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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人
工智能，让人们看到了人

工智能变革的新机遇，也促使人类对
科技带来的挑战进行反思。在内容
生产领域，很多人都在关心：文学创
作是否会被ChatGPT替代？AI是否
威胁到作家的生存？曾经预测过人
工智能这种状况的科幻作家，会担心
自己被取代吗？当科幻小说里描写
的对象逐一成为现实中的事物，科幻
作家本人是什么感受？

3 月 25 日晚，第 33 届中国科幻
银河奖在雅安荥经举行颁奖典礼，
给国内众多科幻作家提供了相聚一
堂的机会。在现场，人工智能成为
科幻作家们热议的一个焦点话题。
人工智能将会如何发展，是否会像
一些人预测或担心的那样，可以超
过人类智能，甚至取代人类的文学
创作？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科幻
作家的观点各有不同。

人工智能
超过人类将不可避免

“2005年我曾在《科幻世界》上

发过一篇文章，面对人工智能是否

能超越人类智能，当时我就给了完

全肯定的答案。”著名科幻作家王晋

康的观点很明确，“目前大部分人对

人工智能的认识还停留在‘弱人工

智能’阶段，认为它只能为人类服

务。但将来人工智能肯定能逃出人

类掌握，超过人类将是不可避免的事

情。”他强调，超越人类的人工智能显

然不仅仅是ChatGPT目前达到的程

度，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人工智能，

比如人类的感情、信仰、生存欲望

等，“未来人工智能应该都能做到”。

王晋康坦言，人工智能的发展

速度大大超出了他的想象。“作为一

名科幻作家，虽然我已在作品里描写

了人工智能战胜人类的场景，但让我

意想不到的是，竟然在我的有生之

年，这样的场景就可能变成现实。”

人工智能写故事
缺乏自我意识

另外一位科幻作家何夕对于人

工智能的创作能力是这样思考的，

“它可以帮忙记一些流水账，对付一

下作业，不过要写故事，最大的问题

是它缺乏自我意识和转折。”他提

出，创作需要情感与智慧，只有当人

工智能有了自我意识后，才会去歌

颂生命表达情感。“当然，也并非说

它无法代替创作，而是它没有人类

的原生态生活，那就永远没有原始

素材，这方面也永远无法替代人

类。”在这个逻辑之下，何夕认为，未

来ChatGPT可能会大幅度提升人类

的创作水平，比如人类在创作的时

候，更多的是只有一个灵感，并没有

清晰的呈现路径，ChatGPT可以把作

者的想法具象化，作者也可以在这

个基础上完善作品。

对于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之间

的关系，何夕不认为是替代的关系，

“可能是一种共生”。保持乐观态度

的何夕认为，人工智能的产生有一个

重要前提，不是凭空产生，而是随着

人类需要，与人类同生共存。例如，

在医疗健康领域，利用人工智能帮助

病人，弥补身体缺陷。因此人工智能

和人类先是共存，然后共生。科幻作

家星河则提到，科幻小说里所描写的

人工智能碾压人类的场景，在现有的

科技发展逻辑之中，至少短时间内还

不会出现，不用过早担忧。

可以替代
一些模式化写作

来自云南的科幻作家杨晚晴，因

中短篇科幻小说集《归来之人》获本届

银河奖中的“最佳原创图书”奖。他认

为，像ChatGPT这样的人工智能，虽然

它的一些内容生产质量很高，可以替

代一些套路或者模式化的写作，“但是

文学写作所需要艺术自觉性，是机器

或人工智能很难取代的。就现在来

说，它的原理还是一种大数据模型，写

得再好，也是一种模仿或者对素材的

拼接。真正的人类的思维应该是创造

性的，它现在还做不到”。

当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已经大

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科幻作品中

的想象甚至逐渐变成了现实，杨晚

晴提到，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真正值

得人类担忧的不是它的工作原理，

“而是一种通用型的人工智能，最后

超出人类意志而失控”。那人类该

如何做一些“预案”呢？杨晚晴认

为，我们现在只能说是谨慎地、充满

着警惕和危机感地去看待这个事

情，“当它真正到来的时候，我们能

给它引导正确的方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实习生刘珈汐

星河、王晋康、何夕（从左到右）

当ChatGPT狂飙突进
曾写过人工智能的科幻作家怎么想？

中国版《昆虫记》
向200岁的法布尔致敬
春雷动，百虫生。近日，第八届鲁迅文学

奖获奖作家庞余亮推出新作《小虫子》（人民文

学出版社出版）并在北京举行分享会，叙述他

童年时代和各种小虫子“为敌、为友、为食”的

故事。2023年也是《昆虫记》作者法布尔诞辰

200周年，庞余亮用《小虫子》完成了向200岁

的法布尔的致敬。

一本许多人想写但一直没写的书

在新书分享会上，《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

说，自然记忆、自然情感、自然寄托是伴随着成

长的瑰宝，《小虫子》捡拾的就是这样一些宝

物，“这是许多人想写，但一直没写的一本书，

甚至它又是许多人没有写好，可是庞余亮一写

就写得非常好的一本书”。

在施战军看来，《小虫子》是一本中国式的

《昆虫记》，“并非研究的、非科普的，而是生活

的、有关生趣的人与身边自然共生互照之书。

写的是性格，是对生活的态度，展现的是趣味，

是欢喜，是爱与怕的共情。在自然的烛照下，

我们重拾那些小小的撒野的故事，那个撒野又

不是过分的，而是怀着兴头、怀着滋味的一个

一个可爱的故事，而在我们长大以后，因为我

们有过那样的可爱，一定会继续这种可爱，把

这种可爱向人讲述出来，讲述的是一种无比丰

富的不庸俗、不乏味的、非凡的常态，这大概就

是我们和文学最本质的约定。”

编剧、书评人史航说，回想起虫子的世界，

每个人都有记忆，“《小虫子》出来后，我们省事

了，它是可以让很多读者偷懒的一本书，甚至

很多父母可以偷懒直接让孩子看的书，庞余亮

老师用他的细腻，很辛苦地回忆了这一切。我

可以说，你要知道我的童年吗？在他的书里有

一部分就是”。

帮助孩子从手机、游戏中“拔”出来

2021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庞余

亮发掘自己乡村教师生活富矿的《小先生》。

2022年8月《小先生》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

的散文奖。

作为《小虫子》作者，庞余亮介绍了这本书

的成书过程，《小虫子》是他访问小虫子、访问童

年、访问被忽略已久的自然和大地的作品。“好

奇心是创造世界的最强大动力，一个科学家没

有好奇心不能成为科学家，要把孩子从跟手机、

游戏的‘拔河’中拔出来，靠什么拔？大人的力

量是不够的，小虫子和大自然就有这个力量，小

虫子和大自然真的能够‘拉大车’，帮助孩子回

到大自然中，拥有一个完整的童年。”他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杰实习生刘珈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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