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李皓冰 美编：陈明丽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热议“人工智能与人类文明”

AI儒家化，有可能实现吗

七八月份新剧超过20部

暑期档荧屏谁能成为大赢家

现实题材作品

储备丰富

每年暑期档都会迎来一波学生
观众的“回流”，因而暑期档成为各
家播放平台以及剧集制作方的必争
之地。

6月下旬至7月初开播的一波剧
各有看点，为暑期档电视剧市场提
前“预热”。比如，由保剑锋和张俪主
演的年代剧《沸腾的群山》，聚焦于
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这一社会热点
问题，向观众展示了一个城市的“蝶
变”。许凯和谭松韵主演的都市爱情
剧《你比星光美丽》讲述了当代女性
在创业过程中的奋斗历程与情感纠
葛。荒诞悬疑轻喜剧《消失的大象》
将镜头对准小镇青年张矿在争取马
拉松赛事举办权过程中身不由己卷
入的各种意外事件，剧中不乏爆笑
场面，王志文、余皑磊、任素汐、蒋
龙、李九霄等主演阵容也为作品质
量提供有力支撑。这些在播剧有当
代工业史的厚重感，有甜蜜爱情带
来的治愈感，也有一笑解千愁的松
弛感，为观众提供了不同类型的观
剧选择。

业内人士指出，尽管目前这些
在播剧不乏看点，但也缺少鲜明亮
点，这就让观众对接下来陆续开播
的暑期档电视剧抱有更大期待。其
中，悬疑剧《白夜破晓》是呼声较高
的一部作品。该剧是七年前《白夜追
凶》的续作，包括潘粤明在内的原班

人马悉数保留，让前作的粉丝颇为
欣慰。而一人分饰两角、兄弟俩白天
黑夜转换在法律天平两端轮流追凶
的设定，在七年后能否创新突破、再
次掀起收视狂潮，也让市场充满好
奇。除此之外，于和伟、丁勇岱主演
的《我是刑警》，马伊琍、佟大为主演
的《错位》，孙俪和罗晋主演的《乌云
之上》，黄景瑜主演的《雪迷宫》等作
品，构成了悬疑、探案类题材作品的
丰富储备。

年代剧由于其深刻的时代印
记、扎根百姓的浓郁烟火气以及命
运无常拨弄人生的唏嘘感，往往会
出现精品与爆款的结合体。今年角
逐暑期档电视剧市场的《小巷人
家》，由闫妮、李光洁等主演，讲述20
世纪70年代末苏州棉纺厂家属区三
个家庭的命运轨迹，其表现令人拭
目以待。《北上》讲述了运河沿岸一
群少年从相知到相伴，到分离、重
聚，展现出他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和对民族精神的传承，该剧由白鹿、
欧豪等年轻演员构成主演阵容，有
望在年轻观众群体间形成传统文化
的号召力。

古装剧

谁能成为爆款

古装剧历来易出爆款，《长相
思》第二季在开播前便引人关注。该
剧的第一季播出后广受年轻观众喜
爱，杨紫、张晚意、邓为等演员在剧
中贡献了性格各异的人物群像。随

着预告片中失魂的“小夭”身着白色
嫁衣独自成婚的剧情释出，观众对
第二季的期待值拉满。

古装剧市场成熟度较高，但竞
争也较大。为了让观众更有新鲜感，
作品往往在故事框架或人物设定上
出奇出新。正在播出的《度华年》打
破了以往单人“回到过去改变命运”
的故事框架，让长公主李蓉和首辅
裴文宣都带着各自的记忆和对彼此
的仇恨回到了年轻时代，再次相遇
后发展出了不同的命运轨迹和完全
相反的情感联结。男女主角的“相爱
相杀”让观众感觉“十分好嗑”，而赵
今麦和张凌赫的年轻组合，也带来
清新脱俗的古装爱情体验。由罗云
熙和宋轶主演的《颜心记》，男主角
有脸盲症，女主角因中毒而有“变
身”能力，这样“天造地设的阴差阳
错”，导致他们经历“三结三离”的奇
妙姻缘。

热播剧续集则以获得观众认可
的IP为依托，延续或拓展故事线。与

《长相思》第二季相似，《唐朝诡事录
之西行》的前作《唐朝诡事录》也有不
俗的口碑。2022年，没有小说原著的
IP支撑、没有流量演员的加盟，《唐朝
诡事录》以志怪故事讲述权谋与探
案，具有质感的画面，符合当代“三
观”的角色塑造，俘获了不少观众，一
批“忠粉”等待至今。《少年白马醉春
风》则是为此前热播剧《少年歌行》开
发出的前传，故事讲述后来被称为

“酒仙”的百里东君的少年成长故事。
（中国青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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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智 曲阜报道

7月10日下午，第十届尼山
世界文明论坛“人工智能与人
类文明”分议题对话会顺利举
行。

能否让AI服从某种指导性
原则？如何建立相应的伦理框
架、文化政策？怎样确保人工智
能的应用符合人类发展的长远
利益？真的能促进技术和文化的
和谐共生吗？围绕以上问题，多
位嘉宾畅所欲言，聚焦“数字化
的双刃剑效应”“引导数字向善”

“AI儒家化”等核心要点，热议
人工智能的发展成果和未来趋
势。

自ChatGPT横空出世以来，
在各种相关公共讨论中，AI发展
现状及诸多隐忧颇受关注。数字
化是科技进步、技术创新的必然
趋势，是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工
具手段，但同时也使得数据安全、
隐私安全等面临风险。

面对数字化的双刃剑效
应，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副主任、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温海
明指出，人类社会需要以积极
的心态拥抱变革，以审慎的态
度应对挑战，“我们应深化数字
时代文明内涵，促进开放合作，
引导数字向善，反对数字霸权，

打破数字垄断，推动数字世界
成为人类生活新空间、全球治
理新领域。”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文史教研部教授刘丽丽着重
讲述了人工智能发展中“以人
为本”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推进
可持续性、伦理和创新的融合。
她认为，在人工智能发展中，伦
理考量至关重要，“因此，我们
需要强调包容性实践、多样化

代表和伦理考量，以促进技术
领域的社会正义。同时，计算机
科学研究应融合社会和技术视
角，这样不仅能让我们理解技
术的社会影响，还能设计出高
效且符合伦理的技术解决方
案。”在全球文明中推进以人为
本的人工智能，需要共同努力，

“学术界、产业界、政府和社会
应加强合作，确保人工智能开
发以伦理原则为指导。我们要

保持警惕，解决偏差，降低风
险，并防范潜在危害，以负责任
和可持续的方式驾驭人工智能
发展。尊重文化和道德价值观
是儒家思想能够引导人工智能
发展的关键方面。”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副教授陈嘉礼向大家分享了AI
在中国古典学日常教学应用及
研究方面的优势和不足。通过
测试对古文的句读、古文段落

的解释、古文段落提问的回答、
古文教学的帮助，他发现随着
版本的更迭，ChatGPT的功能
也在不断完善。“不断学习如何
利用AI能更有助于中国古典学
或者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和研
究。”

江西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
授王懿清同样关注人工智能的应
用。他强调，“对文化遗产存量的
保护刻不容缓。”以白鹿洞书院摩
崖石刻的数字化复原与保护为
例，王懿清及其团队借助相关技
术对石碑、石刻进行翻抄和数字
化创新，尽可能保留更多原始信
息。其中，如何确保数据的准确干
净、如何设置统一的标准和具体
的门槛、数据如何更好地被调用、
谁来使用这些数据等问题亟待解
决。

随着讨论的逐渐深入，人工
智能与儒学的结合也成为论坛的
重点话题之一。“AI儒家化，有可
能实现吗？”中山大学哲学系特聘
研究员汉伊理从人工智能的自我
意识出发，深入探讨了人工智能
儒家化的可能性。在他看来，儒学
是中国文化的基础，传统文明的
思想智慧与数字时代新的知识的
碰撞、交流，不仅让儒家思想有了
科技化的展现，同时也将孔子理
念传播到全世界。

随着《长相思》第二季开播，2024年电视剧暑期
档“战局”进入白热化阶段。据不完全统计，七八月
份，各大电视台以及网络视听平台重点推的新剧超
过20部，从年代剧到爱情职场剧再到古装剧，覆盖了
多种题材和风格，满足不同观众群的喜好。


	A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