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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难求！年轻人为何热衷上夜校？

白天上班，晚上学艺。近段时间，上海年轻人“下完班、上夜校”的夜生活方式在社交媒体中“出圈”。区别于20世纪80年代的那波
夜校潮，这届年轻人热衷的夜校课程更丰富多元，从非遗技艺到传统手艺，从运动健康到生活美学，有的课程甚至“60秒内全部抢光”。

看似“无用之用”的课程，为何如此受到身处职场的年轻人追捧？记者就此走进上海市民夜校，了解其火热背后的原因。

A 【几十万人开抢，夜校“一课难求”】

一盏台灯、一块陶片、一把
刻刀，沿着纹样的走势徐徐下
刀，吹开杂屑，一片叶子便呈现
在陶片上了……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社区文
化活动中心，每周三晚上都有一
群年轻人在这里学习篆刻陶
刻。本定于晚上7点钟开始，但
6点半不到，记者就看到陆续有
不少年轻人提前到校练习了。
他们调侃道：“读书时常常‘踩
点’到教室，现在工作了上夜校
恨不得多学一点是一点。”

“我的工作单位就在附近，
下班、上学能实现无缝衔接。”
28岁的白领程琪此前参加过市
民夜校中的街舞课，“今年一看
到新课程的报名信息，我也推荐
给了身边的同事朋友。”

口口相传、社媒传播的助推
下，上海市民艺术夜校吸引了几
十万年轻人报名抢课，可谓“一
课难求”。上海今年推出了春、
秋两季市民艺术夜校的课程，当
下正在进行中的秋季班以上海
市群众艺术馆为总校，联动设立
25个分校和117个教学点，开设
382 门课程，共招收学员 9117
人。

29 岁的篆刻陶刻学员杨
旭，今年是第一次参与艺术夜
校：“平时下班回家经常刷刷手
机时间就溜走了，空虚和浮躁的
情绪随之而来。但在夜校学篆

刻的一个半小时，我能全身心专
注在一件事情里，反而觉得充实
又平静。”

这节篆刻陶刻课程的授课
老师是上海市工艺美术大师吴
宝平，为了降低学习传统技艺的
门槛、提升学员们的兴趣，吴老
师精心安排课程节奏、改进雕刻
工具：“这些雕刻的纹样都是我
找专业的画家朋友设计的，我特
别希望传统文化能以一种轻巧、
亲切的方式让年轻人得以亲
近。”

据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介
绍，上海市民艺术夜校创办于
2016 年，聚焦“社会大美育”目
标，通过延时开放、公益性收费
的方式，在晚间时段服务 18 岁
至 55 岁人群，以努力满足各年
龄层和不同社会群体的文化需
求。

“夜校不只是年轻学员们单
方面从公共文化服务中获益，其
实这是一场‘活起来’的文化与
年轻人精神需求的双向奔赴。”
长宁文化艺术中心艺术培训部
主任刘嘉说，“不少非遗技艺、传
统文化长期以来都在相对小众
的圈子里沉淀，部分公共文化场
馆也缺乏年轻受众群体的靠近，
而夜校无疑是盘活了这些资源，
既让年轻人找到触及文化艺术
的门路，也让传统手艺人的技艺
有了更大的意义与价值。”

B 【“夜校热”背后是对精神生活的更高追求】

据了解，除了上海，目前广
东、浙江等地也涌现出丰富多样
的夜校课程，以及针对年轻群体
的文化活动。“夜校热”背后的原
因值得探究。

——渴望成为艺术审美与
精神世界的“富有者”。“夜校”并
非新鲜产物，20 世纪 80 年代，
不少年轻人通过夜校求知识、学
本领，以弥补自身文化知识的短
板。“如今艺术夜校的火爆回归，
则是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升后，
对于艺术审美和精神生活的更
高追求。”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
部教授金忠明说，艺术的实质就
是生命力量的展现，青年人生命
力量如此旺盛，他们对于精神生

活的追求更胜往昔，这一需求正
好和艺术夜校的内容价值相对
接，“夜校热”是情之所趋、理所
当然的。

——“一杯奶茶钱”让高质
量美育资源触手可及。记者在
上海市民艺术夜校的报名界面
看到，课程几乎都是 500 元 12
节课，每节课 90 分钟。“平均下
来一小时课也就是一杯奶茶钱，
但授课的老师有非遗传承人、工
艺大师、艺术院团专业教师等，
极具性价比。”程琪说，此前年轻
人即使对文化艺术和传统技艺
感兴趣，要么找不到门路学只能

“远观”，要么就几百上千一节课
实在“肉疼”，“但政府主导释放

的美育资源就在‘楼门口’‘家门
口’，触手可及又质好价优，很难
不火”。

——焦虑与压力需要一个
“治愈时刻”。“说实在的现在大
家的工作压力都不小，难免会产
生焦虑，很需要一些能让心灵沉
淀下来的事情，在夜校学艺或许
就是一个有效方式。”杨旭说。

刘嘉认为，当代的年轻人其
实更遵循内心的需求，他们也真
的很懂得学会欣赏艺术之美。“在
社会竞争之下，与紧绷的职场环
境相比，艺术夜校更能营造出一
种轻松、和谐、美好的氛围，很多
年轻人走进夜校相比学艺，更多
的是为了舒展心灵、释放情感。”

C 【“夜校热”或将成为一种常态】

“希望课程的供给未来能够
更加丰富”“不仅是春、秋两季，
我希望夜校能四季常开”“还想
学习更多的本地传统技艺”……
记者在采访中也听到了学员们
的很多期待，“夜校热”未来也许
会成为一种常态，这也将考验公
共文化服务提供者的能力与水
平。

“市民艺术夜校的火爆和供
不应求，其实是对政府如何提供
更充沛、更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
务，提出了新的要求。”金忠明
说，“可以预测到的是，今后的需

求只会越来越大。政府部门要
搭建更好的平台，让各类主体都
能成为艺术课程多样化的供应
商和服务商，使丰富的都市资源
能转化为可为市民群众所用的
美育资源。”

刘嘉认为，资源的扩大与放
开不能“一哄而上”，而是要在充
分结合本地的艺术特色、整合好
各类资源、管理好场地人员安全
的基础上，保证现有课程水准与
质量的同时，不断注入新的资源
供给，“越是高质量且充分地满
足市民群众的艺术需求，对提升

整个社会的文化自信、文明水
平、艺术修养，越大有裨益”。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方世忠表示，未来将聚焦“社会
大美育”目标，大力推动全城美
育、全民美育、全过程美育、全年
龄段美育，坚持人民城市建设理
念，创新文化民心工程，深化实
施“社会大美育计划”，充分发挥
丰富的专业场馆机构优势，将更
多专业艺术资源转化为社会美
育资源，为市民提供更多高质量
的公共艺术教育。

新华社上海11月4日电

轻松飙外语，AI视频翻译“走红”背后

近日，“知名相声演员用英语表演”“Taylor
Swift讲地道中文”等一批由人工智能（AI）翻译软件生
成的视频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视频翻译流畅，足以
“以假乱真”，刷新了人们对AI应用边界的认知。

如何看待此类视频的走红？技术可及性将为生活
带来哪些变化？“AI嘴替”又可能涉及哪些法律和伦理
风险？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1 相声演员化身“英语母语者”

“还以为他真能说英文相
声！”北京上班族王路（化名）看到
某知名相声演员的表演视频被AI
翻译成英文后“十分上头”。更令
她感到震撼的是，这些AI合成视
频声线拟真、语气自然，甚至口型
都能做到“天衣无缝”。

多名视频创作者透露，这项
技术来自某款AI视频翻译平台。

用户只需提交满足要求的初
始视频，支付一定订阅费用，即可
实现十余种语言的“一键翻译”，
呈现自然的克隆声音和真实的说
话风格。

基于此技术，一些网络博主
尝试翻译自拍VLOG，或对明星
的经典片段进行二次创作。视频
创作者周天（化名）告诉记者，他

的工作效率得到很大提升，“不仅
省掉了琐碎的翻译过程，还能拟
合原声、改变口型。”

人物在不同语言间“丝滑”切
换，毫不“违和”，究竟是如何实现
的？业内人士表示，看似娱乐的
背后，涉及“换脸”“重现”等深度伪
造技术，以及大语言模型在多语
种翻译方面的应用。

“其实是将相对成熟的各项
技术综合了起来。”中科院深圳先
进技术研究院研究员燕楠表示，
视频制作需要的文字翻译、语音
克隆、视频生成等模块，均可由AI
轻松完成。例如人物图像，大模
型可直接生成目标人物脸部和嘴
部的运动序列，让神情、口型趋于
逼真。

2 技术下放，“尝鲜”AI有风险

“名人说外语”风靡之下，不
少人表示看好AI技术在影片译
制、文化交流、打破语言壁垒等
方面进一步发力。一位提供AI
视频翻译帮助服务的中介透露，
相比发布“二创”明星素材，针对
原创内容翻译出海的咨询近来
有所升温。不仅是专业的内容
生产者，从“AI歌手”，到可以生
成数字分身的小程序，技术门槛
的降低，让越来越多普通人也可
以轻松使用AI技术。

那么，如果想“尝鲜”使用
AI 视频翻译技术，哪些风险值

得注意？
多位律师表示，从法律层面

来说，制作并发布AI翻译视频，
可能侵害被模仿者的姓名权、肖
像权、名誉权、表演者权等。

“依据民法典规定，未经肖
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
开肖像权人的肖像，因此 AI 视
频翻译可能涉嫌侵犯肖像权。”
广东环球经纬律师事务所律师
邓鑫说，由于相声、歌曲等源视
频均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范畴，若未经授权使用，还涉嫌
著作权侵权。此外，对声音进行

修改和替换，或提取被模仿者的
敏感信息，也有相应法律风险。

法律人士同时指出，如果只
是单纯地进行翻译，未将翻译后
的生成物公开传播的，一般可以
认为是个人的合理使用。

“粗一看挺逗乐，可深入一
想，今天被换脸的是‘名人’，明
天被换的是自己该怎么办？万
一有人利用技术歪曲事实、冒充
诈骗，又该怎么办？”互联网上，
一些视频弹幕表达了忧虑。“眼
见不再为实”，AI视频翻译技术
一旦被滥用，后果难以想象。

3 培育向上向善技术环境

事实上，此前单一维度的
AI“换脸”“拟声”已带来一定风
险，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截至
今年8月初，公安机关通过专项
会战，侦破“AI换脸”案件79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515名。

知情人士介绍，此类案件的
发生，AI技术是手段，关键还要
基于大量掌握目标对象的语音
图片素材和社会身份信息。在
邓鑫看来，“AI技术本身并不是
原罪，技术发展带来的后果取决
于如何使用、用于何处以及使用

代价的考量。”
我国已经发布《互联网信息

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与《生
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
法》等多项办法，对人工智能相
关技术规范、义务主体与责任作
出规定，强调技术开发、服务提
供者的主体责任。

多位受访对象建议综合施
策。专家提示，应强化对视频制
作源头约束、建立平台审核机
制，同时加强深度伪造检测技术
研发，通过提取表征等技术方式

识别真伪，防止AI滥用。
一些视频发布平台也在积

极行动。如上线标识功能，要求
创作者发布包含人工智能生成
的内容时，应声明“该视频使用
人工智能合成技术”，避免误导
观众。

业内人士认为，在可以预见
的未来，将会有更多有创造力的
AI 应用案例涌现，社会也应营
造向上向善的应用环境，让 AI
技术真正带来美好。

据新华社广州11月10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