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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国产AI大语言模型工具DeepSeek的
横空出世，如同一石激起千层浪，令许多中文创作者
震撼不已。这款问世数日便撼动了全球AI市场的
模型，通过分析超万亿字的优质文本，建立起包含
8000多种修辞手法、300多种叙事结构、200多种文
体特征的知识网络。

这也意味着，人们借助 AI，能在极短时间内写
出结构严谨、内容丰富的文本，无论是文学作品、新
闻报道还是广告文案、教育资料，统统不在话下。

DeepSeek问世引发AI创作热潮
1月28日，鲁迅长孙、鲁迅文化基金会会长周令

飞尝试在DeepSeek 中输入鲁迅文学作品中“野草”
“呐喊”等经典意象，生成《火种与春天的契约》等诗
歌。

“DeepSeek 写得还不错。”周令飞告诉记者，经
过多次尝试，他注意到，只要向DeepSeek 发出的指
令足够清晰、精准，它就能生成更加符合用户需求的
文本。

连日来，测试DeepSeek性能的中文创作者越来
越多，AI生成的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渐渐刷爆网
络。DeepSeek作为本土模型，更贴近中文的思维模
式和语言习惯，能够更好地理解和生成符合中文语
境的文本，所生成的中文内容较之ChatGPT也更为
流畅自然。

与此同时，DeepSeek 强大的文本生成、资料整
合等能力，也收获了不少网文平台的青睐。2 月 5
日，阅文集团便宣布旗下作家辅助创作产品——“作
家助手”已经集成独立部署的 DeepSeek-R1 大模
型，以增强“作家助手”的问答推理能力和描写润色
效果。

“90后”“00后”如今已成为阅文集团的主力军，
他们更热衷于探索新工具的实践方法。AI生成能
力与网文作家的应用实践可谓相辅相成，作家们会
根据自身能力、特点挖掘辅助创作的场景，如果某些
用法对创作有帮助，它们会迅速在作家圈风靡起来。

随着 ChatGPT、DeepSeek 等模型的迅速发展，
人们在享受其便利的同时，也不免担忧：大语言模型
会不会对纯人工写作造成“降维打击”？雪崩般的巨
大冲击是否也会在文学世界中出现？

对此，许多作家认为不必过分担忧。斯坦福大
学工程硕士、知名作家永城曾将正在创作的小说的
梗概告诉 DeepSeek，让它试着完成一部小说，看到
结果后，他彻底放下心来。DeepSeek生成的作品虽
然文字华丽、逻辑链完整，但它一般会选取最常出现
的语句、比喻、情节和立意。对于算法而言，使用频
次最多的文字和写法，就是最稳妥的选择。

DeepSeek、ChatGPT 等模型的根本原理是通过
对海量数据的学习，利用已有的叙述、描写、比喻来
提供令用户满意的答案，而非基于创作者本人的人
生经历、对世界的观察以及从中总结出来的心得。

就目前而言，不少中文创作者仍然坚持创作的
主体性，仅将DeepSeek等模型视为辅助工具。曾在
创作中探讨人机关系的青年作家梁宝星介绍，出色
的作家往往拥有自己的叙事腔调，即使AI学习了世
界上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也未必能够创作出超越
人类的文本，如今AI创作出来的小说还存在机械性
明显、板正青涩等特点。

“人机协作”小说如何炼成？
面对席卷而来的AI浪潮，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

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王峰可以说是在国内人文领域
品尝AI写作“头啖汤”的学者。早在2021年，他便发
现，从自然语言处理的技术角度来看，AI写作已经
不再是一个难以攻克的难题，只要找到一条合适的
道路，便能够大展拳脚，创作出一部长达百万字的作
品。

不久后，王峰开始组建团队，不仅制订了AI写
作的方案，还邀请计算机、文学、语言、哲学、古籍、数

学、地理等多个领域的研究者共同探讨。这是王峰
团队第一次尝试生成长篇文本，其难度不言而喻。
随着国内AI模型的蓬勃发展，他们决定以此为应用
底座，把AI模型能够实现的部分交给它处理。

幸运的是，经过不断的调整与优化，王峰团队终
于摸索出“国内大语言模型+提示词工程+人工后期
润色”的方法，通过系统性提示词向AI模型提问，在
提问过程中对其进行更精细的限制，从而批量生成
大量情节连贯的文本内容。

2024年3月，王峰团队在上海发布了国内首部
人工智能长篇小说《天命使徒》，这部篇幅达百万字
的作品的AI贡献量高达70%，受到了广泛关注。有
网友评价，虽然这部小说的情节跌宕起伏，但推进的
方式是议论式的，缺乏必要的文学质感，显得有些

“水”。
据了解，近年来和王峰团队一同在探索AI写作

的国内机构、企业并不少。例如，清华大学沈阳教授
团队便借助 ChatGPT 完成中篇小说作品《机忆之
地》，并斩获江苏青年科普科幻作品大赛奖项。

虽然这些小说还有“AI 味儿”，但王峰相信，
DeepSeek等AI模型的迅速进化，会让人工智能小说
从青涩阶段进展到相对成熟的阶段，实现写作质量
的大幅提升。

王峰表示，使用AI进行文学创作，或许能够对
未来的文学形态进行持续性的探索，从而实现“人机
双赢”的局面。“我们已经步入智能社会，回避这一事
实没有任何意义。在发展中不断调整才是根本，只
有学会与人工智能共处共融，我们才能走向不可知
的未来。”

AI生成作品的“作者”是谁？
“接受人类指令之后，AI 生成的内容受到著作

权法保护吗？相应权利归谁？”近日，随着DeepSeek
生成的作品大量涌现，其著作权问题再次引发广泛
讨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著作权属于
作者，AI作为工具，本身并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作
者”身份。不过，AI在创作中的作用已由过去的“辅
助人类创作”向“人类辅助下的自主创作”转变，因此
带来了版权归属争议。另外，AI的普及化使得用户
能够利用原作品进行“二创”，这也导致侵权行为的
频次增加与范围扩大。

不少国内学者认为，AI生成内容与传统作品在
可版权性判断标准上具有一致性，核心在于考察生
成的内容是否具备独创性，是否源于自然人的智力
成果。

对此，中山大学中文系创意写作教研室主任王
威廉表示，如果一位作家将作品梗概、故事输入AI
模型，待结果生成后再进行修改，那这部作品的著作
权应该归于作家本人，而仅向AI发出“请帮我写一
首爱情诗”这种简单的指令，对生成的结果并无多大
贡献，那么著作权不应由作家享有。因此，在使用
AI辅助创作时，用户要注意保留原始的生成记录。

AI生成作品的著作权之争，也让更多与AI伦理
相关的话题进入公众视野。例如，通过AI模型生成
的学术论文和参与发表、评奖的文学作品是否能被
大众及相关机构接受？若能接受，AI参与的具体比
例应该定在多少？种种问题，还需要人们在一次次
的实践与讨论中厘清边界，知晓人机协作的目标与
意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院教授程
林观察到，DeepSeek 等各大模型的创作越来越“逼
真”，尽管专业人士目前仍然能够判断AI创作与人
类创作的差异，但这些技术在不断进化后，或许会促
使人们产生新的需求——观察AI创作的作品是否
无限接近真人创作水平，并判断这类作品是否可以
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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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的糖果盘、婚礼上甜蜜的伴手礼、情人节的巧克力、一年之
中，总有些节点会有甜蜜陪伴。随着社会发展和消费者口味的变化，
糖果和巧克力的身影已逐渐在团圆的场景中变得模糊。自2013年起，
糖果的节日消费占比逐渐从50%下降至2023年的30%，糖巧市场呈现
萎靡现象，内卷加剧。

糖果带来的仪式感被伴手礼分走一杯羹
春节期间，记者随机走访了几家大型商超和零食批发市场，有不

少消费者在场挑选心仪口味的糖果。经销商介绍，春节期间的销售业
绩，经常能占到糖果品牌全年业绩的四成以上。“目前销量还不错，酥
糖、软糖，还有巧克力比较受大家的欢迎，还有小包装的蛋卷零食，也
比较受孩子们喜欢，老人更喜欢传统的虾酥、花生糖、椰子糖等产品。”

在超市选购糖果的杨女士表示：“平时家里不会买糖果，只有过年
的时候会买一些。一是招待亲朋，二是摆供的时候好看，尤其金色和
红色包装的糖果，看起来很喜庆。”

带孩子前来购物的张先生则表示，自己本身不喜欢吃糖，对孩子
吃糖果和零食管得也比较严，春节期间也就是象征性地买一些，感觉
不买就缺点儿过年的气氛。

据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统计的数据显示，2015年以来，中国糖果行
业规模以上企业糖果总产量呈现出震荡下行的发展态势，到2022年，
全国规模以上企业糖果总产量为280万吨，已同比下降8%。

糖果之所以出现销售大面积下滑，与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变化息息
相关。

当大家热衷于去餐厅吃年夜饭的时候，在家招待亲朋时糖果的需
求就大大降低了，当结婚的新人追求别出心裁的婚礼、让宾客感受到
新人的用心时，糖果的分量就被其他伴手礼挤掉了一块利润空间。

同时，随着健康意识的提升，大家普遍对高糖高油食品的需求在
减弱。糖果带来的仪式感和社交功能，已经逐步被其他食品和礼盒所
代替。

配角“掀桌子”坚果渐成年货“扛把子”
从传统的五香瓜子、鱼皮花生，到现在备受追捧的夏威夷果、巴旦

木、碧根果，在之前一直被当作配角的坚果，却打败了糖巧零食，逐渐
成为春节期间年货的“扛把子”。

艾媒咨询发布的《2024年中国新春礼盒消费者行为洞察报告》显
示，坚果产品位居2024年中国新春礼盒消费者计划购买类型第一名，
占比高达46.3%。仅在12月28日一天时间里，三只松鼠就在平台渠道
实现总销售额1.35亿元。

春节期间，记者在济南一大型超市看到，各种品牌的坚果礼盒堆
得满满当当，价格基本在69元/箱—179元/箱之间。促销员介绍，春
节期间坚果礼盒的销量很不错，一天能卖50箱左右，“价格比较适中，
相比啤酒饮料以及糕点来说，坚果老少皆宜，大家都能吃，所以买来送
礼的人还是比较多”。

社交媒体晒图显示，很多公司的过节福利，其中也有坚果礼盒的
存在。在人均有限的范围之内选择适合大多数人的过节福利，包装精
致、老少皆宜、经久耐放的坚果礼盒无疑成为很多公司HR的首选。

京东超市《年货中国系列报告——30万精华帖里的年货选购数据
指南报告》分析显示，在用户选择的年货特点上，好吃和健康成为关注
重点，占比高达82%。年货品类上，坚果呼声最高，达到25%。

糖巧企业“刮骨疗毒”开启减糖转型道路
在崇尚健康、低糖、无糖、0添加等观念的流行之下，糖巧行业近年

来刮起了减糖和零糖的风潮。
稳坐春节糖果市场份额第一的徐福记，在2021年推出了减糖30%

沙琪玛、坚果棒沙琪玛、叶黄素果冻等新品零食。畅销多年的徐福记
凤梨酥和草莓酥也出现了减糖26%版本。

在散装糖果中，颇受大家喜欢的金币形状巧克力和金元宝形状巧
克力，除常规牛奶巧克力外，也出现了0蔗糖的黑巧克力版本。而不
少糖巧企业开始使用木糖醇、赤藓糖醇、甜菊糖苷等代糖成分代替蔗
糖生产的产品。

中国副食流通协会休闲食品专业委员会执行会长王海宁曾表示：
“糖果在婚庆和节假日及家庭重要喜庆的场景下，依旧扮演着重要角
色。在消费者对健康需求和减糖需求的增加下，中国糖果也面临变
化。未来糖果将围绕有趣、好吃、健康、控糖的方向发展。”

本报综合消息

人机协作会是写作新趋势吗？

甜食甜食失宠失宠

糖巧企业面临“减糖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