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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探寻网络文学与微短剧融合发展路径
□桫 椤

画家说画

《西岳降灵图》：高雅精妙的白描人物长卷

以
微
观
视
角
呈
现
中
国
女
性
成
长
史

—
—

电
影
《
孔
秀
》
评
析

文学艺术的每一次
变革，都受到媒介技术进
步的影响。AIGC时代，
“文艺何为”成为热议话
题。尽管关于人工智能
是否具有“自我”和“主体
性”尚在争议中，但技术
进步不会停止，对文艺创
作的影响也将持续加
深。对此，我们应当在熟
悉、接受的过程中明辨其
中的利弊，寻找更有利于
人类精神建构和表达的
有效方式

近年来，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的不断发展和应用，给文学和艺术带来前
所未有的影响。从会写诗写歌的微软小
冰，到能够与人展开高级对话、书写文稿的
ChatGPT、讯飞星火和文心一言等大语言模
型，再到通过文本指令创建视频的生成式人
工智能模型Sora，人工智能已经开始进军文
艺创作和生产领域。2月 26日，中国社会科
学院文学研究所发布的《2023 中国网络文
学发展研究报告》显示，AIGC 成为年度网
络文学新热点，微短剧成为网文 IP 转化新
风口。AIGC 开创的“内容生产自动化”新
模式，为网络文学和微短剧的融合发展提供

了新机遇。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指基于算法、模型、

规则生成文本、图片、声音、视频、代码等内
容的技术”，其底层逻辑是不用人进行创作，
而是基于大数据算法来生成创意。当然，其
生成的依据仍然是人发出的主题指令。这
似乎颠覆了以往的创作伦理。传统意义上，
文学作品被看作是“作家用独特的语言艺术
表现其独特的心灵世界的作品”。艾布拉姆
斯有文学“四要素”之说，即“世界、作家、作
品和读者”四要素在文学中是相互依存、相
互作用的。但在 AIGC 的创作中，作为主体
的作者已经“去人化”，这样一来，它所描绘
的“客观世界”和“心灵世界”，显然也不再是
某一个作家的观察与体验。这种变化，无疑
裂解了文学的传统定义。

AIGC 诞生后，率先对网络文学产生了
较大影响。网络作家可以借助语言模型辅
助创作，从而拓展思路、提高效率。阅文集
团推出的“作家助手妙笔版”就是面向网络
作家的 AIGC 应用产品，它可以通过提供灵
感、补充细节等方式，帮助作家丰富景物描
写和角色设定，甚至生成角色形象图。这是
网络文学的生产机制和表达方式所决定的。

从生产机制上看，网络文学是在网络上
创作和传播的，而 AIGC 通过大数据运算搜
集信息，也需要在网络环境中进行，二者都
具有网络属性。网络作家的创作灵感，调用
的是个人的知识、经验、想象和感受；而
AIGC 的创作，调用的是存在于网络数据库
中的人类所有知识（经验、想象和感受已经
被知识化、数据化）。由此可知，AIGC 一定

会超越个体局限，但无法超越人类整体。
从表达方式上看，网络文学被称为“读

者的文学”，作者要围绕读者的愿望讲故事，
而不像传统写作者那样在笔下书写自我。
这使得网络文学的表达是“去作者化”和“去
主体化”的，写作者大多处于文本之外的“第
三方”位置，故事与写作者本人的生活、性格
和情感形不成直接对应关系。这与 AIGC

“去人化”的写作异曲同工，即并不追求故事
所描绘的客观真实性。

作为“读者的文学”，网络文学写作如同
古代说书的现场讲述，具有鲜明的展示性、
表演性色彩，其关键在于如何吸引读者（听
众）。文艺行当里有“熟戏生书”之说，意思
是唱戏要唱观众爱听的老戏，说书则要讲别
人没有听过的故事。这催生了网络文学“讲
述一个好故事”的创作目标，作者要具有较
强的创意能力，能够通过新奇的故事打动受
众。这与微短剧在目标和原理上是一致
的。微短剧要在短时间内展开故事，浓缩戏
剧冲突，以便观众利用碎片化时间观看。由
此可见，虽然微短剧靠“短”吸引观众，网络
文学靠“长”留住读者，但对创意的追求是相
同的。

因为有着共同目标，网络文学与微短剧
融合发展形成了便捷通道。一方面，网络剧
行业可以复制网络文学的发展经验，尤其是
网络文学基于以平台为核心的生产机制和
海外传播策略，可供微短剧行业有效借鉴。
另一方面，网络文学可以成为微短剧的素材
库，大量网络小说可以改编为微短剧。相关
资料显示，2022年重点网络微短剧上线量从

2021年的58部上升到172部，网络文学新增
微短剧授权超 300 部。2023 年上新短剧分
账票房排名靠前的13部作品中，根据网络文
学改编的作品多达 10部。微短剧的强势放
量，既为网络文学提供了新的 IP开发途径，
也吸引网络作家主动创作微短剧剧本，从而
为网络文学带来新的文体走向。已经流行
的气泡小说、话本小说、互动小说，其实已经
带有网络短剧的特征。

更重要的是，随着AIGC的大量应用，微
短剧的制作成本将大幅下降。2 月 26 日，由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中国首部文生视
频 AI 动画片《千秋诗颂》开播。该系列动画
片将国家统编语文教材里的 200余首诗词，
用 AI 转化制作成唯美的国风动画，让更多
人尤其是青少年，感受中华文脉的动人魅
力。而一位四川博主利用 AI技术生成的《西
游记》动画短片，画风大气磅礴，据媒体报
道，创作者先利用ChatGPT分析原著完成分
镜规划，再利用 AI绘图，继而使用文生视频
技术完成动画，在一周时间里完成了原本需
要花费半年进行人工渲染的内容。可以预
测，微短剧市场将迎来热潮，这对于网络文
学而言也是利好。

文学艺术的每一次变革，都受到媒介技
术进步的影响。AIGC 时代，“文艺何为”成
为热议话题。尽管关于人工智能是否具有

“自我”和“主体性”尚在争议中，但技术进步
不会停止，对文艺创作的影响也将持续加
深。对此，我们应当在熟悉、接受的过程中
明辨其中的利弊，寻找更有利于人类精神建
构和表达的有效方式。

□胡景敏

2020 年，电影界首次提出“中国
新人文电影”理念并付诸实践。新
人文电影倡导以“现实主义”“人文
关怀”“精神力量”“艺术品质”为特
征的新人文精神，在跨文化的视野
中关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个体的
现代化进程，并以此为出发点，展现
和处理人与自然、科技与人文、物质
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新关系。王
超执导的电影《孔秀》以散文化的慢
叙事带观众走进时空隧道，将一位
时代女性的个人史真诚地呈现在银
幕上。影片弱化了对生活的戏剧化
处理，以平实的镜头语言和美学格
调展示出令人动容与深思的静谧的
生活流。个人史内容与生活流叙事
构 成 这 部 新 人 文 电 影 的 底 色 和 特
色，成就了一部高品质的影片。

笔者曾观赏过多部奥斯卡最佳
影片，持续追看每一年度的中外热
门影片，也曾热衷阅读电影理论和
电影史著述。于是形成了一种不自
觉的欣赏习惯，把每一部电影放到
电影史的链条中去审视，看它的主
题、叙事、风格、镜头语言等，并乐于
给影片归类。而面对电影《孔秀》，
笔者犹豫了。它是传记片，还是青
春励志片？是女性电影，还是年代
电 影 ？ 是 历 史 批 判 ，还 是 伦 理 反
思？这些电影类型，《孔秀》可以是
任何一个，但似乎又都不是。

有这样一种观点：好电影本质
上都是传记电影。这是就电影塑造
人物、揭示某种境况下的人生状态
而言。诚实的传记电影认真还原一
个人的生活史以及时代对于人们生
活的影响。电影《孔秀》改编自作家
张秀珍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梦》，讲
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到 80 年代
中期，孔秀从一个对未来满怀憧憬
的少女，到步入社会成为一名普通
的印染女工，之后成长为作家的故
事。电影中的孔秀一身蓝布工装，
推着装满布匹的车，踩着缝纫机，骑
着笨重的二八自行车，在劳碌、争
吵、误解中蹒跚前行。她经历了两
段婚姻，抚养了三个孩子。她在女
工、妻子、女儿、儿媳、母亲、女作家等身份之间穿插切换。婆
婆的埋怨唠叨、第一任丈夫的平庸软弱、第二任丈夫的暴躁
病态、作为母亲的艰难、疵布事件的压力、直言招致的批评、
对儿子成长的愧疚、对女儿早恋的担忧、对妹妹生活的牵挂
等，构成孔秀生活的全息图谱。她从中感受到的是压抑、煎
熬、失落，甚至绝望。婆婆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两任丈夫的
大男子主义、工厂领导的家长作风等，都是孔秀生命之舟无
法掌控的力量。此外，电影也触及了女性的生育问题。孔秀
所承受的一切，既带有女性的性别特点，又有指向世间普通
男女的超性别意味。但是，孔秀并未屈服，她摆脱了生活的
下沉状态与生育之苦，对写作的选择与执着，照亮了婚姻与
家庭生活的昏暗。

电影开场，火车汽笛清脆响亮，车轮碾压下铁轨的声音久
久回荡，少女孔秀的人生被点燃了，开向远方的火车喻示着
孔秀人生无限的延展性。影片结尾，中年孔秀在铁路桥下再
见前夫，问起儿子的学习情况，前夫说儿子成绩在班里名列
前茅，孔秀说：“我信。”孔秀选择相信，显然不是基于事实。
相信前夫的话，是宽容、释怀；相信儿子的未来，是乐观、疼
爱。孔秀以她的倔强、坚忍探索自己的人生。在历史的洪流
中，孔秀是微小的，而电影展示的是她在时代中不屈的奋斗
史、精神史，这正是“新人文电影”的精华所在。

中外经典传记影片多将个人经历与重大历史事件联系在
一起，以传奇故事解锁历史进程，以历史关键节点照亮人物
的高光时刻。孔秀本就平凡，生平缺少传奇性，但日常生活
练就的倔强与坚忍正是其平凡人生的伟大之处。电影围绕这
一主旨，将叙事重心指向日常生活。

为了增强日常生活叙事的韧性和质感，影片着意突显了
四个特点：一是增强物质环境的年代感。电影带观众回到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北方工业小城，街道、厂房、宿舍、服饰、生
活用品，无不带有强烈的年代感，散发出极强的怀旧气息。
二是对生活细节的充分挖掘。电影对家庭生活的细节挖掘最
为细致、丰富。比如有一场家人围坐吃饭的戏，孔秀在饭后
把两张条凳抹净，放回床边，盖上床被，增加床的宽度。场面
自然，过程流畅，生活味十足，引发经历过那个年代生活的观
众共鸣。三是在叙事上追求含蓄、简约、节制。孔秀半生悲
苦，她的家庭矛盾、工厂遭遇、励志经历等都富有戏剧性，但
是电影没有着意突出戏剧性，而是把它融入日常的生活中，
轻描淡写、点到为止。两段婚姻结束，没有声嘶力竭的大悲；
由女工蝶变为作家，也没有锣鼓喧天的大喜。第二段婚姻结
束后，面对志同道合的男同事的主动，孔秀发乎情止乎礼。
而妹妹对这位男同事似乎也有感觉，但电影把三者的关系处
理得若有若无，把生活表层的旋涡转化为静水深流，冲淡了
故事的戏剧性。四是对影像情绪化、诗意化的适度追求。该
片影像简洁朴实，通过光影、明暗、视角、构图的调度处理，捕
捉日常场景、物象中的情绪和诗意。窗台上的一束花，尽管
开在幽暗中，仍带给人难以名状的感动。孔秀夜班晚归，镜
头从室内向外拍摄，取卧病在床丈夫的视角，大半昏黑的银
幕中上部，门上玻璃窗映照进橘黄的灯光和女主人的影子，
庸常瞬间透出了些许诗意。

影片《孔秀》如清水芙蓉般平淡自然，呈现了改革开放带
来的人文进步、时代朝气和与之紧密联结的女性个体命运。
其蕴含的人文精神有震撼心灵的力量，其独有的生活流叙事
造就了影片较高的艺术品质。

□辛泊平

在俄罗斯文学形象画廊中，有一类特
殊而又普通的人物一向引人注目。他们
被称为“零余人”。他们是屠格涅夫《父与
子》中的巴扎罗夫，是莱蒙托夫《当代英
雄》中的毕巧林，也是青年作家刘剑笔下
的孔爷。

在刘剑的内心深处，始终隐藏着纯文
学的情结和向经典致敬的信念。小说《老道
南》就是他这种情结和信念的文本体现。

小说中，孔爷应该是作者着墨最多的，
但绝不是唯一和绝对的主人公。在他的周
围，马海、马江、把三儿、小娜，甚至故事的
叙述者“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叙事使
命。作者贴着人物写，既没有仰视，更没有
放低，只是以见证者的态度描述，为生命的
过程存档，为时代的多元留证。

在老道南，“我”并不是一个显赫的存
在，只是一个边缘人物，负责日常的打量与
青春的探险。对于那些早已进入社会或已
经开始认识社会的人来说，“我”并非实
体，而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影子。所以，他
们面对“我”时不用借助伪装，而是以本来

面目出现。比如孔爷（也就是后来的孔哥、
老孔），比如马江和马海，比如把三儿。在
他们眼中，“我”就是他们表达身份和传递
野心时最安全也最有效的一个观众。

正 因 如 此 ，孔 爷 的 道 南 辉 煌 和 后 来
的落魄才有了最恰当的存放处，马海的
荣辱浮沉才有了最近距离的倾听者。可
以说，“我”见证了他们的开始，也记录了
他们的结局。这不仅仅是叙述的安排，
也从另一个方面诠释了时代的选择。他
们所谓的荣耀与落寞，只是个体选择的
结果，并不是时代的价值体现，更不是时
代的主流意识。

作者就是在写历史皱褶中的事件和
人。从最初对孔爷的敬畏，到最后对老孔
的厌弃和同情；从最初对马海的敬佩，到
最后对马家兄弟的主动疏离；从最初对小
娜的误解，到最后对小娜的惋惜……作为
故事的叙述者，“我”从始至终都在描述印
象。孔爷的辉煌出自他自己之口，孔哥和
老孔的经历也都是印象，都没有见证者。
这些印象堆砌起来，构成一个人青春的
记忆。

小说中包含怀旧的元素，无论是对已

不存在的老道南，还是对那个地方怀有不
同记忆和情感的人们，作者的笔触都饱含
深意。但这只是小说的一种底色，并不是
作品的落点。作者不是写时代的挽歌，更
不是为某个人物立传，他只是在写自己的
印象。在他的印象谱系中，孔爷和马海都
不是传统意义上与命运搏斗的正面人物，
他们只不过是时代中一闪而过的暗影。在
一定的时空里，他们的确拥有常人无法忽
略的能量，但那种能量指向的是欲望。所
以，他们必将被时代摒弃。从这个角度看，
始终处于尴尬处境的老道南和曾经是男孩
子心中堡垒的天桥，既是地理意义上的存
在，更是隐喻空间。在隐喻的语境下演绎
现实故事，不仅是一种写作智慧，也是心理
真实的存放形态。

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中说：“阅读者
必须讨论具体的细节，而不是一般的观
念。”作者当然清楚这一点，所以，虽然他
在表达时代感悟与生命认知，但并没有让
这种认知和感悟沦为抽象的概念。他没有
评价人物，只是遵从人物的性格和出身，让
他们以自己独特的身形走向自己的命运。
他笔下的人物不是符号，而是具体可感的

生命个体。每一个场景，即使是最普通的
对话或细微的称呼变化，都隐含着作家对
故事情节的考量与经营。所以，他写出了
浑不吝但又脆弱不堪的孔爷，也写出了敏
锐聪慧又厚黑的马海。他们都曾风光一
时，但最终都成为隐秘的记忆，在某个时间
某个群体中以饭后甜点的方式流传着。从
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失败者，是比那些
清醒但又无力摆脱自身弱点的“零余人”更
为灰暗的“零余人”。

就写法而言，作者并没有采用先锋写
作，而是选择了相对传统的表达技巧。他
善于运用方言俚语，以白描的手法勾勒人
物和场景，但并不放弃对局部细节的打
磨。无论是对孔爷与老孔身份差异的前后
对比，还是对青年马海与大亨马海的形象
观照，都诉诸人物的语言与细节，有血有
肉，有声有色，既有现场感，也有感染力。
正因如此，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卡佛
所说的“用语言赋予细节以生气，使故事生
辉。语言精准了，细节才会具体传神。为
了准确地描述，你甚至可以用一些通俗的
词。只要运用得当，它们同样可以起到一
字千斤的效果”。

□冯建法

《西岳降灵图》画卷被认为是北宋著名
画家李公麟的传世名作之一。画卷为绢本
白描长卷，纵 26.5 厘米，横 516.3 厘米，现藏
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画卷卷尾署名贺方回
的题跋中说，李公麟十分珍爱唐代李将军的
西岳庙壁画粉本，临摹而有此作。长卷描绘
的是道教中五岳山神之一“西岳大帝”下凡
巡游的场景，生动描绘出西岳大帝出行的仪
仗，包括贵族及其眷属随从等各种人物。人
物、衣冠、器用等均保留了唐代风貌，极具历

史价值。长卷如同电影的长焦镜头，用静态
画法呈现出动态视觉效果。

在中国绘画中，以纯线勾勒物象轮廓
者，称之为白描。唐代线描形象洗练概括，
到北宋时期，李公麟前承诸贤，又独创一格，
在中国绘画史上树立起白描画的一面旗
帜。李公麟的白描线条抑扬顿挫、刚柔并
济、变化多端，有着很强的节奏感与韵律
感。以线的运笔速度快慢及线质粗细、墨色
浓淡来区分物象之间的空间和质感，其笔下
扫去粉黛、淡毫轻墨、高雅超逸的白描画，被
后人称为“天下绝艺矣”。

李公麟字伯时，号龙眠居士，出身名门，
家藏古器、书画甚多，自幼知识渊博，长于诗
文，行楷书有晋人风。他好古博学，精鉴古
器物，多识奇字，自夏商以来钟鼎尊彝皆能
辨别款识，考订世次。他造型能力极强，释
道、仕女、山水、鞍马、走兽、花鸟无所不能，
无所不精。《宣和画谱》赞其作品：“（龙眠）尤
工人物，能分别状貌，使人望而知其为廊庙、
馆阁、山林、草野、闾阎、臧获、台舆、皂隶。
至于动作态度，颦伸俯仰，大小美恶，与夫东
西南北之人，才分点画，尊卑贵贱，咸有区
别。非若世俗画工，混为一律。贵贱妍丑，
止以肥红瘦黑分之。大抵公麟以立意为先，
布置缘饰为次。其成染精致，俗工或可学
焉，至率略简易处，则终不近也。”好友苏东
坡称他“其神与万物交，智与百工通”。李公
麟能集诸家之长，得其大成，师法自然，大胆
创新，自成一家，被后代敬为“宋画第一人”。

《西岳降灵图》人物众多，画卷最开始，
是两位斥候。斥候，即古代的侦察兵。第一
位斥候的回首，不仅增加了画面的故事性，
又将视线引向画内，这一开场的安排别出心
裁。第二位斥候最为精彩，疏密处理令人称
奇：内收外放，通过马头、四肢、马尾、弓刀、人
物上身，仿佛向外辐射光芒，各线终端却又
稳稳收住，总体看像一个奔跑的“大”字，其矫
健神骏之态无以复加。斥候之后，紧跟两个
随从，一人擎鹰，一人牵犬。画面的开端经
过一回首、再回首，将观者的视线牢牢地引

向画面深处，紧接着“西岳大帝”出场了。
我国传统《历代帝王图》中就有“主大从

小”的画法，这样更容易重点突出。这幅画中
的西岳神降临，在正中骑乘装饰考究的骏马，
身量最大，他的身边有很多随从，还有一支摇
旗呐喊的仪仗队。这些随从的身量偏小，凸
显了大帝出行时的仪式感。在这些随从中，
有的幻化成人类，也有未变的天龙、神怪。

一阵细乐传来，节奏忽然放慢，一群女
眷骑马慢慢前行。小狗和几名侍女的回头，
又将画面的视线引向后半段的重心。紧随
其后，画面中又出现了两名斥候，却不似画
卷开头的那两名。随着画卷的展开，女眷和
孩子出场了。自从家眷出场后，画面就和前
面截然不同，动物和器物有了明显变化。比
如男主人公身边护卫性的仪仗，变成女眷的
生活用具，猎犬变成宠物狗，雄鹰变成鹦鹉，
弓箭变成瑶琴，旌旗变成团扇、拂尘，还有餐
盒酒壶，无所不备。画卷最后的云团中出现
了嫔仪簇拥的华丽金犊车，由好几头牛拉着
缓缓前行。在画卷最后还有一个八抬大轿
跟着，前面四个人抬着，后面被遮挡的部分
也有四个人。

整幅画卷线条疏密对比丰富，人物体势
生动，各有神态。西岳大帝面容威严，首位
女眷大气端庄，其他女眷也各有表情，而孩
童面容天真无邪，驯犬人双目犀利……足见
李公麟平日的观察和画工。

（本文作者系河北省美协副主席）

抒写历史皱褶中的个体命运
——刘剑《老道南》评析

《孔秀》剧照

《西岳降灵图》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