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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学既是工程技术， 也是造

型艺术； 建筑师是工程师， 也是艺

术家。 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重大技

术进步， 都毫无例外地带来了建筑

的革命性影响； 人类历史上所有的

艺术行为， 无不在其同时期的建筑

中被多方位体现。 以蒸汽机革命为

先导的现代工业革命使持续了数千

年的传统建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直接导致了具有强烈世界主义

特征的现代建筑的诞生； 随之而来

的一次次技术革命， 不断冲击着现

代建筑的发展， 激发了当代一个又

一个建筑新思潮的产生。 今天， 正

在向我们走来的人工智能， 同样也

必然对建筑学产生深刻的影响。

建筑的艺术价值和文
化价值，只能由人类自己来
创造

与以往的技术革命不同， 以计

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 改变

了建筑师的传统工作方式， 手工出

图被计算机所代替。 随着数字设计

技术、 虚拟现实技术、 虚拟增强技

术等新技术不断涌现， 人工智能正

在也必定会更多地代替人类完成曾

经属于建筑师的一部分工作。 比如，

在建筑师的设计过程中， 从功能布

局的排布到空间流线的优化， 从结

构形式的选型到建筑材料的比选 ，

都需要大量的资料采集、 数据分析

和逻辑推演。 这部分工作曾经占据

了建筑师设计过程的大部分时间 。

如今， 正在逐步成熟的建筑信息化

模型系统 （BIM） 通过统一的三维

数字模型将建筑设计中各工种的相

互配合置于一个完全自动化互动的

系统之中， 更使建筑设计与施工一

体化成为可能 。 未来 “AI 建筑师 ”

自主地完成建筑设计的全过程， 也

非痴人说梦。

难道人工智能真的是建筑师职

业的终结者吗？ 对于将建筑设计当

作一份技术活儿的建筑师而言， 这

种担心还真的不是杞人忧天。 但是，

建筑师从来就不是一门单纯的技术

活儿。 建筑设计的过程不仅是一个

理性的科学思维过程， 也是一个非

理性的灵感迸发过程。 一座建筑不

仅是为实用而建的工程技术产品 ，

也是寄托着人们精神需求的艺术作

品和文化产品。 事实上， 建筑的实

际使用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会逐渐

减小直至完全消失， 而建筑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却会随

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强直至无价。 人类历史上所有伟大的

建筑都足以证明这一点。 建筑的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 毫

无疑问只能由人类自己来创造。 无论人工智能多么发达，

都无法实现人类大脑的非理性艺术灵感的迸发。 即使是自

主人工智能系统具备了发达的自我判断和行为决策能力，

也都必定因其思维过程是建立在数据分析和逻辑判断的基

础之上， 而无法模仿人类跳跃式、 突发式、 浪漫式的精神

活动， 以及往往 “莫名其妙” 发生的感情活动。 而建筑的

艺术价值和文化价值， 往往产生于人类这样一种非理性艺

术灵感的迸发过程中。 人类在精神追求中的价值取向， 诸

如社会价值、 文化价值、 宗教价值、 道德价值之类， 更是

无论多么发达的人工智能都无法跨越的门槛。

我们应该也必须以更积极的态度拥抱人工智能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只要建筑还承载着人类的精

神寄托和文化艺术内涵， 建筑师仍然大有可为。 人工智能

可以承担越来越多人类自己不愿承担的机械、 纯理性的重

复工作， 而让人类将自己的时间与精力尽可能多地花在更

有激情、 充满感情的精神产品创造之中。 建筑师， 终有一

天， 会成为一个纯粹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他的专业能力

完全体现在建筑艺术的创作上。 我们完全不必因人工智能

时代的到来， 而对建筑师职业的未来持悲观态度。

不过， 在建筑师成为纯艺术家之前， 我们应该也必须

以更积极的态度拥抱人工智能。

首先，数字设计和数字建造技术日新月异，智能建造必

然彻底改变千百年来人类建造建筑的方式， 释放出建筑业

的巨大生产力， 同样也为建筑师的设计创作活动带来巨大

的想象空间。事实上，当下很多前卫建筑师勇敢拥抱数字技

术， 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过去我们难以想象的建筑形象和建

筑空间。

更重要的是， 作为人类精神寄托和文化载体的建筑，

其文化艺术价值的创造是永无止境的。 当建筑师获得人工

智能这样的帮手后， 他不应再像以往那样将自己看成一个

手艺人， 甚至也不再是一个工程师。 建筑的技术问题交给

人工智能去解决。 建筑师更应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去思考，

以艺术家的身份去创作。 建筑将真正实现它的本质价值：

在满足当下实际功能需要的同时， 也是寄托了人类精神需

要的文化艺术作品。

（作者为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 建筑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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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首座科普公园近日在宝山区智慧湾开园。 园区集

科学讲座、 产业孵化、 新品发布、 休闲娱乐于一体， 企业

和科普达人在此展示产品和创意， 市民则在休闲娱乐中接

受科学熏陶。 图为小朋友正在体验科技互动游戏。

本报记者 袁婧摄影报道

主创眼中的“大浦东”

■ 在角色身上看见父兄一辈身影

我扮演的角色摆过地摊、 端过盘子，

恰逢浦东开发开放的机遇，他办起了建筑
公司，参与了卢浦大桥 、金茂大厦等地标
建筑的建设。 从低谷到巅峰，他身上固然
有上海人独有的奋斗轨迹，但也片刻离不
开国家改革发展大局。 时代改变了奋斗者
的命运，让他们拥有幸福，在他的身上，我
们能看见太多父兄一辈的身影。

———钱泳辰（主演）

■ 改革开放给上海人生活带来巨变

改革开放 40 年给上海人的生活带来

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可以说是翻天覆
地的变化。 浦东开发开放让陆家嘴成为亚
洲乃至世界的金融中心，这种繁荣和发展
也给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深远影响。

———姚安濂（主演）

■ 这样的影视作品应该是头一回

浦东的昨日曾有“宁要浦西一张床，不
要浦东一间房”之说，还有过江上班摆渡轮
船，农田菜地、烂泥渡路等。 仅仅 28 年，南
浦大桥、 杨浦大桥等一座座跨越黄浦江两
岸的大桥， 东方明珠电视塔、 浦东国际机
场、张江高科产业园、世博园区等，从无到
有，这些点点滴滴共同构成了我们的故事。

爱上海的人很多，写上海的人也很多，拍上
海的人更是非常多。 但是，以金融的视角，

以 30 多年跨度去演绎浦东崛起的潮起潮
落，这样的影视作品应该是头一回。

———张强（编剧）

■ 向全国观众展现风起云涌的浦东

我是改革开放 40 年的见证者， 也是
上海发展、 浦东腾飞的亲历者和受益者。

如何向全国观众展现一个风起云涌的浦
东，展现新时代浦东人对梦想的追求和向
往，是摆在我面前的课题。

———王义明（导演）

■ 我们如何面对“富起来”的自己

当财富降临，命运一夕更迭，我们如何面
对“富起来”的自己？ 这道心灵叩问，在当初金
融业刚起步时适用，在当下同样有意义。

———张博（主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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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而整整 10 年后，当 AI 市场忽

然变得沸腾，氪信科技才能厚积薄发，抓住机

会迅速成为“AI 金融”领域最引人瞩目的创

新公司之一。

像朱明杰这样的“AI 实力派”，近年来选

择在国内、在上海创业已成为普遍的风景。 统

计显示， 中国是目前全球最重要的 AI热土之

一，而上海则吸引了全国大约 1/3的 AI人才。

精耕细作背后有硬科技

上海向技术创业者报以热情与微笑，归

根结底， 是因为这座城市的发展逻辑与内生

动力正在变化。

氪信科技最初参与的风控“比武”，起因

就是银行为应对竞争， 不得不对业务作出变

革。 朱明杰说，这几年来，在去杠杆等政策的

影响下，银行经营压力陡增，外部新型金融机

构也给了足够的竞争压力；因此，银行必须靠

科技和硬实力，“精耕细作”市场。

为扩大市场基数，银行开始考虑所谓“长

尾人群” 的金融需求———那是一群过去从未

申领过信用卡、征信记录几近于零的人群，在

国内大约有 10 亿人。 面对这些人，国际通行

的“FICO 信用分”等传统资信评价手段有些

力不从心。这并不难理解———FICO 模型善于

根据个人信息、还款记录等作判断，但“长尾

客户”的还款记录栏却是一片空白。

新市场大有机会， 但也蕴藏高风险，为

此， 银行必须在资信评价上另辟蹊径， 引入

AI 技术，而这正是朱明杰的所长。 于是，氪信

科技拿出了业内首款基于深度学习的智能风

控产品，可以根据用户的线上线下行为，绘制

出个人信用画像。这个 AI 模型考虑了数千个

维度的用户行为， 规模超过传统评级模型的

100 倍。 实测证明，有了 AI 技术相助，一家全

国性银行在不降低信用卡申请通过率的前提

下， 遭遇的欺诈业务下降 22%， 每月减损 3

亿多元。

当“技术派”拿出硬实力，“玻璃天花板”

似乎一下子变得非常脆弱， 氪信科技创造了

历史， 它成为首家进入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核

心风控系统的初创公司。

告别过去的标签

如果连金融机构核心部门都愿意接受创

业者，那么还有什么不可能？ 和许多 AI 领域

的技术创业者一样，朱明杰相信，未来会有越

来越多传统行业和银行一样，需要向“精耕细

作”转型，也因此格外需要 AI 赋能。

事实上，这也是上海顺应AI时代，推动城

市发展的一种逻辑。 在今秋举行的世界人工

智能大会期间， 上海发布了助推AI产业的22

条新政，核心内容就是为AI实力派提供机会，

让他们充分展示自己的技术。根据“22条”，未

来几年， 上海将建设60个左右人工智能深度

应用场景 、100个以上人工智能应用示范项

目；同时，为了帮助小公司快速成长，将设立

1000亿元规模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基金。

在朱明杰看来，消费互联网时代，创业更

重“模式红利”，一旦商业模式有亮点，就可以

形成“赢家通吃”。 如今，AI 创业者能否成功，

“技术红利”成为更关键因素。 而且，AI 必须

有足够大的数据量来为算法训练作支撑，而

像上海这样拥有强大实体经济积淀的城市，

各行各业都拥有丰沛的数据储备， 因此有更

大机会成为领跑者。

一个属于“技术实力派”的好时代

经纬线交织，剧中人的命运何以让人牵挂？ 导演说，感谢

“上海主创”与整个剧组的匠心相得益彰。“上海主创”凭真实的

记忆塑造上海奋斗者，以真实的感受感染其他演员；剧组则用

精良、精致、精巧的理念去复刻一条老街，还原我们共同生活过

的市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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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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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剧
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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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身边的人与我们的城
随时代一同心跳一起沸腾
《大浦东》主创人员超半数是上海人，他们以亲历者的视角展开壮丽的浦东画卷

《大浦东》 的开播座谈会上， 编剧张

强透露了一个信息： 该剧主创里超半数是

上海人。

导演王义明生在上海， 事业扎根在上

海。早些年，他师从著名导演谢晋、黄蜀芹等

人，一入行就是《大上海屋檐下》《啼笑因缘》

等作品的副导演。 主要演员中，从年轻一代

的钱泳辰到资深演员姚安濂、张芝华，他们

也都生长在上海。“弄堂母亲专业户”张芝华

还是地道浦东人，洋泾老街上留有她少女时

代的粉红记忆。再放宽些视野，李念、郝平等

人都是上海戏剧学院的毕业生，上海见证了

他们演艺生涯起步的日子。

环顾四周，有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

桂冠傍身的姚安濂感慨：“关注上海、爱上海

的人很多，写上海、拍上海的剧也不少，但是

由上海主创并且以 30 年跨度讲述上海发展

故事的电视剧，这应当是头一部。 作为上海

演员，《大浦东》是我梦想成真的一刻。 ”

更重要的是，这些生于斯或长于斯的主

创， 其本身都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见证

者 ，是上海发展 、浦东腾飞的亲历者 、受益

者。 由他们来展开壮丽的浦东画卷，理所当

然、得天独厚。

而本土创作者又为这部打着深刻地域烙

印的剧集带来了什么？导演王义明有些动情：

“希望观众能从剧中阅读到我们身边熟悉的

人、熟悉的上海，品到这座城市与生活在此的

人，正在大时代中一同心跳、一起沸腾。 ”

“上海主创”与剧组匠心
相得益彰： 从一枚蛋饺到国
际机场，均以真实抵达质感

剧本创作之初，张强面前有道难题：浦东

开发开放的生动实践日新月异， 该从何处入

手？ 此时，一厚沓上海史料给了他灵感：更幸

福、更开放、更美丽，始终是这座城市的发展

底色。所以，他记下了这样几组关键词，“充满

活力、拥抱梦想、敢于挑战、国际视野”。

主基调既定，故事的经纬线渐渐在编剧

笔下勾勒成型。经线是时间轴，从 1986 年的

一张飞乐股票到正在打造全球金融中心的

当下。 寒来暑往间，赵海鹰、谢天阳、陈梦蕾

等年轻人从象牙塔步入社会，跟随中国的金

融业一同从蹒跚学步到影响世界。他们身旁

呼啸而过的，是东方明珠电视塔、浦东国际

机场、张江高科技产业园、世博园区、上海自

贸区从无到有； 更是浦东开发开放 28 年间

创下的许多个“中国第一”：第一家证券交易

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第一个金融贸易

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 第一个保税

区———外高桥保税区 ， 第一个自贸试验

区———上海自贸试验区……当然，也能看到

世界经济大局投下的印记， 如 1997 年亚洲

金融危机、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等。

故事的纬线上， 氤氲着城市的烟火气。

譬如剧集的初阶，剧中人有过“望江兴叹”的

时候，那是“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

房”的历史回响。 洋泾老街上的街坊每天挤

着摆渡船过江上班，农田菜地、烂泥渡路都

是通往江对岸的必由之路，这些也都与千万

市民的真实经历不谋而合。

经纬线交织，剧中人的命运何以让人牵

挂？ 导演说，感谢“上海主创”与整个剧组的

匠心相得益彰。“上海主创”凭真实的记忆塑

造上海奋斗者， 以真实的感受感染其他演

员；剧组则用精良、精致、精巧的理念去复刻

一条老街，还原我们共同生活过的市井。 拍

摄的日子里，张芝华、姚安濂常为年轻演员

开小灶， 讲讲他们眼里心底的浦东往事；剧

组搭建的老街上，星火日夜店、公用电话亭

等都能直接把观者送上时光列车。

在王义明看来，小到剧中春节时邻居们

用煤球炉摊蛋饺，大到浦东国际机场建成启

用，从微小的生活细节到历史进程里的大事

件，《大浦东》均以真实抵达质感。 “‘上海主

创’为创作注入了醇正的地域风味，整个剧

组又用匠心呵护了这道原汁原味。”如此，荧

屏前的观众才能感同身受。

上海是全国的上海 ：剧
中人的成长离不开国家大
局， 改革开放是蕴含无限生
机的时代主旋律

钱泳辰饰演剧中男一号赵海鹰的表哥

钱春生。 这一角色命运跌宕，一开场就是重

头戏：本是星级酒店大堂经理的他，为了弟

弟能留学，不惜铤而走险倒卖外汇，东窗事

发后锒铛入狱。“出狱后，他从社会底层摸爬

滚打着活起，摆过地摊，端过盘子，也到建筑

工地上待过。 恰逢浦东开发开放的机遇，他

搭上了时代顺风车， 努力保持向前姿态，最

终办成了自己的建筑公司，还参与了卢浦大

桥、金茂大厦等地标建筑的建设。”在演员的

描述里，钱春生是“被时代改变命运”的典型

人物，他的身上，“我们能看见太多父兄一辈

的身影”。

值得一提的是，钱泳辰觉得，他所饰角

色从低谷到巅峰，固然有上海人独有的奋斗

轨迹， 但也片刻离不开国家改革发展的大

局，“归根结底，是大时代改变了你我他”。剧

中的钱春生也好， 他的表弟赵海鹰也好，都

是“奋斗者才幸福”的典型模板。

饰演男主角的张博颇为认同这一观点。

作为北京人，张博 2004 年第一次到上海、到

浦东，“之后每一次来，上海都会刷新我的认

知”。接手赵海鹰这个角色前，他把潘虹主演

的《股疯》又看了一遍，想借此靠近中国股市

初萌时的氛围。 结果，儿时翻来覆去看的影

片， 此次重温又有了新感悟：“当财富降临，

命运一夕更迭，我们如何面对‘富起来’的自

己？ 这道心灵叩问，在当初金融业刚起步时

适用，在当下同样有意义。 ”

事实上，剧中几名年轻人，他们的成长、

创业、梦想，并不设置地理界限。赵海鹰的金

融理念是“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

他信奉能力才能实现理想。谢天阳不相信空

洞的梦，他认为奋斗才是最大的机遇，成功

的关键在于超越自己。女生陈梦蕾优雅又倔

犟，激情永不停歇是她的人生哲学。 剖析他

们的精神热源，谁又能说，这不是时代里每

个中国青年的心灵史？

参演《大浦东》后，张博对上海、对浦东

这片改革的热土有了更深刻的认知。 “听了

导演以及几位上海演员老师的讲述，走过剧

本里描绘的地方，我能体会到浦东之所以成

为浦东，是有一批执著追梦的奋斗者。 就像

剧中赵海鹰一样，是个能吃苦、能扎根生活、

能奋力把牢自身命运的人。 他的这种品质，

既是属于浦东开发开放者的，又是中国改革

开放大局所赋予的。 ”

王义明无限认同：“改革开放为我们所有

人提供了一份土壤，土壤里蕴含无限生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