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邵 宁

实力派何以“老来得粉”？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扫一扫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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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国产电影在医疗领域，无论

对于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鲜有令人满意的

展示。《流浪地球2》里2058年的病房，基本

是2000年左右的配置水平：老旧的设备带、

留置针、无智能监控的输液、没迭代的接触

式有线监护仪。

整体来看，《流浪地球2》还是很不错的

影片，但是这些细节败笔，尤其是一些与医

疗相关元素的细节，让人感到遗憾。相信这

部大片的剧组整体制作是花了心思的，他们

请了信息技术公司，把空间站、机器人、空间

电梯的特效，都做得非常出色，难道就不可

以请一位医疗顾问畅想一下未来的智慧医

疗，指导一下医疗场景的布置与搭建？建议

我们国内的影视导演，真的需要医疗顾问团

队。否则，像在民国时期的病房摆上2000

年的监护仪、在2058年的病房里摆上2000

年的监护仪的事情，会层出不穷。有人真不

信民国题材影视剧里出现监护仪，那就不妨

去重温一下《情深深雨濛濛》。他们并不了

解近代的医疗是啥样子，当然更不会知道未

来的医疗将是啥样子……

《流浪地球2》的医疗败笔是一个遗

憾。要知道，国内很多县级医院和民营医院

的智慧化程度，都要比电影里这个2058年

的病房高级很多了。

从电视剧《狂飙》到电影《满江红》《流浪地

球2》……今年以来，一批优质影视剧成为现象

级作品，引发观影、收视狂潮，与此同时，张颂

文、张译、雷佳音、沈腾，一批不再年轻的实力派

演员出圈，关于他们的新闻和话题牢牢占据热

搜榜。在社交平台上，“老来得粉”“叔圈实力

派”，是网友对他们的评价和昵称。从看颜值到

看演技，热点如此转变，无疑是令人惊喜的。“叔

圈实力派”赢了流量明星，背后有很多值得思考

的东西。

首先，实力派演员走红，反映了娱乐圈风向

的可喜变化。

实力派演员可分两类。一类是形象、演技

俱佳，如靳东、胡歌等，凭借俊朗的形象和优秀

的作品，一直拥有大量粉丝。还有一类是外形

并不出众，甚至在人群里十分普通，比如张颂

文，个子还没有海清高，还有张译、雷佳音，都是

小眼睛，刚出道时被批“长得没特点”。然而，念

念不忘，终有回响。张颂文的励志故事已广为

人知，而“没有形象”的张译，也塑造了《我的团

长我的团》中的孟烦、《悬崖之上》中的张宪臣、

《狂飙》中的安欣、《满江红》中的何立等一众形

象鲜明、迥然不同的角色，令人印象深刻。

女演员中，50岁出头的闫妮也是一位大器

晚成的实力派，从《武林外传》中风情万种的女

掌柜佟湘玉，到《装台》中忍辱负重的蔡素芬和

《突围》中外表强硬、内心柔软的国企女掌门石

红杏，近年来她的演技又上了一个台阶，可谓千

人千面，收放自如。

有人总结了这几位“叔圈实力派”的共性：

一是久经磨砺蛰伏，二是曾被市场否定，三是为

人简单单纯，四是渴望银幕机会。正是对艺术

的热爱和执着，让他们一次次地挑战自我，曾经

的磨砺和逆境也让他们的演技变得深厚，在不

经意间一旦释放，便成就了不凡。

其次，“叔圈实力派”打破了“流量至上”的

神话。

曾几何时，“流量至上”成为影视行业选角

的重要标准。“小鲜肉”当道，流量明星层出不

穷，而流量明星大多出自偶像养成类综艺。这

些节目像流水线一样，推出一批又一批所谓的

“偶像”。通过选秀节目出道的“爱豆”（偶像），

往往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但流量明星其实

没有实力，台词都说不连贯的他们根本拿不出

作品。

然而，资本却跟着流量走。在一段时期

内，都是由资本来决定观众看什么的。一时

间，实力派演员被卡得难以出头，众多小鲜肉、

流量明星又因为演技不济，导致烂剧层出不

穷。观众苦流量明星久矣。这一状况终于得

到了改变，2022新年伊始，全国广播电视工作

会议上传来消息：“全面叫停偶像养成类综艺

和‘耽改剧’，着力营造清朗健康的网络文化空

间。”这一釜底抽薪之举，努力切断流量明星产

生的源头；另一效果则是为实力派演员施展才

华提供了更多空间。长此

以往，演艺圈的生态有望

变得更健康。

再者，让影视剧回归到

艺术本身。

“叔圈实力派”的走红，

也是一种正能量的回归。

这种回归对整个行业有着

更深的意义。影视市场离

不开资本，但绝不能被资本所主导，更不能被资

本所绑架。当剧组不再用颜值、用流量来选

角，而以演技、品质为标准，便可以让艺术回归

艺术。当年轻的观众越来越多地接受了实力

派演员，在优秀作品和出色演技的熏陶下，他

们的审美能力也逐渐提升，烂剧自然被摒弃。

反过来，观众的喜好也会影响影视剧市场，形

成一个良性循环。期待越来越多的影视公司

从作品艺术质量和观众的角度去创作，让编、

导、演各司其职，让有实力、有追求的演员专心

塑造角色。相信，叫好又叫座的作品，将不会

只有《狂飙》一部。

《流浪地球2》
的细节败笔

◆ 杨 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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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浩月

莫让提前起跑变成提前离场

近日，一年轻演员因一则八卦新闻，在社

交媒体被曝光。在话题火了一天之后，因曝光

内容牵扯到隐私，并触及到曝光行为合法性与

否的问题，热度很快降了下来，不过，就此也引

发了对于“星二代”群体的新一轮关注。“星二

代”在占据优势资源的前提下，能否在影视娱

乐行业发展得更好？这一问题再一次被提出

来讨论。

就该演员的公开资料看，虽然出演的作品

不多，且多是戏份不重的配角，但在相关报道

中，已经拥有了“新晋顶流”“顶流”的称呼，这其

实已经带有危险的气息，这是因为，凭借身份、

容貌、资源等与作品关系不大的因素走红，很容

易让人想起流量明星的弊端，以及附加在这一

群体身上的不良审美风尚。作为年轻演员，对

于顶流这样的说法，应有避之不及的态度，起码

从言行上，要以作品说话，远离顶流的浮躁，通

过演技获得观众认同，而非走流量明星的老路

与弯路，给人华而不实的印象。

作为行业内人，“星二代”不会缺少友善的

建议与意见，以帮助其敏捷地避开问题陷阱，但

前提得是“星二代”与其身边人，在事业观、人生

观、生活观等各个层面，拥有通透的观察能力，

保持理性的思考。业内不乏这样的例子，张艺

谋的女儿张末，曾志伟的儿子曾国祥，李安的儿

子李淳，刘震云的儿子刘雨霖等，都是“星二

代”，他们对父母的名气与资源有过多少利用，

这不得而知，但从整体表现来看，他们多低调内

敛，很多时候都是作品大于个人，而非个人大于

作品，也看不出想要成为“顶流”的企图心，走出

父母的“高大身影”，拥有自己一片领地，这样的

“星二代”值得尊重。

在最近爆红的《狂飙》中，出演缉毒队队长

杨健这一角色的王骁，他的母亲是包揽过金鸡

百花奖、金鹰奖等大奖的王馥荔（见上图），但在
入圈十余年来，王骁一直默默无闻地饰演配角，

从行业的最底层做起，像一名毫无背景的草根

演员那样，拳打脚踢为自己赢得了口碑，在“星

二代”群体中，算是颇接地气的。而接不接地

气，接地气到何种程度，这对创作与发展会起到

关键作用，对于“星二代”而言，接地气不仅意味

着要向父母打拼下来的辉煌地盘告别，也标志

着需彻底忘记自己的身份，对底层生活、市井文

化、社会各阶层，有很具体的体验与感受，并能

够将来自四面八方的“素材营养”，很好地运用

到自己的表演中去。

不可否认，“星二代”的起点是比较高的，

父母的榜样作用，家庭的气氛熏陶，多少都会

让他们提前起跑，但想要真正在行业内站稳脚

跟，“星二代”与其他从业者一样，主要还得靠

拼实力，依赖父母的资源所获得的机会，哪怕再

耀眼，也是短暂且虚无的，唯有通过自己一步一

步走过荆棘路，才能“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身

上有活、心里有底的“星二代”，在形象气质上就

可以看得出来，这样的“星二代”，哪怕最终成

绩无法超越父母，但也无愧于心，活得踏实而

自信。

“星二代”真正深入行业之后，便会觉得父

母带来的并非全然都是好处，和其他没有背景

的从业者相比，内部与外界，对他们的期待更

高，他们所面对的压力也更大，因为他们不仅要

捍卫家长的声誉、尊严，还要通过作品不断证实

自己是凭借双手打天下。因此，想要真正有所

大成就的“星二代”，除了要保持接地气之外，内

心还要有源源不断的坚持与热爱，由此形成的

动力，会使得他们主动排斥外界虚无缥缈的东

西，更专注于内心的存储、发掘与表达，从而褪

尽“星二代”光环，成为受人尊重的独立个体。

———从“星二代”将一手好牌打烂说起

《智能创作时代》渐行渐近
◆ 郑渝川

◆ 朱 光

人人都在看屏幕
唯有机器在读书

当我们都在热议ChatGPT的同时，

欧洲议会AI伦理领域的顾问安娜 ·菲

兰德日前在欧盟委员会官网发表了一

篇文章，提出了为何要对生成式AI进

行监管，核心问题就是——究竟是人

工智能控制人类，还是人类控制人工

智能。

还有一幅漫画形象地展现了我们

当下所处的十字路口——街边长椅

上，机器人“家长”在读书，机器人“小

孩”在画画；路上，所有人毫无例外地

在看手机。一旁的英文是“人类被钩

住 了 ，机 器 在 学 习（Humans are

hooked.Machinesarelearning.）”这张

图的最下一行的注释就是“人工智

能”。当下，我们的社会已经“进步”到

人人都在看屏幕，唯有机器在读书。

带着好奇拜访了一家在上海专事

OpenAI的公司。神乎其神的Chat

GPT，就是基于OpenAI的技术而创建

的。从事人工智能的技术派，首先颠

覆了我们常人对“人”的定义。

在人工智能从业者看来，生命分

为碳基生命，也就是包括人在内的地

球上的生物，以及硅基生命——广义

而言，就是指碳基生命之外可能大量

存在的更适应严酷环境的生命；狭义

而言，就是硅制作的电脑，一旦具有意

识那也是一种生命。因而，技术派认

为，“要把人工智能当成人、当成生命

去看待”。

对于那些无法简单把“硅基生命当

‘人’去看”的人群，技术派称之为“伦理

派”。有一门据此发展出的学科名为

“技术伦理学”——探讨如何认识和约

束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学科。

先来了解一下人工智能是如何

“学习”的，笼统而言方法有二。一是

读书。真的是读书，可以“喂”给它一

座图书馆、一座博物馆、一座美术馆、

一座档案馆……甚至在数量上可以远

远不仅限于“一座”。如果说“大数据”

还仅仅停留在数据（这里的数据不单

单是数字也可以包括可以被数字化的

文字、图片、影像等等）的梳理、归档

等，那么人工智能已经可以消化、分

析、提炼、联想、创造乃至融会贯通、举

一反三等。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

把几本书堆叠在桌上并拍张照片输入

电脑，然后“下令”：“我需要一幅城市

建筑的落日图景”，于是，在电脑屏幕

上，图片里几本书的轮廓就幻化成城

市落日下的高楼大厦。它识别图书的

外形线条，模仿、勾勒、推演、再造出符

合我们指令的画面。二是对话。真的

是与其使用者反复沟通。上海音乐学

院2020年就有一位人工智能少女“小

冰”成为音乐工程系的“荣誉毕业

生”。“她”的学习，是基于上音老师去

听“她”创作的海量音乐，并给予系统

性的点评。上音老师与此同时还要教

会创造“小冰”的程序员团队基本的乐

理知识包括编曲技巧，优化其创作模

型。然后，“小冰”不断学习、不断交作

业、老师不断给反馈，循环往复。“她”

能毕业是基于其创作水平与人类同学

相似且趋于稳定。老师对“小冰”的评

价是“学习能力超强的学生”，人类学

生完成一首曲目的周期是一周，而“小

冰”可以瞬时“学会”数百首。

其次，技术派打比方，人工智能的

“养成”，就如同人类“养娃”。就上音毕

业的“小冰”的“养成”过程可见一斑；就

漫画中机器人“家长”与机器人“孩子”

的状态也可见一斑。技术派正在让人

工智能，像人类孩子那样学习。在电脑

远远没有普及的上世纪90年代之前，人

类确实在长椅上读书，人类孩子在一旁

画画。哪怕当下，家长很自然地在送孩

子去上学习班、艺术班的空隙中掏出手

机看屏幕，但他们内心深处还是希望孩

子不要看手机，要去读书、去学习。

与此同时，技术派还在展望“数字

永生”这样的话题。意思是，以碳为基

础的肉体消失之后，意识可以转化为

全息影像，生成一个“数字人”，依然可

以与自己重重孙子跨时空拥抱。为了

这个目标，技术派已经可以让“人工智

能丈夫”以假乱真。妻子接了“丈夫”

的一个电话，双方谈话超过15分钟。

在通话最后一分钟里，电话那头问妻

子：“你觉得刚才与你通话的人是你丈

夫吗？”妻子深信不疑：“是呀！”电话那

头的技术派真人丈夫特别开心：“人工

智能，成功！”技术派团队解释道：这是

“数字永生”可以成立的第一步。

作为伦理派，我已经深深感受到

“数字永生”这个话题里诸多伦理问

题。“数字永生”一旦成立，人类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将被重塑，并且我

们该如何看待实现过程中诸多半是欺

骗半是善意的谎言？技术派认为，此

举起码可以帮助到丧偶、丧独家庭

——但是，这个世界如果只有得到，没

有失去，会平衡吗？如果我们只有白

天没有黑夜，都会睡不着。

寒意袭来。技术派颠覆了全球社

会人文学科的存在意义。社会人文学

科研究的是人——人的文学、人的审

美、人的思想、人的心理、人的观念……

在好莱坞科幻电影里早已预告了唯技

术带来的只有“废土”——文明破灭后

的混沌世界。影片《终结者》的结果，

就是机器终结了人类。在安娜 ·菲兰

德的文章里提及：“道德和法律方面的

违规行为，通常发生得很微妙，也很突

然，可能小到无法察觉，但是极有可能造

成指数级的损失。”例如，深度造假在技

术上已经可行。BBC剧集《真相捕捉》第

二季的内容就是，英国国防部长明明人

在家，却被人工智能伪造出的影像上了

BBC新闻，发布了与其政见相左的言论，

从而陷入政坛危机。现实生活中，学术

造假已经无法被发现。ChatGPT代笔的

论文，无法被教授、评委分辨。欧盟的人

工智能立法，即《人工智能法案》将于

2024年正式生效，旨在要求成员国必须

任命或建立不止一个监督机构，确保“必

要的程度得到遵循”。

技术派是技术专业人士，对技术

的热情是祭奠式的：“哪怕死在自己发

明的机器手上也很有荣誉感”——早

在1818年玛丽 ·雪莱的小说《弗兰肯斯

坦》中就有鲜明呈现。但是，偶然诞生

于地球的碳基生命的我们，难道不能

珍惜一下自己吗？我们为何要生儿育

女，不是为了人类作为种族的繁衍

吗？我们为何要养机器娃呢？是为了

创造一个“弗兰肯斯坦”吗？

我们应该把机器当人吗？如果必

须，那我们自己首先要多读书。

ChatGPT（美国OpenAI研发的聊

天机器人程序）火爆全网。其实，

ChatGPT只 是 AIGC（AI Generated

Content，人工智能合成内容）浪潮中的

一个代表性的产品。AIGC当前在互

联网世界的应用其实已经非常广泛，

举例来说，不少网友经常看抖音、头

条、微博、公众号上的电影解说，肯定

熟悉这个开场白，“注意看，这个男人

叫小帅（或者‘这个女人叫小美’）”。

这其实是AI生成语音的电影应用。相

类似的应用就是运用特定的歌手歌声

合成软件，让AI帮助用户提供具有不

同音色和唱腔的虚拟歌声。

新出版的《AIGC：智能创作时代》

一书从文本、音频、图像、视频四大模

态角度介绍了人工智能赋能内容创作

的中外案例。如AI合成文本，就提到

中国地震台网在2016年、2017年通过

自主开发的地震信息播报机器人，在

地震发生不到一分钟时间内写成详细

介绍灾况以及当地气候、人口情况，并

包括图片的报道。AI已经能够进行诗

歌、故事、剧本、小说等文体的写作。

而在图像方面，AI绘画工具可以支持

古代、近代、现代许多知名作家的画

风；而AI视频合成方面，新华社、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人民日报等央媒的AI

主播上线以来，还在不断迭代完善之

中，接近于以假乱真。

《AIGC：智能创作时代》这本书比

较好地阐释了AIGC的技术思想，用相

对简短的篇幅回顾了人工智能的诞生

和发展历程，解释了机器学习、感知

器、神经网络等概念。在谈到AIGC的

模型和结构时，书作者尽可能选用便

于初学者感兴趣的通俗语言。总的来

说，这是一本能够很好激发大众读者

了解人工智能、AIGC兴趣的普及读

本，叙述中加入了较多的新例，颇具趣

味性，也很有实用性。

包括对AIGC在内的人工智能概

念，面向大众，进行解读介绍的很多图

书，都存在突出的弊端，或过于学术

性，或过度渲染其在互联网信息领域

的应用，让人产生AIGC就是“用来玩

儿的”。《AIGC：智能创作时代》的主要

内容放在了对AIGC如何应用于各产

业、行业，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之

上，这也增强了全书的分量。如书中

指出，AIGC通过自动化处理任务、产

生新想法、生成有价值的决策建议，有

效赋能企业各个职能部门，在产品研

发层面通过辅助编码提高代码生产效

率，在市场营销流程中可以很好地把

握受众兴趣和偏好进行更为针对性、

更为个性化的营销服务，在管理层面

则可以极大地消除企业运营管理中的

无效环节，很好地改善企业运营效

益。而在不同行业中，AIGC均能起到

重要作用，比如金融行业可以借此改

善风控，更好地履行普惠金融的使命，

让金融更好地助力经济运转；又如在

医疗行业，AIGC在预问诊、用药咨询、

用药提醒上已经大放异彩，还能逐步

参与到实际诊疗工作中。

这本书还谈到了为更好地推动

AIGC产业发展，使之更好地助力经济

社会发展，建立起良好的产业生态。

同时也需加快相关产业的法规建设，

并强化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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