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点推荐

光影长河 美美与共

6月15日，世界电影再度进入“上海

时间”。黄浦江畔，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5G+4K转播车启动现场直播，大剧院前，

中外影人踏上“亚洲第一红毯”，第22届上

海国际电影节拉开大幕。全球500多部影

片在上海集中展映，世界首映、亚洲首映、

中国首映接踵而来；主竞赛单元各类型影

片角逐金爵奖；“一带一路”电影周、亚洲新

人奖评选、“电影学堂”等活动精彩纷呈，共

同组成为期10天的电影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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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炎凉

古代诗人对于人间炎凉的言说，可以

见出其思考的深邃和情怀的美好。“仙凡元

不远，咫尺异炎凉”，清凉备受喜爱，人们不

希望被垄断而不得。“借清凉世界，长夏同

消”，诗人将心比心，希望清凉世界人人同

享。至于“清凉分与众人同”，“清凉常愿与

人同”，则是诗人占有阴凉，希望能将这份

清凉与他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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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号准了
情感的脉

□ 张辛欣

一本日历印出了60万册，一双小白鞋

“踏上”国际时装周，一支圆珠笔成为“国

风”的代言……从故宫文创的火爆到传统

品牌的“换新”，国货正以全新的姿态和人

们重新相遇。2019 年全国“双创周”已经

闭幕，消费市场上“国潮”涌动，背后的逻

辑值得思考。

国货的火爆不是“误打误撞”的巧合，

并非某个品牌的个别行为。当前，买国

货、用国货、晒国货，风行于很多年轻人的

日常生活。去年，阿里巴巴平台上国货品

牌线上占比高达 71%，“双 11”当天，天猫

237 个成交额破亿元品牌中，国货品牌占

比过半。

国货之所以能够成为“国潮”，贵在创

新，而创新之要则在于号准了消费者的情

感脉搏。

日子越过越好，人们对日常消费品的

需求悄然发生变化。过去主要是追求满

足使用价值，现在则需要品质更高、种类

更多样、体验更美好，拥有更多的文化内

涵和情感共鸣等，从单纯追求“好用”到

“好用、好玩、好贴心”。

智能科技为国货开拓全新空间、文创

融合给国货赋予“情感表达”、模式创新改

变了国货的“玩法”……瞄准市场需求，围

绕消费升级、产业升级、服务升级，改变供

给质量和方式，传统的国货也能玩出新花

样，成为创新的主要阵地。

国货的“复兴”，有来自理念的更迭、

有聚焦供给的创新、更有根植文化的自

信。它充分体现了传统行业因时而变，因

变而兴所取得的成效。

国货的变迁就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缩影。紧扣消费脉搏，从市场中获得

灵感，汲取力量，主动出击，勇于变革，用

新理念改变传统行业，用新技术提高品质

和效率，用新模式开拓新空间，即便是传

统的制造领域，也能焕发巨大的活力，得

到市场的热烈回应。

可以预见，随着创新氛围的浓郁、创

新意识的加强、创新成果的涌现，越来越

多传统行业焕发新颜，中国经济将迎来更

大的发展机遇。

□ 韩业庭

中央美术学院2019届硕士毕业

生中，有一位叫夏语冰。毕业前夕，夏

语冰的画作同其他同学的作品一道，

参加了中央美院研究生毕业作品展。

夏语冰的作品，获得了中央美

院老师们的高度肯定。该校的

邱志杰教授专门为她的作品写下

一大段褒扬的评语。另一位教授，

受夏语冰作品的启发，还专门为她

创作了一段音乐。

6月15日，夏语冰赴杭州参加

跨界艺术展览；7月5日，夏语冰将

以画家身份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个

人作品展。

不过，夏语冰并非现实中的真

人。她是微软研发的一款人工智能

机器人。这款在微软内部被叫作“小

冰”的人工智能机器人，被培养学习

绘画已经22个月。从刚开始画得很

丑，到慢慢提升，小冰作为一个“画

家”成长的过程，就像追求艺术的人

类一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痛苦、艰辛

的过程。经过22个月的学习培养，

小冰的绘画作品，达到了一定的艺术

水准，才被破格批准化名“夏语冰”参

加中央美院研究生的毕业画展。

在过去两年人工智能的风潮

下，人们除了目睹小冰作的画，欣赏

了小冰写的诗，听到了谷歌开发的

人工智能机器人Magenta创作的

歌曲……艺术，这块传统上被认为

是人类智慧金字塔尖的领域也要被

AI占领了吗？

写诗绘画样样精通

“孤陈的城市在长夜中埋葬/他

们记忆着最美丽的皇后/飘零在西

落的太阳下/要先做一场梦”，这是

机器人小冰写的一首诗。发布于两

年前的人工智能“少女诗人”小冰，

经过不断地深度“学习”，如今已具

备强大的“创作”能力。只需上传一

张图片，给几个关键词，小冰就能在

10秒内替你创作出诗歌初稿。

在研发过程中，工程师们曾用

27个化名，在报刊、豆瓣、贴吧和天

涯等多个网络社区的诗歌讨论区中

发布小冰的作品，在此过程中，没有

人发现作者是个机器人。后来，小

冰研发团队从小冰写成的数万余首

诗中挑出139首结集出版，取名《阳

光失了玻璃窗》。

“少女诗人”小冰“出道”后，引

起人们的极大关注和讨论，因为这

跟 AlphaGo 打败柯洁还不一样。

文艺创作完全是一个创造性的工

作，而是否具备创造性思维，一向被

视为由“弱人工智能”到“强人工智

能”的分水岭。

据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副

院长、微软小冰项目负责人李笛介

绍，为了达成写诗技能，小冰学习了

1920年以来519位诗人的现代诗，

被训练了超过10,000次。一开始，

小冰写出的诗句不通顺，后来慢慢

形成独特的风格、偏好和行文技

巧。不过，诗歌界对此并未给出好

评。比如，诗人于坚就认为小冰的

所谓写作只是个语言游戏，“无论输

出多少句子都算不得真诗，因为真

诗是有灵性的”。

如果说“诗人”小冰的创作仍是

基于对海量文字的统计和计算，那

“画家”小冰的模型已开始基于情感

计算框架。换句话说，“画家”小冰

不仅具有IQ，还开始具有EQ，并且

其“创作”开始基于情感激发。这个

模型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会大

量使用诱发源，不是让机器把一种

已有的视觉元素，进行复制、拼接，

再转成另外一种风格重新生成，而

是要求在诱发源的帮助下，激发人

工智能进行新的创作。该模型通过

对过往400年艺术史上236位人类

画家画作的学习，已能独立完成

100%原创的绘画作品。

此前世界上大多数人工智能

的开发都是围绕着任务驱动型、

知识型的路线来架构。但近些

年，各大科技公司越来越重视对

人工智能 EQ 的开发。除了微软

的小冰，亚马逊开始希望Alexa能

够有同理心，百度也提出“智能

体”的概念，要求人工智能更加有

个性，更加有“人设”。人工智能

的构建已经从单纯的 IQ 开始向

“IQ+EQ”演变。

离人类的水平还有点远

不可否认，无论是专家学者还

是艺术家，大部分人都不认可人工

智能机器人写的诗、画的画、作的曲

是艺术品。因为艺术被认为是创作

者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其主观情

感的呈现，而艺术活动更多是一种

创造的过程，它充满感性色彩，人类

艺术创造最大的特征就是情感化。

而人工智能是理性的，它整套艺术

生产逻辑基于数据。国外也有学者

认为，人工智能目前没有可能创造

与人类智力相当或者超过人类智力

的作品，因为极具个人色彩的创造

性活动是无法复制的。

人类对人工智能文艺创作能力

的抗拒和排斥，一方面基于主观情

感上的“一时难以接受”，因为在人

工智能时代，文学艺术可能会是人

工智能机器人留给人类的最后一片

施展才华的乐园；另一方面，人工智

能在文艺方面的“造诣”，尚处在“低

幼”阶段，离人类的文艺创作水平还

差很远，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仍然难以跟人类匹敌。

目前来看，人工智能对人类艺

术的冲击，大部分还是体现在心理

层面。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

人工智能还是很难接替艺术家的创

作，即便这些智能机器人创造出一

些被人类认可的“艺术品”，那也是

基于人的参与设计。人们需要通过

了解创作者的人生经历、社会背景、

内心情感，才能试图揣测一件艺术

作品的深意，而人工智能机器人的

“文艺创作”，整体上还难以使其“作

品”充满这种感性的色彩。

面对争议以及种种“不看好”，

人工智能的开发者们显得有些无

奈。“无论是‘少女诗人’小冰，还是

‘画家’小冰，从一开始，我们就把它

当作一款产品看待，我们从未想过，

要让人工智能与人类的顶级艺术家

进行PK，以证明谁的水平更高。”微

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人工智能创

造及商业事业部总经理徐元春坦

言，现在人工智能的文艺创作能力，

仍存在较大局限性，但他也呼吁人

们不要带着“有色眼镜”去看人工智

能创作，希望“让子弹飞一会”，多给

人工智能一些成长的空间。

艺术家不应一味排斥

人工智能对于人类生存现实基

础的改变，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

考艺术与现实的关系、作家和艺术

家在艺术活动中的地位、艺术存在

的意义及其终极走向等一系列问

题。正如艺术批评家李心沫所言，

当人类的绘画作品和运用人工智能

程序绘制的作品，已经很难被人进

行区分的今天，我们已经无法对人

工智能视而不见，一味地唯我独尊

或排斥是没有意义的。

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同频共

振的趋势下，艺术世界将会发生巨

大改变，并重塑艺术的边界，其未来

是否会影响到艺术家的主体性身

份？是否原本只有人类可以胜任的

艺术工作，将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这些问题，只有交给时间来回答。

从积极的角度看，人工智能的迅

速发展，虽然给文学艺术的发展带来

了空前的挑战，但也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机遇，人类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很好

地利用人工智能，来丰富自己的文艺

创作。李开复在《人工智能》一书中就

指出，人工智能时代，程式化的、重复

性的、仅依靠记忆与练习就可以掌握

的技能将是最没有价值的，几乎一定

可以由机器完成。最体现人的综合素

质的技能，比如人对于复杂系统的综

合分析、决策能力，对于艺术和文化的

审美和创造性思维，基于爱、恨等情感

与他人互动的能力，则在人工智能时

代最有价值，也是最不容易被替代的。

对文艺家而言，人工智能技术

可以助其一臂之力，帮助他们提高

学习效率，在极短的时间内阅遍人

间所有的艺术精华，达到青出于蓝

而胜于蓝的效果。人工智能机器人

还可以为艺术家锦上添花，分析素

材，增强和丰富艺术表现手法，让他

们的艺术创作更上一层楼，给人类

多彩的文学艺术世界增添更加绚丽

的色彩，让文化消费者能体味更为

赏心悦目的艺术之美。

比如，小冰的绘画能力所瞄准

的落地场景是服装面料的图案设

计。李笛介绍，以小冰人工智能框

架为基础，微软已经同中国纺织工

业联合会以及几家最大的纺织面料

企业合作开发了人工智能纺织服装

面料图案设计平台。该平台可以不

重样设计出1026种服装面料纹样

和插画。另外，小冰也参与到了广

播电视节目的制作中，截至目前小

冰已经为63家电台和电视台生产了

2800多小时的节目。

无论是今天的被动输出，还是

未来通过持续深度学习实现主动表

达，人工智能为人类的文艺创作都

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尽管对人工智

能介入文艺创作褒贬不一，但无论

文艺家还是人工智能的开发者，在

一点上是有共识的，那就是：艺术家

要保存人类的创造力。

□ 蔡馨逸

“我想圪蹴会儿，好久没有在皇

甫的土地上圪蹴了。”当舞台上，柳

青在阔别已久的神禾原上缓缓蹲

下，极具穿透力的板胡声响起，台下

不少观众悄悄擦拭起眼泪。

6月17日晚，由西安话剧院创排

的话剧《柳青》在获得第十六届文华大

奖后再次与西安观众见面，“柳青精

神”又一次在观众心中燃起火种。

“我以前不了解柳青，也不了解

那个时代，但这部话剧让我认识了

柳青，更感受到他的精神力量。他

信念坚定、心怀人民、热爱生活、不

畏困难，一言一行都是在把‘大写的

人字写进魂里头’，这种精神太难能

可贵了，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看

完话剧后，90后观众周新尧的心绪

久久难以平静。

话剧《柳青》用艺术的方式，生

动再现了作家柳青为了文学创作，

毅然放弃北京优渥的生活条件，俯

下身子、扎根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

皇甫村14年，最终创作出长篇小说

《创业史》的感人历程。

谈到创作初衷，西安话剧院院

长任雪迎说，柳青的事迹和精神具

有现实价值和激励作用，应该被更

多人了解。

为了走进柳青的精神世界，编

剧唐栋花了两个多月搜集资料，研

读《创业史》；主创团队多次拜访柳

青的女儿刘可风；演员们数度到皇

甫村采风，导演和主演还在村子里

住下。艺术创作的金刚钻得到生活

的泥土里刨，是话剧中柳青对妻子

马葳说的话，也是话剧《柳青》创作

过程的写照。

戏剧评论家胡安忍认为，《柳

青》之所以取得成功，在于它由表及

里，由浅入深地展现了柳青从一个

带有一些“洋味”的知识分子，转变

为一个与乡亲们心连心的“庄稼人”

的过程，触及到了柳青的精神演

化。这个变化不仅反映在他由县委

大院搬到皇甫村的土庙，脱下白衬

衣和背带裤换上对襟袄和中式裤，

在农贸市场上向农民学习“捏码

子”，还精准地体现在“圪蹴”这个泥

土气息浓厚的动作上。

“圪蹴”是陕西关中方言“蹲”的

意思，也是关中农民习以为常的动

作。柳青的扮演者林波说，“圪蹴”

是专门设计的动作，它表现的不仅

是柳青像其他农民一样蹲下，还代

表他把自己的身段下沉，把县委副

书记的官架子放下，从动作行为到

内心感受都去贴近农民。

实际上，不只是柳青，舞台上的

每个人物形象都塑造得有血有肉。

马葳的贤惠、王三的倔、王家斌的耿

直、雪娥的泼辣无一不给观众留下

了深刻印象，让观众随他们一起欢

笑、一起忧愁。

“在普通人的印象中，农民的生

活总是充满艰辛，但我想要告诉大家

的是农民也有他们的快乐。”导演

傅勇凡说，“他们的生活可能困窘，但

他们不缺乏真心真性真情。农民同

样有他们的爱恋、他们的讲规矩与好

面子，这就是我理解的现实主义。”

话剧《柳青》从策划选题到创作

排练，历时3年，“排好《柳青》剧目，

学习柳青精神”的标语一直挂在西

安话剧院的排练室里。“从柳青身上

我真切学到了贴近人民、贴近生活、

贴近实际的精神，这是文艺工作者

必须坚守的精神，是现实主义创作

必须遵从的方向。”林波说。

胡安忍表示，话剧《柳青》的魅

力，也是现实主义作品的魅力，它能

够观照现实，反映时代风骨，引起观

众情感共鸣，激发出人们心底积极

向上的力量。

人工智能会否取代人类的艺术创造力

现实主义作品何以绽放魅力
——话剧《柳青》背后的故事

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工智能很难接替艺术家创作

四川会东四川会东：：““老电影院老电影院””变变““文创园文创园””
近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东县金江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园。这座集孵化、服务、推广、研发于一体

的文化创意产业园由县城的老建筑“老电影院”改造而成，包含创意设计服务、文创企业孵化、新媒体推广和

文创产品研发等四大平台，致力于本土传统手工艺品、非遗文化、旅游资源的挖掘和融合等。图为在会东县

金江文化创意产业园里，游客在挑选高原艾草产品。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