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郦亮“社会学研究
不会被人工智能取代，因为AI本身没有

‘我’，没有‘我’的体验，没有‘我’的焦
虑，没有‘我’的兴奋，没有一切生命的
感受。”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昨
在作客行知读书会时说。他的新作《看
见不可见的社会》最近引起广泛热议。

人面对一个宇宙，却生活在无数个
社会里。在于海看来，社会学说到底就
是一门让人看见不可见的社会的科
学。几十年中，于海关注着这个社会，
也研究着这个社会。在撰写专业著作
之余，他一直致力于将社会学知识通俗
化、普及化，以提升大众的人文素养。
他擅长以社会人的眼光，为社会而写
作，为大众而著述。

什么叫“看见不可见的社会”？很
多事情人们见惯不怪，甚至到了视而不
见的地步，其实却蕴含着显而易见的道
理。于海举例说，现在很多家长都在讨
论青少年教育的问题，他们似乎很重视
这个问题，自己却做得不够格。“我曾经
在上海图书馆，就这个事情对某些家长
作了批评。你自己都不努力，让自己的
孩子穷努力，这可能吗？你自己都不自
律，让孩子自律，这也是天方夜谭。很
多日常父母与儿女的互动，你我看得见
吗？我们看不见，但社会学家会让人了
解这个社会分层背后的力量。”

近年人工智能大幅发展，并且已
经进入了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那
社会学会被人工智能取代吗？于海
的答案是，就社会学的教学来说，大
部分会被取代的。“我很早认定，我的
教法AI绝对可以教的，如果我不做更
多个人发挥的事情。从伯拉图一直
讲到当代的社会变化，2000多年的历
史，AI可以讲得很准确。我只要给AI
一个提纲，它就可以把全世界的图书
馆的资料调过来。”

但是显然，社会学的研究AI无法
完全取代人。于海告诉读者，现在社
会当中涉及工作性的、生产性的、知
识性的、记忆性的AI可以取代。但是
AI 本身没有“我”，没有“我”的体验，
没有“我”的焦虑，没有“我”被别人表
扬时的欣欣然，没有一切生命的感
受。这恰恰是未来人类可以进一步
发挥的优势所在。

行知读书会由宝山区大场镇文化
中心、阎华工作室、上海人民出版社市
场部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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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惠民减免费开放一直是上
海“5·18”国际博物馆日的亮点，今年这
个活动还将继续。记者了解到，国际博
物馆日当天，上海有100余家博物馆将
实行减免费开放。其中包括上海中国
航海博物馆、上海工艺美术博物馆、上
海自然博物馆（上海科技馆分馆）、上海
汽车博物馆、上海观复博物馆、上海孙
中山故居纪念馆、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
馆等热门收费博物馆。

不仅减免开放，博物馆的各项体验
活动也全面升级。上海博物馆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主题
是“快速变化社会中的博物馆未来”，并
围绕“非物质遗产”“青年力量”以及“新

技术”三个分主题展开。为此，上海博物
馆精心策划了一系列活动。其中最大亮
点是面向青少年的古代文明探索宫手工
坊。记者了解到，上博东馆的手工坊活
动将从5月17日一直持续到5月25日，
贯穿整个国际博物馆日期间。包括马赛
克文物灯、掐丝珐琅文物杯垫、黏土文物
模型和琉璃珠文物屏风等手作体验，让
孩子和家长通过“上手实操”，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有更深入的理解。

而新的文博场馆的加入，也增加了上
海这个国际博物馆日的分量。“日月复光
华”展将作为复旦大学艺术馆的开幕展5
月18日启幕。这座全新的高校艺术馆坐
落于复旦邯郸校区历史人文地标带“复旦

源”中，毗邻百年老校门与燕园。小楼总
面积不算很大，但错落有致，本身就堪称
一件艺术品。艺术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未
来复旦艺术馆将依托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和艺术研究院等院系的学术力量，致力于
打造学术和艺术融通的文化中心。馆长
是中国美院和中央美院原院长、美术教育
家、建筑师潘公凯教授。

据悉，“日月复光华”这个展名典出
《尚书大传》“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既诠
释了日月更迭、光辉永续的意象，又暗合
复旦灿烂的百廿历程及璀璨未来。展览
聚焦于当代认知、日常精神、气候危机与
AI时代的创造力等当下时代的紧迫议
题，分为四个单元：“重山复水”“复其见

天地之心”“万物以复”“一阳来复”，分别
探讨“古与今：传统与当代”“一与多：自
我与他者”“人与物：差异与共生”“技与
道：算法与魔法”四大议题。有20位青年
艺术家参与了相关作品的创作。通过他
们的作品，观众开始重新审视人与时间、
空间、自然和技术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
激发更深层次的思考与共鸣。

记者了解到，现在很多上海高校都
建立了自己的博物馆，包括复旦也有自
己的博物馆，但是真正的高校艺术馆却
还不多见。而复旦艺术馆的建立，显然
让上海高校的文博体系，让上海这座城
市的文博场馆布局更为合理、丰富和多
元，也是推进文博建设的一次有益尝试。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拥有212年历史的意大利科
莫歌剧院是意大利北部最古老、最具影响力
的歌剧院之一，也被称为“小斯卡拉歌剧
院”，它的演出季历来具备国际影响力。意
大利当地时间5月12日晚，为其2024-2025
年春季演出季收官的，是廖昌永！当晚，上
海音乐学院院长、男中音歌唱家、声乐教育
家廖昌永携手世界著名声乐合作钢琴艺术
家哈特穆特·霍尔，将16首中国艺术歌曲化
作流动的东方画卷，为观众献上一场跨越
中西方文明的音乐对话。

当晚，两人联袂上演的，是他们联合编
著的《玫瑰三愿：中国艺术歌曲16首》中的
全部作品。这部著作此前由全球最古老的
音乐出版社——德国大熊出版社面向全球
出版发行，成为中国艺术歌曲国际推广的
里程碑式事件。

音乐会的曲目单堪称一部微缩版的中
华精神文明史：《幽兰操》里有着先秦文人
君子的气节，《枫桥夜泊》《阳关三叠》的一
物一景尽是唐朝士人对家国秩序的期盼、
与友人难舍的情感，《水调歌头·明月几时
有》映照着宋代的生命哲思，《玫瑰三愿》里
又有战时文人临危不乱的风骨……这16
支曲子，采诗合乐，把中国音韵美、文学美、
情感美和深刻哲思融于音乐。

“千言万语不如清唱一句。”廖昌永说，
“对外国观众来说，虽然他们不一定能听得
懂中文，但往往能被中国艺术歌曲独有的韵
味和深厚的情感所打动。而音乐家在舞台

上的表演更是与观众交流的过程，满怀深
情地演唱，就会收获观众真诚的反馈，这样
的音乐传递出的真善美总是能够穿越时
空、越过山海，唤起人们的心灵共鸣。”

确实，从激情高亢、起承转合再到柔
情婉转的低吟，中国艺术歌曲的神韵和
精髓也引起了当地观众的热情回应。中
国驻意大利总领事刘侃等出席了音乐
会。现场还有不少观众专程从瑞士、奥
地利、德国、西班牙等国赶来，音乐会结
束后久久不愿离去。当地音乐评论家们
评价说：“歌唱家的技巧完美、艺术感染
力丰沛、音色如丝绒般悦耳、每个发音吐
字都清晰可辨，有如室内乐般的婉转呼
吸变化。”不少乐评人更是围绕中国文化
与廖昌永深聊许久。

除了当晚的音乐会之外，廖昌永此行
还与上音师生走进在国际音乐界享有盛
誉的意大利加拉拉泰普契尼音乐学院校
园，通过大师班、讲座等活动，与当地学
子、观众面对面交流音乐与传播中国文化
的感悟。上海音乐学院多年来构建的“教
创演研”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在此次全
球巡演中展现出过人的文化生产力——
从学术研究到创作实践，从人才培养到国
际传播，形成完整的文化价值链。

“这些年，通过中国艺术歌曲的国际
推广，欧洲的观众对中国音乐艺术的过去
与未来，对用中国的美丽语言所讲述的人
类共同的悲喜深感震撼和共鸣，这就是音
乐这座人类文化和精神桥梁的伟大作用
和意义所在。”哈特穆特·霍尔说。

今年上海的“5·18”国际博物馆日注定依然热闹。全市不仅有100余家博物馆将对市民实行减免开放，
并提供各种体验活动，还将迎来复旦大学艺术馆等一批新的文博场馆，而这些场馆显然将对上海的文博布
局产生影响。 青年报记者 郦亮

爱看展的上海市民，5·18向你发来邀请

走进博物馆 读懂一座城

廖昌永在意大利唱响中国艺术歌曲

音乐无国界 千里共婵娟
行知读书会解读社会学新视野

让不可见变得可见

演出现场。 受访者供图

日前，中信银行发布“启航计划——
科技成果转化赋能行动”，推出“6+5+3”
创新服务矩阵。

“6”指“六大产品”。针对科技企业
不同成长阶段，中信银行创新推出六大
专属金融产品——科技成果转化贷、积
分卡贷款、科技人才贷、选择权贷款、科
技固贷、科技并购贷，为科技企业提供从

“技术突破”到“规模量产”的全流程金融
支持。

“5”指“五维聚力”。中信银行以金
融为纽带，全面构建资本助力圈、上市培
育圈、政策扶持圈、产业牵引圈、成果转
化圈五维生态体系；贯穿创新链、产业
链、资金链、人才链，通过多方联动融入
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持续提升科技

金融服务的有效性和精准性；依托投贷
联动、并购融资等创新模式，联手头部创
投机构培育耐心资本，为科技企业提供

“股-债-贷-保”一站式综合金融服务方
案，以助力科技企业“向上向前”。

“3”指“三核协同”。中信银行充分
发挥中信集团综合金融优势，借力中信
股权投资联盟、中信金控投行子委员会、
中信企业家办公室三大协同平台，开创
了科技金融立体化服务新格局。

据中信银行介绍，“启航计划”聚焦
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高端制造等科技前
沿领域，通过构建全链条金融服务体系，
未来三年计划重点培育和支持10000家
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硬科技企业，推动
创新成果落地生根。

中信银行发布“启航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