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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镜

剧场

莎士比亚的作品《维
洛那二绅士》 是其早期
的作品，其主题和他中
后 期 较 成 熟 的 作 品 如

《威尼斯商人》《第十二
夜》等类似，歌颂了伟大
的青春、友谊和爱情。近
日，由中央戏剧学院表
演系 2015 级话剧影视表
演 本 科 班 全 新 演 绎 的

《维洛那二绅士》在中戏
伸出式剧场上演。

《维洛那二绅士》的
结尾部分和莫里哀的《悭
吝人》类似，都有一个主
人公性格上的反转。阿巴
贡最终认识到了自己守
财奴的本性，重新拥抱了
众人，而普罗丢斯也在茱
莉亚和凡伦丁的面前认
识到了自己背叛朋友和
爱人的过错，终于获得了
最后的大团圆。

这可能就是一种所
谓的戏剧性，舞台上或
者剧本里的人物可以实
现超级大反转，一夕之
间就能改恶从善，这或
许证明了早期的莎士比
亚还不算是一个彻彻底
底的悲观主义者，对于
这个世界还充满着温情
和善意，而一切都以《终
成眷属》作为标志，莎士
比亚自己也实现了某种
意义上的反转。

尽管有人说，莎士比
亚并非那些伟大作品的原作者，因为作为
一个只接受过初等教育、生活空间有限、
只是从乡下到伦敦来的剧院保安，实在无
法成为具有高度哲思、对人生有透彻理解
的诗人，当然也就无从谈起那震古烁今的
39 部剧作。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如果不
是亲身游历过威尼斯，凭借当时的信息渠
道，很难知道当地的犹太人多数来自德国
某地。曾经有位莎剧演员说过：“如果莎士
比亚就是莎士比亚，那么我就是罗马的维
吉尔加上希腊的荷马。”那么，就姑且把

“莎士比亚”这四个字当作一个笔名，我喜
欢剧作中那些充满想象力的华美台词，特
别是《维洛那二绅士》里面那处讨论爱情
的诗句，令人一见难忘：“我是说恋爱，苦
恼的呻吟换来了轻蔑，多少次心痛的叹息
才换得了羞答答的秋波之盼，片刻的欢
愉，是二十个晚上辗转无眠的代价。即使
成功了，也许会得不偿失，要是失败了，那
就白费一场辛苦。”

得到了真爱不值得，得不到更不值
得，莎士比亚在这里或许说出了他对于爱
情本身价值的怀疑，类似的话近人也说
过，曾经有人用精确的数学来证明了爱情
的不值得，使莎士比亚的这句台词得到了
科学的证据。

和其他的莎翁剧作一样，作者依然不
吝于对于女性形象的热情讴歌。在莎翁笔
下，女性往往比男性更有胆识，也更有智
慧，像《威尼斯商人》里面的鲍西亚和《第
十二夜》里面的薇奥拉，她们和《维洛那二
绅士》里面的茱莉亚一样，都选择了男扮
女装进入了男人堆里面。鲍西亚为了帮助
巴萨尼奥和安东尼奥打赢官司，薇奥拉为
了追求公爵，而茱莉亚则是为了挽回旧
爱，千里寻夫。即使没有这样的豪举，《奥
瑟罗》里的苔丝狄蒙娜，她不顾世俗的偏
见毅然嫁给一个摩尔人的做法还是让很
多观众为之赞叹，《哈姆雷特》里面奥菲利
亚的死更像是刘心武笔下演绎的林黛玉
的死一样，是一种纯粹的行为艺术，而《李
尔王》中的考狄利亚更是博得了观众无数
同情的泪水。

相比于情节的高妙、文采的华美以及
对于人生的深刻洞察，对于女性的热情讴
歌或许是莎士比亚更加可爱的地方。他比
后来的很多作家和哲学家拥有着更加博
大开明的胸襟，更加偏重于对于人本身价
值的肯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实莎士比
亚更加吸引我的，是他的那一份包容一切
的情怀———即使他并不是莎士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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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艺术边界
■本报记者袁一雪

“第二届全国高校科普 制作大赛”活动通知
一、目标和背景

为引导全社会参与科普事业，激发高校
青年科研人才参与科普工作的热情，挖掘高
校青年学生在新媒体传播形势下创造科普作
品的潜力，提升公众对于新科学技术的认知
和接受能力，中国科学报社联合相关单位启
动了“第二届全国高校科普 H5 制作大赛”。
二、活动时间

2017 年 9 月—2018 月 3 月（其中，9 月为
大赛的宣传及启动期。2017 年 10 月—2018 年
1 月为作品征集期，2018 年 2 月为评奖期，3
月为颁奖期）。
三、活动组织

主办单位：中国科学报社
协办单位：北京科技大学、大连理工大

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西南
交通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燕山大学、北京市
高校新闻与文化传播研究会

四、作品主题
主题突出通俗性、科普性、趣味性。
主题一：环境保护知识（介绍人们日常生

活中的环境保护科学知识。）
主题二：日常科学知识（介绍日常生活中

常见的，但并不为公众所熟知的科学知识，突
出知识的趣味性或实用性。）

主题三：破解科学谣言（以公众有所误
解的科学知识或事件为主体，解释其背后正
确科学理论，引导公众正确认识科学，内容须
贴近生活。）

选手可在以上主题中任选其一，内容须符
合所在主题的规定。
五、参赛作品要求

1.高校在读本科或研究生，专业不限。参
赛作品必须为选手本人或团队原创作品，严
禁抄袭；

2.参赛作品页面不少于 6 页（含封面、封

底），总页面控制在 15 页以内；
3.参赛作品主题鲜明，内容必须真实，如

有虚假，取消比赛资格；
4. 参赛作品须能够在 iOS、Android 主流

移动设备上正确显示；
5.参赛作品提供独立文件包，可正确支持

主流 web 服务；
6.参赛作品须尊重版权，所涉及图片、视

频等如非原创，需说明出处；
7.参赛作品请注明作者姓名、所在单位及

联系方式；
8.制作工具不限。

六、参赛作品征集
参赛选手需提交的材料：参赛作品所生

成的二维码图片、作品的每一页面截图及一
份文本文档（文档内注明作者姓名、通讯地
址、联系电话和邮箱，以及作品的预览链接，
并配 300 字以内的作品简介），以上材料统一

生成以“科普 H5 大赛 + 作者姓名”为文件名
的压缩文件，发送至大赛指定邮箱。
七、评奖办法及奖品设置

一等奖，奖金 5000 元
二等奖，奖金 3000 元
三等奖，奖金 1500 元
设组织奖，奖金 3000 元
设优秀奖若干，有纪念意义奖品
具体奖品待定

八、本次大赛联系人
大学周刊 陈彬
联系电话：010-62580712
战略合作部：田瑞颖 魏琳
电话：010-62580639，010-62580892
作品接收邮箱：rytian@stimes.cn，lwei@stimes.cn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一条乙 3 号

中国科学报社
邮编：100190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首府凤凰城附近，一个高
科技智慧城市项目正在推进中。最近，由微软公
司前 CEO 比尔·盖茨创立的 Cascade 投资公司
为该项目投资了 8000 万美元。比尔·盖茨个人将
在多大程度上参与该智慧城市的建设，目前还不
清楚。

这个叫作贝尔蒙特的智慧城市将配备有高
速网络、无人驾驶汽车、高速数字网络、数据中
心、新型制造技术和智慧物流中心。其所在的亚
利桑那州是一个技术友好型的州，Waymo、Uber
和 Intel 等无人驾驶汽车行业的几家主要公司都
在该州进行创新实验。

实施该项目的是总部位于亚利桑那州的贝尔
蒙特公司。该公司称，这个城市在规模上将与附近
的约有 18.2 万人口的坦佩市相近。“设计建造一个
全新城市的基础设施要比改造现有的城市结构容
易得多，投资回报率也更高。”该公司的新闻发言
人 Grady Gammage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当然，建设一个高科技卫星城的费用也不会
低。今年 10 月，创新公司 Sidewalk Labs 宣布与加
拿大多伦多市开展合作，把一片滨湖区开发成以
科技为导向的新城区。这个项目预计耗资超过 10
亿美元，Sidewalk Labs 公司承诺投入 5000 万美元。

巨额投资下，多伦多市这片新城区的目标是

建成 21 世纪的样板智慧城市，有着更少的污染、
更短的通勤时间、更加安全的街道和更舒适的气
候，城市交通围绕共享电动汽车、步行和自行车
来设计，商业区、工业区和住宅区则会以更灵活
的方式融合在一起。

如今，随着硅谷各个公司将关注点转移到无
人驾驶汽车和共享交通等创新领域来，智慧城市
的发展势头也在迅猛增长。但智慧城市贝尔蒙特
的开发商似乎并不急于求成。“这是一个长期的、
需要耐心的投资。”Gammage 说。

我们都知道，那些看起来很酷的科技公司
为员工提供的福利都不差。每天提供免费零
食、设置休息区域等都已成为司空见惯的“标
配”。在众多的福利中，在工作场所附近开设一
个健身房成为最受员工欢迎的福利项目之一，
这既为上班族省了钱，又能给他们带来实实在
在的好处。苹果公司就有这样一个让人印象深
刻的健身房。

这间健身房或许被称为健身实验室更恰当。
它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库比蒂诺市，距离苹果

公司的新总部只有几英里远。苹果公司的员工可
以在健身房内锻炼，他们戴着苹果手表，一边手
里拿着 iPad，一边燃烧着卡路里。当他们跑步、骑
车或者划船时，运动生理学家和医护人员就在旁
边监测数据。

苹果公司的健身房不仅有常见设备，比如集
体训练课程活动室和游泳池，它还有三个温度控
制室，能够模拟从北极到撒哈拉沙漠等极端环境
的气候。

如今，苹果公司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听音
乐、工作和日常生活的方式，现在它把注意力又
放在了如何改善人们的健康上。在苹果公司的健
身房，人们不仅能计算运动量和消耗的热量，还
能测量其他你想知道的数据，比如通过一个价值
4 万美元的口罩测量耗氧量。

“我们的健身实验室所收集的人体运动数
据，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研究人体运动的研究项
目所收集的数据都要多。”苹果健康技术总监
Jay Blahnik 说，“在过去的 5 年中，我们记录了
1 万多人次进行的长达 6.6 万小时的运动数
据。”

在这些运动数据的基础上，苹果公司研发了
将苹果手表与健身设备同步的方式，以便提供更
详细的运动分析。 （艾林整理）

美国拟建设智慧城市 揭秘苹果公司的健身房

科学的飞速发展，不仅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利，同时也给人们带来更多的视听享受。
这些变化同样冲击着传统艺术，并为之注入新的血液。在业内人士眼中，艺术的边界已被
科学重塑。“

11 月 4 日，“被重塑的边界：数字媒体与艺
术”暨第二届北京电影学院艺术学论坛在京举
行。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黄鸣奋作了
题为《2017 刷脸时代的艺术》的主题演讲。

刷脸时代，意指随着科技手段不断升级，辨
别身份不再靠介绍信，甚至不用身份证，而是直
接刷脸就能判断。“科学将我们带入了刷脸时
代。在这样的社会中，艺术亦被科技所波及，就
像是西伯利亚蝴蝶扇动翅膀，却在美国产生飓
风。”黄鸣奋说。

这样的跨界也是黄鸣奋本人的经历。他在
厦门大学的研究生涯以古代文论开始，经历艺
术心理的 10 年跨界，再到计算机与艺术的交叉
学科，让他对科学与艺术有着不同的见解。

电脑创作算艺术吗？

科学的发展，让艺术不再是人们印象中专
业气息浓厚的画展、歌剧、舞剧，而是“飞入寻常
百姓家”、成为信手拈来的创作。“这是科学让艺
术的边界被重塑了，具体说是数字媒体改变了
艺术的边界。”黄鸣奋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不过，要弄清艺术的边界如何被
科技重新界定，首先要搞清艺术的边界在哪里。
我认为，艺术的边界包括内边界和外边界。”

黄鸣奋解释说，“什么是艺术？艺术是什么？
前者是人们对艺术的看法，也是艺术的内涵，而
后者则是艺术的具体外延”。

一直以来，人们都将诗歌创作纳入艺术范
围，因为那些或华丽或质朴的语句饱含深情，道
出人们的心声，著名的诗人也因此受到读者的
追捧。今年 5 月，人工智能机器人微软小冰出版
了自己的原创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

不同于简单的复制粘贴，小冰的创作站
在巨人的肩上。它用了 100 个小时，学习了
1920 年以来 519 位诗人写的现代诗，通过深
度神经网络等技术手段模拟人的创作过程。
在训练 10000 次以后，小冰拥有了现代诗歌
的创作能力。

实际上，这并非人类第一次尝试让计算
机写诗，我国可以考证、有记录的计算机诗歌

创作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1982 年，我国 13 岁
的少年梁建章自己开发了用电脑写诗的程
序，拿到全国第一届电脑程序设计大赛金奖。
而国外的计算机诗歌写作甚至可以追溯到上
世纪 50 年代。

那么，电脑写作诗歌是否算艺术？黄鸣奋认
为，艺术具有三个特征，即憧憬性、虚构性和创
造性。“如果满足三条，就可以定义其为狭义的
艺术，但若能满足其一，也符合广义的艺术。”在
黄鸣奋看来，上世纪 50 年代计算机所作的诗歌
不能算创作，只是人类编程的反馈，但微软小冰
是在深度学习之后写出诗歌，在某种意义上满
足了“创造性”的要求，符合广义艺术的定义。

“以前是人创作，现在是计算机结合大数据
创作，因此我认为从社会层面看，艺术边界被扩
展了。”黄鸣奋说。

从独乐乐走向众乐乐

如今，不仅艺术的创作者改变了，艺术的内
容和表现形式也都有了变化。比如，无所不能的
Photoshop，让美术创作不再游走于笔与纸之
间，而是跳到了键盘与鼠标，以及电子画板上。
如果照片光照不够或画作颜色不好，没关系，只
需几步操作，Photoshop 就能化腐朽为神奇。除
Photoshop 之外，还有多种计算机软件能够提供
或美观或动听的艺术享受。“有些互联网的网页
上会搭配背景音乐，有些还会增加点缀，显示出
艺术性。”黄鸣奋说。

而且，互联网的发展和智能终端的更新换
代，让艺术不再被地域和时间所局限。如果心仪
的画展或者舞剧因为异地而不能现场欣赏，线
上看直播也是不错的选择。各大博物馆推出的

线上展览，也为不少观众提供了方便。他们甚至
比在现场看得更清楚，因为那些文物平时隔着
玻璃罩，在互联网上却完全没有隔阂，还能进行
360 度旋转。“我觉得这种艺术的推广方式，让
艺术的边界模糊化了，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地感
受到艺术氛围，甚至创作艺术。”黄鸣奋说。

这种唾手可得的便捷，也让更多人开始思
考，艺术到底应该是少数人才能欣赏的“阳春白
雪”，还是“草根”支持的“下里巴人”？“精英艺术
和草根艺术看起来是两个不同范畴，实际上也
是边界问题。因为精英就是小众的沙龙圈子，草
根则是大众。其实，艺术既可以是小众的，也可
以是大众的。”黄鸣奋表示。要知道，我国古代有

“采风”之举，诗歌由朝廷派人采集，同时也作为
教化民众的工具，雅俗共赏。

由此可见，艺术边界到底在哪里，这与时代
特征密不可分。曾经只有统治阶级才能居住的
故宫，现在看来依然庄严不可侵，但在数字化网
络上，可爱的文创产品却让故宫的另外一面展
现在世人眼前。“艺术本来不是某个人的事情，
而是一群人可以共享的，比如唱歌跳舞。但是后
来社会分工的发展，有了艺术家的范畴。现在艺
术又变成了人人参与的活动。”黄鸣奋补充道。

殿堂依然在高处

人们用科技手段在赛博空间恢复了被八国
联军破坏殆尽的圆明园，这样，参观者既可以在线
下的圆明园体会残垣断壁的苍凉，也可以在线上
细看其盛世美景，感受古代建筑艺术的壮丽；世界
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宝地敦
煌莫高窟，经过数字化后也被搬到线上，人们只需
移动鼠标，便能浏览各窟的精美画作；智能手机上
的软件则让音乐、艺术等创作随时随地都可进行。

不得不承认，艺术的门槛降低了，人人都可
以创作属于自己的“艺术”，“可以说，与商业化
相比，电子化和数字化对艺术的冲击更彻底”。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可以说艺术是繁荣的，但黄
鸣奋同时强调，门槛的降低并不意味着殿堂级
艺术也唾手可得，“这其实是个悖论，人人都可
以创作艺术，但是却不可能人人成为艺术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