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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歌手孙燕姿的“声音”独立于她

本人走红了。在视频网站上，一首与歌手

本人极度相似的音色和唱腔演绎的《发如

雪》总播放量接近 170万次，点赞量近 4.5万

次。除此之外，还有多首经这位“AI 孙燕

姿”歌手翻唱的风格各异的曲目也得到了

不少网友追捧。

所谓 AI歌手，简单地说，就是先收集真

人歌手的原始声音素材，然后将素材输入

语音训练模型中进行训练，得到一个仿真

模型，接着就可以用这个模型来生成歌声

进行演唱。最后通过后期处理和调校，就

能得到一首有模有样的“翻唱”歌曲。

“AI 孙燕姿”并非第一个 AI 歌手。此

次“AI 孙燕姿”出圈，一来是孙燕姿本身音

色、咬字方式辨识度较高，AI模型又能贴合

她唱歌时的特质，相关歌曲乍听之下确实

容易骗过人们的耳朵。此外，近段时间 AI

话题的高热度也起到了助推作用。一部分

人已经开始讨论起“下一个因 AI 失业会不

会是歌手”的话题。

许多年前，电视上曾流行过声音模仿

类节目。节目组四处寻找与知名歌手声音

相似的普通人，其中一些人一开嗓，确实能

达到“歌手本人都分不清”的以假乱真效

果。要说“像”的程度，现在的 AI 歌手还真

比不过部分模仿者。

就算如此，那些年也极少有模仿者转型

为专业歌者。道理很简单，既然是模仿，就意

味着前面已有了为人熟知被人认可的样本。

如果说第一个人“如此”唱歌是一种惊艳，那

之后所有人“如此”唱歌都不过是重复。

“AI孙燕姿”们的尴尬同样在此。不管

模型再精准、后期调校再细致，它们出发的

锚点始终是某位“本尊”，人们对它们的关

注点也总是聚焦于“有多像”。

有观点说歌手会失误、嗓音会苍老，但

AI 歌手不会，随着科技发展，AI 歌手可以

“永远”为听众呈现出完美的演唱。这话没

错，只是对“完美”的理解有些狭隘了。

爱音乐的人，几乎都有“听现场”的期

待。这一方面因为无论是演唱会还是音乐

会，现场音效与普通耳机、家用音响的呈现

不在一个水平线；更重要的是，现场的每一

首歌、每一支曲都可能因为歌手、演奏者的

即兴发挥或是情绪变动被赋予不同的韵味。

日本歌手中岛美嘉曾因生病致听力下

降，必须用手摸音响、用脚踏数拍子才能进

行演唱。这种情况下的演出必然有瑕疵，

但中岛美嘉的坚韧和情感却让演唱有了震

撼人心的生命力。那首现场版的《曾经我

也想过一了百了》也成了“完美”的经典。

古人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不少

人心情愉悦时，都有过不自主哼小曲吹口

哨的经历。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时代，在

回答“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这一科幻之

问前，“AI 歌手会吹电子口哨吗”成了人类

更现实的课题。

今年早些时候，歌手陈珊妮推出了一

首由“AI陈珊妮”演唱的新单曲。根据她的

体验，AI唱歌不会累，但怎么唱却非常依赖

音乐人的经验、想象力和对美的感受。

人类文明史上，任何新事物新现象的

出现或多或少会对一些领域造成冲击，但

无论世界如何变化，那些真挚的情感、动人

的精神、兼具美感和思想的创造始终没有

消失。所以，与其被“我们是否会被 AI 取

代”折磨，不如多想想，我们可以比 AI 多做

什么，甚至借助 AI突破些什么。

AI 歌手会吹电子口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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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都的中轴线规划，既继承了传统规制，又做了大胆创新

“辉煌中轴”背后的中国智慧

视 线G

本报记者 赖志凯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400年的古树下，观

众和演员共同深情地诵读《论语》名句，这座 400多年历史的明

代古刹长椿寺再度焕发生机，观众也沉浸在宣南士乡的文化

记忆中。

经过三年多的文物修缮和展陈提升，北京宣南文化博物

馆于 5月 18日重新向公众开放。开放当日，沉浸式导览剧《宣

南往士》精彩亮相，观众在焕然一新的京师古刹长椿寺跨越时

空，感受宣南文化的底蕴与魅力。

据悉，宣南是北京建城和建都的肇始之地，宣南文化被誉

为北京文化源头、缩影与精华。宣南文化博物馆坐落于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长椿寺内。2019年，启动了新中国成立后

对长椿寺进行的第二次大规模文物修缮工作，同步对博物馆

原有展陈内容进行了改陈提升。

据介绍，此次推出的沉浸式导览剧《宣南往士》，是北京市

西城区在全国率先尝试探索的一条沉浸式戏剧导览的全新展

陈活化路径，导览打破了演员与观众之间的空间界限，多角

度、多元化、多层次的满足观展需求。

记者在开放当天零距离体验了这场沉浸式演出的精妙之

处。导览剧一改传统博物馆讲解“你讲我听”的参观模式，把

墙上的展览内容用戏剧体验的表现形式，让观众身临其境感

受宣南变迁，仿佛在历史的长河中亲身体会公祭杨椒山、公车

上书、戊戌变法……

“不是单纯地讲解，我全程心情都随着剧中宣南士人心路

历程变化而起伏，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很新奇，很过瘾。”

导览结束后，观众小张激动地说。

“5月 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我们选择这天正式开放，是

因为宣南文化博物馆的改陈提升理念和过程充分体现了 2023
年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可持续性与美好生活’这一主题。”

北京市西城区文物保护管理中心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西城区高度重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统

筹兼顾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创新文

物保护利用机制，启动 52处直管公房类文物腾退项目，已完成

34处，一批文物得到活化利用，重燃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崇敬和

自信，让文物“活”起来，让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打

造首都博物馆之城的西城模式。

本报记者 赵昂

在首都博物馆，“纪念北京建都 870周年

特展——“辉煌中轴”专题展正在进行。国际

博物馆日当天，参观者聚集在北京中轴线的

沙盘前竞相拍照。

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北京中轴线全长 7.8 公里，南

端至永定门，北端至钟楼，是统领整个老城规

划格局的建筑与遗址的组合体，是中国传统

都城中轴线发展至成熟阶段的典范之作。

继承传统 建中立极

“游牧民族有逐水草而居的习惯，金中都

原址水源不足，但白莲潭却水泊广袤，适合作

为新都城的起点。”研究北京中轴线与大运河

文化多年的程颢对记者说，他的另一个身份

是“壮游大运河”发起人，“在元大都规划过程

中，刘秉忠在白莲潭东岸的圆弧顶点，即火神

庙南边河上的万宁桥，画一条正南北向的子

午直线，正好是新都城的中轴线。”而以这一

点作为基点，也是为了把水面最大程度地划

入大都城中。

有了万宁桥作为全城平面布局的几何

中心，白莲潭的北部和南部水系也被一分为

二，南部圈入皇家园林，即太液池，现在的北

海和中海，北部则改称积水潭，即今天什刹

海的雏形。

在中国文物学会特聘专家朱祖希看来，

这一选址意义深远，影响至今，“北京的城市

发展，如果从周朝的蓟国开始，一直到金中都

被焚毁，2200 余年时间里，城址一直在今天

城市的西南部，莲花池的东南。”元朝放弃西

南方向的莲花池，依靠白莲潭来兴建都城，从

明清直至今天，北京城都是在元大都留下的

城市聚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朱祖希告诉记者，元大都是依照春秋战

国时期的《周礼·考工记》来建造的，“左祖右

社、面朝后市”，并对称布局。华夏先民在生

产生活中观测天象确定时间节令和空间方

位，因此以“中”为美为尊，延伸至社会各个领

域。在都城建设上，都城位于国家之“中”，皇

帝居都城之“中”，以“九重天子居”为轴，南北

延伸，东西展拓，形成了具有“建中立极”的象

征意义的城市建筑与文化空间序列——都城

“中轴线”。

元大都的中轴线基于《周礼·考工记》，但

又做了很大的创新，因为《周礼·考工记》没有

水面的规制，而过去历朝历代营造都城，也从

未有过如此大的水面，以水面为中心来规划

城市，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促进交流 通惠天下

“妈妈，他是谁啊？”

“他是给北京引来水的人。”一对母女在

现在的什刹海西海北岸的汇通祠内对话。这

里坐落着郭守敬纪念馆，汇通祠建于元朝，

1986年重修时辟为纪念馆。

“郭守敬当时是太史令兼都水监，他在昌

平找到了白浮泉，沿山麓修渠道，汇集多个泉

水，流入今天的昆明湖，然后从西水门，就是

今天的西直门进入都城，汇集于积水潭。”在

位于北京西直门外的办公室，程颢指着窗外

的河流对记者说，河流串联起了今天的圆明

园公园、颐和园公园、紫竹院公园和北京动物

园，已经成为著名的游船线路，“积水潭的水，

出南水门，入金代闸河故道，到通州，再经过

现在的张家湾入潮白河。郭守敬主持修建的

这条从积水潭到张家湾的运河就是通惠河。”

“这不仅满足了元大都的需要，也促进了

南北经济、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形成了以

积水潭码头为中心的商业、文化和娱乐中

心。”朱祖希说。扬州大学中国大运河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黄杰告诉记者，在坡度较大的河

段上，郭守敬还设计了船闸，漕运船只就可以

经过中轴线上的万宁桥，直接进入积水潭，

“体现了中国古人非凡的智慧”。

自然市井 相映成趣

作为中轴线“面朝后市”中的“后市”，作

为运河最北码头的所在地，什刹海留下了浓

郁的生活气息，成为城市活力的载体。“34 公

顷的水面与城市街区自然结合，自然风光与

市井风情相映成趣。”学者周家望说，他曾在

北京一中念书，对于什刹海丰富的社会文化

生活印象深刻。

长期研究中轴线的学者林子峰，整个童

年都是在鼓楼附近度过的。“那时的鼓楼以及

地安门地区汽车少，也没有多少游客。”他对

记者说，“大家都住在相对熟悉的环境里，生

活半径很小，街坊四邻尤为重要。”随着年龄

增长，林子峰感觉到，中轴线周边的胡同社

区，正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人口流入，

原来的熟人社会，正在变成流动的社会。”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街道相关负责人向

记者介绍了钟鼓楼街区更新工作情况，据悉，

该项目于 2021 年完成片区申请式退租 300
户，于去年 12月已基本完成第五立面施工工

作，并遵循“一院一策，一院一设计”，对退租院

落进行整体设计和恢复性修建工作。居民不

论是离开还是留下，居住环境都将得到改善。

环境的改善，不仅让周边居民受益，也吸

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到中轴线的保护工

作。“现在，街道更宽也更干净了，还添置了很

多口袋公园和绿地。”林子峰说，而今，他重新

回到鼓楼生活，还成了“鼓西共创合伙人”，是

其中唯一的居民代表。

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相关负

责人表示，根据近期发布的《北京中轴线：文

化遗产与城市可持续发展报告》，随着北京中

轴线全面保护体系逐渐完善，社会对北京中

轴线的关注度明显提升，北京中轴线文化遗

产的支持人群呈现“年轻态”，“北京中轴线”

被越来越多的北京中小学纳入特色课程和课

外活动中。社会公众通过北京中轴线认识到

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文化认同感与自

豪感也不断增强。

《知音号》是长江首部漂移式多维体验剧，由武汉文旅集
团联合著名导演、跨界艺术家共同打造。《知音号》是以知音
文化为灵魂，以大汉口长江文化为背景的文化大剧，故事取
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武汉。导演团队在武汉市两江
四岸核心区打造了一艘具有上世纪风格的知音号蒸汽轮船
和一座大汉口码头为漂移的剧场，并采取国际顶尖的艺术表
达方式和独创的观演模式，活现大武汉当年文化，已成为武
汉城市文化旅游新名片和中国文旅产业新地标。

据悉，《知音号》项目2017年 5月 20日全球公演至今，赢
得口碑和票房双丰收。今年“五一”假期共接待游客1.1万人
次，较2019年同期增长134.04%。 本报记者 杨登峰 摄

知音号上觅知音
北京中轴线参照古人所描绘的以面朝后市、左祖右社、对称布局为核心内容的理

想都城范式，进行规划、建设和完善，集中展现了 13世纪至今中华文明在城市规划建

设上的创造与才能。

阅 读 提 示

国 际 博 物 馆 日 来 了 ！
5月18日，第46个国际博物馆日到来。今年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可持

续性与美好生活”。中国主会场活动在福建省福州市举办。与此同时，全国各地都
展开了丰富多彩的展览活动，观众观展热情高涨。

博物馆沉浸式导览剧亮相北京

《兵火青春》演绎吴运铎的传奇人生
本报讯（记者王伟伟）电视剧《兵火青春》日前在京启

动。该剧以著名兵工英雄吴运铎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

为基础并结合大量史料改编而成，展现了一群年轻的兵工英

雄在战火硝烟中谱写的一曲青春之歌。

据介绍，该剧是一部全景展现中国兵工业、披荆斩棘、砥

砺前行的热血大剧，无论是从思想性，还是艺术性、观赏性等

方面都有独到之处。

吴运铎同志是新四军兵工事业的创建者和新中国兵器工

业的开拓者之一，他重伤致残，为中国军工事业做出卓越的贡

献，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

该剧的制片人欣然表示，相比其他题材，该题材相当有难

度，主创团队也希望能在这样一个有难度的题材里挖出新意，

在表现方式上做一些新的探求，力求拍出一个让前辈们满意、

让年轻观众感到振奋的好作品。

◀天津数字艺术博
物馆于国际博物馆日正
式向公众开放。“梵高的
世界”全景数字艺术互动
大展成为该博物馆的首
个展览。

新华社记者 孙凡越 摄

江苏省海安高新区小学生走进海安市博物馆。
本报通讯员 翟慧勇 摄 福建福州福建福州，，博物馆之夜晚会举行博物馆之夜晚会举行，，晚会由不同晚会由不同

朝代服装走秀朝代服装走秀、、诗词朗诵诗词朗诵、、文物讲解等组成文物讲解等组成，，吸引吸引
了许多民众前来观看了许多民众前来观看。。 张斌张斌 摄摄//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长影乐团创新编排“音乐思政课”首演
本报讯（记者柳姗姗 彭冰）日前，长影乐团创新编排的

“长影音乐思政课”首演在吉林省白城师范学院丁香剧场隆重

启幕。伴随电影《上甘岭》的经典画面和音乐《我的祖国》的熟

悉旋律，一节由“讲解+互动+音乐+朗诵+电影”组成的形式

丰富、别开生面的思政课呈现在现场师生面前。

“长影音乐思政课”是长影乐团创新推出的演出模式。乐

团与全省高校密切联系，以音乐讴歌党史、礼赞祖国、唱响新

时代，使广大师生在光影中重温伟大历史，在旋律中感知奋进

力量，是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模式

方法的有益探索和积极实践。

音乐思政课的第一站，选择与举办首届丁香文化节的白

城师范学院合作。长影乐团的艺术家们与师生们共同协作，

联袂为现场来自全省各大院校的领导和师生们献上一堂艺术

熏陶与党史教育相结合，电影音乐与政治理论学习相互贯通

的音乐思政课。

现场，“长影音乐思政课”通过“以歌叙史，以乐化人”的形

式，传承红色精神，凝聚发展动力。接下来，“长影音乐思政

课”还将走进全省各大高校，帮助师生在电影音乐艺术感召

下，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思想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