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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被誉为“童话大王”

的中国当代作家郑渊洁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自己写不过 AI，
AI 只用 4 秒也写得比自己好，

唯一的缺陷就是没有想象力；

中 国 作 家 协 会 副 主 席 麦 家 认

为，AI 写作能超越 90%的写作

者，但却难以触及文学的核心

价值。

多位知名作家频频发声，

意味着AI的触手已经伸入文学

创作领域。那么AI生成的文字

是否是文学作品？人类该如何

在文学殿堂中与AI相处？

AI写的是文学作品吗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

诗歌学会会员、《语文导报》原

常务副总编辑丁燕伟是一位从

业 30 年的语文类读物编辑，同

时也是长期坚持创作的儿童文

学作家。

丁燕伟认为，从文学属性

判断，文学创作的核心在于人

类独有的情感表达、价值判断

和思想深度，诗人、作家之所以

“两年得三句，一吟双泪流”，正

是因为文学创作渗透了个人独

特的情感体验。“而 AI 生成的，

我认为是产品，不能完全算是

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因为

其缺乏对生活的真实体验和情

感共鸣。”

麦家也表示，写作的本质

是“发乎情”，是个体生命经验

的流露和强烈的表达冲动，而

AI的创作只是基于已有的数据

和范本。

DeepSeek 作为人工智能的

代表，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

AI写作是否属于文学创作是一

个充满争议的复杂议题，当前

AI 写作是数据驱动的语言重

组，而文学创作是意识与情感

的表达；AI写作更接近“智能文

本生成工具”，而非严格意义的

文学创作，其价值在于提升效

率与拓展形式，但无法替代人

类创作中的生命体验、情感深

度与创新性。此外，如果过度

依赖 AI 写作，可能导致文本同

质化，削弱人类对语言美感的

感知能力。

不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知名作家贾月珍则从另一个角

度在思考这个问题。

“文学作品是作家根据一

定的立场、观点、社会理想和审

美观念，从社会生活中选取一

定的材料，经过提炼加工后创

作出来的。如果说AI是一种更

快捷的写作工具，那么 AI 写作

的作品的确是文学作品。AI写
出的作品没有人情味，那不是

AI 的 错 ，只 能 说 作 家 太 依 赖

AI。作家完全可以回到最初的

写作心态，只是换一种排列文

字的工具。如果作家仍能把握

好用作品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这一条，那么 AI 写出的作品完

全可以是一部好的文学作品。”

贾月珍说。

从纯工具论的角

度 看 待 AI 作 品 的 问

题，丁燕伟也部分同

意贾月珍的观点，但

他又提出了一个量化

指标。

“若 AI 仅作为辅

助工具，比如素材整

理、语言润色等，其生

成的内容只能被视为

‘技术产物’。完全由

AI生成的文本因缺乏

独创性和思想性，尚

不具备文学作品的完

整属性。但如果以作

家为主导，AI 只起到

辅助作用，而且 AI 生

成的内容少于 20%，

作品保持独创性，可

以 算 是 文 学 作 品 。”

丁燕伟表示。

作为写作工具的AI
虽然贾月珍比较认可作为

工具的 AI 所写出的内容，但她

认为目前AI还不能有效协助人

类进行文学创作。

“我近期也尝试着用 AI 写

了些东西，但多数文不达意，因

为 AI 的文字语句多为总结、评

论、概括性的，而文学的要旨在

于展示细节。细节是渗透在作

家成长、生活中，存在于作家的

细胞记忆中的捉摸不到却又感

受到的东西，这是人工智能无

法提取的。”贾月珍说。

贾月珍表示，作家与 AI 合

作，就目前来说，没有合作的可

能性，因为 AI 写作的东西比不

过人工创作，至少现在 AI 对写

作没有太大帮助。我在写作遇

到犹豫时，也曾打开AI，看其接

下去写成什么，生成的文字都

不尽如人意。

丁燕伟认为，未来 AI 和人

类协作完成写作任务将成为重

要方向。例如，作家利用 AI 完

成素材搜集、框架搭建，再注入个

人思想与情感，可提升创作效率

并保持作品独特性。“但要警惕过

度依赖AI导致创作能力退化，文

学创作还是应该以作家的构思

运笔为主。”丁燕伟强调。

同时，作为工具的 AI 不能

乱用，需有章可循。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

全国人大代表的麦家就建议立

法规范 AI 写作，用 AI 创作的内

容是否有发表的权利需相关法

律认定。

丁燕伟认为，应通过立法，

明确 AI 生成内容的版权归属，

禁止完全由AI代写学术论文或

文学作品，并要求标注 AI 辅助

比例和内容来源。立法应明确

AI 生成内容的权责划分，例如

规定AI工具仅为辅助时版权归

属人类作者，完全由 AI 生成的

内容则视为无主数据。出版机

构应制定审稿规范，例如要求

作者声明 AI 的使用范围，并对

AI生成内容进行伦理审查。

此外，丁燕伟还建议建立

公开透明的 AI 内容标识制度，

要求平台对AI生成内容进行标

注，便于公众辨别。

本报讯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

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联合发布《人

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自 2025年 9月

1日起施行。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生成技

术（AIGC）的快速发展，在内容生

产方面，合成文字、图片、音频、视

频等信息雨后春笋，在丰富大众

内容消费需求的同时，也产生了

合成技术滥用、虚假信息传播扩

散加剧等问题，削弱了公众对于

网络信息的信任基础。在今年全

国两会期间，很多代表委员就打

击 AIGC 虚 假 信 息 、完 善 AI 视 频

传 播 管 理 机 制 等 提 出 了 相 关 建

议，其中就包括对人工智能生成

内容进行强制标识的建议。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有关

负责人表示，《办法》聚焦人工智能

“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关键点，通过

标识提醒用户辨别虚假信息，明

确 相 关 服 务 主 体 的 标 识 责 任 义

务，规范内容制作、传播各环节标

识行为，以合理成本提高安全性，

促进人工智能在文本对话、内容

制作、辅助设计等各应用场景加

快落地。

《办法》明确，人工智能生成合

成内容标识主要包括显式标识和

隐式标识两种形式，显式标识是指

在生成合成内容或者交互场景界

面中添加的，以文字、声音、图形等

方式呈现并可以被用户明显感知

到的标识；隐式标识是指采取技术

措施在生成合成内容文件数据中

添加的，不易被用户明显感知到的

标识。

《办法》要求，人工智能生成合

成内容服务提供者应当对文本、音

频、图片、视频、虚拟场景等生成合

成内容添加显式标识，在提供生成

合成内容下载、复制、导出等功能

时，应当确保文件中含有满足要求

的显式标识；应当在生成合成内容

的文件元数据中添加隐式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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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12日，北京人

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国家地方共

建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在

北京发布全球首个“一脑多能”

“一脑多机”通用具身智能平台

“慧思开物”。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总

经理熊友军介绍，“慧思开物”能

够实现从任务理解到执行的全流

程智能化，具备处理多场景复杂

任务的泛化能力，首次实现了单

个软件系统在机械臂、轮式机器

人、人形机器人等多构型本体上

的兼容，能够适应多样化的应用

场景和任务，为具身智能机器人

提供强大的感知、决策与执行能

力。

据悉，“慧思开物”由AI大模

型驱动的任务规划具身“大脑”以

及数据驱动的端到端技能执行具

身“小脑”构成，是支持各类机器

人与物理世界交互的开放平台。

其中，具身“大脑”具备自然交互、

空间感知、意图理解、分层规划和

错误反思等能力，具身“小脑”分

为具身操作和具身运控两个子平

台：具身操作涵盖元技能库、泛化

抓取、技能拆解和错误处理等功

能，而具身运控负责实现全身控

制、双臂协作、稳定行走和移动导

航等任务。由具身“大脑”进行任

务规划，再调用具身“小脑”技能

库执行具体动作，并将执行反馈

传递给具身“大脑”，形成任务闭

环。

发布会现场，北京人形机器

人创新中心首席技术官唐剑演示

了“慧思开物”在工业分拣、积木

搭建、桌面清理和物流打包四个

场景的真机操作。通过语音交

互、APP直连等多种方式，用户能

够与机器人轻松交互，场景任务

丰富且执行精度高，机器人动作

丝滑流畅。这是全球首次多场

景、多任务、多构型具身智能机器

人操作的直播展示，充分体现了

“慧思开物”平台的通用性与智能

化水平。 刘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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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制图：王丹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