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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强

前几天，我被赵本山忽悠了，准确来

说，是被有赵本山的视频忽悠了。

本山大叔一改往日屏幕里的模样，穿

着皮衣出现在视频里，板正地坐着谈起自

己参加春晚的往事，讲着一口无比流利的

英语。我自愧不如，心想，念书时学了那

么多年英语，如今竟连一句囫囵话都讲不

清楚。

赵本山很少以流利的英文示人，只记

得他在电影 《大笑江湖》里讲过一句蹩脚

的英语，“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结果被翻译成“别太嘚瑟，没什么用”，

传为笑料。他更为人熟知的是铁岭口音和

幽默形象。

我向来对网络上的信息很谨慎，短视

频的汪洋大海里许多事物早已真假难辨。

长久以来，与虚假视频斗智斗勇，也让我

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相信自己几乎能够

一眼看出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我见过用 AI 绘画画出的“特朗普被

捕图”，他的狱中神情惟妙惟肖；见过带

货直播间里的 AI虚拟主播，已接近真人

出镜的效果；听过 AI 孙燕姿唱刀郎的

《罗刹海市》，连腔调和换气声都演绎得如

出一辙。

只是当听到那则视频里，讲英文的声

音与赵本山一模一样，看到视频右下方打

着“杨澜访谈录”几个大字，就连他讲的

每一句话都和他的口型对得上时，我相

信，这流利的英语是真的出自本山大叔之

口，毫无疑问。

刷完几十秒的短视频，我还在回味本

山大叔地道的英文发音。马上又看到郭德

纲用英语说相声，范伟用英语演小品，罗

永浩用英语直播带货。这些视频看上去毫

无违和感，但好像哪里怪怪的。

直到瞅见角落里“由 AI 生成”的字

样，我才如梦方醒，又惊叹不已。如果不

是画面上方的那一行小字，恐怕赵本山自

己也百口莫辩，他的老搭档范伟也要被再

次忽悠了。我这双“火眼金睛”竟也有被

蒙蔽的一天。不得不感慨， AI 又进化

了，而我落伍了。

年初，我还曾对 AI 绘画画出的作品

充满瑕疵而感到不屑，如今，遍地皆是利

用 AI技术生成的视频，直接让这个社会

进入了“眼见为虚”的时代。

那些借助软件可以快速生成的视频

里，李云龙、马保国、刀郎都熟练地讲起

英语，于谦用日语当起了捧哏，马斯克、

特朗普、迈克尔·杰克逊则讲起了带有外

国腔的普通话。

这些视频把我看呆住了，看过许多遍

后，我仍旧盯着那些名人的嘴，不敢相

信，造假可以如此逼真，连赵本山讲英语

发音时嘴角的褶子都造得出来。

在不少人看来，伪造这样的视频纯粹

是为了娱乐，甚至有人兴奋地拿起自己的

视频、声音投喂给 AI，以便于伪造出精

通各国语言的自己。

AI 正在朝着完美造物主的方向进

化，这让人惊叹，也让人恐慌。这种伪造

被称为“深度伪造”，不同于以往简单的

造假，而是基于深度学习，连面容、声

音、眼神、口型、动作，甚至指纹都可以

“假”得与真人无二。

影像造假的历史回溯起来也有 100余
年了，造假的技术和工具在过去的百年间

不断进化着，但从未像今天这样，几乎在

视觉和听觉上，彻底模糊掉虚假与真实的

界限。原本人们所信奉的“有图有真相”

“此视频为证”这样的准则，瞬间不香

了。更多的人在伪造视频面前，将失去明

辨真相的能力。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网络时代，早已

经没有什么隐私可言。试想一下，若有人

盗取了一张你的照片，或去你的短视频

账号里下载一段视频，再利用 AI技术伪

造一段视频，视频中的你说着你从未说

过的话，做着你从未做过的事，而后发给

你的家人、朋友、同事。我们又该如何应

对呢？

有媒体报道称，今年，在美国亚利桑

那州，一位母亲接到了一通陌生电话，电

话里她听到了女儿的声音，女儿正哭着喊

“妈妈”。这位母亲知道，15 岁的女儿在

外地滑雪，她担心发生了什么意外。后

来，她又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声称她的

女儿在自己手里，需要 100万美元，否则

就会逼她的女儿吸毒，并送到墨西哥去。

这位母亲吓坏了，她还听到电话里传

来女儿的声音：“帮帮我，妈妈！”但很

快，丈夫确定了女儿的安全，并意识到那

是骗子打来的电话。可这位母亲仍然很疑

惑，因为她很确定，电话里听到的的确是

女儿的声音，她的语气，甚至她的哭泣方

式都与真人无异。

电话里的声音只是通过 AI 克隆出来

的声音。据说，还有一款 AI软件，只需

要 3 秒钟的语音样本，就能够完美伪造出

本人的声音和语气。倘若诈骗分子掌握了

这项技能，那我还敢随便跟陌生人说话吗？

不过这已经是半年前的新闻，半年

后，AI 技术已经可以克隆完整的人了。

如果绑匪发来伪造的绑架视频，而恰巧你

此刻又联系不上孩子，后果不堪设想。

尽管这样的骗局现在并不流行，但已

经有不法者开始滥用最新的 AI技术违法

犯罪。在各地警方公布的案件中，已有犯

罪分子通过 AI拟声、AI换脸等手段，成

功诈骗到数千元至百万元不等的钱财。明

星、专家、官员等人的音视频也可能被伪

造，用于行骗。有“反诈中心”公开表

示，借 AI技术行骗的成功率接近 100%。

尽管不少国家都要求添加水印以清楚

标记 AI生成的内容，但那些试图以此牟

利者，当然不会这么做，我们面对伪造视

频也只能当“睁眼瞎”。

在很多方面，这项技术也可能被滥

用，并带来恶果，比如用于虚假新闻的生

产，用于法庭证据的制作或篡改，用于色

情视频的伪造，用于恶意攻击、抹黑、诽

谤他人等。

一些工程师尝试开发 AI 内容检测

器，用魔法打败魔法，这些检测器可以检

测相关内容是否带有 AI生成痕迹，像照

妖镜一样，但目前一些检测器的检出率并

不高。而作为普通人，当我们阅读文章、

收听音频、观看图片或视频时，很难做到

时刻把“照妖镜”拿在手里，举在眼前。

很多时候，当我们发现那些视频是被

伪造的时，假象可能早已被当作真相传遍

各个角落，一些恶果也许已经无法挽回地

产生了。

我并非要反对或阻碍 AI 技术的进

步，事实是，我很欢迎这项技术，也欢迎

来 AI 世界造“假”，甚至每逢 AI 进化出

新的功能，我都很兴奋——又有人用这技

术创作出不曾有过的事物。

比如，在某视频平台上，一位博主充

当导演和编剧的角色，使用 AI技术重现

名人，将不同时代不同领域、不同国家的

不同人物，安排进一期又一期的视频对谈

节目。

为了满足乔布斯与苏格拉底一起喝下

午茶的愿望，他生成了 AI乔布斯、AI苏
格拉底，并邀请 AI 约翰·列侬来主持这

场对谈。在那个不大的屏幕上，他们三

人畅聊着“嬉皮士精神如何影响了硅

谷”“技术与艺术之间的关系”。而且据

说，几乎 85%以上的对话内容均由 Chat⁃
GPT-4生成。

这些视频内容得到了不少观众的好

评，尽管很多人都明白，那些视频里最经

典的仍然是这些名人的思想创造，而不是

利用 AI生成的音容笑貌。但这位导演却

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方式，给予了苏格拉

底、尼采、李白等人新的存在方式——数

字生命，也创造出一种新的对谈方式，让

先贤们碰撞思想。

就像视频中 AI 苏格拉底说的那样，

“技术，犹如命运本身，即非仁慈，亦非

恶意，而是由人类之手挥舞的力量”。而

AI乔布斯则说，“它就像两只狼，一只是

贪婪、嫉妒、不耐烦的，另一只是充满

爱、同情和耐心的，让哪一只长大，取决

于我们选择喂养哪一只”。

AI世界 眼见为虚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新玲

“我是本地的。”这个五年级男孩补充

的话把在场观众一下子逗笑了。因为站在

他右边的两个女孩先后自我介绍来自杭州

西湖区和萧山区。

他们都是浙江省诸暨市东白湖镇斯民

小学的学生。10月底的一天，5名小学生站

在浙江良渚大屋顶剧场的舞台上，为观众

演唱学校校歌、《午饭歌》和《放学歌》，这 3
首歌都有近百年的历史。

斯民小学地处会稽山南麓，位于距离

杭州 100 多公里、开车需要将近两个小时

的斯宅村，建校已有 119年的历史。2010年
以后，经历过办学辉煌，百年老校舍依旧保

存完好的斯民小学，遭遇了与全国其他地

方很多村小同样的命运：生源减少、学生外

流，2019 年全校只有 63 名学生，是建校以

来人数最少的年份。

神奇的是，近两年，这所小学学生数曲

线上扬，目前 108名学生，一多半是从外面

来的，有“包邮区”江浙沪，有西南云贵川，

有广西广东湖南湖北安徽等地，“本地学

生”成了少部分。

这个学生数变化的深“V”与一部纪录

片《斯民小学》有关。这部长达 8 年拍摄制

作完成的片子，今年 5 月初开始在各大视

频网站播出。

5 名小学生的合唱是主题沙龙《百年

村校寄乡愁》的一部分。沙龙开始前，参会

者静静观看了这部纪录片。当伴随着《西风

的话》悠扬的乐曲，片尾出现满屏的字幕

“保国在革命 革命在储人 储人莫过于乡

学——1929年 《斯民校志》 ”“为培养国

民起见，不分畛域”时，很多观众眼里含

着泪水。

沙龙的参加者来自四面八方。有纪录

片里出现的斯民小学的老师和不同年代的

毕业生，有正在上学的孩子，有远道而来

的家长。著名音乐人范宗沛背着大提琴专

程从台湾飞过来参加，他带领台湾音乐团

队为纪录片作曲配乐。

王丽曾在中小学任教，后来在浙江乐

清师范学校教出了很多老师。之后她曾担

任北师大版高中语文实验教材副主编、一

家教育研究机构的研究员。

在教育研究和实践中，她发现那些“过

去的学校”里有一颗颗被蒙上了尘土的珍

珠。民国时期，中小学里许多细而微的文化

传统教育，成为个体成长的基石和最初的

营养。

2014 年秋，她到斯民小学做田野调

查。人文荟萃的斯宅村，最早可追溯到五代

后汉，至今完整保留着大量清代建筑。耕读

传家在斯宅村历代传延，旧式私塾、族塾、

新学的脉络遗迹，在这里都可以寻到，这里

走出了多位在社会各领域卓有建树的人

才。被斯宅村吸引，王丽写下了《一个家族

书写的教育史》，刊发在 2015 年 2 月 25 日

的《中国青年报》上。

文章描述：“自 1929 年至 1949 年的 20
年间，斯民小学历届毕业生在文教、科技、

财经、军政等领域有卓越成就和突出贡献

的数以百计。

斯民小学的校舍建筑同样气派。建筑

共分三进，从山脚依地势层叠而上，均为砖

木结构的二层楼房。尤为巧妙的是，前后三

进教室之间原有回廊相连，将偌大的校园

连成一体，即便下雨天在校内也不必打伞。

100年前，这样一座规模宏大、美轮美

奂的新校舍拔地而起时，斯宅村的教育史

真正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如果把中国教育比成一棵参天大树，

千千万万所乡村小学就像大树的千万条根

须。它们深深扎入大地，并源源不绝地将养

分输送到枝枝叶叶。中国近现代诸多杰出

人物都出自乡村……他们在乡村接受启蒙

教育，又从乡村出发，走向现代中国的广阔

舞台。我们无法想象，没有‘乡学’的中国是

什么样的国家，没有‘乡学’的中国历史将

如何书写？”

2015年，王丽决定用影像留住斯宅千

柱屋、百年梓树、钟声歌声读书声，记录一

所山村小学如何延续百年。

从未接触过纪录片拍摄的“小白”王丽

辗转联系到央视新闻调查栏目编导胡劲草

请教。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时，胡劲草直接泼

了冷水“我劝你不要做”。

无知者无畏，王丽并不知道一部纪录

片所需要的时间、精力、财力、人力的巨大

投入，她没有听从劝告，几十次前往斯宅

村，上学放学，寒来暑往，春夏秋冬……

不仅在当地拍摄，她在北京、上海、浙江

等地，采访了 70 多人次的斯民小学校

友。斯民小学早期的 《午饭歌》和 《放学

歌》，也是纪录片拍摄过程中，被王丽从

老校友口中“扒”下来，词谱对应整理成

完整的曲谱。

“胡劲草老师在 《斯民小学》 纪录片

整个前期拍摄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

其所能给我帮助。”王丽说自己经常会向

胡劲草提出一些影视领域“1+1 等于几”

的问题。

对斯民小学百年历史的挖掘，也并没

有得到所有人的理解。

斯慧冰在这所小学中度过了幼儿园、

学前班和小学。他还记得 2015 年，自己

结束了上一阶段的打拼，在家中休整了一

段时间，正准备外出创业，“我那时很迷

茫，包里只有几本书”。

他知道王丽在拍纪录片，且困难重

重，有些不太理解。他觉得还在乡村学校

上学的孩子是因为家长没有能力带他们走

出山村，才得不到好的教育，这是没有办

法改变的。王丽当时听了有些生气：“难

道这些弱势群体的孩子不应该更被关注

吗？就因为他们生活在乡村，就必须接受

这样的现实？”

王丽明白，她想让观众看到的不仅是

一所美好的小学，重要的是，这个僻处浙东

一隅的斯宅村和斯民小学，为已经消失在

时光中的“乡土中国”以及近现代中国教

育史提供了一个“活标本”，是乡村教育“落

后”的一个鲜活反证。

1905 年，斯宅村办起了女子学堂，这

在当时还信奉“男女授受不亲”的浙江乡

间，乃破天荒的新鲜事；学校延续百余年的

书法、音乐教育；学校成为全族人共同的产

业，除了族人捐资办学，学校还拥有良田作

为校产；虽然为斯姓族学，但也免费招收外

姓学生……

但没想到的是，“活标本”也禁不住时

代洪流的冲刷，开始慢慢萎缩。随着拍摄进

行，斯民小学的学生在不断减少。2019年，

跌到建校 100 多年来最低谷。学校的情况

让海内外的校友们焦虑万分，他们通过各

种渠道向有关部门反映，希望能够引起重

视。因为这所深山里小学人数最多的时候

曾有 400 多名，还曾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

开办过高中。

“有一回，斯氏家族的长辈斯章梅先

生对校长斯剑光说‘你要想想办法啊，不

能这样坐以待毙！’当时斯校长一言不

发。”王丽回忆。之后，当时的乡中心校

校长朱华儿和斯校长一起到诸暨教体局寻

求支持。后来，诸暨教体局特批斯民小学

跨区域招生。

这所小学终于有了转机，附近的家

长把孩子送到这里读书，学生渐渐增多。

而作为新闻人，胡劲草敏锐地意识

到，斯民小学的变化应该受到更多关

注。 2021 年 4 月，她带着摄制组第一次

到斯民小学，在学校拍了 5 天。后来节

目在央视播出。

斯民小学的知名度再度提升，乡村

小学的价值被更多人关注。而斯民小学保

留百年的传统教育、乡土教育，小班小校

的宽松环境，让家长们看到一种不同于城

市名校的小而美。

8年间，由于缺乏经验，王丽多次感

觉做不下去，但是停顿一段时间后，她

又重新开始。8年里，先后有 7名摄影师

志愿参与，他们用的机器制式、像素都

不一样。

面对海量的“杂牌”素材，身为“导

演”的王丽不知怎么才能把这些弄到一

起。所幸她又辗转找到了一位优秀的剪辑

师，像个巧手裁缝，形成了完整作品。

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经费。一个退休

教师能够动员的资源不多，其间 4次发起

筹款，陆续得到王丽早年的学生、斯民小

学校友以及江苏长江平民基金会、诸暨东

白湖乡贤基金会的捐助。

“其中的酸甜苦辣一下子说不清。”

今年 5 月，纪录片终于在各大网络平台

上播出。

“以平实的手法纪录梳理了浙江省诸

暨市东白湖镇斯宅村斯民小学的百年变迁

史，同时是中国乡村教育史的缩影。并非

单纯的校史记录，而是从各个时代的校友

回忆，到现如今的教学和师生面貌展现，

富有生活细节和纯真色彩，通过 30 年代

起传唱的斯民小学儿歌来分段落，即便是

从未知晓过斯民小学的人，也会有一个全

面认知。与应试教育大行其道的城市小学

相比，作为乡村小学，斯民小学确实如一

股清流。”这是视频网站对纪录片的介绍。

就这样，《斯民小学》 像是一个平静

的爆款，在网络平台上传播开来。“流着

眼泪看完”是最多的留言，有人说这就是

中国的巴学园……

“开头看到校长在外面晃，百感交

集。我小学时候学校比较小，校长也还

是很亲切的，会在操场出现看看孩子

们。后来读的初中高中比较离谱，我就

没在主席台之外的地方看见过校长，因

为主席台太远我又近视，一直都没看清

楚校长长啥样。”

“看完以后想到我的小学，特别特别

小，但是校长老师都很好……学校外面是

一大片杨树林，风吹过的时候会有一片银

色的浪花，每年老师都会带我们去树林里

玩，在树林里还有我们自己种的菜。真的

是治愈一生的经历。”

“好奇怪，为什么在流泪。曾经就读的

小学和初中位于江南的某个小镇，至今也

有百余年的历史了。看这部纪录片的时候，

相似的口音，相似的古镇环境，使得一幕幕

尘封的回忆涌上心头，百年老校的人文熏

陶已经深深刻进我的血液……‘千寻木，

始于苗，百川水，朝宗遥。君不见，同川

千里，水影湖光相环绕。湖山毓出英灵

早，诗书秀出人材妙……’当年唱过无数

遍的校歌，如今回过头来看，似乎才真正

理解了其中含义。”

“感觉这才是学校应有的模样，教人

如何做人，如何有稳定的情绪，如何拥有

幸福感，如何对大自然充满敬畏和好奇

心。这种会陪伴这些孩子一辈子，实在太

宝贵了！”

一位自称“新晋老师”的网友留言：

“看到这个纪录片后又对教育行业燃起了

信心，真好！”

让王丽没有想到的是，纪录片不仅得到

了网友的认可，也得到了专业人士的认可。

纪录片导演盖海涛如此评价：“ 《斯

民小学》 没有过度剪辑，没有过度运镜，

没有过度煽情，一部如白开水般的纪录

片，却如此让人动容，让人深思。也许这

才是纪录片应有的样子吧！纪录片中的散

文诗。”

纪录片 《西南联大》总导演徐蓓这样

认为，跟西南联大比斯民小学很小，但意

义并不小。其实是反映乡村百姓对教育的

信仰，以及文脉在当代乡村的传承。

丽水学院教师教育学院特聘教授、原

缙云县教育局副局长吴丽明曾到访过斯民

小学，他为斯剑光校长 18 年的乡村教育

坚守而感动，“斯民小学不但是有厚重历

史的小学，也是未来乡村学校、所有学校

应该有的样子”。

对“该有的样子”，他总结了三个融

合：村庄与学校的融合，未来的城市学校

要与社区融合；课程与生活融合；学习和

成长融合。

他还看到，斯民小学用孩子的力量改

变生活，用孩子改变村庄和家庭，让孩子

从小有家校情怀。

“五指峥嵘太白东，上林文化孕育中，

我辈同到光明地，快乐真无比，启我本能

迪我心，自觉自动还自尊，愿我少年振振

振，努力向前进。”当在良渚大屋顶剧场

的舞台上 5 名小学生唱起这首校歌时，坐

在台下的斯舜厚跟着一起唱起来，他是斯

民小学的毕业生，后来一直在学校当老师。

这首校歌是 40 年代老校友赵文豪凭

记忆整理出来的。而他正是因为在斯民小

学受到了音乐启蒙教育，后来在部队从事

文艺工作。

“王丽老师通过她的努力把深山沟里

的斯民小学，以纪录片、文章等形式亮相在

国人面前，是个了不得的奇迹。”斯舜厚说，

这种记录的意义或许在十年、几十年后，随

着时间的推移，肯定会越来越大。

给孩子们伴奏的李秋君老师是看了纪

录片后，哭得稀里哗啦，设法跟斯剑光校

长联系，一定要来斯民小学教书。这个

90 后上海姑娘毕业于复旦大学，此前在

一所高中任教。校长觉得她条件好、吃不

了苦，再三劝说她不要来。但李秋君执意

前来，校长只好给她一周试教时间，9 月

中旬到斯民小学入职。很快孩子们就喜欢

上了这个小李老师。

“我是今年看了纪录片后，把孩子从杭

州的一所学校转到斯民小学去了。我本身

是做心理咨询工作的，看到很多小孩子小

学时心理受压制，上了中学暴发心理问

题。在城市，我看到不论公立、私立还是

国际学校，好多学生课间没有时间上厕

所。看了纪录片，我选择让孩子回归天

性。”当天的沙龙上，一位学生的父亲谈

起了初衷。

纪录片拍摄的 8年，也是斯慧冰创业

起起伏伏的 8年。如今，他的公司风生水

起，在国外开设了几家分公司。这 8 年

中，遇到问题，他也常会向王丽诉说，

“她既有老师的耐心，也有老师的威严，

有时会很直接地批评我们”。

也是通过纪录片的拍摄，他知道了家

族的一些事情。他的太爷曾是村里的大地

主，当年为斯民小学捐过 20 块大洋；他的

父亲也是斯民小学的毕业生，在纪录片里

百年校庆中一张照片里出现过。

有时王丽找他帮忙，他都是马上应下，

尽力去做。有一年王丽拍摄孩子们的毕业

典礼，偶然和斯慧冰提起担心那天下雨。于

是斯慧冰立刻买了雨伞寄到学校，“当时刚

创业，没花多少钱”。

“现在斯民小学办好了，留在村里的孩

子可以有好的教育；还有了很多城里的孩

子，这是他们的选择，或许他们愿意沉浸乡

村生活或者不适合公办小学的统一要求。

所以无论哪一类孩子，这都是教育对人的

尊重，让学生有自我选择的权力。”

沙龙前一天，范宗沛从台北来到了杭

州，这是他与王丽通过电话和微信无数次

沟通后，第一次见面。

此前，当王丽辗转联系上“音乐鬼才”

范宗沛，他只看了样片就被打动了：“我只

看了前面几个画面，老房子灰砖白墙，镜

头推近后水田、百年老树，脑子里立刻涌

出一大堆音乐……”由大提琴、小提琴、

钢琴、吉他、低音笛等共同合成的主旋律

《西风的话》，把这部纪录片的意境一下子

烘托出来，“片子像散文诗，音乐处理上也

像散文。”

“追溯这所小学的历史，不能不提到

1904 年中国近代第一部以政府名义颁布

的学制——癸卯学制的诞生。癸卯学制宣

告了绵延千年的私塾教育的终结。由此，新

式学堂开始出现在中国城乡。”这是王丽在

8 年前的文章中写下的话，斯民小学明年

10 月份将举办建校 120 周年庆祝活动，她

也希望这是学校的又一次发展转机。

因为受纪录片时长限制，一些有重

要历史价值的素材没有用进去。如果有

后续资金，王丽希望可以剪一个加长的版

本，送给国内外各大图书馆和博物馆，

作为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的影像资

料保存。

学校受到关注，不断有学生转学进来，

纪录片中的主角、校长斯剑光感觉有压力。

在被问起斯民小学与其他乡村小学有什么

不同时，他总结了 3 个“更”：更中国一点，

有中国乡村教育的特色；更普适化一点，这

里最早实施平民教育；更革命，最早实行了

男女同校，在（一百多年的）乡村是非常了

不起的事情。

“希望今后斯民小学还会发生一些变

化，比其他乡村小学走在更前列。”斯校

长希望学校能获得一条通道，让热爱斯民

小学的老师可以直接来学校教书，加强学

校的师资力量，把斯民小学办得更有声有

色，更有活力。

被纪录片激活的百年村小

2021年 4月的一天，斯民小学的孩子们在展示他们的美术课作品。 王 丽/摄 2021年春，斯民小学的孩子们课间在校园玩耍。 王 丽/摄

梓树花盛开的校园。 王 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