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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人工智能对创作与阅读的影响

新技术浪潮袭来，AI 与创
作者之间关系的讨论不断引发
思考：少儿出版领域的创作经验
真的会被取代吗？如果答案是
不会，那么它的价值何在？

“文学的面目从来都取决于
人类灵魂的底色，与工具的关系
不大。”儿童文学作家薛涛说。

“真正优秀的作品，永远闪
耀着人性的光辉，探索思想的边
界，给人以心灵的启悟和情感的
触动。”儿童文学作家王苗说。

在这场关乎创作主体性的
讨论中，作家们的共识逐渐清
晰：挖掘独有的生命体验，不断
提升文艺原创力，才能在新技术
面前维持创作的价值。

个人经验形成独特风格

当DeepSeek能在一分钟内
生成故事、绘图软件可以批量产
出图画时，创作者们正站在十字
路口，重新思考创作的本质。

“在儿童文学创作中，作家
个人的童年经验和生命体验具
有私密性，其他力量很难攻陷
它。”薛涛认为，儿童文学创作
的特殊性正在于此，它更强调
那些不可替代的人生体验，也
呈现出作家自身回望童年时不
断变化的轨迹，“AI 能让公共
话语无处藏身，但个人经验是
一块特区。”

这种个人经验的创造性表
达正是许多优秀作品的共性。
如青年插画家弯弯的作品《妈
妈的剪影》，以剪纸的形式再现
了一位喜欢弹琴、刺绣、量体
裁衣的姑娘成长为母亲，和父

亲共同建设美丽乡村的故事。
弯弯介绍说，书中的剪纸作品
是母亲的创作，承载了她对那
个时代的独特观察，“创造力是
创作者的生命，我们想表达的
东西还是个人化的，每个人都
有不同的视角和关注方向，AI
毕竟是拿已有的东西进行整合
改编。”

“无论是文学还是绘本，都
有一个创作的过程，从采风、
成稿到反复修改，每一个环节
的取舍和呈现，都是创作者的
思考与心血。”中国美术家协会
漫画艺委会秘书长王立军认
为，能够引发读者共鸣的作品
都有着创作的温度，就像如今
优秀的绘本更多还是采用手绘
的形式，无论是水彩、版画还
是素描，都留下了不可复制的
痕迹，“文艺创作是一个金字塔
形，要达到塔尖还是要靠创作
者用时间去打磨，形成标志性
的独特风格。”

人类的“下一部”不属于AI

随着人工智能的普遍应用，
其带来的同质化等问题，是行业
的隐忧，也是变革的契机。从长
远来看，人们的注意力会自然
地流向那些思想精深、技艺精
湛、制作精良的作品，进而激
发创作者的创新动能。

“人工智能的进步提醒着作
家，创作的独特性、原创性越强，
越不容易被取代。相反，那些模
式化、套路化的写作很容易被模
仿和超越。”王苗表示，一位作家
要想走得长远，绝不能自我模

仿、故步自封，而是要不断自我
超越、自我革新。

王苗谈道，极具个性化、
个人化的创作一定是从题材选
择、结构意识、表现手法等方
面都能有所创新。作家在创作
构思和题材选择上的灵活敏
捷、不可预测，是人工智能暂
时无法达到的。她个人钟爱传
统文化、北京文化题材的写
作，写过《书苗》《国色天香》
等作品。“极度发达的人工智能
在大量吸收我已有作品的基础
上，可能会模仿出一部神似我
风格的作品，但是没有办法创
造出我的‘下一部’作品。”

对于人类创作的不可预测
性，东方出版中心融媒体中心主
任丁峰也有同样的感受。“AI不
可能成为开宗立派的文学创作
者。”丁峰认为，文艺的内核仍是
人的创意与审美，就像 AI 可以
模仿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画出
几可乱真的画作，但下一个新的
流派肯定是由人类创造，而绝不
会是AI。

作家自我革新的创造精神，
开辟着文艺创作的未来。“假如
有一天人们不再需要我的稿子
了，那一定是因为我写得不够好
了，与AI无关。如果将来AI真
的‘围剿’了文学，那一定是文学
性比较弱的创作被取代。那么
我们真应该感谢 AI，它促使我
们重新打量什么是真文学。”薛
涛表示。

知己知彼用好AI

不可否认的是，新技术的

迭代升级已经成为不可逆的趋
势。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与
AI和谐共处，也是创作者们需
要面对的课题。

“人类无法抵抗和阻止新技
术带来的革新脚步，因为马车
永远无法跑过火车。但是马车
夫如果学会了开火车的技术，
就能驾驶火车，享受到更多便
利，拥有更多机会。”在体验
DeepSeek等工具后，王苗认为
人类对人工智能的“驯化”与

“调教”越精准，就越能让它成
为创作的助力，与创作者成为
配合默契且带有明显区分度的
合作伙伴。

“30 年前我们就开始用电
脑做设计，很多复杂的效果现
在通过滤镜一步就可以完成。”
王立军说，新技术带来的便
利，能够简化初级的、重复性
的工作，让创作者有更多的时
间去创造优秀的作品，因此要
利用好工具，不要回避，也不
必过于恐惧。

“无论 AI 技术如何发展，
也始终只是一种工具。面对任
何工具我们应该秉持同一种态
度，就是要了解透、利用好、
不过度依赖。”丁峰表示，AI
是人类迄今为止非常得力的思
想助手，但在使用时必须时刻
保持批判性思维。“将来，作
家与技术团队合作或许会是一
种常态，跨媒介叙事可能
是出版形态的标配。但
技术改变的只是产品的
形 式 ， 而 非 文 学 的 本
质，创作仍需在创新与
传承间找到平衡。”

AI让人重新思考创作本质
□本报记者 商小舟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影响、
改变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科
普领域也不例外。AI大模型的
应用出现在包括图文视频生
成、智能创作、翻译校对等各
个环节，科普工作者如何利用
AI，如何为公众做好AI相关知
识科普？《中国新闻出版广电
报》记者采访相关人士，一起
讨论人工智能大背景下的科普
创作。

技术大有可为

在海量数据快速处理，直
观图表、动态模拟生成，多语
言翻译等环节，人工智能已经
肉眼可见地提升了科普创作的
效率和精准性，它帮助科普作
家将复杂概念转化为更容易被
大众理解的表达形式，可以生
成初稿段落、进行术语解释或
案例类比。科普作者发现，面
对书稿中一些重复内容，AI可
以帮助他们节省时间，同时根
据读者所在地区的文化特点调
整案例，此外 AI 技术在 3D 模
型建构、语音互动等方面大有
可为。

无论是作者，还是出版机
构，或者电商平台，都尝试利
用AI分析读者兴趣，并将读者
群体进行细分，实现不同类型
的科普图书更为精准地推送。
一些科普作家关注到电子书平
台收集的跳读率、标注热点等
数据，这些“直观”反馈可以
帮助他们优化章节，补充图示
表格，甚至触发新的灵感。

作为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和天津科技翻译出版有限公司
总编辑，方艳表示，出版社已
经感知到AI相关图书的市场热
度。例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医
疗卫生领域的落地应用。“像医
生这样的专业人士同样亟须人
工智能方面的科普，他们想知
道如何运用 AI 更好地精进专
业，做好自己专业领域的科研
工作。”方艳表示，出版社尤其
是科技类出版社对于AI科普图
书应该“两条腿”走路，“一方
面当然是面向大众的入门与普
及类图书，另一方面应该在主
打的产品线上有意识地布局

‘人工智能+’方面的选题，比
如我们近期出版的《人工智能
心电图》《人工智能与医学影
像》就是在探索先想一步，快
走一步。”

创作不可取代

“我们已经看到了 AI 带来
的新变化，以及它产生的积极
作用。人工智能既给了科普作
家助力，也让他们意识到了挑

战。”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
会长、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科学史系教授刘兵表示，
AI 的强大功能改变着传
统科普的供需模式和传播

方式，不仅吸引更多人加

入科普队伍，也提升了全社会
对科普创作的关注。一方面，
我们应该看到AI客观上帮助科
普创作实现优胜劣汰，一些低
水平的、平庸的作品被淘汰，
同时更多的精品被推出，这对
科普类图书的创作和出版肯定
是有推动作用的，当然这也在
考验作者和出版社的水平。另
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坚信AI不
可能百分百替代科普，写作本
身就是一个创作过程，那些公
认的科普经典作品核心就在于
创作。真正优秀的科普著作应
该向读者传达一种精神、一种
思考的方法，带给读者独特的
视角，以及科学的品位和人文
的观念。“AI 是辅助创作的有
效工具，但只有从人的角度出
发的创作理念，才能产生情感
共鸣，才能真正激发科学兴趣
和批判性思维，传递出人性的
温度。”刘兵说。

科普作家如果善用人工智
能技术，不仅能提升创作效率
与传播效果，还能突破传统科
普的边界，创造出更具吸引力
的作品。一些作者还利用人工
智能构建了反馈系统，看到不同
平台上的反馈。可以想见，未来
优秀的科普作家既是精通AI的
多面手，也是具有核心竞争力的

“心灵捕手”。

阅读丰富创造力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AI
也是一把双刃剑，必须使用得当
才能发挥好的效果。当前利用
AI进行创作也存在一些挑战。

科普的灵魂毋庸置疑在于
科学性，而 AI 大模型在科普
领域的应用，带来的首要问题
就是 AI 基于现有数据信息输
出的内容，有时在科学的严谨
性上存在问题。如果虚假、谬
误甚至伪科学的信息被广泛
传播，而公众很难判断是否
权威，是否可靠，进而产生错
误的认识，不仅会影响科普的
公信力，也可能造成更为严重
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科普
创作者要时刻提醒自己认真
鉴别。

即使已经有AI大模型辅助
创作的科普科幻作品面世，也
有人工智能与人类作者共同创
作完成的作品获得相关奖项，
但科普圈内越来越多的人意识
到，人工智能时代，更需要阅
读。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工智
能大语言模型也是通过“阅
读”来训练的，“阅读”让人工
智能获得海量信息。阅读是激
发人类大脑神经连接的重要手
段，是我们不断学习，不断丰
富创造力的重要方式。

当科普遇上AI
□本报记者 韩萌萌

“DeepSeek可能比95%的人
写得好，但问题在于无法暴露人
的局限性，而人的局限性恰恰是
很多经典的灵感来源。”今年全
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
作家协会副主席麦家如此谈论
DeepSeek与文学创作。时光回
溯到1949年，脑外科医生杰弗
里·杰弗逊与人工智能之父艾
伦·麦席森·图灵就曾对“机器
是否能创作十四行诗”有过争
辩。此后，“机器写诗”的论调
层出不穷，但人类耕耘写作沃
土持续至今。

当AI越来越强大，会影响
到作者的创作吗？日前，多位
文学创作者与出版人接受《中
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采访
时均表示，写作者回归言志载
道的文学传统，回归秉承原创
的文学初心，将人生体验融于
时代洪流之中，将艺术才情寄
于理想表达之上，文学的泉眼
才会永不干涸。

文学关乎心灵

在人工智能时代，“文学是
人学”仍是理解一切文学问题的
总钥匙。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且为人类所独有，如果离开了

人，文学何以安身立命，这是
不用争辩的常识。中国作家协
会副主席李敬泽在“花城文学
课”上谈道，语言是人类与世
界建立联系的最根本方式，人
类通过语言来表达情感、传递
思想、构建意义。

文学作品无论是批判现实、
悲天悯人，还是虚于想象、天马
行空，写作者终究是在纸上天地
将人情世故刻画得入木三分。
中外文学史，也是一部讲述心灵
历程的历史，每一部经典之作都
是人情的表达。“屈原放逐，乃赋

《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
语》……《诗》三百篇，大抵贤圣
发愤之所为作也。”在距今2000
多年前，司马迁已在《报任安书》
中深刻洞悉个人命运与文学创
作之间的联系。

“尽管人工智能技术在近年
来取得了巨大突破，但文学作为
一种古老而独特的艺术形式，其
核心价值依然无法被完全替
代。”李敬泽说，人工智能可以生
成看似完美的文本，但它无法真
正理解人类的情感和经验。

好文章一定具有创造性

文学创作是一件劳其筋骨
之事，文学对写作者的叙事艺
术、人情表达、语言镕裁提出了
更高要求。用AI协助创作的人
都意识到，它的文字整合能力非
常强，在推理思考能力与表达丰
富程度上都有巨大提升。但文

学不是文稿编造，语言文字终究
是用来表情达意，而非机械化堆
砌。写作者春种秋收的劳作，才
会让文学果实味道甘美。对此，
香港浸会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教授葛亮说：“人类作为文学艺
术的创作者，有一个很重要的
特点，那就是不完美。恰恰是
这种不完美，成就了很多艺术
的杰作。”

一方面，人工智能确实可
以提高创作效率，以网络文学
为例，已有平台尝试用人工智
能来辅助写作，填充枝节内
容；但另一方面，过度依赖人
工智能，也会加剧同质化、快
餐化的问题。中国作家协会科
幻文学委员会副主任陈楸帆表
示，站在人机协作的临界点，
我们既要警惕“自我工具化”
的异化风险，也要让文学回归
到最本真、质朴的原点，即探
索心灵，自由表达，开拓前人
未曾体验过的美、情感与思想。

“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确
实为写作者提供了便利。但真
正的好文章一定是具有创造性
的，一定是带着写作主体的独
特发现和思考，携带着写作主
体的独特气息和温度。”《当代
作家评论》主编韩春燕说，“没
有独创性的成果注定是平庸
的，最优秀的文章一定是人完
成的。直面人工智能技术的挑
战，我们需要凸显独特的思考
和表达，贡献人工智能无法抵
达的真知灼见。”

“文学创作不只是手工艺”

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共情
而生，伟大的文学作品必须有
读者为之共鸣。北京十月文艺
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说：“在关
于新技术的各种喧嚣中，更多
听到的是行业中人对自己主体
地位以及权利归属的忧虑。很
少听到有人从读者的角度想一
想，他们更愿意读到什么样的
作品。”

与电脑、互联网的普及影
响作家写作不同，人工智能直
接对作家自身的写作能力构成
挑战。随着人工智能不断地迭
代，它的写作能力还会变得更
强。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陈
崇正预见：“未来两三年内，先
智能、再人工的写作方式将会
变得普遍。”

“变局之中，众声喧哗。”韩
敬群表示，关于文学创作，关于
出版，我们已经听到各种不乐观
的预测，譬如80%或90%的平庸
写作者将被淘汰出局。

“人工智能无法取代人的写
作，写作的意义不在于那 95%，
恰恰在于那剩下的 5%，甚至
1%。”麦家进一步阐述，归根结
底，文学创作不只是手工艺，它
有脚步声和心跳声，有脉动和节
奏。人类的情绪千变万化，就像
天上的云，瞬息万变也丰富多
彩。这恰恰就是我们写作的
1%，也是作家存在的意义。

好作品浸润着创作者独特气息
□本报记者 徐平

编者按 当人工智能写作的内容越来越多、越来越好，人类的创作该何去何从？

本版从大众关切的文学、少儿、科普三大类别的图书创作与阅读谈起，对话创作者、

专家、出版人，请他们分享针对人工智能搅动内容创作话题的观察与思考。

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