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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评

公共文化设施布点逐步到位，依
托“三体体系”提高服务效能。一是
活动体系，创设并不断做实、做强“市
民文化节”等公共文化品牌活动，“国
际艺术节”、“国际电影节”等重大文
化活动举办惠民活动已成为重大节
庆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配送体
系。全市公共文化三级配送体系，今
年市区人均配送额度2.42元，三个远
郊区的人均配送额度比市区高50%。
三是信息化体系。“文化上海云”APP
于2016年3月正式上线，成为全国第
一个实现省级区域全覆盖的文化数
字化服务平台。

“三馆”免费力度加大，丰富市民
文化生活。现在全市共有美术馆77
家，博物馆125家，图书馆240家，美
术馆均已实现了免费开放，博物馆
80%以上实现了免费开放，每10万市
民拥有1.2家图书馆，人均藏书3.27
册，处于全国领先定位。业余时间去

“三馆”参观美术展、博物展，去图书
馆阅读、参加各类活动已经成为不少

市民的生活方式。
在全国电影业整体增长趋稳的

情况下，上海电影产业逆流而上，各
项硬指标迅速增长，电影院建设蓬勃
发展。仅2016年一年，上海就新建
影院51家，银幕数增长351块，共有
25家院线在上海开设电影院。从去
年底开始，上海的影院和银幕数量近
年来首次位列全国单列市第一。

“十二五”以来，上海剧场设施建
设的总量稳步增长，新建改建或功能
拓展后投入使用的专业剧场有20余
个。包括上海文化广场剧场、上海交
响乐团音乐厅、嘉定保利大剧院、上
海儿童艺术剧院、大宁剧院、市群艺
馆星舞台、人民大舞台等。目前，上
海持《营业性演出场所备案证明》的
各类剧场141个，其中主营演出的专
业剧场69个，兼营演出的影剧院、体
育场馆等72个。2016年，全市50个
主要专业剧场每年举办演出近9000
场，观众近600万人次，演出票房将
近10亿元。

□郦亮
因为推出了首部机器人诗集《阳

光失了玻璃窗》而成名的写作机器人

“小冰”，最近又有新动作。它向诗坛

广发英雄帖，邀请众多诗人以中秋为

主题作诗并一决高下。令人惊讶的

是，竟然有不少诗人争相恐后地应

战，有点群情激愤的味道。这引起了

多方关注，毕竟写诗不是下棋，需要

和机器人决出个胜负吗？

近期正逢中秋节即将到来之际，

“小冰”的开发者向众诗人发出邀请，

大家都写一首中秋诗来比试一番。

邀约才发出几天，就有全国三十几位

诗人应战，其中不乏小有名气的诗

人。这引发了许多读者热议。

结果，诗歌还没有写出，“嘴仗”却

已开打。比如一位应战的重庆诗人

说：“机器人写诗是一个伪命题。这只

是一种词汇库加上语法规则的造句练

习，与玩纸牌更类似。我们写诗，是把

灵魂转移到纸上；我们读诗，是在与一

个灵魂对话。这些在‘小冰’那里永远

做不到。”另一位应战的90后诗人则

说，“小冰”可以打败诗坛的“机器人”，

却无法打败真正诗人。相比起繁多的

意象、变幻的修辞，真正的诗人更在乎

属于自己那份独一无二的生命体验，

每个人所经历过的人与事，所接受过

的教育，会导致他们对每一件事物的

看法，都存在千差万别。“小冰”当然没

有这份“生命体验”，所以它输定了。

不过这也让人感到颇为纳闷，既

然如此看不起“小冰”，那为什么还要

来应战呢？其实以青年报记者的想

法，既然智能机器人是通过所吸纳词

汇的自由组合来写诗，诗人则是靠

“生命体验”，那属于“道不同不相与

谋”，诗人根本没有必要来应战的。

而且写诗的“小冰”毕竟不是下棋的

“阿尔法狗”，下棋胜负只有一个标

准，而一首诗的好坏则完全是仁者见

仁智者见智，根本是没有一个标准

的。在这种情况之下，诗人应战机器

人，则完全可能变成一场闹剧。

尽管如此，诗人们应战的背后心理

还是耐人寻味。一方面满嘴不屑，谁都

看不起，一方面却积极应战，一副志在

必得，这本身也就说明小冰出诗集这件

事在诗人们心中激起了涟漪，让他们无

以释怀。虽然至今没有一个诗人公开

承认自己未来会因智能机器人而失业，

但也不能否认的是，有人已经在为此焦

虑起来。诗人开始不淡定了。其实这

个时候，诗人应该更增加自信，将自己

的“生命体验”进行到底，多写一些真正

能够引发共鸣的诗作，而不是仓促应

战，以显示才华。

诗歌“人机大战”也要分胜负？

过去五年 上海公共文化服务取得长足发展

77家美术馆全部实现免费开放
上海市文广影视局局长于秀芬昨天介绍了上海建设一流文

化设施，构建全球卓越城市的文化软实力等相关情况。据介绍，
在过去五年，上海的各级各类文化设施建设取得长足进步，公共
文化基础网络设施基本布局建设到位。 青年报记者 郦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