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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各类视频平台随处可
见柔弱的林黛玉变身林教头表演

“倒拔垂杨柳”，聪慧坚韧的甄嬛手
持冲锋枪击打皇帝，不食荤腥的唐
僧大口吃汉堡鸡腿……在这“流量
为王”的时代，AI“魔改”经典电视
剧在各大平台迅速蹿红，部分作品
点赞量甚至超百万。但与此同时，
关于“魔改”的尺度和合理性逐渐
引发热议。

此类影视作品的“魔改”，背后
其实是一些人过于追求快节奏与
刺激感的缩影。一方面，随着 AI 技
术 的 发 展 ，视 频 创 作 门 槛 大 幅 降
低，即便是入门级创作者也可以用
最小的成本更换角色形象、调整剧
情走向，对经典影视剧片段进行二

次创作，改造出效果逼真的作品。
另 一 方 面 ，创 作 者 往 往 以 搞 笑 幽
默、博人眼球为出发点，也有一定
的“创意表达”，能给观众带来前所
未有的视觉冲击和娱乐体验，自然
而然地在短时间内吸引了大量流
量与关注。然而，这股“创新浪潮”
的背后，实则隐藏着诸多争议和隐
患。

AI“魔改”行为逾越了法律界
限。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AI 技术
不能成为“魔改”的护身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未经
著作权人许可，发表其作品将构成
侵权。创作者们通常未获授权就对
经典原作进行加工改造，即使是以
新的方式呈现，也仍然使用了原作

品的内容，长此以往必将扰乱影视
创作行业的市场秩序与生态平衡。
与此同时，如未经演员同意擅自使
用其肖像进行“魔改”，可能构成对
演员肖像权、名誉权的侵犯。因此，
即便是 AI 生成的视频，也要尊重著
作权人与演员的相关权利，遵守法
律法规和公序良俗，不能演变成没
有边界的恶搞。

AI“魔改”行为扭曲了文化价
值。影视经典是一代人的共同记
忆，离不开底蕴深厚的原著作品，也
离不开影视主创团队的精彩演绎，
具有独特的意义。其中广为流传的
镜头和桥段，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和社会价值，早已深入人心。而“魔
改”后的影视作品披着流行文化的

外衣充斥着市场，只会让经典无情
地被消解。以《甄嬛传》为例，将一
部关于权谋、情感与女性处境的古
装剧改编为一场枪战冲突，步步为
营的后宫斗争变成了生死相搏的武
器对战，历史的厚重感与现实的荒
诞感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不乏创
意，但创作者对原作的过度解构，扭
曲了原著的精神内核，损害了作品
的艺术性和完整性，甚至是对经典
的亵渎和破坏。

技术革新不能以牺牲文化和法
律为代价，AI“魔改”的边界应当建
立在尊重原创、保护版权和传承文
化的基础上，注重保留原著的精髓
和特色，才能让二次创作在合法、合
情、合理的边界内焕发新的光彩。

二次创作不能没有边界
郑昊

在短剧当道、网剧频出的时代，
国产老剧如同一坛陈年老酒，越品
越有味。这些影视经典既是一代人
的共同记忆，也是文化传承的重要
载体，通过艺术的形式展现了中华
民族的精神风貌、道德观念和审美
情趣。然而，AI“魔改”国产剧现象
的出现，却让这些经典之作陷入了
被扭曲、被亵渎的尴尬境地。

这些被恶搞的片段不仅跳脱出
了整个剧集设定的时代背景，违背
了人物的性格特点，还打乱了故事
的发展节奏，毫无文化价值可言。
这类改编作品通常以与原著人物形
象的巨大反差达到“搞笑”的目的，

作品缺乏思想深度和艺术性，只追
求表面的笑料和噱头，容易误导观
众的审美取向。长期观看此类低俗
改编的作品，大众的审美观念也可
能会逐渐扭曲，对真正有深度的艺
术作品失去兴趣。同时，这种低俗
化的趋势还可能从影视领域渗透到
社会的各个方面，影响整个社会的
风气。

对经典老剧的低俗改编、恶意
剪辑等行为，不仅损害了作品自身
的艺术价值，更是扭曲了作品的文
化 内 核 ，偏 离 了 创 作 者 打 造 的 文
化、精神世界。《红楼梦》通过贾宝
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展现了封

建社会末期女性的悲惨命运。它
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更是一部
深刻反映社会现实、批判封建制度
的经典巨著。然而，林黛玉这一温
婉 才 女 被 肆 意 改 编 成 了“ 拳 打 脚
踢”的“悍妇”形象，这种颠覆不仅
是对原著精神的亵渎，更是对传统
文化的侵蚀。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
它们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感
记忆。《甄嬛传》里细致入微的情感
纠葛与宫廷权谋的较量，揭示了人
性中的善恶交织，也唤起了人们对
于权力斗争中纯真情感逝去的惋
惜与对真诚相待的深切向往；《水

浒传》不仅是对中国古代英雄传奇
的 颂 扬 ，还 用 梁 山 好 汉 们 义 薄 云
天、反抗压迫的精神鼓舞、激励了
一代又一代观众。然而，AI“魔改”
捏造了荒诞不经的情节，让老观众
的经典记忆被模糊取代。而当年
轻一代接触到这些被扭曲的片段
时，误以为这就是经典作品的真实
面貌，便会丧失了对经典的敬畏之
心。

在笔者看来，多元文化的呈现
依托创新发展，但应对文化经典多
一份敬畏、多一份尊重，充分挖掘其
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吸引更多人
关注作品自身的魅力。

对文化经典应怀有敬畏之心
姚一欣

近段时间以来，AI“魔改”短视频
风靡，引发不少争议。有部分网友觉
得AI“魔改”能够轻松将经典影视剧
中的角色和场景“移植”到全新的语
境中，内容有趣。也有很多网友认为
部分AI“魔改”视频没有底线地修改
经典，传递的价值观不正确，存在过
度娱乐化的现象。AI“魔改”视频涉
及到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对于这一
新技术及其带来的新事物，要确保其
行进在健康发展的轨道上，需要我们
为AI“魔改”戴上“紧箍咒”。

完善相关法律规范，扎紧制度
“篱笆网”。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
管理暂行办法》到《人工智能生成合
成内容标识办法（征求意见稿）》，人
工智能相关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监
管日益精细化。要把握人工智能技
术发展规律，不断加强规范和引导，
出台专门规定或者发布指导性案例，

明确人工智能技术的适用范围、各方
参与主体的职责，加大对恶意侵权的
惩处力度等，为创作者和受众提供强
有力的法律保护。随着人工智能技
术带来的新情况、新业态不断衍生，
有必要针对AI“魔改”等新情况新变
化及时完善规则制度，回应现实问
题。

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严把内容
“入口关”。“科技向善”不仅仅是一句
口号，更要落实到具体行动中。作为
信息内容管理第一责任人，网站平台
也应履行好责任。加强技术创新，引
入新的AI识别技术，以更高效、更精
准的方式及时监控并拦截涉嫌侵权
的“魔改”信息。应建立完善的审核、
举报机制，强化注册、拟变更账号信
息、动态核验环节账号信息审核，对
上传的二次创作作品进行严格把关，
确保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平台规

定。例如，平台应要求内容创作者实
名认证，对于恶意“魔改”、虚假合成
的视频，及时下架并采取适当措施提
醒或约束相关责任人，严格处置“魔
改”违规行为。在保护版权的同时支
持创新，推动版权方与创作者之间的
合法授权合作，普及“魔改”与侵权的
关系，鼓励创作者在合法的范围内创
新创作。

创作者严守底线，做网络文明“守
护者”。在“人人都是创作者”的时代，
AI技术深度融入我们日常生活，创作
者要做好自我管理，守住底线、不踩红
线。充分认识到版权的重要性，尊重
著作权人的相关权利，积极寻求与版
权方的合作和授权，确保其“二创”合
法合规。例如，在提供“换脸”技术前，
应该征得“被换脸”者的同意。同时，
按照相关规定对图片、视频等生成内
容进行标识，对于可能导致公众混淆

或者误认的，应当在生成或者编辑的
信息内容的合理位置、区域进行显著
标识，向公众提示深度合成情况。在
大胆创新的同时，也要对经典保持理
性和审慎的态度，尊重公序良俗和传
统文化，不过度解构、曲解原作内容，
不能“流量至上”，为了吸引眼球无底
线地恶搞。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创新也
不是“魔改”的护身符。适度的二次
创作是一种创新，我们既要对新生事
物给予足够的包容，也必须在一日千
里的技术进步中“系好安全带”，对过
度娱乐保持警惕。AI“魔改”已经滋
生了一些新型侵权行为，甚至在利益
的驱使下，部分“魔改”视频已经涉嫌
网络犯罪。当AI技术被滥用，成为侵
犯他人权益、误导公众的工具时，其
负面影响便不容忽视，必须采取有力
措施加以规范。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
丁宣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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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AI“魔改”戴上“紧箍咒”
党报圆桌会

“眼力”，这一词
汇虽简，却寓意深远，
它不仅是党员干部洞
察力、预见力的体现，

更是其能否在工作中把握大局、谋定而后动的关键。在
快速发展的当今社会，提高党员干部的“眼力”，不仅关乎
个人能力的成长，更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

“眼力”之于工作，犹如灯塔之于航船，是指引方向、
照亮前路的重要力量。在工作中，有些党员干部因“眼
力”不足，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关注眼前琐事而忽
视长远规划，导致工作陷入被动，甚至偏离正确方向。而
具备敏锐“眼力”的党员干部，则能高瞻远瞩、洞察时势，
准确把握工作脉搏，引领事业蓬勃发展。

提升“眼力”，首要在于树立全局观念。党员干部需
胸怀大局，以全局视角审视工作，将个体努力融入集体奋
斗之中。像战略家一样，不仅关注局部细节，更要把握整
体趋势，确保工作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如此，方能在
纷繁复杂的工作中保持清醒头脑，避免陷入盲目和混乱。

增强政治敏锐性是提高“眼力”的必然要求。党员干
部需时刻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善于从政治高度观
察和分析问题。在面对各种复杂情况时，党员干部要能
迅速识别政治风向标，准确把握政策导向，确保工作方向
与政治要求保持高度一致。这种政治敏锐性，是党员干
部在工作中保持正确立场、作出正确决策的重要保障。

实践是提升“眼力”的最好途径。党员干部应深入基
层，贴近群众，通过亲身实践来增长见识、积累经验。在
实践中，党员干部要善于观察、勤于思考，从群众的智慧
中汲取营养，从实际问题中提炼规律。通过不断实践、反
思、总结，“眼力”才能逐渐得到锻炼和提升，从而更加精
准地把握工作重点、难点和关键点。

提升“眼力”，还需注重培养前瞻性和创新性。党员
干部应敢于突破传统思维束缚，勇于探索未知领域。像
探险家一样，不畏艰难险阻，勇于开拓新路径、新方法。
通过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才能够更好地适应时代
发展需求，推动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提高党员干部的“眼力”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局
观念、政治敏锐性、实践锻炼以及前瞻性和创新性的有机
结合。只有不断提升“眼力”，党员干部才能在实际工作
中更加游刃有余、屡创佳绩，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更大贡
献。

提高干工作的“眼力”
刘伟

（图片来源于千库网）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
党的自我革命》中鲜明指出：“我
们党追求的理想崇高而神圣，肩
负的使命艰巨而繁重，只有以时
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
的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
命精神锻造自己，不断提高领导
能力和执政水平，才能确保党始

终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广大党员要将自我革命精神融入
血脉、抓在经常，坚定理想信念、严守党的纪律，在推进自
我革命中坚持向“新”而行，创造新的业绩、开创新的局
面。

推进自我革命，坚持向“新”而行，要坚定理想信念。
“志之所趋，无远勿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坚定的理想
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和精神支柱，是保持党的先
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保障，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前
进的重要动力。理想信念的坚定性来自于对党的创新理
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历史和
现实一再表明，全党理想信念坚定，党就拥有无比强大的
力量。只有用坚定理想信念，炼就“金刚不坏之身”，解决
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才能锤炼出鲜
明的政治品格，转化为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的强大精神动
力。广大党员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在自我革命中补足精神之“钙”。

推进自我革命，坚持向“新”而行，要严守党的纪律。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党的纪律为每名党员的言行
标出了“雷区”、划出了“红线”，只有时刻绷紧纪律这根
弦，自觉尊崇纪律、维护纪律、严守纪律，才能始终保持共
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做到在党爱党、在党言
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做政治上的“明白人”。纪律是
管党治党的“戒尺”，也是党员干部约束自身行为的标准
和遵循。党员干部要强化纪律意识、加强自我约束、提高
免疫能力，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
力，明是非、辨真伪，养正气、祛邪气，始终做到心中有责、
心中有戒。要把正风、肃纪、反腐结合起来一起抓，始终
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以严明纪律强保障，
以反腐惩恶清障碍，推动党的自我革命走深走实。

推进自我革命，坚持向“新”而行，要敢于刀刃向内。
“胜人者有力，胜己者强。”刀刃向内、自我革命是敢于直
面问题、勇于刮骨疗毒，自觉去污排毒、去腐生肌，不断清
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
力和强大战斗力。勇于自我革命，勇于刮骨疗毒，是我们
党革弊立新、永葆先进、不断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和利
器，也是党员干部实现自我净化、自我诊治、自我康复的
宝贵经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自觉坚定党性原则，以
高度的政治警醒和自新勇气，抛开面子、揭短亮丑，主动
检视自身问题，深刻反思、及时纠偏、认真整改、真正解决
好思想根子问题，推动自我革命走深走实。各级党组织
在推进党员干部自我革命过程中，要坚持内容上全涵盖、
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坚持制度
治党、依规治党，不断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体系。

推进自我革命

坚持向“新”而行
许华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