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AI“复活”案

例越来越多。此前，包小柏用

AI“复活”病逝女儿，女儿在妈

妈生日时为她唱了一首生日歌；

近期，有网友用AI技术“复活”

李玟、乔任梁等已逝明星，备受

争议。

“AI复活”这门此前隐秘

而小众的生意，开始受到广泛关

注，不断增加的需求同时催生了

流水线的生产。在电商平台上，

此项服务的价格从5元至上万元

不等，价格越高，效果越丰富。

除了提供“复活”服务，“复活

师”们还在寻找学徒和代理，从

而将单一的产业向更远端延伸。

当人们试图用人工智能技术

来“复活”逝去的亲人时，我们

站在了一条纷繁复杂的道德边界

上。这种技术的出现，无疑给某

些人带来了慰藉，让他们能够在

某种程度上与已故的亲人重逢。

然而，这一切都在追问我们何去

何从，我们是否愿意用科技来填

补情感上的空虚？在这种时刻，

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道德、伦理

和技术的边界。

尽管这些技术可能会在一定

程度上模糊真实和虚拟的界限，

但AI“复活”应用所涉及的隐

私、肖像权和个人信息泄露问题

不能被轻视。我们必须坚守道德

原则，尊重个人隐私和尊严。在

使用这些技术时，用户的个人信

息安全必须得到充分的保障，任

何侵犯隐私的行为都是不可容忍

的。

虽然这种技术可能会给一些

人带来心理上的慰藉，但我们必

须认识到，这并不能改变已逝去

亲人的事实。人类的生死往来是

自然规律，我们必须学会接受和

面对生命的无常。过度依赖科技

来“复活”逝去的亲人可能会导

致对现实的逃避，甚至让人们陷

入一种不健康的心理状态中。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必须

警惕AI“复活”技术可能带来的

道德混乱。随着这种技术的发

展，人们可能会面临更多道德上

的困境和挑战。例如，如果我们

可以用AI技术来“复活”逝去的

亲人，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复

活”历史上的伟人或者恶人？这

种技术的滥用可能会给社会带来

不可预测的后果，我们必须谨慎

对待。

需要看到的是，“AI复活

亲人”与“AI复活明星”具有本

质区别，前者是逝者亲属主动所

为，而后者则是侵权行为。不

过，有专家指出，前者同样可能

引发道德伦理危机，“不是所有

的家庭成员都能接受和理解这一

新鲜事物，不同情感的碰撞下，

很容易引发亲人感情方面的伦理

风险，影响到对逝者的尊重和家

庭成员的情感关系。”

无论如何，“AI复活”的

爆火已经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可

以预见的是，未来的很长一段时

间内，技术红利和“次生灾害”

或将同时发生。上海大学法学院

教授陈敬根认为，“AI复活”存

在诈骗的隐患，未来大量AI生成

的虚假信息可能引发社会负面情

绪、导致信任危机。为了防止

“次生灾害”的发生，需要系统

化、体系化的应对方式。

AI“复活”应用的边界在

于我们对技术、道德和伦理的理

性思考和把握。我们不能因为技

术的发展而放弃对道德原则的坚

守，更不能让科技成为我们逃避

现实的借口。唯有在充分尊重个

人隐私和尊严的前提下，我们才

能够更好地探索和利用人工智能

技术，为人类的福祉和幸福做出

更大的贡献。

没有喝过豆汁儿，不算到过

北京。

小时看京剧《豆汁记》，不

知“豆汁”为何物，以为即是豆腐

浆。

到了北京，北京的老同学请

我吃了烤鸭、烤肉、涮羊肉，问

我：“你敢不敢喝豆汁儿？”我

是个“有毛的不吃掸子，有腿的不

吃板凳，大荤不吃死人，小荤不吃

苍蝇”的，喝豆汁儿，有什么不

“敢”？他带我去到一家小吃店，

要了两碗，警告我说：“喝不了，

就别喝。有很多人喝了一口就吐

了。”我端起碗来，几口就喝完

了。我那同学问：“怎么样？”我

说：“再来一碗。”

豆汁儿是制造绿豆粉丝的下

脚料，很便宜。过去卖生豆汁儿

的，用小车推一个有盖的木桶，串

背街、胡同。不用“唤头”（招徕

顾客的响器），也不吆唤。因为每

天串到哪里，大都有准时候。到时

候，就有女人提了一个什么容器出

来买。有了豆汁儿，这天吃窝头就

可以不用熬稀粥了。

卖熟豆汁儿的，在街边支一个

摊子。一口铜锅，锅里一锅豆汁，

用小火熬着。熬豆汁儿只能用小

火，火大了，豆汁儿一翻大泡，就

“澥”了。豆汁儿摊上备有辣咸菜

丝——水疙瘩切细丝浇辣椒油、烧

饼、焦圈。卖力气的，走到摊边坐

下，要几套烧饼焦圈，来两碗豆汁

儿，就一点辣咸菜，就是一顿饭。

豆汁儿摊上的咸菜是不算

钱的。有保定老乡坐下，掏出两

个馒头，问“豆汁儿多少钱一

碗”，卖豆汁儿的告诉他，“咸菜

呢？”——“咸菜不要钱。”——

“那给我来一碟咸菜。”

常喝豆汁儿，会上瘾。梅兰芳

家有一个时候，每天下午到外面端

一锅豆汁儿，全家大小，一人喝一

碗。豆汁儿是什么味儿？这可真没

法说。这东西是绿豆发了酵的，有

股子酸味。不爱喝的说是像泔水，

酸臭。爱喝的说：别的东西不能有

这个味儿——酸香！这就跟臭豆腐

和启司一样，有人爱，有人不爱。

豆汁儿沉底，干糊糊的，是

麻豆腐。羊尾巴油炒麻豆腐，加几

个青豆嘴儿（刚出芽的青豆），极

香。这家这天炒麻豆腐，煮饭时得

多量一碗米，——每人的胃口都开

了。

清明时节，正是河鲜盛产的

季节，河蚌、田螺、黄蚬、水草

虾等各种鲜美的水产品成为乡间

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这些水

产来自于沟渠、江河、湖泊和水

塘，富含丰富的营养，经过巧妙

的烹饪，成为农家的一道道美味

佳肴，滋味鲜美，引人垂涎。

河蚌
河蚌，是清澈河流中的一种

宝贵食材，生长在淤泥底层的河

床上，时刻等待着人们的发掘。

每到清明时节，正是河蚌最为肥

美的季节，河水温暖，河蚌肉质

丰腴，成为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

肴。

清澈的河水中，河蚌半藏半

露，宛如一颗颗闪烁的珍珠，等

待被人们挖掘出来。清明前后，

村民们会带着提桶、捕蚌具等工

具，来到河边，开始一场场捕获

河蚌的旅程。一提桶下水，往往

就能捕获到满满一桶的河蚌，有

的大如拳头，有的小如拇指，大

小不一，但个个鲜活欣欣向荣。

将河蚌捕获上来后，人们会

进行细心的处理。首先要用刀子

将河蚌的肉质切块，这需要一定

的技巧，以免损伤到蚌肉。然后

将蚌肉放入清水中浸泡，以去除

河床淤泥的残留。接着，将蚌肉

放入锅中煮沸，烹调过程中加入

适量的调料，如姜片、葱段、黄

酒等，使得蚌肉更加鲜嫩可口。

待汤汁鲜美，肉质饱满，香气四

溢时，一道美味的河蚌佳肴就完

成了。

品尝河蚌时，首先能感受到

它的鲜美口感，肉质细嫩，入口

即化，带有一丝丝清香。汤汁清

澈透亮，口感鲜美，让人回味无

穷。河蚌的烹调方式多样，可以

炖汤、煮粥、炒菜等，每一种都

有其独特的风味，都能为人们带

来满满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在乡间的农家宴席上，河

蚌常常是一道备受欢迎的菜肴。

它不仅滋味鲜美，而且富含丰富

的营养成分，对人体健康有益。

河蚌的美味，源自于大自然的馈

赠，也是人们对大自然的感激之

情的一种表达。愿清明时节，人

们能品尝到这份美味，感受到大

自然的馈赠，享受生活的美好。

田螺
在清明时节，水域中的田螺

成为了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清明前后，正是田螺最肥美的

季节，这时捕捞到的田螺个头饱

满，肉质鲜嫩，是人们心中的美

味之选。

田螺捕捞上来后，需要经过

一系列的处理过程。首先，人们

会将田螺放入清水中养一昼夜，

让它们自然排出体内的泥沙和秽

物。这一步是非常重要的，可以

确保田螺的口感清爽，没有异

味。接着，将田螺放入沸水中焯

烫一下，这可以使其壳口打开，

方便后续处理。然后，将田螺清

洗干净，确保表面的干净卫生。

最后，才是进行烹调，人们可

以选择不同的烹饪方式，如炒、

煮、烧等，以展现田螺的鲜美口

感和独特风味。

品尝田螺时，首先会感受到

其肉质的鲜嫩和汤汁的鲜美。田

螺肉质细嫩，入口即化，带有一

丝清甜的味道，令人回味无穷。

而汤汁则是浓郁鲜美，滋味醇

厚，令人欲罢不能。尤其是当田

螺与咸肉一同煨烧时，田螺的鲜

味与咸肉的香味相互融合，味道

更加丰富，让人回味无穷。

在农家的宴席上，田螺常常

是一道备受欢迎的菜肴。它不仅

口感鲜美，而且富含丰富的营养

成分，对人体健康有益。而在清

明时节，品尝田螺更是一种乡间

生活的享受和传统文化的体验。

愿清明时节，人们能品尝到这份

美味，感受到大自然的馈赠，享

受生活的美好。

黄蚬
黄蚬，生长在潮汐河里的

一种小型贝类，外壳薄而细，内

部肉质鲜嫩，深受乡间人们的喜

爱。清明时节，正是黄蚬最为

肥美的时候，河水温暖，水质清

澈，是黄蚬生长的最佳季节。人

们常常趁着清明时节的来临，前

往河边捕捞黄蚬，以供家中食

用。

捕捞上来的黄蚬需要经过

精细的处理。首先，将黄蚬放入

清水中养一昼夜，让其吐尽肚中

的秽物，以确保食用的安全和卫

生。接着，将清洗干净的黄蚬放

入锅中，煮沸，烹饪时间不宜过

长，以免过度烹煮导致肉质变

老。在烹饪过程中，可以加入一

些调味料，如生姜、葱段、料酒

等，以增添风味。

黄蚬的烹饪方法多样，可

以与青茄子一同煮沸，也可以与

咸瓜一起炒制。与青茄子一起煮

沸，黄蚬的鲜美口感能够与青茄

子的清香相互融合，味道独特；

而与咸瓜一起炒制，黄蚬的鲜嫩

口感能够与咸瓜的鲜咸味道相得

益彰，别有一番风味。

尽管由于环境变化的影响，

黄蚬越来越少见，但在清明时

节，人们依然可以品尝到这种美

味的水产。清明时节，乡间的厨

房里飘着黄蚬的香味，家人围坐

在一起，共同品尝着鲜美的黄蚬

美食，享受着丰盛的乡土美味，

这不仅是一种味觉上的享受，更

是对大自然馈赠的感恩之情的表

达。愿每个人在清明时节，都能

品尝到这份美味，感受到大自然

的馈赠，享受生活的美好。

水草虾
水草虾，是清明时节乡间常

见的美味小吃，它们常常隐藏在

清澈的河水之中，与水草相依相

存，成群结队地游弋着。这些小

小的水草虾，虽然个头不大，但

却蕴含着丰富的鲜美味道，是孩

子们喜爱的捕捉对象之一。

清明时节，正是水草虾最

为活跃的季节。河水温暖，水草

茂盛，成为了水草虾的理想栖息

地。孩子们常常带着简单的钓

竿和钓鱼线，来到河边的水草丛

中，静静地等待着水草虾的出

现。水草虾群在水草丛中游弋，

一不留神就会被孩子们轻松地捕

捉到。

捕捉到的水草虾，可以直

接煮熟食用，也可以与其他食材

一起烹饪。将水草虾放入清水中

煮熟，加入适量的调味料，如姜

片、葱段等，使得水草虾的鲜美

味道更加突出。或者将水草虾与

蔬菜、豆腐等食材一起炒制，口

感鲜嫩，味道鲜美，是清明时节

乡间的一道美味小食。

水草虾的烹饪方法灵活多

样，口感鲜美，深受孩子们的喜

爱。在河边的清明时节，孩子们

捕捉水草虾的欢声笑语，充满了

童趣与快乐。与家人朋友们一起

品尝水草虾，分享这份乡间的清

明美味，不仅是味觉上的享受，

更是对自然赐予的美好生活的感

恩与珍惜。

这些清明时节的小河鲜，不

仅丰富了乡间人们的餐桌，也成

为了乡间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在这个春风拂面的季节里，

人们除了祭扫扫墓，也享受着丰

富美味的水产带来的乐趣，感受

着大自然的馈赠，享受着生活的

美好。

正是桃红柳绿时节，此日

午后，缆车将我从笆篱镇送上莽

山，飘飘欲仙。谁知，一到山

上，山风裹挟着雨点，扑面而

来，气温骤降，一时如入寒冬，

游客纷纷前往小店来购买雨衣，

裹得严严实实的，好不落兴。

莽山，以林海莽莽、层峦叠

嶂而得名。而莽山五指峰景区，

地处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与广

东交界处、南岭山脉北麓，素有

“一山跨两省，湘粤在莽山”之

美誉。

云雾缭绕，烟云浮动。看

来，天公不作美。景区内的指峰

飞渡、金鞭揽胜、倒影池、天池

观海、七星斗日、摩天望粤、

天台探险等风景，此行是看不到

了。

既来之，则安之。心想，毕

竟千里迢迢，从太湖之滨来到莽

山上，颇不容易！

山风呼呼，脚步噔噔。于

是，我跟随人流，走上悬空的栈

道，峭壁层崖黑魆魆的，崚嶒的

山崖上倒是细流满布，瀑声籁响

相答，声振林壑，曲折奔流，冲

得山壁、小径上的尘土，一干二

净。

忽然，一滴水珠滴进我的颈

部，不禁打了个激灵，一抬头，

高山杜鹃的枝枝叶叶，缀满了

晶莹剔透的水珠，不时在耐心地

滴着、滴着，落地，飞珠溅玉。

这种常绿小灌木，最喜冷凉、湿

度大的环境。每年春夏之交，花

蕾怒放，漫山红艳，千姿百态，

它不仅被誉为“植物中的活化

石”，而且还享有“山林美容

师”之称。

层层树，重重雾，重雾弥漫

莽山路。既然看不到这山那峰，

那么，就不妨看看那前后左右的

名木古树，正如朱自清在《荷塘

月色》所说“酣眠固不可少，小

睡也别有风味的。”欣赏风景，

就是要有如此的心态才好。

一路前行，如行山阴道上，

悬崖陡壁有野花乱缀，厚叶紫

茎、金叶含笑、猴头杜鹃、福

建柏、交让木、红楠、木莲、

木荷、栲……不一而足，让人

目不暇接。它们盘根错节，翠

枝披拂，紧紧相依，仿佛久睡在

梦里，而220年的华南五针松、

260年的多脉青冈，看上去老干

屈曲，枝上、干上红绸飘动，喜

气洋洋，却被人们喻之为“祈福

树”，不禁会心微笑。

峰回路转，越岭数重，行至

“醒石”之处，不远便相遇了那

棵1200年的红豆杉，它生长在海

拔1500米的悬崖上，主干粗短，

蟠枝虬曲，有一种饱经沧桑的厚

重与庄严，堪称“老寿星”。

红豆杉，为中国特有树种，

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红豆杉，浑身都是宝，具有

防癌的功效，是养生之树。

据说，从红豆杉提炼出来的

紫杉醇对癌症疗效突出，被称为

“治疗癌症的最后一道防线”，

让人惊叹。

山上，多松柏，根叶苍秀，

斜枝劲干，天然成画。它们历经

大自然的风风雨雨，朝朝暮暮，

依然傲然挺立，足见气势不凡。

瞧，有的如元代画家倪云林笔下

的《六君子画轴》，意境清逸，

情趣淡雅；有的像依偎在一起的

老两口，不离不弃，似乎在祝福

过往的游客健康长寿，幸福绵

延。要不是时间仓促，我真想去

抱抱它、亲亲它。

乱崖飞瀑声里，一尊花岗岩

柱，顶上的莽山松，青翠欲滴，

直指苍穹，随风摇曳，远远望

去，恰似一支倒插的毛笔，而被

称为“妙笔生花”，令人点头会

意。

无论是乔木，还是灌木，

无不与莽山融为一体。日日、月

月、年年，深深地扎根在坚硬的

石缝中，或丛生、或耸立、或偃

伏、或独立、或盘曲，你中有我

拧成绳；我中有你抱成团。有的

绿叶满枝，含烟笼翠；有的鲜花

绽放，花瓣飘舞，随风飘向草

丛、山涧、峡谷，心中不禁想起

了“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

更护花”的诗句。

上山时，就看到了那棵高大

挺拔的甜槠；下山时，又看到了

这棵高大挺拔的甜槠。历经千年

风霜雨露，如同黄山的迎客松，

时时刻刻在迎来送往天南海北的

游人。

嗬！这棵甜槠的树干早已干

枯，剩下一层厚厚的外皮，虽然

“空心”，却依旧挺立，顽强生

长，还被人系上了红绸带，满身

既如火焰热烈，又似朝霞燃烧，

它是那么的引人注目，又是那么

的富有生气，竟被人呼为“怀谷

神树”。

老子曰：“敦兮其若朴，旷

兮其若谷。” 原来，神树得名于

此，大为莽山增色，真好！

微雨沙沙，山色空蒙。

树底下，有一枚青铜色的

甜槠落叶，我不由得捡起来，闻

之，微香，蕴含着莽山的灵气，

再也不忍弃之，遂包好，入袋，

宜作书签，日后，居家展卷，可

与山亲，且近于寻梦，那倒也有

趣得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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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斐伏尔认为，作为第三维

度的社会空间，它既无法与物理

和精神空间相割离，又超越前两

个空间层次。第三空间表达了更

为复杂的编码过程，呈现出明显

的开放性、想象性与隐蔽性。从

这一视角对纪录片《从〈中国〉

到中国》进行考量，我们会发现

影片中的空间往往被赋予诸多含

义与功能，它能够通过话语与符

号的表现，将现实空间中的具体

物象与构想空间中的抽象精神进

行统一，既有物理空间的真实

性，又有精神空间的想象性，最

终实现主客体的融合与升华。

纪录片《从〈中国〉到中

国》塑造了诸多符号空间，使得

影像既有对现实具象的呈现，又

承载以丰富的象征意味，体现着

符号的意指功能与意义。例如，

在第一集《寻找〈中国〉》中，

寻访者老高和大菜园村原村支书

马雍喜握手的画面，导演竟罕见

地用了两次特写镜头来表现，影

片中两只紧紧握在一起的手占据

着大部分的图像空间，起到了突

出强调的作用，再结合老高解说

词的声音：“当我握着马雍喜的

手，我感觉到中国真的变了。那

是一种温暖，也是一种信任”，

至此，画面和音效的组聚配合更

加突显了两个时代由此交汇及引

导叙事开篇的意义。

同样在这一集中，老高置

身于夜晚繁华的市中心，他站在

巨型广告牌和超高层建筑面前陷

入沉思，全景镜头下的老高偏居

一隅，显得十分渺小，仿佛随时

会被淹没进时代的洪流之中，但

高超的运镜技术又使观众的视线

始终没有脱离人群中的老高，没

有忽略他凝视的目光，而这一凝

视正是“他者”视角对中国的观

望与沉思。类似的镜头在其他几

集中也多次出现，寻访者出现在

满是高楼大厦的街头，或四处张

望，或凝神思考，他们感受到的

是一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中国，

这也促使他们去关注高速发展背

后的百姓生活与内心变化。这些

画面使受众从具体事物的微观记

录中跳脱出来，以便进入一个更

深层次的意义空间。通过分析纪

录片中的一些影像符号，我们会

发现其“能指”背后所对应的深

层次“所指”的含义，最终与本

集标题及整部纪录片的主题相呼

应。

除了利用具体物象来挖掘

深层意指之外，纪录片《从〈中

国〉到中国》还通过不同空间段

落之间富有深意的组聚形式，表

达创作者的视觉意图。例如，在

第三集《又见愚公(下)》中，曾

经在“三八”号渔船上工作的十

几位女船员，时隔四十多年再

次在礁石边唱起《我爱北京天

安门》，现实空间与历史空间以

“一句歌词切一个画面”的转换

频率进行交叉呈现，形成时空的

穿越与对话。再如，如今铁人广

场上人们跳广场舞的场景与过去

《愚公移山》中秧歌队在大庆油

田跳舞的画面接替切换；“面人

郎”传人郎佳子彧专注做面人的

场景与《愚公移山》中爷爷捏面

人的画面交叉剪辑，都表现出对

“愚公精神”的一种传承。纪录

片通过画面剪辑所形成的空间结

构张力，与字幕、配音等元素的

有意融合，形成了一个自成系统

的意义建构，既利用画框分割与

压缩的特点，对画面空间进行限

定，同时又将画外空间进行拓展

与延伸，将受众带入到一个意象

与精神的空间之中。

由此可见，社会空间既融合

了前两种空间，又超越了真实与

想象，表达出前两个维度皆不可

及的新的含义。列斐伏尔空间理

论中的社会空间不是物理空间和

精神空间的简单叠加，而是既凸

显了形象、具体的空间物象，又

能够承载表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意

蕴，“它是连接镜头内世界及镜

头外场域的桥梁，在对两个空间

的编码表意中，理性与感性、物

质与精神、共性与个性、融合与

分裂都在纪录片空间的建构中得

以抉择”。

纪录片《从〈中国〉到中

国》以纪实影像的形式，从“他

者”视角出发，寻找四十年来中

国社会的变化，成为透视和认

知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发展与个体

命运变迁的一扇窗口。从片名来

看，前一个“中国”既指1972年

安东尼奥尼拍摄的纪录片《中

国》，也指涉四十多年前的中

国图景，以及纪录片所贮存的

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记忆。

后一个“中国”既指寻访者沿着

前辈足迹再次探寻的目的地，也

指代当下现代化的中国。这里的

“中国”既属于城中村、工厂、

社区、集市、公园、幼儿园等物

理空间中具象可感的中国，也是

一个抽象的、通过空间并置与对

比存在于构想空间中的想象共同

体，并最终通过社会空间实现融

合统一的中国。至此，纪录片中

呈现的影像画面不仅具有三位一

体的空间意义，还引申出更为深

刻的社会哲理内涵，它为我们

“提供了一种共同阅读的‘仪

式’与过程，使千百万陌生人形

成同为一族的印象”，承载着塑

造现代化国家形象、重构民族身

份认同的媒介使命。

春食小河鲜

列斐伏尔空间理论视域下的
《从〈中国〉到中国》

——第三维度：统一的社会空间
□ 陆虎□ 陆虎

莽山上的野树

AI“复活”的前提是尊重个人隐私和尊严

豆汁儿

□ 奚梅根□ 奚梅根

□ 小可□ 小可

□ 汪曾祺□ 汪曾祺

□ 晨风□ 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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