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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13日 星期二 广告
责编/李秀芹 郑娅敏

美编/徐哨 照排/陈鸿燕
天下 A12

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周明是一个文艺爱好
者。他和研究团队教会了小冰写现代诗，作曲则是
新技能。

周明说，神经机器翻译、聊天机器人、阅读理解
和创作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应用的四个主要方面，
难度逐渐递增，创作处于金字塔顶端，最难突破。

“一开始，人们找不到怎么针对创作建模，因
为写诗、作词，都是一些文采飞扬、灵感突现的东
西，很难捕捉。”他说。得益于近年来深度学习和神
经网络技术的进步，人工智能创作才屡获成绩。

周明介绍，小冰写歌是一个“编码与解码”过
程。研究人员首先用流行歌曲训练人工智能机器
人。训练充分后，就可开始创作：把歌曲主题以关键
词形式输入后，就会被编码成人工智能可以理解的
语言，机器人再以人能理解的方式解码输出，成为一
句歌词；然后把这句词与原来输入的关键词合并作
为新的输入，就可得到第二句，如此循环得到整首歌
词。同样，也可输入歌词，对应翻译成曲谱，即把曲

谱也看作自然语言，由此完成计算机作词谱曲。
“九歌”学写诗，也是建立在“熟读唐诗三百首，

不会作诗也会吟”的基础上。“九歌”主创者、清华大
学研究生矣晓沅输入了30多万首唐朝以来的古诗
作为语料库，利用深度学习模型让计算机学习。除
了对诗句平仄、押韵作规定外，并未人为给出任何
规则，而是让计算机自己学习古诗中的“潜规则”。

“计算机怎样作出这样的诗，我们也不知其中
规则。”孙茂松说，这是深度学习的“黑箱”现象。在
他看来，每首古诗像一串项链，项链上的珠子就是
字词。深度学习模型先把项链彻底打散，然后通过
自动学习，将每颗珠子与其他珠子的隐含关联赋予
不同权重。作诗时，再将不同珠子重穿成新项链。

古人作诗多为抒发情志，风格偏悲愁，这也让
“九歌”写的诗有些“伤春悲秋”。团队希望通过强
化一些轻松情绪样本的训练，让“九歌”变得积极一
些。此外，如何在保证全诗一致性的基础上写出更
长的诗歌，也是新挑战。

加拿大一项最新研究发现，令人上
瘾的智能手机应用和功能都指向人类渴
望与他人互动的意愿，对手机上瘾者不
是厌恶社交，而是太热衷社交。

一直以来，人们认为那些时时刻刻
盯着手机、查看好友是否在线的人是沉
迷于网络世界而忽视社交。加拿大麦基
尔大学心理学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美国
《心理学前沿》杂志发表报告说，这种解
读可能有误，对手机上瘾者不是厌恶社
交，而是太热衷与他人互动，因此解决这
个问题可能比原来想象得简单。

论文作者、研究认知和文化进化发
展的心理学教授塞缪尔·韦西埃解释说，
观察和监测他人、同时也希望被人关注
和监测的意愿，可以追溯到人类发展史
上很久远的阶段。人类进化成了一种有
独特社交习惯的种群，需要不断有来自
他人的输入来建立一种文化上被认定为
合理的社交指南。这也是人们寻求生活
的意义、目标和自我认知的一种方式。

韦西埃补充说，就像在后工业时代，
食品不再匮乏，然而我们从历史进化压力
下形成的对脂肪和糖的渴望依然存在，因
而会很容易引发对食物永不满足的追求，
进而导致肥胖症、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
病。“正常对社交的需求和通过智能手机
与人沟通带来的心理奖赏会被绑架，产生
一种时刻想要看手机的病态需求。”

因此，研究人员认为，除了规范科技
企业和相关手机应用程序之外，还建议手
机上瘾者关掉各种推送开关，并制订合理
计划，定时查看手机，并建议禁止在晚间
和周末收发邮件。 据新华社

人工智能创作的

“早春江上雨初晴，杨柳丝丝夹岸莺。画舫烟波双桨急，小
桥风浪一帆轻。”

这是人工智能以“早春”为关键词创作的一首诗。作者“九歌”，由清
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孙茂松教授带领学生团队历时3年研发而成。

在综艺节目《机智过人》中，微软的聊天机器人小冰以一曲中国风歌曲
《桃花梦》“险胜”人类对手。当歌手唱出“茫茫夜雨中，往事如风，耳边桃花笑
春风，梦里你我相逢”这般古风浓郁的句子，很多观众以为这是人类所作。

写诗、作曲、绘画，人工智能创作的春天悄然到来……

除了写诗作曲，人工智能还进化出了写小说、
作画等新技能。日本研发的人工智能所创作的科
幻小说《电脑写小说的那一天》，骗过了所有人类评
审，成功入围日本微小说文学奖；谷歌人工智能还
能进行绘画创作，有画作被拍出了8000美元高价。

人工智能已在棋牌、电子游戏等领域战胜人
类，在艺术创作领域的最新进步，是否意味着它在
这方面超越人类也为时不远？

周明认为，目前人工智能创作还只是基于大数
据的模仿，离真正人类的创作智能还差得很远，“训
练人工智能创作方面的数据还不够多，其次是灵感
不够，因为光凭数据，只是一个追随者，写词作曲都
似曾相识，没有一种灵感突然迸发的感觉。”

在孙茂松看来，目前人工智能创作是颇受限制
的创造性，理论上并未超出前人在千百年诗歌创作
实践中无意识“界定”的创作空间。古人写诗是“功

夫在诗外”，常根据经历有感而发，有内容有意境，
而机器暂时难以做到“托物言志”或“借景抒情”。

对人工智能在创作领域是否会超越人类，专家
认为不必担心。“在音乐、文学创作等需要很深内涵
或灵感的领域，我个人认为机器基本不大可能达到
人的状态，但会对人创作产生辅助。”周明说。对普
通人而言，人工智能创作系统可降低创作门槛，实
现“人人都可以是诗人、画家或音乐家”的梦想。

孙茂松说，团队未来计划对“九歌”系统升级，
让它判断人作诗的好坏，如在韵脚、平仄方面是否
有误，在遣词造句方面是否词不达意或句不成篇，
帮助人改进创作技能；还可通过大数据对古代文献
进行“人文计算”、定量分析研究。

除了创作本身，研究机器创作还可为人工智能
其他领域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开启多领域交叉学
科的创新。 据新华社

人工智能是怎么进行创作的？
其创作规则是“黑箱”现象，不过技术上先需“熟读唐诗三百首”

人工智能的创作有无意境？
目前只是基于大数据的模仿，未来可助开启多领域交叉学科的创新

手机不离手
是厌恶社交？
错！是对社交互动上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