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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机共创”，能否成为文学创作的一种方式？
□本报记者 徐 健 康春华

几天前，记者下班路过一家烤肉店，门口的一块招

牌格外醒目：“票房破100亿！助力国漫，凡进店顾客持

《哪吒 2》电影票根，用餐即享受 8.8 折。”心下不禁莞

尔，这年头连饭店都开始“蹭热度”？看来，小“魔童”不

仅闹了海，还闹进了我们的生活。

自春节上映以来，《哪吒之魔童闹海》的票房就像

踩了风火轮，“嗖嗖”往上蹿，并已成功登顶全球动画电

影票房榜。节节高升的票房数字可不只是这部电影的

全部魅力，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从二次创作到周边

产品，“哪吒”席卷各大社交媒体，“魔力”无处不在！

在人人都是创作者的新时代，一部手机、一个灵感

就能让普通人变身“艺术家”。网友们脑洞大开，围绕哪

吒和敖丙的友情展开二次创作，连电影里的申小豹、土

拨鼠等配角也成了热门素材。漫画博主小鱼根据电影

中哪吒重塑肉身的画面，创作出一系列 Q 版漫画，上

传后收获巨量的点赞和收藏。小红书上，“哪吒240h接

力产粮”的话题浏览量突破10亿、互动量高达362万。

通过自己的创意，网友们为哪吒 IP 注入新鲜活

力，让更多人通过不同形式感受到这部电影的魅力。短

视频剪辑、表情包、番外小剧场、AI生成动画……哪吒

“元宇宙”里五花八门、精彩纷呈：你可见过魔童踩着电

动滑板送外卖、敖丙的龙角变成奶茶吸管、土拨鼠的尖

叫化身起床闹铃、申公豹的结巴成为鬼畜区顶流……

《哪吒 2》引发的二创热潮，将新大众文艺的特性演绎

得淋漓尽致。

人人“自来水”的背后，其实是观众从电影中找到

的情感共鸣。那句经典的“我命由我不由天”折射的反

抗精神，让无数的年轻人“破防”；片中对友情、亲情的

深刻表达，则让观众一边在影院里热泪盈眶，一边回家

激发创作灵感，用自己的方式进一步探讨和表达对电

影的理解和热爱。

二次创作的热潮还推动了周边文化产业的蓬勃发

展。一款叫“天生羁绊”的盲盒，上架30秒便显示无货；

某奶茶店推出哪吒IP特饮，杯套上印着“是友是敌，喝

了再说”，让年轻人甘愿排起长队；甚至二手平台上，周

边产品也引发了新一轮的抢购热潮……一位潮玩店老板告诉记者：“《哪

吒2》的周边太火爆了，我们店里的哪吒盲盒、手办，几乎是刚进货就被抢

空，有些顾客甚至直接问我们什么时候补货。”

与此同时，相关的版权问题也不容忽视。大量未经授权的二创作品，

如短视频剪辑、表情包和周边商品，是否构成侵权？对此专家表示，判断二

创作品是否侵权，需要看其是否属于“合

理使用”，例如是否用于商业目的、是否

在公开渠道传播等。那些未经授权的周

边商品如盲盒、冰箱贴等，显然构成了侵

权行为。因此，如何在保护原作版权的同

时，鼓励创作者的自由表达，将成为文化

产业未来需要长期面对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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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揭晓

随着人工智能（AI）技术的提升和文学创作实践的逐步

深入，许多AI生成的文学作品“AI味”减弱、“文学性”渐

浓。人与机器不断对话、调试生成的文学作品，在语言艺术、

叙事风格和思想深度等方面已初具特色，这种由人类写作者

和机器协同创作的“人机共创”正成为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前

沿话题。在“人类创作”与“AI生成”的对垒之外，人机协作

新模式是否能成为算法时代推动文学高质量发展的一条创

新之路？

“技术从来都不是人文精神的敌人”

文学创作凝聚着人类所特有的想象力、思维方式和精神

观念。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以庞大的语料库为基础，可对已

有的人类语言进行充分调用、整合，并基于数学概率的推测

计算，快速“生成”文学作品。当前，伴随我国自主研发的AI

技术不断升级，清华大学“九歌”人工智能古典诗歌写作系

统、阅文集团“阅文妙笔”网文大模型、华东师大“灵咔灵咔”

创意写作智能体等一批各具特色的中文人工智能文学创作

系统和模型相继诞生，正不断探索AI时代文学创作的本体

和疆界。

有计算机科学家认为，AI文学的本质依然是概率计

算。概率计算能否构成文学创作的一种方式？对此，发布我

国首部人机协作创作的长篇小说《天命使徒》的华东师范大

学传播学院院长王峰表示，技术从来都不是人文精神的敌

人。“人工智能时代，文学的重要性依然在于它对人类生活的

深远影响。无论是作为社会结构的黏合剂，还是作为抚慰人

心、凝聚人心的重要手段，文学的角色都不可替代。它以结

构性的力量塑造生活，为人类带来心灵的宁静与安慰。”

与此同时，新的技术和媒介不断引发新的文学实践，正

催生着文学表达的新形态。文学在社会系统中的角色、位

置和价值发生的位移，需要文学创作者和工作者以更开放

的姿态来认识和把握。王峰表示，随着算法和大数据的深

度介入，文学创作不再是纯粹的人类情感与思想的结晶，而

是开始融入人工智能的算法与分析，这将为文学创作和研

究带来新的挑战。

秉持创作自律，坚守文学初心

当AI文学创作越来越普遍化，对于海量文学作品的甄

选将变得困难。人机协作模式下产生的散文、诗歌、短篇小

说等更具隐蔽性，增加了文学编辑辨别的难度。人工智能是

否参与作品的创作，以及参与程度有多少，成为文学期刊编

辑需要面对的严峻挑战。

《天涯》杂志主编林森说，文学编辑面临的最大挑战，就

是作品是否为作者原创。“这并非新话题，当有了作者观念、

版权意识之后，作品的原创性便是评判作品的基本要求。但

AI的创作让文学作品的原创性甄别变得非常困难。”

当前，大家通过各种形式分享AI创作的文学作品，如

同一场“狂欢”席卷社交媒体。如何规避乱象、重新激发文

学的生机和活力，推动AI技术与文学创作深度融合，促进

文学生态的健康发展，是作家和文学工作者需要思考的现

实问题。

对此，不少文学期刊和出版平台纷纷开启文学与算法

共存的技术创新路径。同时，创作者要以本身的自律做起，

秉持文学创作的初心和本心，正如林森所言，“根本的还是

要保持‘人之为人’的那种感受力和表达渴望。对写作者而

言，创作就是要把握那种从血液、从内心、从灵魂里流淌出

来的真切感觉——这是机器创作没法带来的满足感。判断

作品是不是人写的，核心的标准可能是在作品中能否看到

写作者的真切体验”。

一些乐于探索的科幻作家则表示，人机协作文学创作可

能催生出一种全新的文学形式和创作理念。作家不仅是文

本的创造者，更是AI创作的引导者和合作者，人类创作与人

工智能之间不断互动、融合、生成，将推动算法向善、尚美、求

真。这一探索之路能够提供更多经过算法优化的、大众喜闻

乐见的文学作品，同时激发作家思考人类文学表达的独特

性，思考如何保持不被算法量化、同化的创作特质，并进一步

向人类的精神腹地和思想高地迈进。

AI文学创作的法律风险亟待关注

当AI参与文学创作，AI和人类参与的比例如何界定？

作品的原创性如何保证？作者主体的著作权益如何保护？

一系列相关的法律实践问题随之而来，亟待解决。

科幻知识产权与产业发展专家、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崔莉谈到，人机协作文学创作首先面临著作权保

护方面的挑战。“创作主体的认定非常困难。传统著作权法

明确保护自然人的创作成果，权利归属清晰。但目前大多数

法律体系认为AI不具备法律主体地位，如果作品完全由AI

生成，可能无法享有著作权，其著作权可能归属于AI的所有

者或使用者。人机共创的文学创作还需要界定各自的贡献

比例、权利分配以及创作过程中人类和AI的参与程度，涉及

复杂的法律和技术分析，由此带来的版权争议将引发复杂的

纠纷。”此外，还涉及到署名权的界定和侵权责任的认定，

“AI创作基于大量现有文本数据，导致生成内容与已有作品

高度相似，甚至可能涉嫌‘洗稿’或抄袭。由于AI生成内容

的复杂性，识别和证明抄袭行为变得更加困难”。

崔莉表示，利用人工智能进行文学作品创作并公开发

表，涉及的法律法规主要有著作权法、民法典合同编、网络安

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网络与新媒体管理法规等，如果生成的内容涉及

虚假信息或误导性内容，可能构成传播虚假信息罪，还将面

临刑事法律风险。

面对AI生成文艺作品的侵权案件日益增多，不少著作

权法律师表示，在AI技术与法律的博弈中，现已出台的部门

规章和著作权法规定，尚不能完全解决人工智能时代版权困

局中的根本性问题。未来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健全相关法

律法规，以保障创作主体的合法权益，实现文艺作品生产机

制的良性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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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月 19 日电（记者 徐壮 施雨
岑） “202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19日在“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4年中国考古新发现”上

揭晓。吉林和龙市大洞旧石器时代遗址、浙江仙居

县下汤新石器时代遗址、甘肃临洮县寺洼遗址马家

窑文化聚落、陕西宝鸡市周原遗址、安徽淮南市武

王墩战国晚期一号墓、江西景德镇市元明清制瓷业

遗址群等6个项目入选。

专家介绍，大洞旧石器时代遗址是目前东北亚

地区已发现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旧石器时

代晚期旷野遗址，拥有中国长白山地区乃至东北亚

地区年代最早、最清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序列。

下汤新石器时代遗址是我国万年文化史的重

要实证，为研究区域文化演变和万年稻作农业史提

供了连续性的新材料。

寺洼遗址马家窑文化聚落展现了5000年前黄

土高原西部早期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文明化程度，填

补了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黄河上游核心腹地关键

时期的空白。

周原遗址先周时期大型夯土建筑群的发现，为

判断周原遗址为灭商前周人都邑提供了关键证据。

武王墩墓是经科学发掘的迄今规模最大、等级

最高、结构最复杂的楚国高等级大型墓葬，为研究

战国晚期楚国高等级陵墓制度、以及楚国东迁后的

历史文化，提供了系统性的考古资料。

景德镇市元明清制瓷业遗址群可为研究600

余年间景德镇瓷业面貌、聚落扩展、城市结构与管

理、人群组成和信仰、原料开采与加工运输、景德镇

市内手工业分工与形态的变化、御窑和民窑的关

系、市场需求对景德镇产品的影响等内容提供第一

手资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4年中国考

古新发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

院考古研究所承办。

安徽淮南市武王墩战国晚期一号墓出土的玉器（拼版照片，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考古杂志社供图）

本报讯 2月17日，由国家电影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

办，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电影频道节目中心等承办的“跟

着电影游中国”活动在京启动。活动旨在抓住春节档电影全球

热映的有利契机，利用当前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利好，

吸引更多海外游客来华亲身感受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活动主要围绕中国电影海外发行放映和海外中国电影节

展、境内外国际电影节展，广泛开展“电影+旅游”宣传推介，

引导更多海外电影观众通过中国故事领略中国风采，激发来

华旅游消费热情；鼓励电影企业和旅游企业创新合作，深入挖

掘中国电影的文旅价值，推出既能体验银幕精彩故事和电影

文化内涵、又能感受中国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的电影主题旅

游精品线路，打通“传播场”与“消费场”，推动更多“心动”的海

外观众转化为“身动”的入境游客。

启动仪式上，《哪吒之魔童闹海》《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

《唐探1900》等剧组分享了影片在全球主要电影市场火热上

映的情况及观众反馈。多位外籍文化友好人士及旅游博主围

绕影片拍摄地、取景地和故事背景，推介相关景区，以电影为

窗口展现中国之美。

“跟着电影游中国”
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路斐斐） 1月9日，

在国家京剧院建院70周年之际，习近平

总书记回信勉励剧院的青年艺术工作

者，在全国文艺界引发强烈反响。2

月18日，由中国文联、中国剧协主办

的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家京剧

院青年艺术工作者回信精神座谈会在

京举行。座谈会旨在引领全国戏剧工

作者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回信

精神，赓续中华文脉，创作戏剧精品，

努力推动中国戏剧事业繁荣发展，为

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贡献

力量。

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董耀

鹏主持座谈会。中国剧协主席濮存

昕，中国剧协主席团艺术家代表，中国

剧协分党组全体成员，中国文联戏剧

艺术中心负责人，新文艺群体戏剧工

作者代表，中青年戏剧工作者代表等

参加座谈会。中国剧协副主席、国家

京剧院院长王勇介绍情况并发言，艺

术家代表尹晓东、冯玉萍、李树建、沈

铁梅、柳萍、韩再芬、阚凌云、李卓群、

崔磊、濮存昕，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副

主任杨晓雪，中国剧协分党组书记、驻

会副主席陈涌泉先后发言。

与会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给国

家京剧院青年艺术工作者的回信，是

总书记继2020年给中国戏曲学院师

生、2021年给中国国家话剧院艺术

家、2022年给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艺术

家回信后，给戏剧工作者的再度回

信。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有机组成

部分，回信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高度重视、对戏剧事业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是对全国戏

剧界的巨大鼓舞和有力鞭策，为戏剧工作者在新时代推动戏

剧事业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与会者谈到，推动戏剧艺术焕发时代光彩要坚持守正创

新。中国戏曲历经数千年的赓续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典剧

目、经典的表演技艺和独特的美学体系，必须倍加珍惜和有效

传承。要在遵循戏曲美学精神和艺术规律的基础上，通过融

入时代精神、现代理念和当代科技成果，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厚的思想和理论

学术资源，自觉运用守正创新的思想方法提高文艺理论研究

的原创能力，通过理论和实践的双向奔赴，让中华文化的基因

密码催生出更多、更新、更美的艺术创造，焕发新的生命力。

要坚持艺术为民，尊重大众审美，让戏剧作品更好地反映人民

生活、表达人民心声，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努力做到唱

得响、传得开、留得下。要坚持崇德尚艺，争做德艺双馨的戏

剧艺术家，培养更多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文艺工

作者，尤其要加强对青年编剧、导演、音乐、舞美等专业人才的

培养，努力造就一批有才华、有才情的青年艺术工作者，为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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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20日电 全国社会工作部长会议20日

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

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

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深

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

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突出抓好新经济组

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健全体制机制，

提升整体效能，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贡献。

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社会治理工作，鲜明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

理之路，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我们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蔡奇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更好把握社会运行规律和治理规律，不断推进社会治理现代

化。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以党的创新理论教育群众、引领社

会，推动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激发全社会向上向

善的正能量。要围绕不同社会群体，加强关爱服务，着力解决

他们关心的实际问题。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抓

好社会矛盾风险前端防范化解。要践行共建共治共享理念，

畅通听取意见建议渠道，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引导各方积

极参与社会治理。

蔡奇强调，要突出工作重点，积极探索创新，统筹做好社

会工作。要健全党的组织体系，着力提升党的组织覆盖和工

作覆盖，探索党组织和党员有效发挥作用的载体机制，推动新

兴领域党建工作取得新突破。要强化基层党组织作用，加强

基层政权建设，持续推进破解基层治理“小马拉大车”问题和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

层政权建设取得新成效。要扎实做好人民信访、人民建议征

集、志愿服务等工作，推动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取得新进展。各

级党委（党组）要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工作保

障，加强社会工作部门自身建设，不断开创社会工作新局面。

全国社会工作部长会议在京召开
蔡奇出席并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