alpha、“可
灵”AI等，重点发展在文生视频、文生动画等方面。
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于文学传播，不仅以具象化的
方式拓展了观众的想象空间，而且在相对省时且高
质的影视化产出中，让文学世界中的人与物“走到”
观众的面前，这有助于释放文学作品的人文价值。比
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的文生视频AI系列动画
中，诗人作诗的历史背景、生活场景等成为理解诗中
深意的重要部分。在《别董大》的动画中，首先将高适
与董庭兰相遇相知的经过呈现出来，如此，观众也就
更容易体会，高适在董庭兰抚琴之时诵出的“莫愁前
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对于后者的分量。在《春
夜喜雨》的动画中，杜甫夜听春雨来，兴奋难抑，起身
去田中察看稻苗情形的场景如此生动，愈发能让人
体会诗中饱含的深意。

此外，人工智能技术与VR、XR等技术的不断
融合，将为文学传播带来更多的可能性。由AI自动
生成的影视化的文学世界，在VR等技术的加持下，
在观众的周围“活”了起来，观众身处立体化的三维
世界中，通过具身参与、全感官体验、沉浸式交互来
体悟具象化的文学世界，这不仅为观众打造了一个
新的想象空间，而且还可能催生出新的文艺形态。当
观众置身于智能生成的文学世界之中时，除了视觉
或景观上的震撼，还在全感官的投入中、在身体与虚
拟的文学世界的应合中，带来了想象与思考的共融。
如此，观众可能对作品产生更强的共鸣效果。通过这
些新的传播媒介，那“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
重山”的隽永画卷，将得以铺展于观众周围。四周的
青山、青山外的开阔、与李白穿越重重青山而来的悠
悠然，一同袭来。观众仿佛切身体会到了李白顺流而
下、穿越重山时的心境。还有很多科幻小说的震撼场
景，更是在技术的加持下，较为轻易地涌现在读者和
观众的面前。

文学写作与传播“智能化”的两面性

目前，国家高度重视人工智能技术在科技革命

与产业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将人工智能技术的未来
发展置于重要地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迭代、可穿
戴设备的普及等，人机协同模式下的文学写作与传
播将会展现出更多可能性。未来在作为“平行世界”
的元宇宙中，人们通过可穿戴设备——甚至这种设
备可能最终呈现为一块小小的芯片，可以“真实”地
置身于文学世界之中，不仅为人们打开了想象文学
世界的另一窗口，而且以“平行世界”中的场景与事
件，丰富了文学创作者和接受者的生命体验，进而开
创了文学写作与传播的“第二世界”。

对于人工智能参与写作，很多作家、评论家并不
是太认可，对其抱有一种“人类尚可一战”的态度。很
多人认为，AI写作也不过如此，它只能抵达一种及
格的水准，无法像人类写作那样充满各种偶然性、个
性化色彩。甚至有作家提出，写作者在创作中可以偶
尔借助AI来寻找灵感，甚至帮助作家捋顺文字和标
点符号。但如果是两三个人甚至组建一个团队，专门
利用AI来进行协作创作，那么，这样的书写不叫文
学，而只是一种“流水线生产”。当然，也有个别作家
提出，当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读者会很难
辨认出AI写作与人类写作的区别。AI写作可以学
习一个作家的所有作品，并且按照其风格输出内容。
这反过来让我们思索，人类写作在何种意义上保持
其独特性。或许，作家对时代议题的独特判断，基于
个体经历的丰富情感，与个体呼吸密切相关的语言
节奏等等，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在多数人看来，文学传播的智能化，不仅将人们
从影视化内容制作中解放出来，而且还有助于进一
步发挥文学作品的经济价值与人文价值。借助生成
式人工智能、VR、XR等技术，智能生成的虚拟文学
世界，将如同现实世界一般，发挥着塑造人们思想与
行为的重要作用。那些具有丰厚的文学价值与精神
价值、却一直以来都相对沉寂的文学作品，也可以在
智能技术的作用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然而，如果
我们习惯了沉浸式的影视化呈现方式，那么，我们会
不会慢慢地弱化对文学作品中的文字的感知，进而
引发人们对于文字感知的迟钝，以及降低接触文字
符号的意愿。此外，当沉浸式的智能生成内容主导了
文学传播时，还有可能引发人们专注于虚拟世界而
忽视现实世界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在文化变迁中
难以回避、也不应回避的时代课题。

（黄慧系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韩传喜
系东北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

人工智能介入文学创作与传播的得与失人工智能介入文学创作与传播的得与失
□□黄黄 慧慧 韩传喜韩传喜

伴随着人类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AI”这
个充满科技感的词已经成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
题。AI在日常办公、智能家居、医疗交通等方面
的实际应用逐渐被大众所熟知和接纳。AI为人
类的日常生活带来了便利的同时，“AI是否会取
代人类劳动”的议题被普遍讨论，似乎很多的人
类活动随时面临着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威胁”。在
文学界，AI并不是一个新故事，早在科幻文学中
人类一次次预言了今日的世界。当AI可以真正
介入写作实践，作家的主体性切实受到挑战了
吗？AI有可能取代或超越作家的写作吗？科技与
人文在何种程度上获得了跨界的对话可能？这一
系列的问题接踵而至，一时间众说纷纭，借助互
联网的信息速率广泛传播，成为了“时髦”的新叙
事。文学被视为人类的心灵之火，而诗歌是比“历
史更真实”（亚里士多德语）的存证；当AI遇上诗
歌，是迸溅出大放异彩的火花还是仅仅停留在科
技工具性的协作呢？诗人需要针对此问题，开启
一连串的思索和探讨。

AI写诗：散装文字的“杂货铺”

2014年，AI形象“微软小冰”在中国诞生，
这是一个人工智能的划时代事件，在当时引发了
地震般的社会效应。盖因这位“少女”不仅可以和
人聊天、预报天气，而且还能写诗。其他功能也许
无法引起人类的震动，毕竟人工智能的设计者们
早已写好了它们的应用程序；但“写诗”是一项高
智能的思想活动，类似于科幻片《西部世界》中所
说的“冥思”，一旦AI拥有了“冥思”的能力，意味
着它们开始懂得自己思考、拥有了深度学习能力
和自主意识。2017年5月，小冰还出版了一部诗

集，名曰《阳光失了玻璃窗》，其中精选了139首
小冰创作的诗歌。这部诗集是怎样写出的呢，据
说是小冰通过学习自1920年代起的519位中国
现代诗人的上千首诗，获得写作能力后独立完成
的“作品”。据小冰的创造者介绍，小冰每次的学
习时间大约是0.6分钟，10000次需要100个小
时，而人类则大约需要100年。也就是说，小冰的
超能力在于飞速学习科学家们“投喂”的知识和
信息，然后经过科学运算，成就了70928首诗。至
于这些诗写得如何呢？科学家们也做了一个实
验，在诗集出版前，他们曾把小冰的诗以27个化
名账号，发表在豆瓣、天涯、贴吧等社交平台上，
许多读者根本没有意识到诗的作者是AI，而是
认真探讨诗歌本身写得好不好。那究竟这些诗歌
写得怎么样呢，我们不妨举一两例以作管窥。

雨过海风一阵阵
撒向天空的小鸟
光明冷静的夜
太阳光明

——《雨过海风一阵阵》

你们躲在园树
是大自然的机兆
他话中受的是云梯下的黑
孩子负着游惰的人们浮去

——《自然的歌者》

如果我们认真阅读这些诗，可以看出某些小
冰所受的诗歌训练以及代码逻辑。她仿佛置身在
一个杂货铺中，货架上都是过往诗人们罐装好的
词语、语法，辅之以科学家传递的图像识别技术，

她迅速在“货架”上扫描，取出可用的词语、画面、
情节进行组装。通观小冰的诗歌，我们发现，普遍
是一种文辞拼贴的“散装”结构，确实没有肉身的
温度和诗歌的整体性、逻辑性。微软小冰首席科学
家宋睿华曾作过一次题为《用代码可以构建机器心
智吗？》的演讲，认为小冰写诗是一种人工智能获得

“心智”的努力和可能性实验。诗歌确实是人类心智
的华彩，是人类语言和艺术的桂冠，是人类生存经
验和生命体验的提纯和诗意性描述。一旦诗歌写
作也能被AI完全掌握，AI的智识将不言自明。

也许，这也是科学家要探讨AI是否能够写
诗的重要意义所在。小冰诞生后的这十余年间，
AI一直在寻求在人文领域的突破。AI作词作曲、
写文著书，各种级别的大型语言实验模型来势汹
汹，人们尝试用各种AI软件写诗作文，至今依旧
像在更大型的“百货超市”中进行更精密的文字
组装，AI使用者像训练师，“投喂”的货物决定了
产出。AI写诗的底层逻辑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
改变，它还无法拥有独立的心智掌握小卖铺的

“进货”途径或者“设计一座独立的小卖铺”。而这
一步将是硅基生命进阶的重要难度所在，就像一
位诗人成就生命中重要诗歌的难度，它指向生命
的艰难时刻。

AIMV：诗歌与AI的一次握手

2024年5月16日晚，一场别开生面的诗歌
MV活动在线上举办。之所以说是“别开生面”，
是在活动中展示的十个MV作品除了诗歌文本
部分，其余音乐、视频等部分全部由AI生成。此
次活动的发起者将这次活动称为“诗歌共创”，即
AIMV的创作者为诗人、AI、志愿者，是三者合

力创作的结果。早在一个月前，身处南京的主办
方邀请了胡弦、蓝蓝、育邦等多位诗人提供了关
于南京的10首原创作品，经由志愿者历时近一
个月通过AI创作，生成了10部诗歌音乐MV。
该活动吸引了众多网友的关注，很多参与者认为
这是一项很新的尝试，想具体了解AI到底能将
诗歌、音乐和画面结合到何种程度；同时想了解
AI在各类型的文艺创作中是否能起到真实有效
的协助作用。诗人蓝蓝、黄梵等人也坦言，参与这
次活动主要是出于对这项尝试的好奇，对AIMV
这样一种跨界制作的兴趣和期待。

这十部AIMV根据诗歌文本的内容，分别
呈现了中国古典风、动漫风、科技风等不同风格，
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AI对信息搜集、整理的类
型化处理方式。网友们也对AI创作的同质化、拼
贴性、工具性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讨论。当我
们先入为主知道这些作品是由AI生成，便不由
自主假设它的创作路径：从诗人们的作品中抓取
关键词，提炼出相关的画面、意境和情绪；在大量
的信息库中筛选符合目标选项的素材，最后进行
组装和合成。只不过，相比于“小冰”时期，现在
AI进阶了。其数据库已经扩容，AI可以抓取更多
的素材和信息，堪比进入了广袤的撒哈拉。但是，
无数粒沙也不能天然构成沙漠，沙漠中有绿洲、
梭梭草、耐渴的蜥蜴、那些不为人知的寒夜和风
暴，让沙漠成为一个生命体，而不是单调的沙粒
连接着沙粒。

说到底，AIMV在某种程度上将一项需要团
队配合的工作迅速分解为三个“共创者”环节。文
本——音乐——画面，AI可以迅速高效地将这
三个元素熔为一炉，生成一个作品，质量姑且不
论，首先是降低了人力成本。早在上世纪20年代

Music Video（音乐短片）在法国发明，上世纪
80年代风靡全球后，这种音视合二为一的形式
备受人们喜爱，因为它多方位地满足了人们的感
官需求和体验。但我们知道，如果要完成一首
MV作品，不仅需要艺术的内核，更需要一个团
队进行大量的技术性工作。AI的出现无疑是音
视技术方面一次颠覆性的革命。从目前的实践来
看，还只是艺术与AI的一次握手，但其限度和可
能性尚未可知。

由于人类先天的生理特点，看和听从来都是
人类感知世界的两大重要途径，AI技术在音视
方面的使用也只不过更大程度上满足了人类看
到和听到的及时性和多样性。AI作为协助性的
工作，帮助人们解决了许多基础的、大量重复性
的劳作，也在某些时候帮助我们发散思维、提炼
灵感。但所有创造性的工作，AI似乎还难以胜
任，毕竟要获得“冥思”和“诗意”，还需要生命脉
动的蓬勃之声。

有意思的是，AIMV活动结束后，我采访了
活动发起人董长青，他的本职工作是一位胸外科
医生。组织这场活动的缘起是因为他对AI在临
床医学上的应用非常关注，他认为任何领域的发
展都离不开人文精神，他想看到在AI时代，科技
与人文学科的跨界合作是否会让人们的生活变
得更美好。听完他的这番话，颇为感慨，这样的心
愿也许便是目前的AI无法理解的心智，也许也
是科学家们努力让AI进化的未来方向。就如
2001年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电影《人工智
能》中所表达的那样，无论是AI还是人类，当他
踏上了找寻自我、探索人性、充满感情的路途，才
会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有了爱，才有了诗。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生）

人工智能介入文人工智能介入文

学创作与传播学创作与传播，，这已这已

经 不 是 一 个 理 论 命经 不 是 一 个 理 论 命

题题，，而是正在进行中而是正在进行中

的具体实践的具体实践。。本期刊本期刊

发黄慧和韩传喜发黄慧和韩传喜《《人人

工智能介入文学创作工智能介入文学创作

与传播的得与失与传播的得与失》、》、冯冯

娜娜《《AIAI技能包升级技能包升级，，诗诗

歌如何与之歌如何与之““共舞共舞””》》

两篇文章两篇文章，，探讨人们探讨人们

对于对于AIAI介入创作和传介入创作和传

播两个环节的不同态播两个环节的不同态

度度。。其中其中，，黄慧和韩传黄慧和韩传

喜的文章较为全面地喜的文章较为全面地

梳理了各方的观点梳理了各方的观点，，

并深入分析人类写作并深入分析人类写作

在何种意义上保持其在何种意义上保持其

独特性独特性，，呼吁读者在呼吁读者在

借助高科技获得沉浸借助高科技获得沉浸

式体验的同时保持对式体验的同时保持对

文字的热爱文字的热爱。。冯娜在冯娜在

文章中对文章中对AIAI介入诗歌介入诗歌

创作保持了省思的态创作保持了省思的态

度度，，但对但对 AIAI 助力诗歌助力诗歌

传播传播，，却感到较为乐却感到较为乐

观观。。两篇文章最终都两篇文章最终都

指向这样一个叩问指向这样一个叩问：：

人类写作的根本立足人类写作的根本立足

点何在点何在？？作家在作家在 AIAI 时时

代如何确立起自身独代如何确立起自身独

特的写作面貌特的写作面貌？？

———编—编 者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