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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提示词：“一位时尚女
性走在充满霓虹灯和城市标牌
的东京街道上。她穿着黑色皮
夹克、红色长裙和黑色靴子，拎
着黑色钱包。她戴着太阳镜，
涂着红色口红。她走路自信又
随意。街道潮湿且反光，在彩
色灯光的照射下形成镜面效
果。许多行人走来走去。”Sora
即根据这段简单的文本指令，
生成了60秒视频，头发、服装等
细节都没问题，并实现了连贯
的场景转换，达到以假乱真的
水平。

复旦大学计算机学院邱锡
鹏教授认为，此次发布是OpenAI
的一次“炫技”，也是从宣传上提
升自身实力和口碑的方式，总体
上让各界感到十分惊艳和震撼，
特别是视频时长的巨大提升让
人称道。

邱锡鹏告诉记者，视频生成
对机器学习来说是非常难的任
务，视频与图像不同，图像相当
于一种空间关系，视频又增加了

“一维”，时空关系使得视频生成
会更复杂。而在过去，虽然业界
也有所尝试，但能生成的尚为

“几秒级”。
上海交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系教授赵海教授表示，在数
字化世界里，图片是一种连续性
介质，就像水一样。而汉语、英语
等语言文字都是离散的，两个字
符之间没有模态意义上的连续

性。图片和文字还有“二维”和
“一维”的差别。因此，类似Chat-
GPT的纯大语言模型无法直接生
成图片，但通常会调用一个文图
生成模型来实现图片生成功能，
如OpenAI发布的Dall-E。

文图生成器经改造后，也能
生成视频。赵海表示，从文图
生成器过渡到文生视频大模
型，不需要很大的技术突破，研
发团队主要依靠的是大算力、
大模型、大样本训练数据等“先
天条件”。因而，Sora的问世不
能算技术革命，而是工程实践的
成功。

“我们可以把 Sora 理解为
是一种模态翻译模型。实际
上，我们说的多模态混合模型，
好比是你先上传一张图片，然
后针对上传的这张图片，你再来
提问题，相当于你在机器的输入
端同时输入了图片和文字，然后
模型用文字来回答问题，这个是
标准的多模态混合模型。而
Sora其实已经是在把自然语言
直接翻译成视频，其中的性质差
别还是很大的。因此，文生视频
本质上是在做模态的翻译，直接
把自然语言翻译成视觉信号。”
赵海说道。

他认为，在机器学习里，如
果输出要发生改变，其实很多
内容都要发生转化，数据集、训
练方式甚至模型架构都要有所
突破。

输入“繁花”能演出爷叔看宝总的表情？专家解读：

Sora赋能予人，不能代替人
OpenAI近期发布的首个文生视频模型Sora大幅刷新行业多个指标，重新定义了AI文生视频在现阶段的技术极

限，颠覆了生成式AI在视频领域的全球市场格局，被公众誉为给2024年开年后的AI生成世界扔了个“王炸”。
相对于一些公众惊呼的“炸裂！”，上海高校的计算机专家指出，从文字转视频模型角度而言，Sora并不是横空出

世的第一个，其问世不能算技术革命，但一定是工程实践的成功。虽然被普遍认为会改变未来的影视传媒行业，但也
有教授反问：要输入多少提示词，Sora才能演出《繁花》里爷叔看宝总的表情？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网络截图

赵海认为，文生视频大模型
将首先改变影视传媒等行业的游
戏规则，特别是以技术含量最高
的科幻电影为例，目前拍摄一部
科幻大片往往需要数年时间，大
模型用于这个领域后，特效画面
的制作时间有望缩短到几天，从
而大幅降低科幻电影拍摄的时间
成本和技术门槛。与此同时，视
频摄制成本的降低，也将给传媒
行业带来变革。今后，部分视频
的摄制也许只要在电脑前输入一
些提示词，省去了现场拍摄、后期
剪辑等耗时费力的过程。

“确实会带来好处，提升效
率”，邱锡鹏对此持相同观点。
邱锡鹏说，动画制作，需要先做
各种模型。面对“一只狗在雪地
里玩”的需求场景，设计师要先

见过一只狗，对狗的毛发，雪地
里的细微颗粒，都需要去建模，
可以说，传统的动画制作成本
高，周期长。有了这样的文生视
频大模型，给出提示词，就可以
比较好地用电脑虚拟生成场景，
并且做到风格多变。“目前，Sora
并没有对外公开，从长期看应该
会对行业产生影响，短期来说，
还只是‘炫技’了一下。”邱锡鹏
说道。

很难想象，用多少以及什么
样的文字作为提示词，才能让
Sora精确地输出“爷叔”如此登
峰造极的表演效果？这是复旦
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教授邓建
国对 Sora 问世后的一次反问。
对于AI一直有所思考的他，从媒
介学角度第一时间“马上评”，做

出了一些试探性的分析。
邓建国认为，即使Sora可以

高效和逼真地输出很多个某一
类型的长达60秒或以上的视频
片段，即使这些视频片段能让某
些自媒体或普通用户更便利更
廉价地创作，某些类型的视频片
段的表演仍然只有像游本昌先
生这样的专业老戏骨才能胜任；
能将这些片段以符合观众接受
心理的方式流畅编织起来、讲述
一个如《繁花》一样精彩和卖座
的故事的，目前也仍然只能是由
专业的讲故事高手通过专业（同
时也是昂贵）的设备才能实现。
尽管人类创造力的高峰已经被
Sora等人工智能技术重重包围，
步步逼近，但最高处的红旗仍将
猎猎招展，高高飘扬。

在Sora问世前，同类产品其
实已经出现，只是在工程上特别
是算力数据准备和其他某些方
面有不完善的地方，最显著的就
是视频可生成的时长。

邱锡鹏指出，从模型来看，
此次1分钟已经非常长了，一般
以普通视频一秒分成24帧，拼起
来，信息量非常之大。特别困难
的是在时序上的关系处理，如果
图像只是看一个空间关系，那么
时序就涉及到场景里物体运动
规律等，因此，不能轻视了增加
的又一维，背后要处理的各种关
系变得更为复杂。而且，时间越
拉长，这个关系处理过程就越复
杂，再通过海量数据的驱动，故
而可以让新模型根据输入指令
自动去捕获其中的关系。

“在Sora前，只能根据提示
词生成5~10秒的短视频，如今
一口气把时长提到了1分钟，这
确实带来的场景效能是不同等
量级的。”赵海同样惊叹这拉长
的时长。

赵海认为，1分钟时长的视
频能做很多事情，可以覆盖很多
电影相对完整的一个场景了。

换言之，其工业价值就提升
了相当的等量级，原来可以说能
代替一小部分人的工作，但是，
现在能代替更多的人了，而且是
高附加值的那些人了。

另外，从Sora此次发布的作
品来看，多角度镜头中，人和物
能保持前后一致性，不会因角度
变换出现问题。在对物理规律
的掌握方面，Sora 也有不俗表
现，比如在其生成的一段SUV行
驶视频中，汽车影子与车身始终
契合。

影视包含视频、文字、声音
等，是全模态的，从现在的文生
视频来看，现在还是无声的，但
是给它配上有声插件等，完整度
就将更为显著地提升。一旦开
放，的确，可以用很低的门槛直
接进入正常视频、影视的创造生
产，甚至直播带货、上课都可以
用到这样的模型。

Sora是一种模态翻译的模型

从5秒拉升到1分钟视频的背后

将改变影视传媒等行业

新闻从业者又应该如何适
应“Sora时代”？邓建国认为，新
闻报道追求真实，而Sora几乎全
是虚拟，因此，和ChatGPT不同，
Sora从本质上对新闻业应用面
不广，甚至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除非新闻业沦为“创意业”。在

“视频记者”这四个字中，重要的
不是“视频”而是“记者”。如果
记者没有脚力、眼力、脑力和笔
力，而仅仅满足于坐在空调房里
进行网络内容搜索和拼凑，或者
不断使用人工智能炮制内容，那
么这些记者在任何时候都应该
被人工智能替代。

“在各种‘虚拟现实’技术
盛行的今天，新闻业应该更加
坚守‘现实’本身。如果主动放

弃自己的‘现实’阵地不加区别
地拥抱虚拟现实，这是新闻业
自毁长城的失败，而不是虚拟
现实技术所向披靡的成功。”邓
建国说道。

面对AI界的每次变革，自媒
体上都会有大量“唱衰行业饭
碗”的论调，邱锡鹏强调“大可不
必”。他认为，总体上，面对新技
术，普通公众并不应该以害怕或
者悲观回避的心态来去看待，而
是应该积极拥抱变革，毕竟这些
AI技术的更新迭代最终是为了
指向“普惠性”，因此，了解和掌
握这些技术，变得尤为重要。

邱锡鹏说，过去的动画、特
效创作成本很高，并且工种划分
细致，即使你有一个想法，也还

要找很多专业人士帮助你把想
法变成现实。在未来，我们就可
以利用Sora这样的工具去帮助
自己达成，让每个人都可以利用
新技术在更大程度上尽展其能，
就像使用搜索引擎一样，相当于
让更多人的既有能力有了一柄

“放大器”。
从现在AI发展趋势来看，邱

锡鹏认为，个体的知识性能力可
以更多靠辅助技术轻松达成，对
个体而言，未来更多的是要学习
和培养综合能力，懂得如何去调
动资源来为自己去完成一件“大
事”的能力。当可以用一些外在
的工具合理帮助我们更高效处
理事务后，便可更多地把潜在能
力、思维活力释放出来。

积极拥抱去了解和掌握技术

Sora会怎样影响行业，改变世界？

Sora文字生成视频效果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