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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文生视频模型Sora，通过接

收文本指令，即可生成60秒的短

视频；人工智能模型“巴德”，根

据输入的多个词语能迅速生成一

篇短篇小说或诗歌；被称之为音

乐版ChatGPT的AI音乐生成软件

Suno，仅需简单的描述，就可以

生成2分钟长度、广播质量级别的

音乐，包含从歌词到人声、配乐诸

多内容……AI的风已吹到文艺创

作的各个领域，成为从业者不可忽

视的存在。

身处当下，如何应对人工智能

对文艺创作的影响？科幻作家陈楸

帆，作家、翻译家、出版人黄昱宁

以及作家小白日前做客上图讲座，

围绕这一话题展开深入探讨。与许

多人关注能否保住现有饭碗不同，

他们更担忧的是，借助技术迭代，

文艺创作者主动扼杀自己的创造

力。创作者可以训练一个大模型给

出各种数据反馈：什么句子读者会

喜欢，电影桥段怎么设计观众会感

动……然后按照这个套路创作，稳

妥、省事、高效，但长此以往，想

象力匮乏。“真正的问题不是机器

会不会更像人，而是人渐渐地把自

己变成了机器，最后导致整个创造

力的下降乃至丧失。”黄昱宁直言。

已经知道大多数受众
的喜好，就不需要冒险了？

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有迹可

循的。不少文艺工作者已在根据网

上的反馈创作，明知品质不行，即

便自己不满意，但还是为了更大的

市场妥协。“不管是中国的出版界

还是国外的出版界，都越来越害怕

长的故事、复杂的故事、没有办法

用简单标签来界定的故事，认为这

类内容在商业上很难往外推广。”

陈楸帆说。

黄昱宁注意到，在其他的创造

力领域亦是如此：三小时电影观众

已经受不了，一般叙事的电影也觉

得疲劳了，大家热衷于手机刷微短

剧，一两分钟就讲完一个故事。

“我们这一代可能因为年龄、认知

的关系，还会有意识地抵抗这样的

现象，但其实是抵抗不了的，因为只要你用手机，在任何内

容上多停留哪怕一秒都会被捕捉到，然后就会被算法记住，

接下来马上会被推类似的内容，反复强化，内化成需求，让

你觉得这就是想要的东西，继而形成信息茧房，且呈现越来

越小、越裹越紧的趋势。”她说，更可怕的是，整个过程你

觉得很满足，对新的创意失去兴趣，而这些东西又会马上反

馈给创作者。循环往复，受众没有意愿、耐心接受新的刺

激，创作者没有动力创造出新的花样。

“以前，一个创作出来后，我们不知道好坏，但敢于尝

试；但现在的市场已经知道大多数受众的喜好，为何还要去

冒险？！”小白说，他帮没有正式出版过作品的年轻作者去投

稿，得到的反馈常常是：一个新人，哪怕写得很好，要让读

者、让市场去接受、认知，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成本。很

多机构不愿意去付出这种额外的努力。慢慢地，头部越来越

集中，内容越来越同质化，新人越来越难出来。

在小白看来，写作是不断地开疆拓土，每写出一个风格

来，就拓展了世界文学版图。在此过程中，作家可以天马行

空，即便怪诞如《尤利西斯》这样很多人看不懂的意识流作

品在文学版图中也拥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然而，眼下，越来

越多的人主动把自己限定在已有的疆界里，跟着大数据反馈

稳妥、“安全”地创作。

非理性的瞬间是人类创作里最珍贵的

而套路恰恰是AI容易习得和擅长的。小白是AI写作的

先行者，早在GPT2.5出来的时候，他就尝试用这个模型写

了一两千字的小故事。“当时我觉得它控制方向是不行的，

不知道你的意图，是随机生成的一个文本，但是GPT3、

GPT4出来之后，我觉得很厉害。”

“技术的迭代是一个非线性的过程，到达一定的程度会

产生能力上的涌现，甚至超出人类工程师所预料的这个水

平。”陈楸帆在日常生活中尝试过多种AI工具，他认为，以

大模型现有的水准，处理一些比较传统的戏剧化冲突，比如

好莱坞英雄题材的创作，设定好几幕多少道关卡，这些结构

化的信息，AI能做得非常好，可以瞬间生产出无数套路性

的内容。

“回过头来，人类的创作里面最珍贵的是什么？”陈楸帆

说，是那些只有我们自己能够产生的东西，比如记忆、生命

体验、直觉、审美、感受等非理性的内容。这些东西AI是

没有的，即便有，也是通过文本分析模拟出来的。这是建立

在样本上所取的一个平均值。“但作为作家来讲，其实更有

意思的是那些极端的时刻，那些旁逸斜出的非理性的爆发性

的瞬间，哪怕是失控的瞬间，我觉得那些可能更接近文学的

本质所在。”

对此，黄昱宁持有相似的看法。她认为，机器是一个无

限的世界，没有人的有限生命的那种感觉，而文学的本质是

跟生命有限密不可分的。“我们每天的感知都是新鲜，这些

东西被机器再吸收，需要一个过程。所以，人的即时性感受

仍然是很宝贵的。”

“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人机共生的时代。AI像是人类的

一面镜子，它能够让我们看到自身的优势和不足，如果能形

成一个正向的反馈回环，它能不断提升我们的创造力，如果

形成的是负向的反馈回环，它会使我们变得懒惰，最终剥夺

主观能动性。人类应成为工具的主人，正如庄子所说：物物

而不物于物。”陈楸帆坦言，作为一个平均水平的创作者，

在这个时代非常危险，因为AI可以用更低的成本、更高的

效率来完成他们所做的事情，不光是文字工作者，也包括插

画、动画设计师等，可能会面临失业的，但顶尖级别的暂时

具有无可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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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着历史坐标系的谍战剧创作而言，

结局很可能“事先张扬”，因为历史就是刚性

的框架。

当创新早已成为观众对谍战剧的审美

期待，《追风者》登场了。该剧甫一亮相，就

在台网两端表现不俗：CCTV-8央视电视剧

频道收视率破2，同时打破2024年迄今爱奇

艺站内热度最快突破9000纪录。

复盘该剧第一周的表现，它能赢得观众

认可，突破了谍战剧概念束缚固然是其一：

剧中的故事从1930年代的上海金融业讲

起，以银行小职员魏若来的视角，讲述动荡

年代里小人物历经的锤炼与成长。但《追风

者》真正难得的，并不仅仅在于它以金融叙

事的加法做对谍战剧“模式创新”这道题，而

是穿过鲜活的众生相试图触达时代的本质，

让剧中那些人的选择，最终融入历史进程的

真奥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借小人物成长，完成跨越时
间的情感共鸣、精神共鸣

一次暗杀与营救、一场股市交易的博

弈，主人公魏若来一出场就主动或被动地卷

入两桩大事，剧作也自开篇起奠定双线交错

的叙事手法。

一条剧情线落在金融领域：1930年，作

为中国近代工商业和金融中心的上海，股市

里风起云涌，资本斗争的背后各派系林立。

另一条线主打谍战，中共地下党员需要从上

海运输物资送往苏区，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

就在这条暗藏的交通开端反复上演。用剧

中台词“打仗，拼的是经济”来说，正面战场

固然重要，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问题不

容忽视。这也恰是当初导演姚晓峰为剧本

吸引的缘由，“以金融为切口展现那段历史，

之前没有人拍过”。

城市云霄之下，波诡云谲的另一面，却

是底层群众艰难又质朴、被时代洪流裹挟的

日常。魏若来便是其中一员。出身寒门的

青年想到银行谋职，这个对股市有点天分的

青年人想得很简单，一为糊口养家，二来他

觉得乱世里银行这尾“鱼”或可救民族于水

火。他对银行姑且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而对信仰对决、主义之争的认知更为模

糊。相比他的兄长魏若川，他在职场上的

师父沈图南，他未来的战友、此刻掩饰身

份的中共地下党员沈近真，剧情前半段的

魏若来暂时还是个局外人。只是，命运的

齿轮已然开始转动。

没有一出场就贴着英雄的标签，也没有

绝境逢生的神乎其技，有网友说，魏若来的

初始状态宛如“今天生活中刚步入社会的新

新打工人”。他有天分、有热血，也有局限和

怯弱，他感激职场上师父的知遇之恩，也在

见到更广阔世界后开始思索自己真正的未

来、认识真正的信仰——相隔近百年，年轻

人相似的内心懵懂、成长弧线，打开了后续

情感共鸣到精神共鸣的空间。

穿越人性的纠结，触及时代
的肌理和历史本质

从业近40年，姚晓峰相信，任何剧作都

是“人”的戏剧，是在不同时代与环境下，对

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究与剖析。《追风者》不例

外，剧本里，师徒情、兄妹情、兄弟情、战友

情、家国情，凡此种种，大爱小爱与谍战进程

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

按剧情走向，魏若来凭借出色的工作能

力、为人义气，越发得到师父沈图南的器

重。可越是接近彼时银行的机要，国民党内

部的腐败与黑暗越是展露无遗。于魏若来，

一边是师恩重，一边是自觉已入歧途，可以

想见，左右为难间必会经历彷徨苦闷。沈图

南面临的打击或许更为沉重，一手扶起的徒

弟背弃了他，向来宠爱有加的亲妹妹竟是中

共地下党员，他的纠葛挣扎会导致毁灭还是

爆发，一切有待剧情给答案。

但有一点，主创早早亮了态度。姚晓峰

提及一个拍摄细节，2022年秋天，当美术团

队交出一个市井而温馨的七宝街，导演狠狠

心让团队拆掉重建，搭一个更破旧、更逼仄

的环境，“唯有这样，才能呈现出当时底层人

民难以跨越阶级的社会本质”。

团队的用心被观众成功辨认。有位博

主发文，称“金融战只是《追风者》的表象，真

正的重点是阶级斗争，是中国人民和反动派

之间的斗争”。他以剧中那场兔起鹘落的精

彩对话为例，扯下沈图南“大庇天下寒士俱

欢颜”的面具，翻出他作为国民党银行高级

顾问的底牌，“嘴上说着同情寒门子弟，实则

对魏若来作为底层百姓想多挣工资养家的

想法充满了歧视和不屑”。当沈图南认定魏

若来为高工资动心的瞬间是“见小利而忘

命，非英雄”，他本人作为官僚买办资本、站

在人民敌对阵营的立场本质图穷匕见。

与沈图南对照，其亲妹妹沈近真本也是

民族资产阶级，但她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

选择在战场上战斗，在日常利用身份打情报

战。作为那个时代的“上流人士”、掌权阶级

的既得利益者，沈近真如其名“近真”，她克

服了她的出身局限，选择与广大的人民站在

一起。

《追风者》里的1930年代初，也是历史

上茅盾开始创作《子夜》的时间。青年沈雁

冰从亲戚故旧的交谈和交易所内沸反盈天

的喧嚣声中，看出中国社会的性质，梳理出

故事，在小说里写透了他对资本本质痛彻心

扉的认知，也在字里行间对受剥削的工人阶

级倾注无限悲悯、宽广的同情。

从这一层面而言，《追风者》努力表达类

似的追求。主创穿越人性的纠结，试图触及

时代的肌理和历史本质：在那个受帝国主

义、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阶级夹击的中国，

不会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只有社会

主义才能救中国。

人的选择最终融入了历史进程的真奥义

金融+谍战，《追风者》不止于模式创新

提起左岸，人们总想起巴黎的塞纳河

畔。因为百年前一众音乐家与大文豪曾在

左岸河畔的咖啡厅和沙龙里相识、相知，让

左岸成为象征浪漫自由艺术氛围的文化符

号。百年后春意盎然的上海，即将迎来秉承

同样文化精神的首届左岸音乐节，众多活跃

在国际一线舞台的中外青年音乐家将汇聚

于此，奏响申城室内乐的春天。

作为上海交响乐团2023—24音乐季节

中节，左岸音乐节由青年钢琴家左章担任创

始人和艺术总监。4月12日至21日，八场室

内乐将在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及与之一街

之隔的黑石M+园区TRI第三空间举行。“今

天年轻的艺术家是这个时代的星火，谢谢他

们带给我们的新生命、新希望和新未来。”上

海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余隆期待着“左岸音乐

节成为冉冉上升的朝霞”。

蜚声国际的演奏家齐聚申城
奏响春日美好音符

一批蜚声国际的演奏家们将齐聚左岸

音乐节，于弓弦交错之间奏响春日美好音

符。4月12日，左岸音乐节开幕音乐会——

左岸之夜将在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举行。

上半场，宁峰、康珠美领衔八位音乐家献

上门德尔松创作生涯的第一部杰作 《降E

大调弦乐八重奏，作品20》，这是一部在室

内乐音乐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之

作。下半场，著名小提琴家宁峰和钢琴家

张昊辰将在左岸音乐节完成万众瞩目的首

次合作——在上海交响乐团助理指挥张

橹 的 执 棒 下 ， 联 袂 上 交 的 演 奏 家 们 共

同完成尼古拉 · 卡普斯京的《为小提琴、

钢琴和弦乐队而作的协奏曲，作品105》

中国首演。

近些年在国际舞台备受关注的德国韩

裔小提琴明星康珠美，除了在开幕音乐会中

亮相之外，还将领衔4月13日浪漫之路和4

月17日福雷逝世百年纪念音乐会，带来

《舒曼钢琴五重奏》《福雷弦乐四重奏》及

肖松 《D大调小提琴、钢琴和弦乐四重奏

协奏曲》等重磅作品。在4月17日音乐会

中担任钢琴的，是利兹国际钢琴比赛金

奖、首位亚洲籍和迄今为止最年轻的金奖

获得者金善昱。作为左岸音乐节的艺术总

监，钢琴家左章还将在4月21日的闭幕演

出中登台，与众多艺术家合作施波尔《a小

调七重奏》。

从小成长于瑞士艺术之家、有一半中国

血统的路易 ·施维茨格贝尔，则将在开幕音

乐会和4月19日的钢琴三重奏音乐会中登

台亮相，展现他丰沛的想象力。国际乐坛中

为数不多同时擅长小提琴和中提琴的独奏

家、室内乐演奏家尤拉 · 李，以及自2010年

赢得著名的ARD国际音乐比赛后开启独奏

生涯的“大提琴男神”尤利安 ·施特克尔，将

在4月12日、13日的音乐会中携手宁峰、张

昊辰等呈现视听盛宴。4月18日，迪欧帝玛

四重奏将带来他们在国际知名舞台上备受

欢迎的曲目《利盖蒂与雅纳切克四重奏》，展

现弦乐四重奏的亲密与争锋。

多元室内乐组合在演艺新空
间跨界共演

除了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左岸音乐节

将在TRI第三空间尝试跨界与融合，利用第

三空间新锐理念和独特结构，打破界限、重

塑演奏者与观众之间的关系。

4月14日，TRI第三空间将迎来一部重

磅作品。蜚声国际的低男中音歌唱家沈洋

将带来乌克兰作曲泰斗瓦连京 ·西尔韦斯特

罗夫的《无声之歌》的中国首演。在这部宏

大又美好的声乐套曲中，作曲家用不同的诗

歌构筑起“神秘的和谐”。他说：“我向诗歌

深鞠一躬，等待诗歌自己歌唱。”

4月19日，钢琴家左章、路易 ·施维茨格

贝尔将与著名美籍韩裔小提琴家柳爱莎、年

轻但早已因获得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

大提琴金奖而在欧洲声名鹊起的大提琴家

安德烈 ·约尼查合作。这四位均曾入选过杰

出的BBC新生代艺术家计划的音乐家，将共

同演绎勃拉姆斯和德沃夏克钢琴三重奏，也

用后者纪念德沃夏克逝世120周年。

4月20日，中国古典吉他先锋杨雪霏与

著名女中音歌唱家朱慧玲将首次合作精心

策划的西班牙、拉丁作品专场。恩里克 ·格

拉纳多斯、华金 ·罗德里戈、马努埃尔 ·德 ·法

雅、路易斯 ·邦法等作曲家的名作，将以女中

音和古典吉他的特别组合呈现。

汇聚中外明星演奏家，十天上演八场室内乐

左岸音乐节将在上海首航

(上接第一版)

变身展厅的“大烟囱”内部，构成第

14届上海双年展最为特别的一个场域，也

是最大的彩蛋。展览举办地上海当代艺术

博物馆由原南市发电厂变身而来，高达165

米的那座“大烟囱”提醒着它的工业记

忆。在展览中，这里正陈列着由艺术家约

纳斯 · 斯塔尔与建筑师、设计师团队共同

创作的装置艺术作品《异星生态》，高度超

过10米。以发射场为造型，回应人类未来

或将成为星际物种的可能性。沿着“大烟

囱”墙沿的环绕式钢结构步道逐级而下，

观众能够从不同高度和角度观赏这件庞大

的艺术作品。而找寻这件展品入口的过

程，亦富有探索的乐趣。

美术新空间给艺术展陈带来
更多想象

或得益于建筑本身的特质，或从考究的

装修设计中汲取能量，个性化展陈空间在申

城层出不穷、各美其美。像是宝龙美术馆1号

展厅纯白至简的螺旋式艺术步道、余德耀美

术馆项目空间“雪竹轩”的合院式木构建筑、

荣宅有着彩色玻璃穹顶的宴会厅、外滩源壹

号复古风扑面的转角楼梯等，都给看展之人

留下过深刻印象。

艺术评论家傅军指出，艺术发展到当代，

作品越来越倚重于空间、环境、场所等对其产

生的影响。这也是为何很多个性化展陈空间

颇受艺术家青睐，他们甚至特意寻找这样的

空间，在此施展自己的艺术想象。诚如当代

艺术名家徐冰所言“特殊的空间，不好用的空

间，反倒可以将艺术家的思维推得更远”。

独特的展陈空间已经成为海内外艺术家

钟情于在上海办展的一大理由。例如，由原

北票码头“蝶变”而至的龙美术馆西岸馆，

有着弧形天顶的超敞阔主展厅和阶梯展厅，

让不少知名艺术家心心念念。在这里，北欧

艺术家奥拉维尔 · 埃利亚松曾创作大型场域

特定装置作品《开放的金字塔》，美国艺术

家詹姆斯 · 特瑞尔曾为其量身定制多件灯光

与空间装置，日本艺术家盐田千春对展厅入

口处高达12米的层高感到振奋，对于作品

《未知的旅程》的布展感叹“这是非常有挑

战的事情”。贯通地下一层至地上四层34米

高的中央展厅“X”，是浦东美术馆全球首创

的特殊展示空间。开馆至今将近三年，蔡国

强、徐冰先后在此带来因地制宜的创作《与

未知的相遇》与《引力剧场》，给艺术展览

带来更多想象。

上海艺术研究中心研究部副主任郭奕华

告诉记者，在城市更新中，当越来越多不同的

建筑空间转化为美术馆、艺术展陈地，正促发

一种新的空间生产。它不仅构建了新的叙事

语境和空间美学，也为观众营造了多元丰富

的公共空间。这类美术新空间打破美术馆作

为“白盒子”的空间定义，给策展带来新的思

考，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何让个性化空间与

优质艺术内容互相滋养，如何在这样的空间

里重建创作和观赏之间的关系，如何将人们

的审美体验拉回至日常，在她看来，这些都值

得业内探索。

魅力独具的展陈空间正重新定义艺术展

七星彩第24035期公告
中奖号码：507979+7

一等奖 2 5000000元

二等奖 5 53873元

三等奖 25 3000元

四等奖 940 500元

五等奖 16567 30元

六等奖 861055 5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

273175678.67元

排列5第24081期公告
中奖号码：92851
每注奖金100000元

排列3第24081期公告
中奖号码：928
直选每注奖金1040元
组选3每注奖金346元
组选6每注奖金173元

体彩公报

《追风者》从1930年代的上海金融业讲起，以银行小职员魏若来的视角，讲述动荡年代里小人物历经的锤炼与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