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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2022年12月16日，Science杂志发布了2022年度科学十大突破，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赫然在列。一时

间，AIGC成为当下最炙手可热的概念。2022年9月，AI绘画爆火；11月30日，ChatGPT横空出世，正式让全世界看到了

AIGC的“强大”。无论是AI绘画的爆火，还是ChatGPT的诞生，都属于AIGC这一概念。谁曾想到，在元宇宙、Web3.0等概

念风靡的2022年，AI凭借“创作”强势崛起，这预示着AIGC元年即将开启，下一个万亿赛道即将爆发。资料显示，国内大厂

百度、腾讯优图、阿里巴巴、快手、字节跳动、网易、商汤、美图等都在AIGC领域有所投入；国外科技巨头谷歌、Meta、微软、

StabilityAI、Jasper、OpenAI等也开始布局AIGC。2023年，将是AIGC与Web3.0、元宇宙密切结合并爆发的一年。作为

AIGC的入门级科普读物，本书结合生动的比喻和有趣的案例，向所有关注未来科技的从业者、创业者、投资人、政府部门科

普了AIGC的源起、技术思想和商业落地场景。

摘自《AIGC：智能创作时代》，杜雨、张孜铭著，中译出版社2023年2月出版。力津报 荐

《中国艺术史（全新修订版）》，【英】迈克尔·苏立文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

“马可·波罗”眼里的中国艺术
林颐

牛津大学荣休院士、艺术史家迈克尔·苏
立文（Michael Sullivan，1916-2013），因为传播
中国艺术与东西方交流方面的杰出贡献，被称
为“艺术界的马可·波罗”。

苏立文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3岁时随家
人迁居到英国，青少年时期就热爱艺术，喜欢
冒险，四处游历。20世纪40年代，苏立文以国
际红十字会志愿者的身份来到中国大西南，遇
到了一生挚爱的妻子吴环（吴宝环），还有艺术
家挚友庞薰琹、关山月、吴作人、丁聪、叶浅予、
张大千、黄宾虹等人，从此，他一生挚爱中国艺
术，成为中国艺术传播者。
《中国艺术史》（1961）是苏立文的第二部

著作，被誉为“最好的中国艺术史入门书”，是
牛津、耶鲁、普林斯顿等知名学府沿用四十余

年的教科书。
苏立文希望向西方读者传达艺术中的中

国历史的感觉。为此，苏立文恪守中国历史叙
事传统的朝代框架，按照年代历史，从文明的
曙光起笔，逐一梳理远古、先秦、秦汉、三国六
朝、隋唐、五代与两宋、明清直至20世纪的中
国艺术，详细论述中国艺术的不同门类——建
筑、雕刻、绘画、书法、陶瓷等在不同时代的表
现形式及特点。

这种看似毫无新意的叙事方式，却恰恰适
合几千年中国艺术史的宏大架构，体现出绵延
不绝的流动性和连续性的交互叙事。而支撑起
这一架构的庞大繁杂的诸多历史资料，由于苏
立文博大精深的研究、细致的梳理和划分，不仅
不让人感觉史料的有意堆积，比起按艺术门类

分别撰写的方式，反而更能让读者保持稳定而
连续的认识。

苏立文揭示了中国艺术的独特性。这在
他花了大量笔墨的有关中国绘画的论述中尤
其突出。苏立文认为，西方绘画重分别，直接
检视画者的眼睛所见到的场景的结果；而中国
画家重综合，不以追求具体形态为目标，而是
表达自然形态的精髓。他以《洛神赋》来切入
魏晋艺术，以敦煌壁画说自然主义的田园之
乐，以阎立本为代表说唐代宫廷艺术的辉煌，
以范宽说北宋画家的伟大成就，以赵孟頫说明
代画院画师和文人画家二者身份的转换……
苏立文并没有把中国绘画单独分类阐述，这没
有妨碍读者按照时间排序对于中国绘画形成
的统一感观，还兼顾了同时代的其他艺术形式
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融合。

苏立文没有生搬硬套各种美学理论和历
史哲学，他的著作没有艰涩的学术腔调，包括
另外两部有名的艺术史：《东西方艺术的交会》
和《20世纪中国的艺术和艺术家》，都是图文
并茂、朴实叙事的风格。他坚信在对艺术作品
进行审美判断时，唯一关键的是作品本身的质
量水平，史料即史论，他所要致力的，就是以实
证、陈列、描述的方法，作出客观公正的审美判
断。《中国艺术史》就是这样一种“没有理论的
艺术史”的写作。

在2005年的北大演讲时，苏立文说道：“我
怀着最深的信念相信，如果是在人文学科中而
不是精确的科学中，理论，远离揭示真相，甚至
可能是发现真相的障碍。它们无法被检验。艺
术中的理论如同一连串的有色镜，我们手持着
有色镜去看现实，不会看到我们原本看不到的
东西。它们模糊了许多东西，以至无法看清楚
整幅画卷。”

这种建基于材料审美经验的质朴的艺术史
讲解，传达了平等友好的文化心态，摒弃了云遮
雾绕的精英式“黑话”阐释方式，克服了西方中
心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偏见，呈现出作者人道主
义的情怀和以作品为本的严谨态度。这是一种
真正的大家气度，靠近艺术的内核，靠近艺术家
的内心，靠近艺术的国度。正是这样的气度，为
苏立文赢得了不分领域、不分阶层的广大人群
的信任与喜爱。
《中国艺术史》经过多次更新修订，已有八

个英文版本。随着研究进展、方法转型、视野拓
宽，该书在每版更新中都会吸收学界最新成果、
充实内容。这部中译全新修订版，较之2014年
的中译旧版，版式更加舒适，插图质量提高，很
多小图都变大了，增加了篆刻、女性画家和对当
代中国画家的评介等内容，译者徐坚对译文做
了润色，这是苏立文生前认可的最终修订版，斯
人已逝，绝响回鸣。

分享 读悦

加强思政课建设
刘凤义

《南开思政课教学与研究》（第一辑），孙寿涛主编，天津古籍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

面对互联网内容生产效率提升的迫切需
求，人们突发奇想，是否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去
辅助内容生产呢？这种继PGC、UGC之后形
成的、完全由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创作形式被
称为AIGC。正如人们最初眺望WEB3.0时构
想的“语义网”一样，未来的互联网应该是更加
智能的互联网，它不仅能够读懂各种语义信
息，还能从信息角度解放人类的生产力。即便
后来区块链技术的蓬勃发展改变了WEB3.0的
指代，元宇宙也展现出互联网浩瀚的未来，但
内容的价值确权和虚拟空间的发展仍然需要
更高效的内容生产方式，AIGC也就凝聚了人
们对于未来的期待。

让人工智能这样的非人机器学会创作绝
非易事，科学家在过往做了诸多尝试，并将这
一研究领域称为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主要研究人工智能如何被用于创建文本、
音频、图像、视频等各种模态的信息。为了便
于理解，本书并不打算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和
AIGC的概念加以区分，在后续的内容中将全
部以AIGC作为指代。

最初的AIGC通常基于小模型展开，这类
模型一般需要特殊的标注数据训练，以解决特
定的场景任务，通用性较差，很难被迁移，而且
高度依赖人工调参。后来，这种形式的AIGC
逐渐被基于大数据量、大参数量、强算法的大
模型（Foundation Model）取代，这种形式的
AIGC无须经过调整或只经过少量微调（Fine-
tuning）就可以迁移到多种生成任务。

2014年诞生的GAN（Generative Adversari-
al Networks，生成对抗网络) 是AIGC早期转向
大模型的重要尝试，它利用生成器和判别器的
相互对抗并结合其他技术模块，可以实现各种
模态内容的生成。而到了2017年，Transformer
（变换器）架构的提出，使得深度学习模型参数在
后续的发展中得以突破1亿大关，这种基于超大
参数规模的大模型，为AIGC领域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机遇。此后，各种类型的AIGC应用开始涌
现，但并未获得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2022年下半年，两个重要事件激发了人们
对AIGC的关注。2022年8月，美国科罗拉多
州博览会上，数字艺术类冠军颁发给了由AI

自动生成并经由Photoshop润色的画作《太空
歌剧院》，该消息一经发布就引起了轩然大
波。该画作兼具古典神韵和太空的深邃奥妙，
如此恢宏细腻的画风很难让人相信它是由AI
自动生成的作品，而它夺得冠军的结果也大大
冲击了人们过往对于“人工智能的创造力远逊
于人”的固有认知，自此彻底引爆了人们对于
AIGC的兴趣与讨论，AIGC也从看似遥远的
概念逐步以生动有趣的方式走入人们的生活，
带来了过去令人难以想象的丰富体验。

2022 年 11 月 30 日，OpenAI 发布了名为
ChatGPT的超级AI对话模型，再次引爆了人们
对于AIGC的讨论热潮。ChatGPT不仅可以清
晰地理解用户的问题，还能如同人类一般流畅
地回答用户的问题，并完成一些复杂任务，包
括按照特定文风撰写诗歌、假扮特定角色对
话、修改错误代码等。此外，ChatGPT还表现
出一些人类特质，例如承认自己的错误，按照
设定的道德准则拒绝不怀好意的请求等。
ChatGPT一上线，就引发网民争相体验，到处
都是体验与探讨ChatGPT的文章和视频。但

也有不少人对此表示担忧，担心作家、画家、程序
员等职业在未来都将被人工智能所取代。

虽然存在这些担忧，但人类的创造物终究会
帮助人类自身的发展，AIGC无疑是一种生产力
的变革，将世界送入智能创作时代。

在智能创作时代，创作者生产力的提升主要
表现为三个方面：

�代替创作中的重复环节，提升创作效率。
�将创意与创作相分离，内容创作者可以从

人工智能的生成作品中找寻灵感与思路。

�综合海量预训练的数据和模型中引入的随
机性，有利于拓展创新的边界，创作者可以生产出

过去无法想出的杰出创意。

即便如此，AIGC也并非完美无缺的，“人工
智能生成的内容如何确定版权归属”“AIGC是否
会被不法分子利用，生成具有风险性的内容或用
于违法犯罪活动”等一系列问题都是现在人们争
论的焦点。目前，学界与业界在尝试从各个方面
解决这些问题。但不管怎样，AIGC的迅猛发展
已成不可逆转之势，智能创作时代的序幕正在缓
缓拉开。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
课程。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思政课建设，围
绕思政课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
列重要指示、批示，提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2019年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南开大
学参观校史馆时，翻阅了思政课“三进”教学指
导方案，并对建好思政课提出了明确指示要
求。同年3月18日，在学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
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对为什么和如何建好思
政课进行了系统阐述，再次提到：“今年年初，
我去南开大学时也强调了思政课建设。”2022
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
察调研时明确提出：“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
要注重方式方法，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习
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如此重视思政课，盖因思政
课承担着培养人的政治方向的使命。古今中

外，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养
人，这是教育的一般规律。政治要求的培养是
管长远、管全局的，一旦出了问题就带有颠覆
性。今天，我们的思政课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思政课教师肩负着重大的历
史使命。

为进一步加强思政课建设、提高思政课的
教研水平、搭建信息交流平台，我们依托全国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理论研修基地、教育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南开大学基地、天津市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马克
思主义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国
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课程虚拟教研室、全国高校思政课“手拉手”
集体备课中心（南开大学—湖南省）、全国高校
思政课名师工作室（南开大学）、21世纪马克思

主义研究院、天津市学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联盟、天津市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协同创新中心、天津市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协同创新中心和天
津市思政课名师工作室等平台，编辑出版《南开
思政课教学与研究》系列文集。
《南开思政课教学与研究》系列文集，以坚

持立德树人、力倡科研反哺教学、服务基层教研

为宗旨，坚持紧跟国家教育现代化的重大战略，
促进跨学段、跨学校、跨地域的教研交流，助力
基层教学组织建设，探研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
教学深度融合机制，推进教学资源共建共享，助
力教师提高教书育人能力，为提高新时代人才
培养质量筑牢基础。《南开思政课教学与研究》
重点展现思政课教师和思政工作者对教育教学
热点难点问题的理解与把握，集中呈现相关教
研成果，设置大思政课研究、思政课教材教法研
究、思政课实践教学研究、思政课学理研究、书
海撷珍（译文书评）、热点追踪、难点解析、优秀
案例、优秀讲义等栏目。

我们希冀借助《南开思政课教学与研究》系
列文集的出版，持续集中呈现全国思政课教师、
思政工作者和教育管理部门对新时代思政课教
研前沿的探索，打造思政课建设改革创新的高
端交流平台。在展示全国思政课教研丰富成果
的同时，让专家学者发表真知灼见，让合作团队
分享建设经验，助力全国思政课教师快速成长，
实现懂教、乐教、善教，为加快推动新时代学校
思政课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作者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长安的荔枝》

马伯庸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2年10月

《中场对话：大国

足球的反思与探索》

王健舒、白宇飞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年1月

书津报 架

是为序

大唐天宝十四年，长安城的小吏
李善德突然接到一个任务：要在贵妃
诞日之前，从岭南运来新鲜荔枝。荔
枝“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
而岭南距长安五千余里，山水迢迢，这
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为了家人，
李善德决心放手一搏：“就算失败，我
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
地方。”
《长安的荔枝》是马伯庸备受

好评的历史小说。唐朝诗人杜牧
的一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
知是荔枝来”，一千多年来引发
了人们的无限遐想，但鲜荔枝的
保鲜时限仅有三天，这场跨越五
千余里的传奇转运之旅究竟是如
何达成的，谁让杨贵妃在长安吃
到了来自岭南的鲜荔枝？作者马
伯庸就此展开了一场脑洞非常大
的想象。

本书沿袭马伯庸写作一贯以来
的时空紧张感，不仅让读者看到了小
人物的乱世生存之道，也感受到了事
在人为的热血奋斗。随书附赠“荔枝
鲜转运舆图”。

本书由取经名帅、问道青训和求
解专项三个部分组成，作者结合了采
访、调研与客观事件的整理，通过与
国际一流水准的足球从业者对话，探
讨了中国足球应如何走上良性发展
的道路。

第一部分，作者关注了大约 20
位在中国有执教经历的世界一流教
练或国内资深足球人，通过专访获取
他们的经验与看法，这些人包括里
皮、斯科拉里、博阿斯、吴金贵、孙继
海、张路等。作者通过这些专业人士
与亲历者的视角，整合他们在中国足
坛的实践、见闻与自身所具备的国际
先进理念，以中国足球未来的发展与
出路为纲领，探讨了中国足球目前所
面临的问题、症结、解决的出路，涉及
青训体系、女足发展、训练科学问题
等等。

第二部分，作者将视野投向世
界足坛，深入观察分析了阿根廷、
克罗地亚、德国、比利时、日本这几
个足球强国各具特色的青训模式，
并采访了相关国家的青训负责人、
从业者，整理了大量一手资料和鲜
活生动的见解。不论是发展中国
家、小国、东亚邻国还是传统强国，
要在足球领域有所成就，背后都有
着一套长期可持续的足球普及、培
养、选拔与竞赛体系，这些理念和
经验对中国足球有很重要的参考
价值。

第三部分则对体能训练、运动康
复、足球数据等问题展开了专项探讨，
以现代足球的眼光和水准深入这项运
动的本质与发展现状。

两位作者带领北京体育大学的多
语种团队反复打磨，各自发挥所长，既
有资深体育记者对中国足球的专业与
熟练，也有对体育经济与产业的宏观
结构化思维，为读者带来足球之内与
足球之外的思考。

从机器学习到智能创造

《自律，一种可以

养成的习惯》

【英】彼得·林斯著

九州出版社

2023年2月

你是否也曾对自己说过这样的
话：这是最后一杯奶茶，最后一次熬
夜，从明天开始我要……你或许想法
很多，但执行力却十分疲软。你不是
做不到，而是根本没有去做。

请停止为现状感到焦虑，也不要
总是嘲笑自己是三分钟热度。没有
谁天生就是毅力冠军，通过科学的训
练，人人都可以做到自律。在本书
中，脑科学和学习法专家彼得·霍林
斯以神经科学为依据，教你激活自己
的行动力，提升专注力和意志力，营
造自律环境，并最终养成自律的习
惯。自律不是成功者的专利，只要科
学地努力，你可以终结倦怠，成为人
生的实际掌控者。

苏立文与张大千，196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