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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的作者不是人!

上面这句" 不是骂人"

我说的是人工智能! 这还真不
算新闻!近日"位于纽约的安培
音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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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
+,,

万美元融资" 吸引了不少
眼球%其实该公司早在

-,.+

年
成立"提供集作曲&表演和制作
于一身" 即时为用户度身定制
个性音乐的人工智能服务! 用
户只需输入情绪

/

气氛&长度和
类型的要求" 网站即可生成对
应的原创音乐!效果怎样'还不
赖"读者可以自己上网感受!更
早 的 一 家 叫 点 乐 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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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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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由剑桥
大学基金支持创立"于

-,.3

年
底获得新一轮融资" 通过训练
深层神经网络实现人工智能作
曲% 类似地"只要输入情绪

/

气
氛&长度 &风格和节拍 "点乐台
马上生成原创音乐"价格公道"

不满意包换% 还有成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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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爱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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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事古典音乐创
作"为影视&广告和游戏配乐%

一
切都是版权惹的祸%安
培音乐的创始人西尔

弗斯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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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
是为好莱坞公司服务的作曲
人%由于音乐版税过于昂贵"人
的创作速度又远远落后于视频
对音乐的需求" 他萌生了让电
脑创作类型音乐的想法%

在剑桥大学攻读音乐的雷
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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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哈佛大学看
望女友" 顺道旁听了一场计算
机讲座" 由此开启了二次元人
生%说干就干"他捋起袖子学习
编 程 " 拉 上 好 友 斯 托 布 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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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创建了点
乐台% )好不容易在音频图书馆
中为你的视频找到合适的音
轨" 你却要为短短三分钟的音
乐支付三十美元! *更不用说还
得费时费力去剪辑% 雷克斯和
史托布从中看到了不合理 "也
看到了机会%

被著作权逼上梁山的故事
多了% 上世纪

M,

年代"美国作
曲 家 & 作 家 与 出 版 商 协 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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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所有电台不论播
放多少音乐一律支付每年广告

总收入的百分之三至五作为版
税%

.O+,

年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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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大幅
提高税率% 不再妥协的全美广
播事业者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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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了自
己的音乐版权机构+,,美国广
播音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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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非主流
音乐人签约" 大量收购独立音
乐的版权和许可即将到期的版
权"成就了蓝调 &爵士 &节奏蓝
调&福音&乡村等新音乐类型的
流行%眼下"在音乐版权混战中
处于下风的网易云音乐积极推
出扶持独立音乐人的 -石头计
划*"堪称这段美国往事的隔世
回响% 只是做大后的新势力总
是一次又一次地被著作权成功
招安%然而这一次"著作权面对
的对手不再是机械时代的无限
复制" 而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时代的无限创作% 它直接绕过
了著作权法" 抹杀了创作与复
制的成本差别"使(达到著作权
法标准的$创作变成滔滔不绝&

永不干涸&予取予求的活水%这
是从手工生产到工业生产再到
数据和人工智能生产的不可避
免的革命%

如今是视频爆炸的时代 %

-在过去三年的每一分钟里"上
传到 .油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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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频
长达三百小时% *您随手点开网
页"字里行间"视频超链接会不
时地跳出来% 大中小学的课堂
上"不来点多媒体那像话吗'多
数人依然热爱经典名著" 但热

爱的是影视版% 苏力老师曾感
慨" 今天的法律与文学研究的
最大麻烦是-阅读有点奢侈"精
读太贵族*% 姜文老师则感慨"

跟今天散发着 -与生俱来的镜
头熟练感*的年轻人比"他这一
代导演不少是用影像说话的结
巴%文字的衰落已成定局%可话
说回来"我们的远祖没有文字"

天天见面" 有说有唱也能把意
思表达清楚% 我们不过返祖变
回了视觉动物% 而视频制作怎
少得了音乐' 这是需求侧爆发
的革命" 是雷克斯和斯托布斯
眼中的-近乎无限的市场*% 使
用已有音乐'要么侵权"要么掏
大钱%使用原创音乐'人的创作
速度根本无法跟上需求端的革
命% 然而人工智能 (及与人合
作$作曲带来了新的出路%安培
音乐和点乐台们手把红旗 "正
站在人工智能染指音乐创作
(及一切文艺创作$ 的潮头上%

在这股大潮里" 谷歌利用人工
智能谱写了钢琴曲" 索尼模仿
披头士和老巴赫的风格创作出
新乐曲" 百度开发了 -看图作
曲*的黑科技"看视频作曲估计
也为时不远了% 听说一位美国
高中生利用开源神经网络让个
人智能写起说唱歌词% 人工智
能创作的音乐正在逐步满足商
业广告& 影视剧和个人视频的
多数要求% 这是供给侧发生的
革命%

这场革命业已发生在音乐
创作的方方面面%从作曲编曲&

录音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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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到各种乐
器声音及人声合成" 各款软件
乱花迷眼" 大大降低了音乐创
作和制作的成本" 丰富了各种
可能性% 今天的作曲家不再像
海顿和莫扎特那样需要一支管
弦乐队" 他们可以通过电脑进
行各种声音试验% 在一款智能
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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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协助下"完成
同样创作的时间从十分钟降至
一分钟% 风靡一时的歌曲 0心
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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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格莱美获奖制
作人杰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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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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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系统
合作完成的%为了确定主题"沃
森系统运用自然语言分析算法
分析过去五年内的诺贝尔和平
奖演讲&0纽约时报1头条&美国
最高法院的裁判& 维基百科文
章和热门电影梗概等等" 运用
情绪分析算法分析社交媒体的
内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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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行榜中超过
!"###

首歌曲的旋律和歌词 2

音乐生成算法负责分析音符中
的理论&结构和情感表达"协助
作曲颜色分析算法则协助设计
专辑的封面% 对于人工智能而
言"人性是可数据化的"正如我
们从人类的视角观察和分析动
物行为一样%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 人工
智能就是巧妇"大数据就是米%

人工智能的提高需要大量优质
的数据进行深度学习% 增加用
户数量和提高用户参与度是获
取(盗取不论$数据的前提% 数
据越多越优" 人工智能改进越
快" 产品

/

服务体验也越佳2产
品
/

服务体验越佳" 用户数量和
参与度随之见长" 所获数据越
多越优%依此循环不息%数据作
为生产要素在社会生产中日益
显要% 就此而言"用户不但是消
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是产品
和服务提供者的员工% 激励用
户获取 &上传 &评论 &交流就是
激励员工生产% 因此"国内外的
数字音乐平台无不致力于人工
智能的开发来改善产品和服
务"同时获取更多数据% 作为用
户的我们无力也无需深入分析
其中的专业性问题" 只要稍微

留意一下越来越走心的个性化
服务(如个人电台&推荐歌单和
好友$ 即可感受到人工智能的
威力% 在获得初步成功之后"人
工智能必定更全面地介入音乐
的创作和传播" 事无巨细地干
涉人的音乐创作和欣赏% 据闻
日本正在开发人工智能耳机 "

用传感器检测脑电波并识别脑
电图" 从而追踪用户的情感状
态"为用户定制个性音乐% 可畏
的是"音乐只是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应用的巨大拼图上的一小块
而已%数据攫取的触手不会放过
我们私人生活的每一寸空间%

面
对这场革命"著作权法
怎么办' 实话说"不知

道" 因为我们并不十分清楚人
工智能在未来会如何演变% 但
不待法律读懂人工智能" 后者
已经介入法律了%据报道"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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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通过反转或改变
颜色&改变图像及纵横比&裁剪
框架&添加光晕&改变音程音频
和反向储存音轨来逃避版权识
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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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积极利用人工
智能成果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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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更快速& 准确地识别侵权内容
和创建数字指纹% 结合区块链
技术和人工智能来保护版权也
在摸索中%运用大数据和人工
智能打击盗版已成为新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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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工智能可以无限作曲
李斯特

!下转
M

版"

!

策划#

文汇报理评部

执行编辑#

任思蕴
!"#$%&'()*

封面编辑#

陈韶旭
)"+$%&,()*

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关注文汇学人

这一次!著作权面对的对手不再是机械时代的无限复制!而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的无限创作"

它直接绕过了著作权法!抹杀了创作与复制的成本差别!使#达到著作权法标准的$创作变成滔滔不
绝%永不干涸%予取予求的活水" 这是从手工生产到工业生产再到数据和人工智能生产的不可避免
的革命"

人工智能!及与人合作"作曲在业内逐渐成为一股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