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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臻儒

  2023 年高考结束，高考作文又一次登上

了各大平台的热搜。今年的考后仿写环节，除
了各路媒体、专家积极参与之外，还有一群别
样的考生——— 有人将高考作文题目输入多个人
工智能软件中，几秒钟内便获取了一篇篇成熟
的“考场佳作”。
  在一些语文教师看来，人工智能出品的作
文中，有几篇鲜少硬伤，大体上可以评到中高
档次的分数，在考场作文里算是不错的成绩。
其中，以ChatGPT为首的国外人工智能产品用
大量套话填充文章，虽然逻辑清晰，但一味说
理，在与国产AI的交锋中落于下风；相较而
言，百度研发的“文心一言”表现亮眼，结构
清晰的基础上运用了名人名言和古诗词，甚至
融入了辩证思维，被网友戏称“更适合中国高
考的人工智能”。
  从AI 进军高考作文，不难看出人类在写
作过程中的难点。高考作文大多为议论文形
式，优秀的内容需要在清晰文章框架的基础上
进行填充，才不失为一篇文采和逻辑兼具的好
文。逻辑和结构恰好是AI 擅长的部分，因此
得以大展身手；相对而言，缺乏系统训练的考
生可能会在作文思路上落于下风。人工智能背

靠海量素材库，能够不受限制地旁征博引；人
的记忆力是有限的，学生只有通过背诵的方
式，才能提高写作的丰富度。不仅在作文领
域，人工智能的触须还伸到了古诗词赏析、阅
读理解等题型上，给出详细、标准的答案。
  毋庸置疑，AI写作就像预制菜的加工，将
文章框架、写作素材都提前准备好，真正的写作
过程只需短短几秒，极大提高了写作者的工作
效率，节约了时间。有人因此认为，作文不必再
多加练习，毕竟人脑永远无法达到AI的境界。
  不过，面对AI写作，有人消极，也有人
更自信。在抱有积极态度的一类人看来，写作
不同于一般的重复性劳动，是一个较为复杂的
思维过程，融合了知识积累、价值判断、情感
表达和逻辑思辨等环节。一篇作文，就是浓缩
了一个人成长过程和学习内容的结晶。AI写
作乍一看让人眼前一亮，但看过很多篇之后就
能发现，虽然篇篇逻辑缜密、用词恰当，但依
然有千篇一律的痕迹，人类写作过程中融合的
人情味，人工智能依然难以企及。因此，除了
理性客观地表述事实，一篇作文中可以呈现更
多真诚的表达和人文关怀，让人情味成为打败

AI作文的强项，也成为学生在考试评价中脱
颖而出的法宝。
  人工智能落后于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是，
素材库里的知识都是“二手”的，没有创造性
的人工智能，依然是人类的附庸。拥有洞察
力、能够直观感受和发现生活的人类才是生活
素材的第一发现人、第一“作者”。这样的特
点解释了教育的意义所在。从小到大，为什么
作文贯穿各个教育阶段？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能
够准确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只是学写作文
的功能性原因，更重要的一点，是让学生在学
写作的过程中，感受文字之美，提升个人的理
解力、想象力和表达力。
  面对人工智能，更需要警惕的是滥用。偶
尔尝试利用人工智能写作文或许很有新奇感，
但时间久了，只会让人失去思考和表达能力，
沦为机器的附庸。后续可能产生的文字生产高
度雷同、版权纠纷等问题也会引发一系列连锁
反应。人工智能进军作文界，让一些对自己写
作水平本就不自信的写作者打起退堂鼓，但全
社会依然应该鼓励真诚、积极的作者多写作
文，写好作文。

面对ChatGPT

需要“另一种自信”
  据文汇报，随着人工智能愈发深度参与到文化
艺术创作中，很多人“坐不住了”，文学界、影视圈、流
行音乐等多个领域持续掀起热议。
  “过去我们谈技术、人工智能，往往存在敌对、戒
备、不服气等傲慢情绪，要与机器一比高下。多年来
人机交互特别是ChatGPT 迅猛发展后，人类‘学乖
了’，不再那么自信。”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表
示，以往讨论中创作者容易陷于“大脑无可比拟”“情
感无法取代”等观点，但抛开这种武断式自信，人类
应生发“另一种意义上的自信”，那就是积极调整心
态，相信自己通过学习能够同步更新迭代知识体系。

放下戒备与傲慢，并不意味着“唱衰”“认怂”。业
内认为，与其讨论创作是否会被ChatGPT 取代，不
如探讨如何将人工智能作为辅助工具，更好地“为我
所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认为，当下读者越
来越不满足于被动的、被作者喂养控制的单线程线
性文学，以网络文学为例，网友评论已经直接影响作
者的创作。他认为，AI有朝一日一定会“觉醒”，挑战
和希望并存，“越有人文精神的人，越要积极投入到
新技术中。它会倒逼我们重新去看什么是独创、什么
是拼贴、什么是模仿，从而诞生新的创意。”

网红打卡

不是越界打扰的理由
  据北京青年报，一块“居民住宅，谢绝参观”的标
牌，竖立在重庆渝中区网红景点——— 白象居小区门
口，居民们自发组织起值守小队，将游客拒之门外。
前不久，“白象居设卡阻拦游客”登上热搜，引发关
注。现在，标牌已经拆除了，不过由此引发的网红地
与原住居民如何找到平衡点的话题仍在继续。
  任何一个有着长远眼光、开放思维的城市，都不
会拒绝网红打卡地，更不会拒绝全国各地的游客来
打卡。这可能也是白象居小区撤掉“居民住宅，谢绝
参观”标牌的原因所在。值得思考的是，居民生活圈
有权拒绝参观吗？从简单的道德绑架中走出来，最起
码要看到一点，无序的参观、无界的拍摄，干扰了原
住居民的日常生活，他们正当的工作权、生活权、休
息权、安静权应该得到尊重。小区居民竖立禁止标
牌，不是简单的拒绝游客，更重要的还是拒绝无序和
无界。
  居民生活和网红打卡不是单选题。其解决之道，
绝不仅仅是让街道社区增加劝导的力量，应该划出
边界，最起码要让游客知道如何打卡、主播知道如何
直播。网红打卡不是越界打扰的理由，文明的边界是
不可逾越的。

音乐类综艺

为培养年轻人提供舞台
  据光明日报，2023 年，音乐类综艺热闹非凡。在
网络“神曲”泛滥的当下，综艺荧屏的歌声是一种坚
定有力的回应：观众期待好的音乐，让音乐真正回归
音乐本身。
  在中国电视艺术交流协会影视艺术专业委员会
副秘书长周蓉看来，“这些青春气息扑面而来的音乐
类综艺受到关注，是因为在华语流行乐坛不温不火
的当下，它们愿意为新音乐与年轻人提供具有包容
性和培养性的舞台，为有音乐才华和远大梦想的年
轻人创造机遇，让他们用动人旋律谱写青春个性，展
示青年音乐人的文化自信与使命担当”。
  对音乐类综艺节目来说，更深层次、更具价值的
创新，不是节目中明星竞技、表演舞台、改编形式等
流于表面的创新，而是回归音乐本身的创新。“复制
爆款模式、追逐市场热点，或是对表演舞台的深度包
装……种种音乐之外的所谓创新已经难以满足观众
的胃口，观众需要音乐创作上的新意和惊奇。这是国
内音乐类综艺高速发展至今必须突破的瓶颈，也是
乐迷和节目观众共同的期待。”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
视学院副教授韩莹表示。

建设更多的

中华文化主题公园
  据新华每日电讯，长春动植物公园推出的以“梦
幻西游季·夜游动物园”为主题的系列演艺活动，近
期火爆出圈，不仅小朋友喜欢，成年人也追捧，被游
客称为“西游主题公园”，持续登上热搜榜。
  一段时间以来，以迪士尼为代表的主题乐园受
到大众追捧。外国文化的成功实践，固然有许多可圈
可点之处，但悠久的中华文化作为流淌在国人血液
中的基因，更有发扬光大的群众基础。长春“西游主
题公园”火爆出圈，就是一次很好的尝试，既满足了
人们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又激发了心中的共同文化
记忆，让人感受到了中国经典文化的魅力，对文化自
信更加坚定。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有不少
可以开发的资源，亟待通过形式创新、展示创新、运
作创新再挖掘、再创造。仅以四大名著为例，相关电
视剧和电影大多已经成为经典，塑造了一大批耳熟
能详的形象，成为一代代人的记忆。在文化主题公园
化、文化元素IP 化、表演形式沉浸化成为潮流的当
下，如何将这些经典作品通过现代运营手段开发出
来，满足群众走近中华文化的需求，相关文化产业大
有可为。建设更多独特的中华文化主题公园，是时
候了！
          （□记者 李梦馨 整理）

人工智能不是写作的绊脚石

  早前，小天才手表是小学生的社交
“神器”； 2022 年，高唱《孤勇者》
才能对上孩子圈层的暗号；眼下，盘着
小手串，才不至于在好友面前落伍……
一阵阵流行风刮过，让人越来越看
不懂。
  记者和几位小学中高年级的学生聊
盘串，没想到迅速借此打入孩子们内
部。他们纷纷热情地向记者展示自己的
“珍藏”。四年级的小娜戴了一款粉水
晶手串，自豪地告诉记者，班上很多女
生都羡慕；五年级的小陆则从姥姥那里
拿来金丝玉竹手串，让同学们直呼“哇
塞”……孩子们购买手串多是在景区、

文具店或是网上，有的消费了30 多元
买来一两条，也有的花了两百多元买了
七八条轮换着戴。以串换串的现象也很
常见，同学们在交换手串、交流玩法中
找到闺蜜、铁哥们儿，课余时间倘若腕
上空空，倒真的不合群了。这么看，手
串还真成了孩子们打通社交壁垒的“硬
通货”。
  娃娃盘串，多少令人有些哭笑不
得。青少年能迅速建立统一的爱好，最
大的心理动力，无非跟风而已。就像
80 后、 90 后儿时收集小浣熊英雄卡，
用彩色线绳编各种花式的手链，喜欢玩
转笔，课下的时间抄歌词……他们从众

而行，逐渐形成一代人特有的共同记
忆，别有一番生趣。身处局外的成年
人，因为有代沟横亘其间，自然视盘串
为“怪癖”。
  “怪癖”年年有，为何今年盘串引
发社会如此强烈的关注？大抵还是因为
这跨代际的爱好产生了强烈的反差。这
边，右手翻看课本，左手一圈圈揉捻着
串珠，潇洒自如；那里，弓身背手，手
中捻动的珠串快速旋转……这样的镜头
在短视频平台上已经屡见不鲜，也导致
了部分人无法理解却大为震撼，更无奈
地调侃：盘着盘着，难道娃娃们传统文
化的DNA动了？

娃娃
娃娃
盘盘
串串

娃娃盘串 叫人哭笑不得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本报实习生 王远润 

  德云社相声演员孟鹤堂凭一句经典台词“盘他”走红。其包袱里，盘的就是各
类文玩手串。在大众的固有印象里，盘串是胡同大爷们的日常习惯。不过，从今年
起，这种“大爷文化”的标配爱好却在青少年特别是小学生中风靡开来，着实惊掉
了一众人的下巴。有人笑称，这是国人“又一传统文化血脉觉醒”。但也有人发
现，这更像是剑走偏锋纾解焦虑的癖好。那么，如今横跨老中青多个年龄层的盘串
行动，到底盘出了啥？

  若说只有大爷大叔们才能盘串，的
确有失偏颇。手串多用来装饰，但孩子
们通过佩戴以炫耀获得自信，倒有几分
还原了手串最早的功用。手串自古就是
身份的标志。祖先们将牙齿、贝壳等钻
眼穿串佩戴，后又取用宝石、珍珠等做
材料，或华丽夺目，或工艺精巧，都是
古人社会地位的重要象征。
  手串一直是社交“神器”。《红楼
梦》第十五回中，北静王特意接见了贾
宝玉，心中十分喜爱，将腕上一串念珠
卸了下来，递与宝玉道：“今日初会，

仓促竟无敬贺之物，此系前日圣上亲赐

鹡鸰香念珠一串，权为贺敬之礼。”其
间承载了匪浅的情谊。到了第十六回，
林黛玉从家乡苏州归来，贾宝玉将北静
王所赠的鹡鸰香串转送给黛玉。岂料黛
玉不屑：“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
它。”尽管黛玉不屑一顾，但这串念珠
却又一次承接了情感的起承转合。
  传统意义上的盘串文化，盘的更是
心境。自佛教传入中原后，人们通过念
珠来寄托信仰、祈福静心。后来，盘串
逐渐衍生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玩文化行

为，有了把玩之意，既满含重视手中珍
宝、爱不释手的情结，又在那循环往复
的绕动中，回避忧愁、寻找平静。盘串
人也愿将其称为“拴马索”，隐喻人心
杂念纷飞、刹那不停，盘手串便可增加
定力、断除烦恼。电视剧《雍正王朝》
中，康熙亲传雍正一金丝楠木念珠手
串，希望其善待兄弟及臣民。以至于后
来十四皇子允禵多次顶撞，雍正皇帝都
是紧握念珠，选择忍让。这一盘串的细
节，也有一定的历史深意。

手串一直是社交“神器”

  当下盘串风劲吹，还与相当一部分
的青少年受到历史题材影视剧影响
有关。
  曾经，古装剧《延禧攻略》中的富
察皇后就是个文玩迷。她水晶手串时时
不离手，彰显了这位剧中乾隆皇帝的白
月光质朴、冰清玉洁的一面。该剧播出
后，同款产品大火。许多商家都借机推
出类似产品，赚得盆满钵满。直到今

天，“富察皇后同款”依旧是购物网站
上的热销货，一月能卖出上千件。
  手串热销有粉丝经济、营销文化的
影子。刚刚完播的爆款剧《长月烬
明》，更有团队抓住市场脉搏，巧妙运
作了衍生品项目，设计师提炼了人设、
服饰、故事情节、代表道具等作为设计
灵感，最终推出设计款复合型品质手
串，每一个角色手串都被赋予了人格化

的 意 义 ， 仅 在 包 装 的 设 计 上 ，
WUDOLL 设计师就融入了剧中道具、
场景，每一个上头剧粉都能在包装上发
现喜爱角色的元素，甚至在发货环节，
WUDOLL 巧妙将发货人设置成对应角
色的名称和地址，确保在每一个触点给
用户惊喜，其销售很快破千万，着实用
手串把粉丝狠狠拿捏住了。

“文创热”在拱火

  盘串恐怕还算不上一种传统文化的
降龄化复兴，相当一部分青少年盘串，
是为了解压。
  省城某高校研二学生小群也是盘串
大军中的一员。她拥有多个花色的琉璃
手串，不论是背单词时，还是写论文作
业时，左手都没闲着，将琉璃手串盘得
哗哗作响。她自己都笑称，与其说是爱
上学习，不如说是迷上了绕指柔。“手
脑并用间，仿佛时间也过得特别快，这
让本来很枯燥的功课平添了一些趣
味。”
  年轻人沉迷盘串，其实更和近年来
80后、90后先后热衷涂色解压、打毛
衣、绣十字绣等行为没有本质区别，直
到今天，青少年对一些类似于尖叫鸡、

水晶泥、迷你沙包等解压玩具仍情有独
钟。从这个角度讲，手串更像是一种最
新上架的解压产品。
  “年轻人从这些行为中能具体收获
什么实质内容，倒也未见得。但这的确
可以成为焦虑情绪的发泄口。多数情况
下，也是一种积极的、正向的表达。”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李聪颖认为。
  焦虑是十分常见的社会心理，是一
种面对压力产生的紧迫感，也是展现想
要积极解决问题的一种心态投射。这种
心理，无论老幼，在日常的生活中都可
能存在。即便深刻如鲁迅，也会在《野
草》中倾诉作为人的不安与焦灼。适度
焦虑不一定是坏事，面对竞争或考试，
这样的情绪有助于提高大脑的兴奋度和

感受性，让人们处于思维的主动知觉状
态，从而更好地发挥。但当焦虑情绪达
到一定程度，不及时排解，就会产生诸
多生理、心理和行为上的不良反应，造
成失眠、烦躁等。“这些解压行为，只
要没影响正常的生活节奏，没有玩物丧
志的趋势，就不必大惊小怪、过度解
读。”李聪颖说，可以通过听音乐、看
电影，与好友倾诉，增加体育锻炼的频
次，解除压力，渐渐把自己的生活谱成
更为明快的乐曲。解压更关键的是消解
家长的“鸡娃”情绪，不传导那些由争
胜心、功利心带来的忧虑给子女，不强
行让孩子替自己出征，营造一种更为成
熟的社会心态。

家长的“鸡娃”情绪还需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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