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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讨人工智能与文学创作
的交汇时，一个引人注目的新闻
故事浮现在我们眼前。

近日，日本第170届芥川文
学奖揭晓——33岁的作家九段理
江，凭借《东京都同情塔》赢得这
一殊荣。在获奖感言中，九段理江
透露，她的小说中约有5%的内
容，是完全由人工智能ChatGPT
生成的，并且是“原汁原味”一字
不差地使用，没有任何修改。

你是否真的在乎其作者是AI还是人类？1.

作品的著作权该如何界定？2.

对于AI参与文学创作，作家们各抒己见3.

面对AI参与文学创作的现象，
小编也询问了身边的一些朋友，观
点各异。有的人担忧，AI的参与可能
会削弱文学作品的人文价值和创作
的独创性。毕竟，文学作品被赋予了
表达人类情感、思想、经历的重任。
他们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展现了
人性的复杂和矛盾——这些似乎是
冰冷的算法难以触及的领域。

著名作家萨尔曼·鲁西迪也对
AI创作持批评态度。据媒体报道，他
曾对模拟其写作风格的 AI 不以为
然，称其为“彻头彻尾的废话”。他还
幽默的加了一句，“任何对他作品略
有了解的人，都能立刻辨认出，这样
的文字绝不可能出自我的笔下”。

不过，也有人看到了AI加入文学
创作所带来的全新视角和机遇。在他
们看来，历史上总有人担忧新技术会
破坏传统艺术的纯粹性。就像过去有
作家坚称，不用笔墨就不能创作。若
能够穿越时空对话，我们可能会发
现，古人认为只有手写作品才算是真
正的创作，对印刷技术也嗤之以鼻。
但是，从古代的毛笔书写到现代电脑
打字，再到未来可能普及的AI辅助创
作，这一切的变化，其实都是为了一

个共同的目标——创作出高质量的
文学作品。

我们应该更注重作品本身的质
量，而非纠结于创作手段的变化。那
些拒绝接受新技术的作家，可能会
逐渐被时代淘汰。

与萨尔曼·鲁西迪的保守态度
形成鲜明对比，科幻作家刘慈欣在
2023年的中国科幻大会上发表了前
瞻性的观点。他预言，“早晚有一天，
人工智能可以代替科幻作家或其他
作家。”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人们常
说人工智能没有人的灵魂、人的感
受，这不过是一个自我安慰。人自己
的灵魂、感受，也是很多神经元细胞
连接成复杂系统后涌现出来的。”

刘慈欣进一步说明，“未来科幻作
家不会彻底消失，但会沦为非主流，类
似于现在的皮影戏。”在未来，人类的
科幻创作仍将持续，但主流的关注点
将转移到由AI创作的“大片”上。

刘慈欣的洞察不仅挑战了关于
创作本质的传统观念，也为我们提供
了一个全新的视角：AI技术的介入不
仅是当下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现象，更
是对未来文学趋势的一种预示。

可以实时调整故事情节4.

九 段 理 江 表 示 ，自 己 会 向
ChatGPT吐露一些“永远不会对任何
人说”的想法，并且“计划继续在小说
创作中利用人工智能，并充分发挥自
己的创造力”。

这一披露立即在文学界引起了
轩然大波，掀起了有关人工智能在创
意写作中所扮演角色的激烈讨论。

作为一个备受瞩目的文学奖项，
芥川文学奖的评选一直被认为是对
作者独创性和文学才华的肯定。然
而，九段理江的获奖作品中居然融入
了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这不仅令人
质疑她的作品的原创性，也引发了一
个更广泛的问题：在这个由人工智能

技术日益渗透的时代，我们对文学作
品的原创性和创作者的身份该有怎
样的新认识？

在社交平台上，对此事件的反应
各异。一部分人表示，九段理江使用
人工智能，令她的作品《东京都同情
塔》更加引人入胜。也有人认为，这种
依赖人工智能的创作方式对那些坚
持传统写作的作者构成了不公平的
竞争，或许会降低人类独立创作的价
值和地位。

那么，亲爱的读者，我想请教一
个问题：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内容足够
精彩，你是否真的在乎其作者是AI还
是人类？

在传统的文学创作中，原创性一
直被视为作品的核心特质。它跟作者
的独特视角、个人经历和内在情感密
不可分。然而，当AI走进这个领域，情
况就变得有点像是从一场独奏变成
了合唱。文学作品不再完全是出自一
个人的脑袋，还可能融合了算法和数
据的力量。作品开始带有算法的味
道，而不仅仅是人类情感的香气。这
种情况下，作品的“人性”和“原创性”
成了需要重新定义的概念。

在人工智能的协助下，九段理江
的创作过程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一
人类努力，而是成为人机协作的产物。

想象一下，一个是充满情感和创
意的人类，一个是处理能力超强、逻
辑严密的机器，他们坐在一起，互相
啃着铅笔，讨论着下一句该如何铺
开。在这个过程中，AI不只是个打字
机或笔记本电脑，它更像是一个合作
伙伴，参与到创作的每一个环节。

这种协同既包括人类的感性和创

意，也融入了机器的计算能力和数据
处理能力。在这种模式下，请告诉我：
当一部小说让你笑中带泪，你会在意
是谁在幕后掌舵吗？就像在美食前争
论是机器人还是大厨做的这道菜——
只要好吃，谁还管它是谁做的呢？

这种前所未有的创作模式，对文
学作品的作者身份也提出了新的定
义和挑战。如果未来某天，AI自荐参
加作家协会，我们该如何应对？当人
机合作成为新常态，AI贡献的内容是
否应该被视为作品的一部分？那些由
AI独立创作的段落，我们能否将其视
为独立的创意产物？由AI生成的部分
是否能够被认定为具有独创性？或
者，我们应该把它们看作是人类创意
思维的延伸和扩展？

此外，如果AI在创作过程中扮演
了重要角色，人类作者的身份又该如
何定义？作品的著作权又该如何界定？
这些问题不仅是对传统文学理论的挑
战，也对版权法提出了新的考验。

AI在文学创作中的应用，还预
示着作者与读者互动方式的革新。
想象一下，未来的作者可以借助AI
深入洞察读者群体的偏好，创作出
更加符合读者期待的作品。传统上，
文学作品一经完成就是固定不变
的，但AI技术使文学作品从一成不
变的状态转变为动态、互动的存在。

例如，基于读者的反馈，AI可以
实时调整故事情节，创造个性化的
故事分支。或者，根据读者的阅读喜
好，生成个性化的定制内容。这种新
型的互动式阅读体验，将使文学作
品更加生动和多元化。

此外，AI技术的飞速发展正打
破文学创作的传统边界，预示着跨
文化和多语言文学作品的新时代即
将到来。

随着AI在语言处理和翻译领域
的能力不断增强，文学作品能轻松
跨越语言和文化障碍，实现全球范
围内的文学交流与共鸣。这不仅让

各种文化背景下的读者有机会欣赏
到更广泛的文学作品，也为作家提
供了更加多元化的创作灵感。

《东京都同情塔》的事件不仅是
一起孤立的案例，也是一个重要的
分水岭，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文学创
作的本质，以及人工智能在这一古
典艺术门类中所能扮演的角色。它
向我们抛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在这个技术驱动的新时代，我们对
文学的理解和期待究竟发生了哪些
转变？

最后，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如
果文章内容足够精彩，我们真的在乎
作者是AI吗？或许，这个问题的答案并
不简单。它不仅反映了我们对技术的
态度，也更深层次地触及了我们对艺
术、创造力和人性本质的深层思考。

在这个由人类与机器共同编织
的未来中，挑战也好，机遇也罢，我
们共同面对的将是对这些复杂议题
的不断探索和理解。 据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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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区通源小区（光明街）公寓楼，45平方
米，房龄新，新装修，地暖，飘窗，2楼/3层，个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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