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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万物复苏的春天，“上海文化”的种

子也将在全国落地开花。新春演出季的忙

碌刚过去不久，上海各家文艺院团顾不得

休息，忙着收拾行囊，追随春天的脚步，带

上精品力作与全国各地的观众见面。2月

17日-19日，上海京剧院就将携新版《大唐

贵妃》一连三晚登台北京国家大剧院，以强

大的阵容和璀璨的舞台华丽呈现这部大唐

天宝传奇。2月26日-27日，上海爱乐乐

团也将赴京，届时，百余人的四管编制乐队

将以无词版《尼伯龙根的指环》掀起瓦格纳

浪潮。

下月，海派戏曲将在更多城市绽放光

芒：上海昆剧团全本《牡丹亭》陆续在银

川、北京、郑州、潍坊唯美上演；上海越剧

院为福建省的戏迷送上《红楼梦》《梁山伯

与祝英台》《甄嬛》三台大戏；上海评弹团

则借《人生若只如初见》专场演出让三弦

丝竹声在郑州、石家庄响起。佳作不断，

步履不停，上海舞台创作的繁荣之音今

年都将伴随院团的“走出家门”抵达全国

观众。

看家作品为巡演打头阵

“《大唐贵妃》为上京今年的巡演计划

开了一个好头。”上海京剧院院长张帆对记

者表示，作品目前超八成的出票率给院团

上下打了一针强心剂。昨天下午，新版《大

唐贵妃》剧组为本周末的演出进行最后一

次响排，这是作品2019年复排之后首次进

京展演，由史依弘、李军、奚中路等名家倾

情演绎。

《大唐贵妃》脱胎于梅兰芳上世纪20

年代名篇巨制《太真外传》。2001年，由梅

葆玖、张学津、于魁智、李胜素、史依弘、李

军等人领衔的《大唐贵妃》首演，成为当年

的舞台盛事之一。“我与梅葆玖老师最后一

次见面时，他还跟我说，什么时候我们三组

人再演一次《大唐贵妃》。”著名梅派青衣史

依弘在剧中饰演杨玉环，据她介绍，相较于

首演版本，新版加强了故事性与人物塑造，

角色之间的感情互动更加丰满。

《大唐贵妃》对梅派艺术的传承具有

重要意义，其丰富的音乐、板式、旋律体现

了梅兰芳“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宗旨。

在梅兰芳的新创戏里，几乎每一部都有一

段舞蹈，而《太真外传》中的“翠盘舞”也将

再现于《大唐贵妃》舞台。主创们从一张

黑白老照片中找到灵感，制作了外层可以

旋转、美轮美奂的大翠盘，剧中唐玄宗打

鼓、杨贵妃跳舞的名场面将为观众再现满

堂生辉的大唐气象。在扮演李隆基的李

军看来，《大唐贵妃》是一部令人眼前一

亮的作品，“无论是交响乐的融入还是舞

台的革新，都是海派京剧守正创新的最

好诠释”。

新作接受观众检验

近16小时的感官体验，跨越三界的庞大

剧情架构，一气呵成的交响乐织体与非凡的

和声创新，使德国出身的《尼伯龙根的指环》

在意、法歌剧当道的19世纪脱颖而出，成为

划时代的旷世经典。全剧的高难度呈现令其

每每上演都备受瞩目，而与之相对的，连续四

晚的马拉松式观演也难免令观众望而却步。

去年9月，上海爱乐乐团在2022-2023音乐

季带来一个“轻量级”选择——由指挥大师

洛林 · 马泽尔操刀改编的无词版《尼伯龙根

的指环》。

此番无词版在国家大剧院的演出将由

上海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张艺指挥。多年前，

他曾亲眼见证马泽尔亲自执棒演绎这部巨

作，“我一连看了两场，他对瓦格纳的理解和

对《尼伯龙根的指环》的处理浑然天成”。据

介绍，无词版所有的音符和旋律都源自瓦格

纳原作，就连四部套曲的顺序都不曾改

变，马泽尔提取了原作中除声乐外的全部

音乐精华，沿用瓦格纳乐剧庞大的乐队编

制，在75分钟内最大程度地复现作品的恢

弘与震撼。

与无词版《尼伯龙根的指环》一样，全本

昆剧《牡丹亭》也将首度走出上海“大本

营”。去年11月全本《牡丹亭》首演时，上海

昆剧团团长谷好好就收到不少外地同行的

“召唤”——什么时候来我们这儿演出？如

今，演员们已经进入排练状态，力求以完满

的表演将汤显祖笔下的传奇一梦深种到更

多人的心中。

上海京剧院《大唐贵妃》本周末赴京、上海爱乐下周将在
国家大剧院奏响《尼伯龙根的指环》……

上海文艺院团陆续开启全国演出
■本报记者 王筱丽

“请用女人、猫咪、咖啡馆、巴黎等词，

模仿海明威写一段文字。”

——接到这个指令后，ChatGPT迅速

拟出一篇《巴黎的作家，咖啡和猫》，从开头

“她坐在巴黎的咖啡馆里，身旁是一只猫咪

正在打盹”，到中间段落“她想念从前那个

热爱生活的她，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她觉得猫咪就像是她的灵魂宠物，它没有

说话，却能让她感到安慰”，构思衔接相当

“丝滑”，文笔不赖。

很快有网友贴出海明威在《流动的盛

宴》里的一段文字——“姑娘走进咖啡馆，

独自在靠窗的桌子边坐下。她非常俊俏，

脸色清新，像一枚刚刚铸就的硬币，如果人

们用柔滑的皮肉和被雨水滋润而显得鲜艳

的肌肤来铸造硬币的话……你是属于我

的，整个巴黎也是属于我的，而我属于这本

笔记簿和这支铅笔。”

前者的文笔辨识度难以与大咖作家匹

敌，但也“秒杀”互联网写作的平均水平。

随着ChatGPT俨然已成最火爆的生成式AI

应用，来自全球的过亿月活用户，涌入其对

话框下，抛出各式问题。热议中不乏

“ChatGPT会消灭文学吗”“创意写作工作

者会下岗吗”等焦虑声音，对此，《中国创意

写作研究》主编、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许道

军持审慎乐观态度，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认为，ChatGPT能助力迅速打开写作者思

路，相当于随时随地展开“头脑风暴”。对

于创意写作教学而言，它是天然集思广益

的优质工作坊伙伴，能快速参与到作品设

计与讨论中去；学生在创作过程中遇到知

识和技术上的问题，可与其互动而不担心

被拒绝。他认为，ChatGPT多有用，取决于

使用者多会用。而人类优秀作品“抢”不

走的地方在于——哪怕它们并非“算法”

上的“最优化”，但其行文与人类的生命、

价值观、情感、理想图景融合，有血有肉，

难以替代。

降低创意写作门槛，与人类
思维相辅相成

掌握地球上大多数小说的情节，熟稔

无数套路，模仿众多文风……随着人工智

能发展迭代，以及艺术消费逐渐从文本中

心转向影像中心、数字中心、创意中心，文

学被迅速生活化和场景化，已经从严格的

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等格式化文体被解

构为有“文学味”的影像场景等，成为类似

“文学氛围”的东西。有学者认为：恐怕文

字创作“仰仗”AI会越来越多，尤其在悬

疑、推理、幻想等类型写作以及游戏、剧本

杀等，人工智能优势越来越明显。

许道军和同学们尝试让ChatGPT参与

一款“乙女游戏”文本的情节处理，设计出

九十多场不重复的约会脚本。从公园、影

院到海边、郊外，ChatGPT迅速生成了多个

场景，在复杂情节处理、场景安排、世界观

核心设定与逻辑建构等方面提供了“算法”

支持。这种“利好”还体现在能让场景设计

同时与人物的情感、思想、外在属性的变化

保持联动，“这个任务无论对于团队或个人，都是很大的挑战，但对

于ChatGPT来说，只要提问准确，会在几秒钟内给予建议；如果不

满意，再提问，又会得到新的答案。其整合力有助于学生在作品的

基础上作进一步修改讨论。”至于说ChatGPT会带来抄袭剽窃问

题，他认为“不必担心”——如果ChatGPT成为公开工具，就像百度

谷歌一样，大家反而无法“藏匿”自己的行踪。

在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MFA创意写作专业负责人张生

看来，ChatGPT的语言运用能力成熟，对一般的研究性论文以及

商务应酬方面文字运用能提供助力，但对创意写作的冲击不会太

大——毕竟，真正的文学创作需要个人情感的投入和转化，以及由

此形成的独特表达方式。资深出版人卢俊也指出，ChatGPT会替

代那些高重复、逻辑清晰、算法相对简单的工作；文字、文案和创意

写作本身的底层是相对复杂的文字代码设计，ChatGPT能力存在

“天花板”，更多是作为一个辅助工具，帮助作家更好地组织和表达

想法。

工具反推人类进化成更好的提问者，“人机同
行”渐成趋势

前不久，美国华裔科幻作家特德 ·姜打了个比方：他把ChatGPT

看作是万维网上所有文本的模糊JPEG——“它保留了网上大部分

信息，就像JPEG保留了高分辨率图像的大部分信息一样。但如果

要寻找精确的比特序列，你无法找到它，得到的只是近似值。但因

为这个近似值是以语法文本的形式呈现的，而ChatGPT擅长创建

语法文本，所以它通常是可以接受的。”如何让其“分辨率”有所提

升呢？许道军观察发现，如果提问越笼统，ChatGPT回答就会越

“官方”，甚至“打马虎眼”“捣糨糊”，相反，好的提问更能得到好的

回答，正如高手过招，步步惊心。

“在没有人工智能的传统社会，提问能力本身就意味着思考能

力。好的问题，远比好的答案重要。并不是答案不重要，而是有限

前提条件的提问，会让答案更有针对性，也更加容易把关键的问题

和冲突显性化。”在卢俊看来，基于同一应用工具，好的提问者能根

据不同的提问限制，得到更多的有效信息。就如同带着什么思路

去图书馆，去线上引擎搜索，会搜集到不同层级和品质的参考资

料。泛泛的搜索，只会搜出无效的冗余信息，那么解决问题的能力

只能是泛泛的。“写作者要提高这种工具力，找到有效回答，关键要

提升提问能力和深度信息加工能力。”

近年来，人工智能画画写诗都不稀奇，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是不

是也面临“祛魅”危机？他认为，文学本身也不神秘，但高度复杂的

文学，任何时代被算法化的空间都是有限的，AI和人的区别是

copywriter和writer的区别，AI只能从现有文本出发，进行有限编

码，而人可以无限编码。“创意工作的核心能力其实是那些隐性的、

只可意会的非代码化智慧，其背后是一种超级连接的能力，准确地

说就是犯错的能力，对于人工智能来说，犯错等于bug，但是bug才

是写作和创意工作的核心竞争力。”

“在创意写作领域，人工智能在做的和能做的，大部分恰恰是

这个学科承认文学可以被教、可以被学、可以被模仿的那部分。但

人工智能只能提供选项而不能作出选择，即使选择也是无意或被

动的结果，而文字工作最宝贵、难以替代的特质核心，是作家在众

多可能里，选择出能够建构自己理想人性世界或相反的材料，并将

它们处理为唯一的人物命运和事件结局。”许道军说。

超级工具ChatGPT降临后，仍在飞速迭代进化，或将成为人类

的“辅脑”。个体不再“独孤求解”，而在人机交流中同行。卢俊认

为，人机合作已成现实，我们把很多写作素材和算法委托给移动互

联网。未来，人类写作和智能算法的配合越来越紧密，甚至可以

说，人和技术之间，是相互的委托者、延伸者和赋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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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旸

收割八块农田的水稻，收获稻谷

62.66吨，可供万余人食用一个月。其

间，收割机陷泥37次，还经历48次农机

维修。这是网综《种地吧》在录制六天

后的阶段性报告。现在，节目的参与者

与围观者都在等待，半年后哪些改变会

发生。

没有流量明星加盟，也没大阵势营

销，《种地吧》找来10个演艺圈几乎“查

无此人”的年轻人零片酬长宿田边，计划

用190天时间在142亩土地上种出五万

斤粮食。乡村、种田、沉浸式、真人秀，如

若只给出这些关键词，关注的好奇心与

不信任票恐怕二分天下。但随着节目更

新完前三期，它扎实呈现了年轻人挥舞

镰刀抢收水稻的场景，让这群平时担心

没戏约、没舞台的年轻艺人“做梦都是水

稻”，望着来时衣着光鲜的艺人突变面朝

土地的农民，网友直呼“竟然来真的”。

节目组的勇气和雄心，并不仅仅限

于展现真实的土地和劳作。在总导演杨

长岭的阐述中，《种地吧》希望通过年轻

人重拾躬耕精神，激发受众对粮食安全

问题的关注，可谓抵达了新的立意高

度。不过，当节目在春节档一众影视作

品的高话题碾压下经历冷启动，它所代

表的网络综艺的价值回归，与内容制作

上的戏剧性悬念设置、社会性话题的凝

练等不足同样突出。简言之，好立意亟

需富于想象力的好创意带来传播裂变、

影响力裂变。

190天零片酬，只为回归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真价值

陈少熙、何浩楠、蒋敦豪、李耕耘、

李昊、鹭卓、王一珩、赵小童、卓沅、赵一

博——“种地小队”的10人全名单。论

流量，参加过《中国好声音》的蒋敦豪，算

是节目起始阶段的“顶流”。围观者难免

嘀咕，零片酬来种地190天，这群演艺圈

的无名之辈难道不是图“一夜成名”？节

目用事实回应。

一方面，《种地吧》通过远离乡土的

年轻人视角再现“种地”场景下勤俭节

约、艰苦奋斗的精神。首期节目，种地小

队入住“寒舍”，从自己动手打造双层床，

学用镰刀、埋头割稻开始，真实的耕种与

真实的不易就满满溢出屏幕：十人挥汗

一整天，去粮站验收、烘干时才被告知

“收割量远未达到13吨的起烘量”；正式

拍摄前刚考出收割机操作证的年轻人带

着强烈的好胜心上机，一上路就被事实

打败，屡屡把机器开到陷落泥坑。节目

毫无保留地记录这些“种地的酸甜苦

辣”，还原农村生活的原汁原味，许多城

市长大、五谷不分的观众可能人生第一次

如此近距离、沉浸式地与土地产生情感联

系，了解一粒种子如何历发芽、生长、抽穗、

灌浆，经风霜雨雪后转化为餐桌上的一碗

米饭，了解科技赋能下现代化又不失传统

的乡土中国。

另一方面，节目藉由独特的农耕故

事，留存从零开始的成长记录。镜头探入

劳作过程的同时，也以“不关机”的纪录片

风格录入年轻人们在农村的特别环境中

与人生过的每一招：理想与现实的沟壑该

如何填平，目标与实力的落差该怎样补

齐，一支团队的磨合要经历几步，工作中

的代际壁垒又要怎样突围……年轻人手

上忙的是农活，触达的话题却能与城市相

连，尤其那句反复出现的“认真做好一件

事，就一定会有回报”，激出了弹幕里的可

观共鸣。

没人帮忙，更非作秀，每天2T左右的

视频素材，以及各位年轻人不间断的Vlog

和慢直播都为节目里的“种地”佐证了纪录

片式的生命力。也正因此，“真实自有千钧

之力”，年轻人踏踏实实辛勤劳动然后收获

的情绪在故事中释放，唤起了不少年轻观

众对于“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朴素道理的认

知回归。而对出身演艺圈的“种地小队”成

员而言，190天远离名利场，190天零片酬，

190天只做种地一件事，这更不失为对一

夜成名、一夜成星、不劳而获等价值观的实

际纠偏。

真诚是必杀技，但仍需更多
创意加持

按时下综艺节目的制播传统，《种地

吧》称得上“不计成本”的中小成本综艺：

没有明星阵容，没有豪华演播装置，一切

都秉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风格，与

此同时，190天不关机，用时间换内容，这

档目前讨论声量不高的“糊”综可谓舍得

“下本”。

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副书记、教育部

长江学者胡智锋看到了这档综艺的真诚，

“《种地吧》为当代综艺的创新方向带来启

示，它实现了类型杂糅与网综教育意义的

升维，接地气又有深刻立意。用扎实的劳

作将‘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

恒念物力维艰’的中华传统美德在网综里

重新召回；也用实实在在的难题与窘境将

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和盘托出，增强我们端

牢‘中国饭碗’的底气”。都说真诚是做好

真人秀的必杀技。在胡智锋看来，不用流

量明星引流，不用矛盾炒作话题，真诚的制

作为《种地吧》赢得了良性的开端，但节目

对话题的凝练与拓展、对节奏的把控等仍

需要更多创意加持。

以前三期里引发颇多争议的赵小童为

例，从第一期爱钻牛角尖的执拗青年，到第

三期默默干活的手工小达人，不少网友开

始对这个有点“轴”的小伙子改观，而从综

艺的“反套路”创新角度来看，后期剪辑对

于人物成长的启示有没有先抑后扬、线性

以外的更多选择？再看内容的迭代，随着

耕种推进，最能炮制“综艺感”的“新手村”

完成后，节目还能在日复一日的重复劳作

中贡献哪些新鲜感？沉浸式“陪伴”种地之

外，节目还能否为观众提供知识增长点，让

人体验种地之乐、土地之奇、自然之美的同

时，还能顺便长知识？

想象力的考验恐怕还不止于此。作为

一档与农业相关的节目，《种地吧》难免受

制于农作物生长周期、天气等多种外在因

素影响，耗时耗力不说，还需承受来自市场

反馈无法预料的压力。在漫长的难以预

见的190天里，《种地吧》能不能守住真诚

这条底线，不用炒作引爆话题，不对内容

“折中”妥协，或将是这条综艺新赛道最大

的课题。

在网综里真诚地重拾躬耕精神，好立意还需好创意带来传播裂变

《种地吧》：
综艺的价值回归后考验刚开始

■本报记者 王彦

《大唐贵妃》排练照。 （演出方供图）

均网综《种地吧》剧照。 制图：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