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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6日一早，OpenAI悄无声息地发布了第一个文本生成视频大模型

——Sora，犹如一颗核弹迅速引爆全球各大媒体，朋友圈更是直接炸锅，其

带来的冲击力，不亚于去年初爆火的ChatGPT。

去年笔者使用过一款 Runway 的 AI 应用来生成视频，当时的 Runway

已经是几款视频生成应用里的佼佼者，但与 Sora 的演示视频相比，简直不

在一个等级，无论从视频生成时长（Runway只能生成几秒）还是动效和镜

头运用，和Sora的60秒视频一比，就像弹弓和狙击枪的不同，代差不在一个

数量级上。

Sora 依托了两项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Spacetime Patch（时空

Patch）技术和 Diffusion Transformer（扩散型 Transformer 神经网络）架

构，OpenAI 将 Sora 定位为一款世界模拟器的视频生成模型，为未来发展

理解和模拟真实世界的模型奠定基础。官方宣称这次 openAI 训练的 So-

ra 所建立的是一种通用的视觉模型方法，而不再是细分的方式(之前的研

究，图像与视频模型是不同的)，因此既可生成视频又可生成图像，并且不

止如此。当 GPT 学会语言的时候就学会了语言所传递的一切，同理，Sora

也可以学会视觉所传递的一切。

笔者从 2022 年开始接触 Midjourney（一款文本生成图片的AI应用），

见证过文本生成图片，AI 应用从一开始连手指几根都搞不清楚，甚至

双眼视线都不能统一，短短一年时间就已经进化出无与伦比的成像

质量。这次 Sora 在春节期间的炸裂亮相，给各界带来了耳目一新的

震撼。

以往的 AI 文生图像和文生视频，局限在二维平面，Sora则实现了算法

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和对世界的模拟两层能力，跳出了二维平面范畴，展现

了大模型的无限想象力。笔者认为，以Sora为代表的AI大模型不会带来行

业的崩溃和消亡，恰恰相反，它将给短视频、影视工业，尤其是广告行业带

来非常积极的正向推动。

众所周知，传统的广告行业TVC都是从创意脚本开始，继而是导演制

片美术等执行拍摄以及后期剪辑工作，传统的流程既漫长又会在执行过程

中出现很多不可控的变数。笔者2003年在BBDO担任创意工作时，曾经接

手百事可乐的一部广告大片，当时品牌方百事可乐签约了著名球星姚明，

客户希望由姚明与周杰伦两大巨星来共同拍摄一部广告片。当年我的创

意是两大巨星间因百事可乐形成的超级感应：地球一端正在苦思冥想，进

行创作的周杰伦，与地球另一端在球场刻苦练习的姚明形成心灵共振，合

生出属于百事可乐的音乐节奏。就是这样一个得到各方认可的创意，在执

行中，囿于难以呈现虚拟的灵感互动场景，只能省略了灵感能量在地球两

端，透过各种介质传递的质感细节，简化成了姚明拍球，可乐罐震动，周杰

伦得到灵感。最后，这支耗资超过600 余万的片子充满了遗憾。记得我把

成片转给一个业内朋友看，他第一句就问：是不是姚明在罐子里拍球？试

想，如果有 Sora 这样的工具，很多广告人在创意阶段就可以生成 Demo 直

接提案了，执行上也会更加精准，甚至可以直接用 Sora 来生成前文所述能

量传递的特效镜头，拍摄成本势必也将大大降低。

其次利好影视、动画、游戏、视频创作等行业，例如现在比较风靡的短

剧，非常适合用Sora来辅助制作。短剧，因为制作成本的限制，目前普遍质

量不是很高，而Sora能够高质量的生成不少需要高成本拍摄或者人类比较

难拍摄的场景画面，这样可以极大地提高短剧的质量水准，同时也有很大

成本降低空间。

很多人可能想知道，那是不是丢一部小说给 Sora 就能生成一部电影

了？这可能是夸张的一种说法，但可以预计，目前能生成60秒时长视频的

Sora，在不久的将来，一旦 Sora 对外正式开放使用，会有更多第三方基于

Sora的创作工具涌现出来，例如，将一个剧本分成上百个60秒，主线、辅线、

暗线，不同灯光场景设置，主角配角造型服装、指定动作等多角度专业的细

分镜头，加上对场景人物的特征记忆，相信在两三年内，完全有可能看到一

部由AI生成的质量水准上乘的电影作品。

Sora的横空出世，令不少行业的从业人员惊呼自己快失业了，AI恐慌论也

一时甚嚣尘上。笔者认为，AI终究无法取代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特别是人的

主观意愿。当AI的视频创作到了不需要拍摄、毋需演员、灯光、美术等庞大的

摄制组的状态后，审美能力、想象能力和导演思维却变得非常重要了。Sora无

论进化到怎样完美的程度，使用工具的依然是人类本身，所谓“AI只会淘汰不

懂使用它的人”。因此，任何有想法、有创意的人，都能以低门槛、低成本进入

与视频相关的文化创意产业，这势必给该产业结构带来更大变革与蓝海机遇。

Sora 的命名取自日语“空”，意为天空。OpenAI 团队表示，选用该词

即是因其让人联想到无限的创作潜力。

Sora：
文化产业新机遇
■秦建新（独立策展人）

最近一段时间，在忙碌的工作生活外，

人们纷纷将目光投向人工智能巨头 Ope-

nAI 在今年 2 月发布的几部短视频之上，诸

如浪漫夜幕下东京街头散步的时尚女性、

小小的咖啡杯中互相缠绕的两艘海盗船、

几只在雪地中玩耍着探出头的可爱幼犬、

一列在微观的叶脉中缓缓行驶的小火车

⋯⋯尽管短视频早已进入我们的日常生

活，不断影响着我们知识获取与情绪表达

的方式，但为何这几部短视频推出之后会

再次引发热议？究其原因，主要是它们来

自于 OpenAI 公司发布的首款智能视频生

成模型 Sora，以拟真态式与理解式的视频

生产方式，推动了 AI 技术在现实物理世界

中的实践运用，特别是在盛行的 AI 创作领

域再次形成颠覆性的认知。

可以看到，Sora已经引发新型人工智能

技术在影视、戏剧、美术、医疗、制药等领域

的讨论热潮。尽管目前Sora的社会影响主

要集中在视频生产领域，我们可以将其视为

一种人工智能视频生成的工具，它扮演的角

色更多的是知识的“模仿者”，但这种“模仿”

显然较之以往的Meta、Runway、Pika等产品

呈现出压倒之势，甚至完全能与人工精心拍

摄创作出的短视频、影视剧等文化形式相比

肩。这同时意味着Sora在某种程度上模糊

了创作工具与创作者之间的身份，它能够主

动理解指令文字中所包含的事物在现实世

界中的存在方式，并赋之以合理的时空结

构，从创作意识的自主性、身份的主体性等

角度向文化界提出新的命题。质言之，Sora

正带给文化创作者在身份层面的若干焦虑

与纠结。

作为特殊的、社会性的艺术形态，文化

创作通常包含多重环节。它最初源于创作

者对已有文化知识的主动接受，至于接受何

种类型的文化形态，以及对不同文化形态的

接受程度如何，主要依赖创作者自身的知识

水平和行为认知。但对于Sora来说，它在接

受知识的过程中并不依靠自主意识，抑或说

其本身并不具备主体性，自然也就缺少对既

有知识的主动筛选与阶段性目标的精细化

理解。目前Sora的运作模式更多地依靠用

户输入文字指令后，自动生成趋近于真实世

界的视频动画，时间可达60秒。这虽然是以

往产品无法达到的时间维度，但其中也存在

着基于时间本体的弊病，以及在贯彻执行用

户指令时的认识局限。

输入文字指令的方式类似于命题类的

作文，Sora 只能依据既有指令，在现有知识

储备中进行画面的筛选拼接、行为主体的

空间架构以及动作方式的演绎，一旦超出

自身知识储备的范畴，必然会导致一些视

频画面与技术运用层面的弊病。对于独立

的文化创作者而言，他不仅接受既有的知

识、数据、资料，而且在接受基础上形成个人

化的思想、观念、意识，甚至能够较为自如地

应对某些超出知识范围之外的指令，与指令

本身形成创造性的对话。当前已有评论者

从“物理原理和因果关系模拟不足”“剧情和

感情线问题”“战斗和操作问题”等方面，指

出 Sora 所生成的短视频中存在的画面、操

作、情感等问题。这些问题从根本上还是由

于Sora的工具属性所致，其本身并没有实现

创作身份的转换，尤其当它在面对一些主体

感与行为性较强的指令时，无法祛除固有

的沉疴。

又如从画面呈现的角度来看，Sora 生

成的视频画面的识别度虽然较之以往的产

品显现出优势，能通过十分逼真的场景创

作出带有强烈现场感的图画，但这种生成

只是在接受指令后进行的色彩组合与画面

拼接，并非基于思想意识层面的主动创

造。而现实的影视制作中通常会有专门的

美术、设计专业人员，他们以团队的形式深

入理解影视剧作所需要的画面形态，其中

出现的每一帧画面都经过设计者的精心制

作，在带给观者美感的同时引发着他们对

故事本身的反思。

近年来，一些国产影片之所以能给观

众带来巨大的震撼力，其根本的原因就在

于影视创作者情感的巨大投入。以Sora为

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虽然能带给传统艺术

极大的冲击，但这种冲击更多地集中于技术

效果与工作效率，尚未触及行为、思想、观念

等认知层面。舞台美术、影视美术的设计者

作为具有独立思想的个体，能在丰富的社会

生活与不断变化的日常情绪之中精准地捕

捉激发性的情感触点，这种意识自然是以

Sora 为代表的 AI 技术目前所无法拥有的。

浙江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吴飞教授在谈及

Sora的现实影响时指出：“Sora将重塑影视创

作等行业的游戏规则，以文生视频模式颠覆

电影创作过程，可能今后会有若干人通过

AIGC 相关技术来生成电影。”这就依然把

Sora的颠覆性影响集中在游戏规则、影像技

术等层面，而创作的身份主体依然是“若干

人”。

从早些年的小简、小冰写诗，到后来

ChatGPT 在知识界的广泛运用，再到如今

Sora 带来的视觉轰动，每一次的技术革新

都在影响乃至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使

我们体验 AI 技术带来便捷与效率的同时，

也产生了许多有关创作哲身份的焦虑与

困惑。如 2023 年发生的好莱坞演员、编剧

大罢工，以及最近影视、戏剧等行业发出

的频频哀叹，都指向了人工智能技术取代

人类工作的现实问题。但从根本上看，文

化创作者只是受到 AI 带来的技术冲击，现

在谈“取代”还为时过早。创作者的主体

性以及自主意识是支撑与实施创作行为

的关键要素，更是促进文化产业不断发展

与突破的核心动力。总之，当前的 Sora 更

多地作为文化的接受者，其创作者的身份

属于表面的、浅层的身份，并不具备到真

正的创作意识。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理解

为指令的执行者，而非真正的文本意义上

的创作者。也正是基于此，这种关乎创作

者的身份纠结或许也可升华为一种对文

化艺术产业内部诸如创意内容、版权归

属、原创故事的能力等若干关键问题的深

入反思，某些评价还远不能成为定论，正

如艺术与科技彼此的深广多维影响，还需

在实践发展中慢慢体察与解读。

Sora与文化艺术
创作者的身份主体性
■齐丽梅（中国国家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