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寻梅西要离开
巴萨的“震源”

9

7

本报文体中心主编 | ?第 500期 | 2020 年 8月 29日 /星期六 首席编辑 /李 纬 视觉设计 /戚黎明 编辑邮箱：xmwhb@xmwb.com.cn

汇文 体     扫一扫添加新民体育、

新民演艺微信公众号

新民网：www.xinmin.cn

Culture and Sports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来信：dzlx@xmwb.com.cn

     横空出世
“小冰”创作的过程有点像“写稿机

器人”，给她一些关键词，她可以排列组

合成歌词；围绕歌词、旋律片段甚而一
张图片，她在 2分钟内生发出一首大约

3分钟曲目的旋律、配器等。她在上音
学习，不单单是曲目录入，还包括与师

生的真人互动。与之互动的人越多，她

的学习效果越快、越好。目前，“小冰”掌
握了流行、古典、民谣等多种曲风。其导

师陈世哲表示，“小冰”在上音享受到了
一对多的线上授课模式，多位老师一起

点评她的作品，有时候他们反而会被她
的作品意外启发。

艺术创作———编剧、作曲、导演等
高感性、高理性同时融合的工作，似乎

被认为不可能被人工智能取代。那么，
未来作曲还需要人吗？

创作《HOPE》之前，大剧院为“小
冰”提供了“有光，就有戏”“剧场见”“新

联接”“Shanghai Grand Theatre”“Love

Art”等关键词，它们如同彩蛋一般埋藏

于歌曲之中，歌词中的“翡翠的希望和
水晶的音乐”，就来自“有光，就有戏”这

个关键词。
朱婧汐不仅是这首歌的演唱者（见

图），也是技术顾问。为了调教“小冰”，
她每个月去看“小冰”的创作进展。朱婧

汐还记得第一次听到“小冰”的创作，用
了“震撼、奇怪、希望”三个词来形容，

“起初，她的创作并不符合我的个人审
美，但让我看到无限可能性和希望。”

微软互联网工程院人工智能创造

事业部总经理徐元春介绍，“小冰”的音
乐创作能力如果应用于音乐产业，能把

一个专业音乐人每年十首的创作量变
成十倍、百倍甚至千倍。朱婧汐深有同

感，她把人工智能视为辅助者，“‘小冰’
帮我把龙画好了，我只需要做最重要的
点睛。”

目前看来，若仅限于“排列

组合”，相对缺乏创意思维的

工种，是可以被“小冰”或

“写稿机器人”取代

的。例如，若仅停留于

“文字游戏”，那么

“写稿机器人”

已成为一个尚

算 合 格 的

“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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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工工智智能能为为大大剧剧院院
创创作作新新演演出出季季主主题题歌歌

    以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生“身份”亮相的人工智能
程序少女“小冰”，昨天推出新作《希望》（《HOPE》），这
首上海大剧院 2020演出季主题曲，由歌手朱婧汐演
绎。随之，围绕人工智能对于未来音乐有何影响展开
了一番研讨———未来作曲还需要人吗？

 还得靠人
当观众想念一位已逝的

伟大音乐家，想“原音重现”乃

至“原形重现”时，高科技是一
个好帮手。此前，3D全息投影

技术“复活”了上世纪歌剧女
王玛丽娅·卡拉斯，令古典乐

坛沸腾。但是，“复活”卡拉斯

的这个念头或者说“创意”，是
人想出来的，而不是人工智能

想出来的。在艺术界最重要的
其实还是“最源头的创意”。

但是，“小冰”排列组合各
种音符、文字的能力，会通过

其累积的乐段、篇章的数量增
长，产生“质变”———亦即排列

组合的方式成倍增长后，“显
得”学习能力骤增、学习效果

更佳，所谓“算法”更为多样、
升级。

目前来看，“小冰”是无法
替代卓越的作曲家的，但是完

成上音布置的功课，还是不费
吹灰之力的。当科技进步为表

演艺术插上翱翔的翅膀，剧
场、舞台将迎来怎样的改变？

艺术科技融合之路，未来会有
更多艺术家、科学家加入———

因为人的创意而产生创作方
式的裂变。因而，大剧院会继

续给“小冰”机会，聘请其为荣
誉音乐制作人，在未来推出的

音乐项目、艺术教育中，我们

继续期待她的量变、质变与
裂变。

本报记者 赵玥 朱光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梁启超未竟书稿《中国

图书大辞典》将是明天上海博古斋年度春拍最大亮
点。该拍卖预展昨今两天在上海大剧院八楼望星空

宴会厅举办。

1927年，梁启超开始着手《中国图书大辞典》的

编纂，他计划“将中国数千年来曾有书籍若干种,现
有书籍若干种,悉数网罗,分别说明,以近世最精密之

表式,作古今典册汇总之簿录”。这个类似于古今图
书总目的计划，被认为是“中国图书馆学”建构的一

次演练。

由于身体等方面的原因，梁启超《中国图书大
辞典》的编纂工作只完成了“簿录”“官录与史志”等

部分，随着梁启超于 1929年去世，后世无问津此书
者。然而上述成果对于现代图书馆学而言是非常可

贵的。这部手稿是研究中国图书馆事业萌芽阶段的
重要文献。

    昨晚，舞剧《朱鹮》上演前 2小时，

陆续有观众走进上海大剧院 A1入口，
坐上电梯直抵八楼望星空宴会厅。报

上暗号一般的“见戏如面”，礼宾指引
观众到各个小包厢。坐定几分钟，一份

精致的雪菜黄鱼面或是红烧牛腩面便
端上了桌。这是上海大剧院特别在 22

周年庆期间推出的“见戏如面”套餐，

邀请观众一起吃上一碗生日面。
首次推出的套餐全部采取预约

制，购买舞剧《朱鹮》的观众，可以在大

剧院公众号预约下单，在演出前半小

时结束用餐即可。
观众张雅珍点的是一份黄鱼面，

“本地人嘛，就爱这一碗鲜味”。下午她
刚从中华艺术宫看完摄影展，笃笃定

定在演出前落座吃上一碗面，从胃到
心的满足。谈及菜色及分量，张雅珍竖

起了大拇指，这正符合现在倡导的节
约和光盘行动。

除了被秒杀的“见戏如面”套餐，
22周年院庆周期间，大剧院以一系列

安排呼应全新主题“心舞台，新联接”。

疫情以来首个剧院开放日“爱艺满满·

处暑”结合传统节气和七夕节庆，20

项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让广大市民观
众重拾回到剧场的感动，还有“上场

了·朱鹮”大剧院首次淘宝直播吸引超
过 4?在线观看人数及超过 5?点赞量。今后，大剧

院也将继续为观看当场演出的观众提供餐饮服务，

除了两款风味面点之外，还将推出多人套餐。

本报记者 赵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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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未竟手稿现身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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