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 幻 作
家、雨果奖得
主郝景芳最新
作品《人之彼
岸》11 月正式
上市。该书由

中信出版集团策划发行。郝景芳在
2016年获得雨果奖，是继刘慈欣后，
第二位获得雨果奖的亚洲作家。

郝景芳生于 1984 年，2002 年进
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学习，2013 年获
得清华经济学博士学位。2016年8
月，在第74届世界科幻大会上，凭借
短篇小说《北京折叠》斩获雨果奖最
佳中短篇小说奖。曾出版长篇小说

《流浪苍穹》《生于一九八四》，短篇
小说集《去远方》《孤独深处》，文化
散文集《时光里的欧洲》。创立儿童
通识教育项目“童行计划”。

她被称为“最温情的女性科幻
作家”，此次首度从文学跨界到科
普，用人工智能的故事述说人类的
独特之处。《人之彼岸》不仅包括最
新创作的六篇中短篇小说，还包括
两篇解读人工智能的文章。故事围

绕人与人工智能的纠葛展开，其设
定的场景既包括离我们很近的人工
智能产品，也包括预设的地球被万
神殿操控的宏大场面。

六个科幻故事按照由近及远的
时间顺序展开，使原本颇难理解的

“人工智能”迅速变得生动有趣起来。
智能产品正在变得更加智能，如

果把时间线拉得很长很长，一直长到
未来人出生后植入的人工芯片仿佛
出生证明一样成为标配，你就再也无
法分辨谁是人，谁是 AI 化的人了。
那么这一天来临时，人类会觉得当人
更好，还是当AI化的人更好？

郝景芳构思的六个科幻故事，
它们的主角无疑都是人与AI。人与
AI隔岸而望，作为理性的AI，是否一
定能把人类非理性的一套心理表征
学个差不多？在物理环境变成了智
能产品的天下之后，人又该如何自
处？六篇科幻故事之后，郝景芳用
两篇非科幻思考回答了我们关于AI
的所有困惑。

人工智能会不会毁灭人类，以

及人工智能会取代多少人的就业，
实际上是有关人工智能讨论的最热
话题。郝景芳认为，人工智能会变
得非常强大，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会
毁灭人类。它们的威胁性其实和原
子弹一样：能毁灭所有人，但按钮掌
握在人类手里。

未来20 年，现有工作的一半左
右都会被人工智能取代，那么，人工
智能时代该如何学习才能不被淘
汰？在全书的最后一篇，郝景芳作
了详细探讨。

《人之彼岸》还得到了李开复、
刘慈欣、沈南鹏、沈晓卫、苏中、刘宇
昆等人的大力推荐，这些来自文学
界、投资界、科技界的大咖都在阅读
此书。

创新工场董事长兼 CEO 李开
复特别作了推荐序，其中讲到：“探
索科技进步对人类未来的影响，除
了科学家，科幻作家永远是最前卫
的思考者。”

《三体》作者刘慈欣这样评价
道：“郝景芳一直在寻求突破自己。
这本小说集包含了她很多思想性的

追问，构造出的世界也有着对人类
的关怀。”

何为人之彼岸，即人与人工智
能彼此映照。人类站在时代长河边
眺望，彼岸那熟悉的身影到底是机
器，是 AI，亦或是人类自身。正如

《人之彼岸》书籍封面上的一句话：
“人在此岸，AI在彼岸，对彼岸的遥
望让我们观照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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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由兰州市委宣传部主办，兰州市文明办、兰
州市文旅局、兰州市文联承办，兰州市图书馆协办的“金城
讲堂”在金城大剧院隆重开讲。本次讲座由中国书法家协
会理事、甘肃省文联副主席、甘肃省书法家协会主席林涛主
讲，一场“书法艺术与文化自信”的主题讲座让市民感受到
了书法的魅力。

“书法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包含着很多精气神的东西，
一定要传承和发扬好。”林涛以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开
篇。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坚定
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书法作为中国汉
字特有的一种传统艺术，文化自信就要从书法自信开始。
林涛认为，汉字始终是中华民族文化最基础、最根本的载
体，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下五千年就是用文字书写下来的。

演讲过程中，林涛从多个角度讲述了中华传统文化对
书法的影响。他认为，阴阳五行学说是书法艺术创作的哲
学根基，儒、释、道思想是书法艺术创作和审美的思想源
泉。林涛从中国古代的阴阳学、书法及文字的基本概念和
发展历程入手，阐述了书法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特点、代表人
物及其作品。

本次讲座图文并茂、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既展
现了其渊博的书法理论知识，又体现了其浓厚的人文关怀。

“头上红冠不用裁，满身雪白走
将来。平生不敢轻言语，一叫千门万
户开。”这是明代唐寅的一首《画鸡》，
这应该是唐伯虎的一首题画诗。至
于这幅鸡画是谁的作品，还是他自己
的大作，我们已无从知晓。不过，仅
从这首绝句，我们就可想见这只白公
鸡的傲然风采啦。画鸡，是许多古今
画家的乐事。都有哪些画家画过可
爱的鸡呢？就让我们来一一浏览下
他们笔下的神韵吧。

据说画鸡始于周代。相传尧帝
在位七十年，年年有如鸡的鸾雏来
集，它能搏虎狼猛兽，使妖群鬼怪不
能为害，故周代百姓刻木为鸡或画
鸡、铸鸡，置于牖上。到汉朝时，这种
画鸡演变成了年画里的门画。

南朝，鸡在一些画家笔下失去神
圣的地位，仅仅是一种猎物或玩物，
如顾宝光画《斗鸡图》《射鸡图》，张僧
繇画《梁宫人射雉图》等。

唐代出现了花鸟画，鸡成了其中
的一个重要题材。画家们常常把鸡
置于生机盎然的花竹丛中或与其他
家畜相伴，表现出和谐的自然生态，
如唐太宗李世民的弟弟汉王李元昌
就画过《雉免》《竹鸡》等。

五代时期只有区区五十年，但在
画鸡史上却浓墨重彩。南唐梅行思

“工画斗鸡，至于爪起项引，回环相
击，宛有角胜之势”。另一位南唐画
家毋咸之，亦“善画鸡，其毛色明润，
瞻视清爽，大有生意”。后蜀黄筌在

八封殿四壁画花竹兔雉鸟雀，竟引得
白鹰从调鹰人臂上频频振翅扑啄，蜀
主孟昶惊叹不已，命翰林学士欧阳炯
撰《壁画奇异记》颂扬黄筌的画艺。

北宋画家崔白善画花鸟，他将禽
鸟、走兽等动物置于富有野情野趣的
自然环境中，动物之间互有照应，饶
有兴味。崔白的高足吴元瑜是宋徽
宗赵佶早年的师友，崔白的艺术创新
深深影响了赵佶的审美趣味。《芙蓉
锦鸡图》画有锦鸡、芙蓉树、蝴蝶、白
菊，妙趣天成。传言此画是赵佶所
画，这位亡国之君虽治国无能，艺术
品位倒是非常之高。宋人还善画母
鸡与小鸡，宣扬仁的理念，代表作有
北宋王凝的《子母鸡图》和南宋李迪
的《鸡雏待饲图》等。

从元明清到了近代，画鸡也是许
多大家的最爱。王雪涛、黄永玉、娄
师白、吴作人、萧朗等人都擅于画鸡，
不过最有成就的还属这三位。白石
老人鸡作甚多，寥寥数笔，意得神足，
其所画雏鸡堪与画虫、虾、蟹相媲
美。徐悲鸿画马之外，画鸡也是绝
活，他画鸡都是傲然挺立、怒发冲冠
的雄鸡，俨然也是一副斗士的模样。
施祖铨号称江南鸡王，他画的鸡出神
入化，意到笔不到，鸡王的绰号绝非
浪得虚名啊。

11 月 30 日，在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
喜迎民盟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由
民盟甘肃省委主办，民盟甘肃书画院、民盟甘肃
企业家联谊会承办，甘肃筑梦慈善公益中心协
办的“丹心翰墨·民盟甘肃书画院书画作品展暨
情暖2017·民盟甘肃省委爱心扶贫书画作品慈
善义拍”活动在甘肃省艺术馆举行。

本次书画展汇集了全省盟员书画家近期创
作的110幅精品力作。同时特邀了我省著名书
法家张改琴、林涛、王学岭、马国俊、秦理斌、秋
子等21人的作品参展。参展作品涵盖国画、书
法、油画、版画、水彩等多个门类，形式多样，内
容丰富，或讴歌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反映甘肃改革开放发展
亮点和精彩瞬间，或吟咏社会和谐，赞美幸福甘
肃，主题突出，格调高雅，鼓舞人心，富有感染力
和表现力，倾注着盟员艺术家对新时代中国梦

的无限憧憬。
民盟甘肃省委专职副主

委杨枝良代表民盟甘肃省委
在开幕式上致辞，他希望：“民
盟甘肃书画院号召和带领全
省广大盟员书画家，认真学习
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以习近
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中共
甘肃省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总
体部署，树立大文化理念，把
先进文化传播、优秀文化传承
与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结合起
来，把文化事业建设与国家民
主富强结合起来，把文化引领

时代与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结合起来，
放眼全省，放眼全国，实现祖国文化大繁荣。”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原副主席、
甘肃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张改琴在致辞中

说：“通过一幅幅散发着墨香的书画作品，让人
能真切感受到书画家的时代担当和艺术自觉，
更能看到民盟书画家的一片‘丹心’。民盟甘肃
书画院的书画家在这里举办展览并参加爱心扶
贫慈善义拍，充分彰显了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
和人格修为。”

随后，盟员书画家代表以及企业家代表也
分别致辞祝贺本次活动的成功举办。

甘肃省政协副主席、民盟甘肃省委主委张
世珍宣布画展开幕。

开幕式后，“情暖2017·民盟甘肃省委爱心
扶贫书画作品慈善义拍”活动正式开始。本次
义拍活动是为民盟甘肃省委精准扶贫县和“双
联点”的产业培育、农民脱贫、教育帮扶、提升素
质等项目筹集资金。

拍卖会上，来自民盟甘肃企业家联谊会和
省内外的企业家朋友、广大书画爱好者，踊跃竞
拍，奉献爱心，共拍出书画作品200幅，筹集善款
76.84万元。

“丹心翰墨”民盟甘肃书画院作品展在省艺术馆举行

□本报记者 梁庭瑞

画鸡杂谈
□古傲狂生

省
书
协
主
席
林
涛
做
客
《
金
城
讲
堂
》

□王宝熠

郝景芳科幻新作《人之彼岸》跨界科普写人工智能

□紫藤花

众所周知，冬至是二十四节气之一，而且
是最重要的节气之一。古人曾称其为冬节、长
至节、亚岁等，它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节
日。冬至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制订出的一个，
起源于春秋时期；中国古代使用土圭观测太
阳，测定出冬至，时间在每年公历的12月21日
至 23 日之间。冬至日时，太阳直射地面位置
到达一年的最南端，几乎直射南回归线，换句
话说，那就是这天南半球白天最长，北半球白
天最短。

从字面上看，冬至就是冬天到了，可为啥冬
天到了，冬至却姗姗来迟呢？其实，这是我们对
至字的误读。至是个象形字，也是个会意字。

象形字至从一，一代表地，至代表鸟飞从高下至
地。而甲骨文的至字形像射来的箭落到地上，
表示到达。至的本意为到，引申指到达了极点，
完全达到，又引申指极、最，用作副词，还引申表
示一件事已经做完，再做另一件事情。冬至的
至就是到达极点之意，冬至在天文学上是地球
的近日点，日夜分野也达到临界点。古人对冬
至的说法是：“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日南至，日
短之至，日影长之至，故曰‘冬至’。”

准确地说，冬至是天文学上冬季的开始，从
这点上说冬至也有冬天到了的意思。但气候学
上中国冬季则是从立冬开始，立春结束，这也更
符合人们的真切感受。我们熟知的节气歌里
说：“冬雪雪冬小大寒。”这里第一个冬是立冬，
第二个冬才是冬至。

冬已至
冬至缘何未至

最近网上盛传一组
雍正和乾隆时期瓷器的
比较，并分别以“淡雅隽
永”和“繁缛堆砌”来概
括雍乾两朝瓷器所体现
出的审美趣味，更有甚

者将乾隆瓷器冠以“农家乐审美”之名，并与乾
隆喜好在书画古器上题字吟印一并列为罪状，
一时间似乎吐槽乾隆的审美成为了一种时
尚。乍眼一看，列举的雍正瓷器确实比乾隆时
期淡雅很多，而且各大博物馆展出的雍正和乾
隆时期瓷器均表现出各自强烈的视觉特征，确
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如果细细品味，可以发现
这个问题本身就有不少地方需要厘清。

据清宫造办处等档案显示，
雍正和乾隆皇帝都非常积极参
与到瓷器生产中来，会亲自监督
修改画稿，甚至有先做成木样呈
览，批准后进行烧造的瓷器。然
而这些瓷器能在多大程度上反

映出皇帝的个人审美，却仍然有待探索。例
如，常被用作代表雍正瓷器特色的单色釉瓷
器，其实也继承自康熙的技术。此外，很多被
视作优雅的器形，大多也上承前人。这种情况
下，与其说它们反映了雍正的“文人”审美情
趣，倒不如说是它仿造的原型更加具有“文人”
审美特征。尤其考虑到无论是康熙还是乾隆
时期都有大量仿古瓷器生产，因此很难简单仅
将雍正的个人品味与这些仿古瓷器联系起来。

其次，在大多观众的印象中，大部分博物
馆陈设的雍正与乾隆时期瓷器确实有较大差
异，这也是很多人对雍正、乾隆瓷器特点的固
有印象之来源。博物馆，尤其大部分常设展中
的瓷器陈设基本遵循时代发展，挑选出最有特

色的几件，雍正时期因为在单色釉、粉彩和诗
文珐琅彩瓷器上比较突出，常被用以展示；而
乾隆时期的陈设，为与雍正时期不重复，则会
挑选一些不一样的。换句话说，并非乾隆时期
瓷器否决了雍正时期的视觉特点，而是为避免
展品重复而选择了与雍正瓷器有差异的例子。

那么究竟是哪些原因造成了两个时代的
不同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考虑雍正
和乾隆两个时期在瓷器技术上的差距。以代
表当时瓷器技术最高成就的珐琅彩为例，珐琅
彩创烧于康熙末年，起初所用彩料均为西洋珐
琅。珐琅料的不同颜色本质上是釉色玻璃研
磨成粉配以油性介质，与中国传统矿物原料在
不同温度下各种金属化合物在氧化还原反应
中的显色原理不同。虽然玻璃制品在中国古
已有之，但彩色玻璃技术却是进口技术。 康
熙末年，北京设立了第一座玻璃厂，雍正时期

在圆明园内又增设了一个，但产量仍然严重不
足。而且珐琅料原本凃绘在金属胎之上，在瓷
器上的使用仍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对于雍正瓷
器来说，素雅的背后也有着无法随意调配各色
釉料的技术壁垒。及至乾隆，经过数十年的发
展，珐琅料虽然依旧珍贵，产能有限，但基本实
现了生产的本土化，此外在紫禁城造办处和景
德镇御窑厂的技术人员不断努力下，瓷胎画珐
琅的技术也得到长足发展。因此对于乾隆朝
来说，技术和原料产能已经不再是主要矛盾，
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创新，如何不同，甚至可能
是如何走出祖父和父亲的阴影。这样的后果
自然是在视觉特征上的巨大转变，这里的转变
到底多少是出于乾隆的个人审美，还有待进一

步研究。
其实雍正时期也有很

多器物按现在的眼光看也
不属于“淡雅隽永”，只不过
这些风格在随后才逐渐体
现在了瓷器上而已。总的

来说清世宗雍正处于一个承前启后时期。在
珐琅釉料炼制的技术瓶颈下，雍正苦苦追求技
术突破，以证大清帝国“远胜西洋”这一延续自
康熙时期的理念。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登基道
路颇为坎坷的皇帝，他急需要表现出自己皇位
的正统性，因此大量符合中国传统审美情趣的
诗画风格被引入瓷器生产。与之相比，乾隆的
皇位可谓平稳得多，而瓷器技术在这一时期也
完成了积累，达到一个顶峰。因此对他来说，
求变成为这一时期很多御窑产品的主要需求，
在表现手法比前人多得多的情况下，如何跳出
原先的壁垒，成为他对瓷器产品的要求。因
此，在乾隆时期的瓷器上，除了有与前人水准
一致的精品瓷器外，还有西洋风格、洋彩和仿
生瓷。最终，两位皇帝在技术和追求的差异
下，指挥几乎同一批工匠创造出了两种截然不
同风格的瓷器。

近日，国家体育总局印发《关于进一步
规范广场舞健身活动的通知》，明确不得在
烈士陵园等庄严场所开展类似活动，不得因
产生噪音影响周边学生上课和居民正常生
活，不得因之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卫生和公
共场地设施，扰乱社会治安、公共交通等公
共秩序。

广场舞已成最具广泛群众基础的全民
健身运动项目之一。然而因为没有规范，
导致“高音炮”“放藏獒”“扔老鼠”等极端事
件出现。2015 年文化部等 4 部委联合印发
通知，提出将广场舞纳入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和群众体育事业发展的总体规
划，从社会治理层面肯定广场舞的意义。
但诸如争夺场地等不良现象又开始出现，比
如在郑州洛阳，一群大爷大妈跟小伙子争抢
篮球场；在山东青岛，一群老年人占用机动
车道暴走；在很多城市，烈士陵园旁跳舞频
繁发生。此次《通知》规定的“四个不得”，是
在充分认识现实矛盾的基础上制定，也直接
指向一个大众关切的疑问：广场舞的界限在
哪里？

很多人认为，广场舞“哪里可以跳”是
无解的。首先，《通知》发布以前，没有相关
文件明确哪里是“禁区”，也没有哪个部门
给出权威结论；二则，“哪里跳”是主观性太
强的题目，在广场舞爱好者看来，公园、广

场、绿地以及“金角银边”等任何城市空置
场所都可以成为场地，唯一注意的是“怎样
跳”，比如在篮球场没人打球的时候跳，在
机动车道车流量较少的时候跳。这种一味
强调“场地利用率”的逻辑，在烈士陵园广
场就照行不误。面对管理人员的疑问，不
少人辩解“没人的时候，跳跳又何妨”，似乎
很难从情理上予以驳斥。但根据《烈士褒
扬条例》和《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
等规定的“在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不
得从事与纪念烈士无关的活动”，不能跳就
是不能跳，这是对烈士的尊重，也体现了对
法律的敬畏，托词和辩解一概不能成立。
同样，机动车道也是绝对禁区，“挑没车的
时间跳”“附近没有其他场地”等都不是正
当理由。

考虑到《通知》起大方向的指导作用，
更多基层治理还体现在各级政府部门。比
如，如何规定好噪音分贝数，明确好跳舞时
间，每个地方的标准可能都不一样。这就
要求基层治理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开拓工作
思路，创新工作方法，不仅要盘活场地存
量，而且要牵头组织协调工作，既要听取广
场舞人群的声音，也要听取其他利益人群
的意见，引导各方合理预期，避免突发事件
引起舆论激化。此外，最重要的是引导广
场舞爱好者制定自律公约，推动其自我管
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增进广
场舞健身团队之间相互理解、共同发展。

广场舞也要有禁区意识
□扶青

乾隆与雍正对瓷器审美趣味为何不同

□翰音

□张天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