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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把握人工智能写作发展方向
“机器人记者”报道体育赛事引发热议

　　在未来的某一天，人们的生活也许是这样的：浏览的新闻出自“机器人记者”之手；体育赛事

由“机器评论员”解说；书店里与《唐诗三百首》并排摆放的是“机器人诗集”。事实上，当人们以

为这些场景只会出现在科幻小说里时，人工智能写作已经悄然来临。

　　“机器人记者”胜在速度

　　8月，英超足球联赛首轮比赛正式开赛。与往年不同的是，韩国球迷看到了一种新的赛事报道模

式。

　　据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一位名为Soccerbot的“机器人记者”于开赛之际在韩国联合通讯社正

式上岗，负责快速报道比赛情况。据介绍，“机器人记者”在写稿过程中，能够实时掌握比赛情况及

结果，并随时调用稿件数据库，因此，它不仅可以快速写稿，还能在比赛结束后1—2秒内将稿件上

网，而且稿件质量不亚于专业体育记者。

　　此次韩国媒体启用“机器人记者”进行赛事报道引发了韩国国内外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英国

《每日邮报》刊文表示，用英语写稿的“机器人记者”的诞生将不再遥远。巴基斯坦联合通讯社报

道，“机器人记者”的诞生是走向基于技术的媒体业的重大事件。韩国联合通讯社表示，将以此“机

器人记者”为契机，不断推广“机器人记者”的适用范围，从而进一步提高新闻自动化与智能化水

平，并以此引领并打造全新的媒体环境。该通讯社还计划在2018年2月开幕的平昌冬奥会上启用“奥

运新闻机器人”。

　　事实上，“机器人记者”正在主要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媒体中被迅速推广和应用。某日媒驻北京

记者对本报记者表示，日本部分媒体已经开始在简单的体育新闻报道中使用“机器人记者”作为助

手，协助记者处理新闻素材、撰写新闻稿件。

　　可掌握学识但无法体会情感

　　在诗歌创作方面，“人工智能写作”所谓的“作品”算不算诗歌、有没有诗意等问题，目前还处

于论争之中。许多爱诗、懂诗、怀诗情、擅作诗的人对“人工智能诗歌”提出了质疑。然而，当“人

工智能诗人”已经通过著名的“图灵测试”，人们有理由预测，未来“人工智能诗歌”将会变得越来

越人机莫辨。

　　“图灵测试”由计算机科学和密码学的先驱者艾伦·图灵发明，其主要内容是将测试者与被测试

者隔离，再通过测试者与被测试者的交流，让测试者判断被测试者是人类还是机器。如果有超过30%

的测试者不能作出确定的判断，被测试者若是机器，它就通过了“图灵测试”，并被认为具有人类智

能。2016年，清华大学语音与语言实验中心官网宣布，由该中心研发的“人工智能诗人”创作的诗词

中，有31%被唐诗研究专家认为是由人类创作的。由此可见，要甄别出是否是“人工智能诗歌”仍存

在一定的难度。

　　那么，机器人会不会超越诗人？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孙明君看来，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他表

示，中国古往今来的所有诗人，大体可以分为伟大诗人、优秀诗人、诗匠和诗歌爱好者这四个层级。

其中，诗歌爱好者人数最多，作品数量庞大。他们当中如果有一些人熟悉诗词格律，能够写出符合平

水韵和词林正韵的作品，则可以称为诗匠。

　　相对于人类，“人工智能诗人”有两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是掌握大量古代诗词中的词汇和意

象；二是不会违背古典诗词的格律。因此，它们能够轻易地超越诗歌爱好者，写出词汇丰富而又格律

严谨的诗词，从而达到诗匠这一层级。但是，正如清代诗人、诗歌批评家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所

言，“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诗歌创作是人类想象力最高级的表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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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类情感的高度浓缩。人工智能可以掌握人类的学识，但体会不到人类的情感，更没有人类的胸襟

抱负，也就无法创作出“第一等真诗”。

　　同时事实证明，“人工智能诗人”的出现，不但没有影响诗人吟诗作赋的兴致，反而引起大众对

诗歌的关注，并激发起更多人对于诗歌创作的热情。这种科技与人文的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也许正

是“人工智能写作”未来发展的前景。

　　深度思考是人类竞争的关键

　　随着人工心理、人工情感、形象思维数字化等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突飞猛进，“人工智能写

作”时代的到来显然已是无法阻挡的历史趋势。在这一背景下，如何让“人工智能写作”成为人类文

学创作活动中的助手而不是对手，成为所有记者、作家、文学研究者和文艺理论家需要共同关注和思

考的问题。

　　某日媒驻北京记者表示，未来诸如政府或企业发布公告、体育比赛的统计数据或结论等简单的新

闻稿件，固然可以交由“机器人记者”代劳。但是，对于更深层次的新闻报道，“机器人记者”可能

就无法胜任了。因为任何优秀的新闻作品，都离不开深度扎实的采访工作。而采访者高超的谈话技

巧、独特的切入视角、深刻的人性洞察，甚至采访者与受访者之间无言的心灵沟通，都是“机器人记

者”无法取代的。然而，随着“机器人记者”的进步，人们对于人类记者撰写的新闻稿件的质量将要

求越来越高，一些平庸记者可能会被淘汰，而那些能够将更多时间和精力用于策划独家选题、进行独

家采访、撰写独家稿件的记者将得到“机器人记者”的辅助，并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新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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