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文艺：打开想象新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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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创作文艺创作，，AIAI热下的冷思考热下的冷思考

□□李欣 王坤朔 丁梓朔

“为DeepSeek鼓掌！”这是某文化创意公司
策划宁映雪在春节期间发的朋友圈。与之相配的
图片，是她用DeepSeek写的一首名为《沙漏内部
有潮汐》的诗，“铜绿爬上表盘时，分针正剖开/一
尾银鱼的腹部。沙粒坠入深井/钟摆用弧度收割
所有未完成的疑问/黄昏在候鸟骨骼里迁徙……”

不止现代诗，春联、贺词、攻略，甚至古典诗
词、歌词、剧本、散文、小说……AI以前所未有的
速度和深度接入普通人的生活，引发全民“创作热
情”，甚至不少人戏称要“用AI续写《红楼梦》后四
十回”。

在创作端，最先受到影响的或许是网文平
台。不少网文平台编辑反映，年后审核工作量骤
增。番茄小说等平台的部分板块，新书首秀数量
环比增幅超过50%。有分析称，这可能与大量新
人开始用AI写文有关。

3月18日，阅文集团发布的2024年全年业绩
报告显示，自接入DeepSeek以来，“作家助手”日
活用户增长超过30%，其中AI功能的周使用率超
过50%，而平均单日使用“智能问答”功能的作家
数量增长了10倍。

“90%的写作者都写不过AI。”今年两会期
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协副主席麦家的这一言
论更是直接冲上热搜。

无独有偶，“童话大王”郑渊洁近日接受采访
时坦承，他给AI下达指令，让它“以郑渊洁的手
法”写一篇以皮皮鲁为主人公的文章，AI只用了4
秒就完成了，“我承认自己写不过AI的郑渊洁。”

不止文学领域，AI浪潮席卷着艺术创作的方
方面面。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冯远征在采访中分
享，曾尝试利用DeepSeek将小说提炼成话剧剧
本的提纲，结果非常出色。

2023年5月起，民进中央开明画院副院长舒
勇开始尝试用AI“每日一画”，迄今已近700天。

“AI的高效性和数据处理能力使创作变得更加便
捷。”舒勇认为，“AI技术的崛起不仅改变了创作
的工具和方式，更重新定义了艺术与文化的边
界。”

“AI已经‘破门而入’。”中国歌剧舞剧院党委
书记、院长冯俐说，“应该更加慎重、严肃地直面
AI时代的到来，同时积极思考，如何在AI时代，
去创造属于人类的文化和艺术。”

“AI已经‘破门而入’”

今年，DeepSeek赋能潮起。在文艺创作领域，有关“AI写作”“AI创作”等话题的讨论持续
高热。

当AI可以输出《诗经》的风雅、金庸的招式、莫奈的笔触……AI会给文学和艺术带来什么样
的变革？数字化浪潮下，创作的边界在哪里？文艺将会向何处去？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生
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4）》显
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的用户规
模已达2.49亿人。

AI热潮涌动、用户规模快速扩大
的同时，隐忧和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现在写策划方案时，对AI很依
赖，AI给出来的有些词确实看起来更

‘高级’。”宁映雪说，“但朋友们一起让
AI按指令写诗后，发现风格雷同、用词
雷同、规律雷同，有一股‘AI味’，一下
子祛魅了。”

文学圈对“AI味”作品的反应更为
直观。2月6日，《诗刊》副主编在朋友
圈发布“告诗人”声明，对AI诗歌投稿
发出警告，使用AI写作的投稿者一经
发现，将被拉入黑名单。

各网文平台也陆续出台针对AI写
作的规定。晋江文学城将分级管控AI
辅助写作，起点文学网3月起将只接受
100%人工创作的作品。抖音等平台也
上线了AI检测功能。

比“AI味”更值得警惕的是，不少
人发现AI会“无中生有”。

从事媒体工作的钱女士说，她正在
为一篇报道搜集素材，给AI下达指令
后，提供了几个很有意思的案例，但进
一步核实后，她发现根本找不到相关报
道。令钱女士哭笑不得的是，AI在“真
相毕露”后还会道歉，并表示“以后提供
素材时注意核查信源”。

青年戏剧创作者陶垣也遇到了类
似情况。他用AI辅助写剧本，查阅关
于北京西周时期城市史的AI生成结果
显示：“西周时期的《诗经》《周礼》等经
典虽非直接研究北京史，但作为背景文
献常被引用，如《诗经》中的‘燕颂’篇反
映了燕国文化。”陶垣说：“可是《诗经》
里根本就没有‘燕颂’。”

“这是典型的大模型‘AI幻觉’。”
快思慢想研究院院长、原商汤智能产业
研究院创始院长田丰告诉记者，“当前
大语言模型本质上是通过海量数据训
练形成的‘概率游戏’，核心是通过概率
统计预测文本序列，AI并不会像人类
一样反复核实‘信息真实性’，何况互联
网上还有大量人类产生的不真实、不准

确信息，这种‘想象力+推理驱动’的生
成方式，天然存在产生事实偏差、因果
倒置的隐患，大语言模型正在从‘生成
式AI’向‘因果式AI’变迁。”

如何解决“AI 幻觉”问题？田丰
说，首先要避免用低质量的互联网数据
训练AI，重点提高训练数据集的质量、
思维链的深度、检索信息源的权威性，
未来可能会出现AI打假模型，对生成
内容的可信度进行评分。

AI生成作品爆火的背后，还伴生
着法律和伦理“暗礁”。

舒勇认为，技术的滥用可能导致文
化价值的稀释，甚至引发虚假信息、版
权纠纷等问题。

当前，AI作品著作权界定和侵权
判定问题仍处于探索阶段。北京市君
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高烨涵说，国
际上有关著作权理论所普遍遵守的一
项基本原则，就是受版权保护的作品要
由人类头脑创造，目前我国著作权法在
AI生成内容的保护上暂无明确规定。

2023年末，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
了一起作品署名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
纠纷案件，首次明确了利用人工智能生
成图片“作品”的属性，AI使用者享有
该作品的著作权，并受到著作权法的保
护。

如果使用AI生成的内容，没有经
过任何修改就当作自己的作品发表，算
侵权吗？高烨涵解释，即使版权归属不
明确，这种行为也存在很大风险。如最
终认定大模型开发者或其他主体对该
内容享有版权，那么未经授权使用就构
成侵权。

“即使不考虑版权归属，这种行为
也违背了基本的学术诚信和道德规
范。”高烨涵说。

中国作协副主席麦家也建议立法
规范AI写作的商业行为，使用AI创作
是否有发表出版权利需要法律法规厘
清。

“创作者有责任在技术应用中坚守
人文底线，确保文化多样性与人类价值
观不被侵蚀。同时，文艺工作者应积极
参与AI技术的伦理讨论，推动建立更
加公平、透明的创作生态。”舒勇建议。

热潮下的焦虑与隐忧
当AI的文字比人类更流畅，文采比作家更华丽，思考和创意这

些人类引以为傲的核心竞争力，是否会贬值？
在麦家看来，AI写作得再好，也难以触及文学的核心价值。写

作的本质是“发乎情”，是个体生命经验的流露和强烈的表达冲动，
AI的创作是基于已有的数据和范本。“未来的眼泪在哪里？机器不
知道，但伟大的作家是知道的。”

很多人被AI写的诗所惊艳，一些没有写诗经历的人也能直接用
AI瞬间生成看起来很“完美”的诗。在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康震看来，
诗词不只是进行字与字、句与句之间的组合，而是在寻找理想。

“人工智能写诗靠算法，而人类写诗靠情感和阅历，这是本质的
不同。AI的诗如果某一天写出来了一个理想，请不要忘记，那是他
在组合人类的理想。”康震对记者说。

文艺创作是一种自我表达，而AI并不存在这样的“自我”。
冯远征表示，即便认可AI剧本大纲的质量，但“这不是我的语

言、风格，不是我想表达的故事。”
“AI只能用于娱乐，不能用于艺术！”京剧表演艺术家孙萍斩钉

截铁地说。
孙萍介绍，她正在写一部京剧题材的剧本，AI给出的情节让人

哭笑不得，根本不能体现哲思，“AI可能可以替代很多东西，但艺术、
表演、情感不可能被替代。”

AI给文艺创作带来深远影响和冲击，促使作家、艺术家更加注
重个人化的表达方式和对人性与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也构成了这
个时代创作的新基准。

“随着AI诗歌创作时代的到来，我相信，至少会让我们对于什么
是诗意、什么是诗歌，怎样才能过上真正诗意的生活，有了更加自觉
的思考和追求。”康震说。

作家冉冉认为AI能有效赋能文艺发展，比如可承担重复性工
作，让写作者专注于创作构想和核心创意；能将文本进行视觉或听觉
转化，实现“多模态创作”；运用其翻译技能，可架设语言文化沟通桥
梁，推动文艺作品全球化传播。

AI的运用，为文艺的展现形式也提供了更多空间。
在纪念齐白石诞辰160周年之际，数十个展览在全世界各地展

出。其中，北京画院正在举办的“小鱼在乎——齐白石的生趣世界”
展览，以人工智能和虚拟策展的方式，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创意的融汇
提供了独特视角。

“AI的运用，并不是在排斥艺术家的生存空间，而是可能给我们
提供更多的机会。”北京画院院长吴洪亮认为。

站在科技与人文交汇的路口，田丰认为，AI为创作带来了更高
的效率和大量新创意，另一方面也对创作主体性、情感表达和艺术深
度提出了更高的挑战。“未来，作家和艺术家需要学会与AI协同创
新，只会模仿的人将被AI创作助手所取代，人类作者利用其跨越风
格、快速、并行创意的优势，同时保持人类独特的高级创造力和深层
情感表达。”田丰说。

长远来看，AI时代的文化艺术将不仅仅是人类情感的表达，更
可能成为人机共生的桥梁。舒勇说：“随着AI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人
类与机器的协作将更加紧密，甚至可能催生出全新的艺术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