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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 9汇文 体

记者手记

    展览的名称“沙之书”取自阿根廷

作家博尔赫斯 1975年的短篇小说《沙
之书》，观众可以在展览中代入小说中

“我”的视角，感受那像沙一样无始无
终、无穷无尽，使人着迷又令人惶恐的

人工智能创造力。

《人造遗迹》似曾相识
如何在虚拟的数字空间中感受自

然世界的丰富多样？展览入口处的第

一个作品《人造遗迹》中呈现的每个生
物乍一看都似曾相识，但却是在现实

中每一样都不存在，而是 AI人工智能

持续探索的人造生命。艺术家利用 AI

深度学习生成昆虫及其名称和解剖学

描述，旨在以“新标本”的形式呈现“数
字原住民”昆虫的自然多样性。

人工智能作品的趣味还在于互动
性，观众在园区内扫码后，相机内将会

即时出现不同的虚拟生物，观众可以
触屏旋转生物观察细节，点击白色圆

圈即可获得相关部位的生物信息，虚
拟生物将随着旋转自动变换色彩。

《虚拟蝴蝶》独一无二
艺术家大悲宇宙作品《虚拟蝴蝶》

占据了二楼空间的一块巨大屏幕，在这

个作品里，人工智能模型每秒生成两只
不一样花纹、形状的蝴蝶，生成蝴蝶总

数已达 100万只，远超世界现存的蝴蝶
品种数量。《虚拟蝴蝶》展示了人工智能

不仅能够通过机器学习实现虚拟演化，

更有超越现实演化的可能性。
观众可在屏幕上

挑选自己喜欢的蝴蝶，每只蝴蝶带有

独一编码，一旦被选中，工作人员会即
时将此蝴蝶从展览设备中永久删除，

即观众在展览现场拥有的蝴蝶独一无
二，且仅属于自己。本次展览共有 3万

只蝴蝶，每人只能领取一只。蝴蝶的形
状万变不离其宗，绚烂多姿却具独一

性，让观众玩得不亦乐乎，现场排起了

长队。

《文本基因计划》人机写诗
大悲宇宙的另一件作品《文本基

因计划》由随机组合的零散词语或单

字生成语句，再由艺术家从中筛选出
具有美感的文本信息，结合图像算法

加工出有意境的视听组合，以不断生
成、流变的画面为这些类似诗歌的文

本填补形象。此次展出的《文本基因计

划》为特定场域作品，艺术家筛选展览
文本信息组成一个全新的“语料库”，

再由计算机随机组合“语料”生成词
句，在看似没有尽头的工厂烟道中竖

起 44块屏幕，词句在屏幕上生成、滚
动。白色的霓虹灯光在烟道封闭向下

的坡道中闪烁不定，好像联结起一个
未知的未来世界，神秘，又诱惑着现代

人向其中探寻。
展览的每一个晚上，艾厂门口有

一只近 10米高的“虚拟生物”会被点
亮，在园区内红色摇摆不定的灯光和

弥漫的蒸汽衬托下，这只“怪兽”带上

了些许“占领地球”的魔幻想象。
本报记者 徐翌晟

    这座位于城市西南角的莘庄热供站运营了 17

年，作为工业区发展的见证者，热供站凝结了光阴
的痕迹、工业的气息。 随着时代高速发展，绿色、低

碳、 环保、 智能的可持续化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旋

律。 2014年热供站正式退出人们视野。

历史遗存并没有被遗忘， 越来越多地以各种
形式贴近时代面貌，焕发新姿，更多的人走进热供

站，感受它的前世今生和未来。

未来“热供站”会持续释放光与热，建成后的

热供站数字艺术社区除引进艾厂人工智能艺术中

心之外， 还有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艺术与人
工智能实验室（aai）、张周捷数字实验室、马良工作

室等机构和艺术家工作室， 以人工智能和数字艺
术为平台，打造学术高度，推进“艺术+科技”产业，

“让科技赋能艺术，让艺术智造生活”，塑造集艺术
展览、艺术家驻留、数字工厂、人工智能数字艺术

研发及孵化为一体的数字艺术社区。

徐翌晟

“适老”健身
用心“圈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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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城市空间 美起来

闵行区春
西路 800 号———
原来一座荒废了 7 年
多的热供站，巨大而瘦骨
嶙峋的工业遗迹因为昨夜
开幕的一场“沙之书”艾厂
人工智能艺术展而产生聚
变，中国首个人工智能艺术中心随之诞生。

    在昨天举行的上海市运动促进

健康新闻发布会上，市体育局党组
书记、局长徐彬介绍了《上海市运动

促进健康三年行动计划（2021-
2023年）》（以下简称《三年行动计

划》）的相关情况，并与市卫生健康
委、市总工会及上海体育学院等单

位的相关负责人，一同介绍了未来

上海体医融合的发展规划。
《三年行动计划》共提出 12项

重点任务和 4项保障措施，旨在为
上海打造全民健身活力城市添砖

加瓦。其中，针对老年群体制定的
“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建设计划”颇

受关注。
就在本周初，浦东新区首家“长

者运动之家”在张江镇社区市民健
身中心挂牌启动，引发居民的热烈

反响。昨日的发布会后，记者前往相
关场所实地探访，揭秘“长者运动之

家”备受追捧的“秘密”。

多一点用心
“长者运动之家”位于张江镇党

群服务中心四楼 B座，是市民健身

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走出电梯，便
能看到“上海体育消费券”的使用指

引。在场地入口处，几位穿着统一制
服的工作人员，正指导老年健身爱

好者使用智能手机领取消费券，得

到更多实惠。领完券，顺便完成信息
登记的老年朋友为工作人员竖起大

拇指，“这里的服务比很多场馆更用
心。”其实，“用心”也是张江这个“长

者运动之家”圈粉的重要原因。
“您是第一次来这里吗？先来做

个简单的检测，稍后我们会根据您
的体质报告，安排适合的项目。”年

过六旬的陈建萍阿姨，昨天被几个
邻居“说动了心”，决定到“长者运动

之家”体验一下，刚踏进馆里，她就
感受到这里的热情，完成相关数据

采集后不久，一份专属的体质监测
档案很快送到陈建萍手上，接下来，

后台还会根据相关情况及时更新相
关数据。随后，陈阿姨跟着指导师，

来到促进全身血液循环的仪器前，
并很快掌握了使用方法，“我本来以

为操作（这些机器）很复杂，没想到
按两个键就可以了。”

简单方便的背后，离不开各相

关方面的共同努力。据运营方代表，

尚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介绍，
“长者运动之家”里的器材，都在智

能化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实现了“适
老化”。“对老年朋友而言，‘智能’不

应该成为健身的阻碍。”王亮说，“在
正式对外开放前，我们把所有的仪

器都调成最简单易懂的模式，数据

和注意事项的字体也放得比较大，
方便体验者能在第一时间看到。”此

外，“长者运动之家”的每个区域，都
配备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及救护设

备，以便发生意外情况时，能够提供
及时有效的处理。

搭一个平台
今年 6月上海首批“长者运动

之家”揭牌仪式上，与会各方便达成

共识：未来这个空间不仅要成为老
年群体健身锻炼的“舞台”，更要成

为社区邻里沟通交流的平台。4个
多月后，这个心愿正在张江的“长者

运动之家”，一步步照进现实。

“老王，你孙女最近怎么样啦，
快到放学时间了，你要去接一下

吗？”“今天她妈妈说下班顺路带回
来，我也难得在这里‘享享福’了。”

入口处右边的血液循环促进装置
上，王梅阿姨正与身边的朋友聊着

家常，这几乎成了“长者运动之家”
里的保留节目。

“我们希望所有来到这里的朋
友，都能带着笑容和好心情回去。”

距离锻炼区域不远处，穿着橙色制
服，被锻炼者称为“小杨店长”的姑

娘说：“我们有一个大的微信群，除
了定期提醒她们来锻炼，也会分享

一些日常，互帮互助。”她坦言，自己
最大的愿望，就是“长者运动之家”

未来能越办越好，让更多老年人参
与锻炼和运动，“毕竟健康和快乐，

永远是一个人最大的财富。”
本报记者 陆玮鑫

■ 展厅一角

■艾厂人工智能艺术中心外景

■ 工作人员指导市民健身 本报记者 李铭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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