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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阿勒泰》

带来的惊喜
  据光明日报，随着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热
播，新疆阿勒泰的旅游热度再次推高。而在“一部
剧带火一座城”的现象之外，《我的阿勒泰》在艺
术创作方面也惊喜重重。
  这是一个中式散文改编的“新案例”。长期以
来，文学改编都是影视剧拓宽题材的重要途径，
《我的阿勒泰》带来的新惊喜是除了历史名著、小
说、网文等体裁，散文也可成为影视剧改编的源头
活水。这一方面再次体现出“文学性”对影视艺术
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我的阿勒泰》并非一般
的非虚构作品，它是纯中式的书写，是立足中国
人、中国生活、中国精神的表达。这种从中国大地
原生涌出的情感和故事，从更“前置”的创作阶
段，便让剧集摆脱了西方类型片的桎梏，它不是
“高概念、强剧情、多反转、快节奏”的大片，但
却书写了辽阔天地之间的众生相、酒肆饮、意
难忘。
  “治愈”是观众评价该剧的高频关键词，它既
源于哈萨克族少年巴太与返乡文学少女李文秀的真
挚爱情，也让雪山、森林、河流从“背景”走向
“前景”，填补了观众对边疆牧区的知识空白。

县域文旅热

如何可持续
  据人民日报，大宋不夜城为何能火起来？答案
藏在“夜”字里。历史上，宋代夜间经济兴盛，苏
轼曾以“名都信繁会，千指调笙簧”描绘当年东平
地区的繁华。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追求品质生
活，夜经济日益呈现消费新图景。古今交融，形式
创新，契合了现实需求，打开了市场空间。
  古城那么多，开发好、整合好、推介好独特资
源，才能抢得先机、赢得人气。东平县充分利用自
然和人文资源禀赋，将环东平湖84公里景区景点串
珠成链、分流互融，营造出移步即景的效果；修葺
白佛山隋代佛窟造像、“运河之心”遗址戴村坝以
及水浒文化遗存，让人文资源焕发新光彩。实践表
明，立足自身特色、优势，强化资源整合、融合，
做好开发与保护两篇文章，把文旅资源摆对位置，
就能释放发展新活力。
  今年“五一”假期，不少小而美的县域景点成
为游客热门打卡地。顺势而为，因势利导，立足实
际促进多产业、多业态融合，才能助力“县域文旅
热”不断持续下去。从现实来看，一些地方将文旅
与体育赛事、农业景观、工业遗存等结合起来，打
造高品质文旅项目，取得良好效果。在这个过程
中，县域治理水平也应随之提升。

演艺新空间

还有更大空间吗
  据北京青年报，区别于传统剧场的“演艺新空
间”近年成为演出行业的热点，“沉浸式”成为年
轻人追逐的时髦热词。新的演出空间衍生出新的演
出内容和形态，也带来观演关系和观演体验的
变化。
  演艺新空间为何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北京儿
童艺术剧院院长王东认为，这是由于新媒体、人工
智能的发展，人机交互对生活的渗透，让现在的人
已经不满足于传统剧场的在场感、仪式感，而需要
更多的沉浸感。北京舞蹈学院教授张朝霞认为，在
新空间的演艺形态中，观演关系的颠覆会让观众成
为演出的主角，甚至会左右剧情的发展，这正好契
合年轻人对于艺术市场和艺术产品的多元化期待，
并为严肃艺术和大众文化消费之间提供一个新的沟
通渠道。
  创作者在追求新和潮流化的同时，如何避免浮
躁，避免过度的、不适宜的科技手段的使用，以及
保留空间的独特性？当下这个时代，越追求科技，
可能越需要烟火气，越需要人与人近距离接触，这
正是演艺新空间独有的价值。而演艺新空间要求作
品与空间结合的独特性，别人不能轻易复制，“我
们在做演艺新空间创造的时候，应该从时间、地
点、场景、心理这四个维度去考虑受众，才能真正
让观众沉浸在我们打造的概念中。”

读懂“新中式”

审美价值与文化意义
  据文汇报，近年来，“新中式”风格在年轻人
中火到“出圈”。“新中式”的走红是消费者与传
统文化的“双向奔赴”，也是年轻人文化自信的生
动体现。对今天的年轻人而言，拥抱传统文化早已
不是偶尔为之的仪式感，而是深度融入“衣食住行
游购娱”等日常生活。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文系主任王宏
超认为，“新中式”审美风潮的流行，一方面体现
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与多元，为新文化风格的流
行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当下文化
创造的活力，能把传统与现代进行完美的结合。就
笼统意义而言，较之于西方文化，中国审美文化与
生活有着更为密切和温情的关联。
  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曹祎
遐分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至今，乃至享誉
海内外，传承密码就是其中的精神取向、情感认
同、文化标识。传统文化骨子里的深层价值认同
是没有改变的，几千年前古人的精神取向、社交
模式和美学理念与当下的我们是存在共性的，是
经过历史积淀与考验的，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
根源。
          (□记者 李梦馨 整理）

  中国旅游日定在5月19日，主要是为了纪
念明代著名旅行家徐霞客及其著作《徐霞客游
记》。《徐霞客游记》的首篇《游天台山日
记》开篇之日就是5月19日，具体记录为“癸
丑之三月晦”，即公元1613年5月19日。徐霞
客以其广泛的游历和详实的地理记载，被誉为
中国旅游的先驱，其探索精神和对自然美的追
求至今仍激励着人们。
  回顾我的旅游经历，好像也能说出一二
三。从时间上说，三十多年，不算短了；从空
间上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了山西、内蒙
古、青海，我都去了。因而，有时还堂而皇之
地夸口，去的地方不少。可是，仔细一想，我
几乎没有一次是为了旅游而旅游，都是利用采
访或开会的机会去的（当然门票都是自己花

钱、吃饭也是自己花钱），严格意义上讲，是
蹭旅游，蹭景点，也就是说，不那么纯粹。有
点儿“假公济私”。我很惭愧。
  因为不纯粹，也就不深入，走到一个景
点，都是忙里偷闲，满足于到此一游。拍一张
照片，吃几口当地小吃，喝几口当地的酒。因
为有采访公务在身，注意力都在工作上，所谓
的旅游，都是见缝插针，无法放松，蜻蜓点
水，类似于“搂草打兔子”，慌慌张张，不从
容，不悠闲，怎么可能抵达景点的纵深？
  因为不纯粹，也就不珍惜。花的不全是自
己的钱，割的不全是自己身上的肉，怎么能心
疼？我接触过一个济南的歌迷，有个意大利著
名歌剧演员到国家大剧院演出，门票是一千多
元，北京朋友给搞到了一张票，我这个朋友居
然不要，自己买票，他说自己买票听得真切，
免费的票不行，因为免费，机会来得太容易，
就听得马马虎虎。他说看完演出，觉得钱花得
值，恨不得把耳朵堵起来，唯恐听进去的优美

歌声从耳朵眼儿那里流散了。
  因为不纯粹，写的游记也就缺乏见识。有
时是去采风，带着工作任务，印象不深刻，感
情不投入，怎么能写深刻？诗人欧阳江河在博
鳌文学论坛上说过一句话：怎么写的问题，是
怎么活的问题，活多深，才会写多深。对一个
地方，去考察、旅游，没有深入进去，还能写
多深呢？经典游记，都浸润着深刻的生命感
悟，字字心血所凝。
  纯粹，才能看到事物本身，不纯粹的东西
附加的“成见”，时时在干扰你。在日常生活
中，人们往往因为自身的经验、情绪、利益关
系等因素，对事物形成预设的看法或评判，这
就好比戴上了有色眼镜，难以看清事物的真实
面貌。而纯粹的心态，就好比擦亮了这副眼
镜，让光线毫无阻碍地穿透，直达事物的核
心。换言之，只有当我们的心灵摒弃了偏见、
欲望、杂念等外在干扰，以一种纯净、客观的
心态去观察和理解事物时，我们才能真正地洞

察事物的本质和真相。旅游就是用脚走，用眼
看，用心悟，更需要纯粹、专一，需要主一
无适。
  中国旅游日是一个提醒，让我们在忙碌的
生活中暂停脚步吧，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去那些书本里或梦想中的地方。它教会我们，
旅行的价值在于过程（包括排队、堵车等都是
过程的一部分）——— 沿途的风景、遇见的人、
体验的事以及这一切如何触动我们的内心，丰
富我们的生命体验。
  旅游不纯粹，就是对景点的不尊重。旅游
不纯粹，也就是不会旅游。花自己用汗水赚的
钱，放心，自在，玩得痛快，吃得香。轻轻松
松地把景点看够，琢磨景点的细节和纹理，体
味独特韵味。很可惜，我去的地方太少，太
少，赶紧补课。近期我给自己定了个小目标，
专门去山西看看云冈石窟，看看悬空寺、阿育
王塔、雁门关，看看晋祠；然后去内蒙古看看
草原，住一住蒙古包，还有青海……

纯粹的旅游
□ 逄春阶

当AI遇上艺术
□ 本报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乔博林 张格堃

  人工智能技术正以蓬
勃向上之势快速发展，在
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引发
全球范围内的高度关注。
从连续对话到图像识别，
从 医 疗 诊 断 到 交 通 管
理…… AI 应用场景愈加
多元。 2018 年由AI 创作
的肖像画在佳士得拍卖会
上以4万美元售出；卢浮
宫举办AI艺术展览，科
技与艺术的融合让越来越
多的艺术家与研究者投身
AI艺术的创作风潮，人
工智能为艺术创作带来了
无限机遇与挑战。

  在科技日新月异发展的大环境下，人工
智能和艺术的融合已然成为一种趋势。 AI
为艺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创作方式，通过利
用生成对抗网络（GAN ），艺术家们可以
创作逼真的图像，并利用这些图像进行实验
性创作。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也为艺术品的
创作、展示、销售、收藏提供了极大便利，
促进艺术市场发展进步。
  日前，由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山东美术
馆、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联合主办的“画龙点
睛”全国生成式人工智能艺术展暨《塗龙
季》第三季展览在山东美术馆开幕，为观众

呈现了一场艺术与科技交相辉映的视觉
盛会。
  本次展览会聚668位来自五湖四海的艺
术家、独立设计师、高校教师以及不同学科
背景的青年才俊，共呈现了3000余件艺术作
品。不同于传统艺术展，此次展出涵盖人工
智能生成图像、3D打印雕塑、影像装置、实
验艺术等多种艺术形态，充分展示了人工智
能与艺术结合的广泛探索和前沿实践。
《“龙”系列》雕塑展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
科技手段的高度融合，运用传统皮影的元
素，在AIGC 技术的加持下，观众扫码即可

在手机上看到卡通形象，体验感极佳；《0+
LONG》借助宇宙总质量为零的假设理论，
运用数字雕塑的方式，在软件平台上运行，
为大众呈现变幻无穷的神秘场景；《共生》
《云宋算法》等作品，展现了人工智能在各
个领域释放出的强大创造力和广阔想象空
间，将艺术的可视化和生动性提升至另一个
高度……超脱现实的束缚，营造出科技感的
空间，冲击力极强的视觉效果吸引了众多游
客打卡拍照。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数字艺术与传媒学院
副院长、人工智能设计研究中心主任张光帅

说，这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以生成艺术
为主题的展览，艺术设计产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本次展览不仅是对我国人工智能艺术
前沿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对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一次有力实
践。”策展人、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董占
军认为，展览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
次致敬，也是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潮流的表
现，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中华民族丰富的历
史文化资源得到了生动诠释，科技与艺术交
汇碰撞，激发出微妙火花。

  人工智能强大的学习和创作能力正逐步
渗透艺术领域，为其注入新鲜血液。今年年
初，山东新年文艺晚会音乐专场就为现场观
众奉上了别具一格的演出，音乐会中9首曲
目由中央音乐学院人工智能团队制作而成。
其中交响乐《千里江山图》利用AI 技术将
北宋画师王希孟的传世名作进行视觉化呈
现，文人墨客笔下的大好河山通过数字技术
变得生动立体；AI 新琴歌《祝福》改变传
统琴歌的演绎方式，让中央音乐学院人工智
能虚拟歌手成为演唱者，与古琴演奏家共
创，以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根据“祝福”这

一主题而生成的中文现代诗为歌词，加入脑
电情感计算技术，使作曲家的脑电信号多层
次参与到音乐中。传承传统与展望未来并举
的 A I 新琴歌，为观众带来不同的视听
体验。
  在音乐大模型赛道，昆仑万维发布的天
工SkyMusic 作为国内首款且目前唯一公开
的AI 音乐生成大模型，率先攻克了音频路
线＋人声情感表达的难关，打破了以往AI音
乐生成仅作为BGM或符号的局限，实现了
人声歌唱，情感传达以及多风格音乐创作的
精准模拟和创造性演绎。不仅能高度模拟真
实人声，天工SkyMusic还可以呈现出发音无
比清晰、可理解度极高的音乐作品，实现
“以假乱真”的效果。同时天工SkyMusic通

过对目前最大的、包含了2000万首歌曲音乐
数据集的深度学习，还能生动再现粤语、四
川话等中文方言，并利用方言演唱歌曲。它
在中文音乐生成上表现出的强大实力进一步
拓宽了音乐产业的价值链条，吸引其他行业
的人才涌入音乐行业，加速音乐产业与音乐
创作生态的变革。
  在综艺领域，湖南广电推出首个AI导演
“爱芒AIM”，在综艺《我们仨》中与常驻
嘉宾携手合作。“爱芒AIM”不仅承担节目
旁白、活动行程策划的角色，还在录制过程
中展现强大的实时对话、视频剪辑能力，
“AI＋综艺”强强联合，开启内容共创新
篇章。
  诸多成功案例已说明，AI 在艺术圈的

爆火并非偶然，应该看到背后更深层次的原
因。通过机器学习，生成对抗网络技术，
AI 创作不仅能够加快创作过程，简化传统
艺术创作中繁琐的步骤，还能通过学习训练
保证艺术创作的多样性。利用大数据分析和
算法预测，AI 可以分析艺术市场的趋势和
用户偏好，为艺术创作和营销宣传指明方
向，这种强大的市场洞察力为艺术家与大众
之间建立高效便捷的沟通桥梁。
  艺术的推广离不开技术的支持，山东艺
术学院音乐学院院长王歌群表示，作为艺术
工作者，要深入思考如何将新意融入百姓喜
闻乐见的作品中，“推进文化两创，离不开
对传统内容的继承以及对传播手段的创
新。”

  诚然，AI 技术的崛起为艺术圈带来了
新的可能性和机遇，但也要看到，作为新兴
的技术，AI 创作仍存在诸多缺陷隐患，需
要社会增强警觉意识。
  首先，模式化的创作在加快产出速度的
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艺术创作中尤为忌讳的
同质化与伪个性化。由于AI 创作运行逻辑
的标准化，可能会带来艺术作品风格千篇一
律的问题，削弱艺术的创新性，破坏原有的
创作生态。
  其次，AI 创作可能存在侵权问题，由

于原创性和独创性的难以界定，有可能引起
版权纠纷和知识产权争议。第三，AI 创作可
能引发伦理争议，由于算法黑箱特性和决策
的不透明性，艺术作品可能带有伦理道德风
险，例如虚拟人物项目“Uncanny Valley”展
示由AI生成的数字人物，其高度逼真性引发
了社会对虚拟人物在媒体和娱乐产业中可能
引发伦理和道德问题的担忧。
  作为新兴的技术，AI 创作有助于开阔
创作思路，推进表现形式的多元化，但艺术
作品的背后是创作者夜以继日的灵感沉淀，

过分追逐技术的炫酷华丽而忽略艺术本身的
内容传达，会陷入顾此失彼，本末倒置的技
术陷阱。 AI 赋能艺术创作，旨在深度融
合，要求艺术工作者以客观严谨的态度对待
AI，接受其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AI 创作正以惊人的方式改变艺术的格
局，为艺术创作带来新的活力。面对AI 创
作，应正视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挑战，也要
尊重艺术创作的客观规律，追求深层次的内
容表达，将技术赋能艺术，实现二者的深度
融合，让艺术搭上AI的快车。

科技与艺术的微妙火花

AI与创作的强强联合

“编码创作”仍需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