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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事件：机器人写诗并出版了
用电脑软件写诗这已经不是什

么新鲜事，现在电脑不仅能写诗，还
能写小说，写情书，甚至可以进行人
机对话。但是这大多还是网友的自
娱自乐，一笑了之，难登大雅之堂。
但是这次不同了，因为机器人写的诗
竟然正式出版了。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推出的这部
诗集名为《阳光失了玻璃窗》，名字
就很有诗意，作者是一位名叫“小
冰”的少女诗人（开发者将这款机器
人定位女性）。这诗集创作的过程
也很有意思。据称，“小冰”过去就
很有名，在写诗之前就会唱歌演戏，
还写过财经新闻评论（也是发表了
的），出版社编辑见“小冰”如此多才
多艺，设想她写诗应该也很精彩，于
是果断地签下了“小冰”。“小冰”拿
到了订单之后，就开始写诗，她果然
没有让出版社失望，一口气写出了
数万首诗，而且许多都很精彩。出
版社经过删选之后，从中选出了139
首诗，结集成了这部《阳光失了玻璃
窗》。

据青年报记者了解，“小冰”之所
以如此才华横溢，是因为1920年后
所有诗歌里的遣词造句，都存在她的
脑海里，在受到图片激发的时候，就
会诗性大发，写出富有哲思的新鲜的
诗句来。

未来：机器人会取代作家吗？
对这件事最感到震撼的，恐怕还

是那些作家们。也有不少人为他们感
到担心，害怕他们未来真的会失业。
事实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会

发生这样的事情，就像这次AlphaGo对
弈柯洁时，很多人就不看好柯洁，结
果也果真如此。

人工智能之于写作，确实已经
发展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就在几
年前，一说到写作软件，所多的还是
那种将各种优美词句进行拼凑，创
作出那些似是而非的作品。但是现
在已经有了新的飞跃，写作机器人
似乎已经有了一定的思维，它们固
然有程序（正如作家们进行的阅读
积累），但是会根据这些程序，创造
出前所未有的作品来。这又怎么不
让人为作家的饭碗担忧呢？昨天著
名作家陈村就表示，机器人现在会
造句了，这就非常厉害了，未来作家
协会可能会出现机器人会员，而现
在可能就是文学工作者最后的快乐
时光了，“几十年之后，你们会怀念
现在的日子。”

当然，也有一些作家对此不以为
然。作家大华为青年报记者分析“小
冰”的诗作时就说，《阳光失了玻璃
窗》，看名字是有点小小的伤感的意
思，但是“小冰”在创作这首诗时真的
伤感吗？当然不会。它不过是在模
仿人类的伤感。因为是“模仿”，那就
谈不上原创力，谈不上灵感乍现。它
只是在无限地接近人类，但永远无法
超越人类。

而不久前，大力推广人工智能的
IT名人李开复在接受青年报记者采
访时也表示，人工智能可以为人类做
很多事情，但是起码在一二十年内，
他还看不出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的
可能性。因为人工智能没有情感，也
没有爱，它们只能通过人类所给予的
东西来进行劳动。

机器人写诗 有模仿不一定有创造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与发展的希望还是在青年一代，所
以宝山区日前开展的少年儿童非遗
进校园系列活动也就显得意义深
远。在 4 天时间里，这个活动在宝
山区60多所学校持续进行，大约有
1500多名学生将参与非遗项目的互
动体验。而根据计划，今年9月开学
后，“非遗传习”将正式进入首批6个
试点学校的课堂，直接排入课程表
中，从而探索出非遗活态化传承的
常态方式。

非遗项目“罗店彩灯”的市级传

承人朱玲宝在过去几年时间中，一直
是宝山罗店中心校的常客，他时常会
来给孩子们讲授“罗店彩灯”的历史
和制作工艺，而所在的课程叫“启
梦”，这是罗店中心校专门开设的非
遗传承的课程。这种让非遗传承人
与孩子们面对面接触的方式，产生了
非常好的效果，很多孩子由了解“罗
店彩灯”，到了解罗店历史，进而更热
爱自己的家乡。按照安排，“罗泾十
字挑花技艺”、“杨行吹塑版画”、“蔡
氏剪纸技艺”、“友谊民间剪纸”、“吴
淞面塑制作技艺”和“江南丝竹”等非
遗项目的传承人也将陆续走进宝山
各校进行技艺传授。

宝山非遗进校园主推面对面传授

随着机器人AlphaGo和中国围棋选手柯洁相战
甚酣，人工智能又重回人们视野。日前中国机器人

“小冰”举办了个人第一部原创诗集发布会。这件事
引起了文坛的震动，因为既然出版，也就意味着机器
人写诗的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水准。有人猜测，照
这样下去作家可能会有失业风险。 青年报记者 郦亮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2016·中国网络文学年度
好作品评选昨天揭晓，年度好作品优
秀奖头名颁给了一部童话作品《小飞
鱼蓝笛》，显示了这个著名文学评奖希
望展示网络文学题材多样性的努力。

一年一度的中国网络文学年度
好作品评选由上海市作协、劳动报社
和上海网络作家协会联合主办。今年
评选，16家文学网站一共推荐了148
部参评作品，经过几轮评选，一共产生
了11部年度好作品优秀奖，而9部佳
作奖。最受关注的优秀奖显示了网络
文学题材的多样性。其中，头名《小飞
鱼蓝笛》是一部童话作品，11部优秀
作品中有不少是当代现实题材。

本次评选组委会主任、上海作协
副主席和上海网络作协主席陈村表
示，从今年的评选来看，有两点让人
印象深刻。其一，过去网络文学多以
穿越、宫斗、玄幻等题材为多，但这次
关注社会现实的作品开始出现，而且
写得很好，比如获得优秀奖第四名的

《你好消防员》，写的就是一个男消防
员和一个女殡葬员之间的爱情故事，
很是动人。其二，参赛作品篇幅大幅
度下降，以往动辄一部作品几百万
字，现在很多只有几十万字，写手写
作显得很节制。

对于评选所反映出来的这些新
情况，评选组委会名誉主任、中国作
协副主席叶辛昨天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显得很兴奋。他说，网络小说的题
材长久以来一直是一个问题。总是
穿越、悬疑、玄幻。最初会认为这是
写手受到了年龄的局限。可是时间
一场，就会觉得这样下去总不是一个
事，会让人产生一些担忧。可现在，
现实题材的网络小说开始增多，这说
明写手真的成熟了。“尽管作者可以
写很多想象题材，但是他们一走出家
门，弄堂口在修路，他们就得绕着走，
地铁出了故障，他们上班就得迟到，
每个人都生活在现实中。而且我时
常在想，一个作家总要给他生活的社
会、祖国和时代留下一点什么，哪怕
几句话也可以。”

中国网络文学年度好作品评选

社会现实题材作品回归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