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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脅文字工作者生計威脅文字工作者生計？？

現今在社交媒體的貼文、網上新聞，背後的寫手未必
真有「手」在「寫」。生成式人工智能（AI）的撰稿能
力越來越高，文字工作者甚至認為AI將會威脅生計，
扼殺人類的創意。香港大學曹智杰博士與香港中文
大學盧嘉莉（Collier Nogues）教授進行名為「大數
據時代的創意文學」研究，探索生成式AI能如何融
入創意寫作，激發作者靈感，同時不忘思考當中的
倫理問題。記者專訪兩位學者及參與研究的學生，
了解他們如何評價AI的寫作技巧，以及探討AI對文
字工作者將造成什麼影響。 記者：斯如

記者實測記者實測
AIAI作品難觸動人心作品難觸動人心

香港大學核心課程事務處副主任曹智杰熱衷
於融合遊戲、故事以及AI等於教學中，

研究AI創意寫作項目，源自他的多元興趣。盧
嘉莉現於中文大學英文系任教創意寫作，她指
研究項目吸引之處，在於文學與多媒體的融
合，而且可以引發對著作權的討論。「我希望
協助學生透過創作獲得成就感。當使用生成式
AI 進行創作時，作者還能否宣稱作品是自己
的，或從中獲得成就感，這都是我想知道
的。」
項目的首項研究聚焦於學生在英文創意寫作

時如何運用AI解決問題，以及AI如何擴展學生
的創作力。兩位學者邀請16名大學本科生參與
研究，使用Rytr、ChatGPT、Midjourney 等近
年流行的生成式AI軟件，生成文字和圖像，輔
助他們創作詩歌或短篇故事。曹智杰解釋，使
用AI生成圖像，可以擴充學生的想像力，激發
靈感，從而輔助文字創作：「視覺藝術是刺激
創意和想像力最直接的媒介。AI能幫助學生將
故事或詩歌視覺化，為作品奠定基調，讓他們

更容易進入寫作狀態。此外，AI生成的圖
片充滿不確定性，偶爾會偏離學生的期
望，促使學生調整、修改這些偏差，從而
激發新的觀點。」

學懂與AI「共舞」
在歷時8星期的研究中，兩位學者讓學

生自由選擇程式、寫作內容與主題，透過
同儕評審和團體訪談了解使用AI創作的體
驗。曹智杰表示，他們在學生面對困難時
不會提供解決方案，讓學生自己解難，確
保研究的客觀性，同時締造師生平等的學
習環境，「當老師被標籤為知者，學生為
無知者，便會產生權力差距。學生依賴老
師，會限制其想像。」他續指，生成式AI
日漸滲透人們生活，「作為教育工作者，

希望能培養學生利用 AI 解難的技
能。」參與研究的學生每人都完成

了一份圖文並茂的文學作品，
盧嘉莉指出，許多學生說自
己不會畫畫，AI如同插畫
師般能為文字作品增添色

彩。學生Mono向記者
表示，她的作品以自身
受創的經歷為主題，但
提筆時卻感到難以啟

齒：「但當我看到AI生成出我腦海中的畫面，
我感到被理解。在回憶創傷的路上，AI讓我不
再感到孤單，更容易吐露心聲。」
AI 有助學生進入寫作狀態，但許多學生發

現，AI 有自己的「想法」，形成創作上的問
題。Mono最初使用AI生成一幅關於「創傷」
的圖像，她輸入「創傷後遺症」關鍵詞後，AI
生成了一名男士兵從戰場歸來的圖片，與她的
經歷沒有半點關係。她表示，無論她怎樣調整
關鍵字，生成的圖像依然無法反映她曾經受過
的傷痛。「於是我放棄挑剔AI生成的圖片，而
是從圖片中汲取靈感，注入寫作中。AI有自己
的想法，使用者須學習如何與之『共舞』。」
曹智杰坦言，學生均因為AI的「思想偏差」

而有所啟發。如學生Winky表示，作品以信件
為主題，她在Midjourney輸入「Letters」（信
件）時，卻獲得了四張內含「字母」（英文同
為Letters）的圖片。「這令我意識到與AI對話
必須非常具體，同時讓我反思自己的主觀
性。」她續指，AI 的「錯誤」激發了她的聯
想，思考一語雙關在作品中的潛能。盧嘉莉補
充：「有一位學生想以紅色為主題，AI開始生
成許多紅色花卉圖像，後來呈現越來越多女性
圖像，出乎學生所料。但這也給予她靈感，在
寫作中融合『女性』和『花卉』元素。」

AI寫作語氣死板
相比圖像，學生對AI生成的文字評價較為負

面。Winky 表示：「AI 擅長寫實用文，如信
件、論文等。但要擺脫既定框架，卻不如人類
靈活變通。如Rytr生成的故事只會遵從起承轉
合結構；ChatGPT會自動避諱『兒童不宜』話
題。創意寫作應該沒有規限，甚至需要作者打
破常規。現階段用AI寫作，還不如靠自己。」
學生Cherie也認同，AI經常輸出陳腔濫調的內
容，例如要它描述一個苦惱的人，有一半人物
都受愛情困擾，而且寫作語氣死板，未能模仿
人類複雜的情感。「假如要它以警戒的語調寫
一篇浪漫故事，它只能在警戒與浪漫之間選其
一。除了激發靈感，我不認為AI對創意寫作有
幫助。」Cherie肯定地說。Winky補充：「雖
然AI的文筆冰冷、乏味，但它的措辭恰當，結
構嚴謹，比我寫的信要好。我能在它的基礎上
加入自己的創意，省下功夫。」亦有學生反映
AI有助建議寫作主題或角色，以及為文章的用
字、結構、節奏提供回饋，完善創作。

AI創作暗藏危機
曹智杰和盧嘉莉證實，AI的不確定性可以刺

激作者轉換角度思考。但AI 同時恍如計時炸
彈，暗藏隨時爆發的倫理問題。盧嘉莉表示，
資料與數據是AI學習的唯一方法，若資料庫本
身存在偏誤，AI便會重現偏誤。「AI程式受訓
於網絡上大量未經證實或過濾的資料，它生成
的內容將體現網絡上的所有偏見，如種族主
義、性別歧視、同性戀恐懼等。」兩位教授向
學生示範如何使用AI生成圖像時，輸入關鍵詞
「壓力大的大學生」，生成的圖像幾乎全是白
人男學生。「問題變得顯而易見，我面對着一
班來自本地頂尖學府、充滿壓力的大學生，但
沒有一個符合AI生成的學生外貌標準。」盧嘉
莉表示，研究項目能讓學生反思生活中隱藏的
偏見，偏見如何在輿論、媒體，甚至創作中具
體化。「學生要思考如何讓指令更精確，抵銷
AI 的偏見。」曹智杰強調，若假設AI 是中立
的、不偏不倚的，將會十分危險，他認為：
「社交媒體剛出現時，並沒有人能預知它後來
的巨大影響力，也沒有完善的法例規管。科技
發展迅速，若繼續以後知後覺的心態面對AI，
會更難控制局面，或逆轉損害。」他指生成式
AI的道德討論應要跟上科技發展的腳步。
兩位學者均認為，學校限制學生使用AI，並

不能確保學生得到平等的學習機會，因為擁有
更多資源的學生可從其他途徑使用AI，「給予
學生無限且平等的AI使用權，同時推動AI的倫
理討論與教育，才更重要。學校應幫助學生提
高對AI的認識和批判性思維，同時在不損害道
德的情況下利用其好處。」曹智杰認真地說。
現階段的AI寫作技巧也許並未成熟，但今年

美國劇作家協會曾發起長達數個月的罷工行
動，提出要規範製片公司「聘用」AI編劇的訴
求，可見AI的寫作潛力不容小覷。兩位學者怎
樣看待AI取代人為創意的焦慮？曹智杰認為：
「目前生成式AI尚未能體現人類細膩的情感。
文學、藝術不僅是現實事物的重現，而是作者
透過感覺事物、融入自身體會創造出來的。AI
具備不錯的重現能力，但未達到藝術所需的精
神意會。」盧嘉莉則指：「我常強調寫作要有
新鮮的想法、一鳴驚人的文句。這些都不是AI
的強項。而且，即使在沒有約束下，學生普遍
不會用AI代筆，因為創作本身是愉悅的，這亦
是畫家、作曲家會不停地創作的重要原因。」

參與項目的學生使用AI生成的文字與圖片
輔助創意寫作。（圖片經學生授權使用）

學生學生MonoMono的作品的作品《《kittykitty》（》（局局
部部），），以女孩面對性創傷的陰影為以女孩面對性創傷的陰影為
主線主線。（。（圖片經學生授權使用圖片經學生授權使用））

為測試AI的寫作水平，記者運用了兩款AI
軟件Rytr與ChatGPT，仿效學生的寫作主題，
讓AI生成中文短篇故事。
首先，記者在Rytr輸入「苦惱的男人」，軟

件生成一篇500字的短文。AI故事講述一位工
程師工作表現優秀，卻不獲賞識，回家後還要
面對婚姻問題。堆積的壓力使他變得憂鬱，最
後他尋求心理輔導，學會改變心態，獲得快
樂。Rytr筆下主角，除了性別、職業外，並沒
有其他關於個性的描述，讀者無法了解主角的
性格、行為動機。而且，AI生成的文筆直白粗
略，欠缺修辭技巧，常以兩字形容詞描述角色
的感受，如文章的情感核心「苦惱」，就是以
「苦惱」二字帶過，難讓讀者切身體會主角的
苦惱何在。綜合而言，此文文筆乏味、內容沉
悶，散發一股「AI味」。單是短短500字，已
經完美「演繹」了上述學生對AI的負面評價。
記者再嘗試輸入更具體的指令：「以第一人

稱寫一篇關於主角離鄉求學，與年邁父親道別

的故事，抒發主角對年少不懂珍惜父愛的自
責。」有了故事框架的引導，AI生成的劇情不
像之前般陳腔濫調。第一人稱的敘事彷彿能讓
AI代入故事，加入對人物的細緻描寫，文筆也
較為生動。例如在故事高潮，父親病危，主角
回鄉探望的片段：「進門時看到他脆弱的身影
坐在椅子上，眼神中透露出無盡的愛。我趴在
他身旁，痛悔地告訴他我多年來的忽視和自
責。父親輕輕地摸着我的頭，說道：『重要的
不是過去的遺憾，而是我們現在能夠共度時光
的每一刻。』」

AI文句不留曖昧餘地

記者再用ChatGPT修改Rytr 所寫的兩篇文
章，發現比起Rytr 更為細膩。「當我踏進家
門，父親的身影柔和地映入眼簾。他靜靜地坐
在椅子上，微微彎曲的背影顯示出歲月的痕
跡。我注意到他的手輕輕顫抖着，卻努力地穩
住，彷彿一場微風就能將它們吹散。」記者再

指示ChatGPT以相同的主題另寫一篇故事，
但它生成的劇情卻與Rytr雷同—主角的父親
身患重病，主角返鄉探望身體虛弱的父親時深
感愧疚，終獲父親原諒，解開心結。同樣是寫
父子情，朱自清的《背影》可謂最佳範例，朱
氏以淺白的文字抒發對父親的思念與愧疚，而
且，對年邁父親固執與笨拙的刻畫，令父愛更
富層次，讀者更易被觸動。相反，AI所寫的文
句不留曖昧餘地，如「眼神中透露出無盡的
愛」俗氣淺白，難以感動讀者。
經過連番測試，記者發現AI只會依循三幕式

結構寫故事，經常以皆大歡喜的形式收尾，結
局老套，甚至像在說教。而且，文中偶爾會出
現文句不通順、語法有錯的問題。
人類具有識別弦外之音的能力，AI則欠缺社

會化的經驗以及人類的認知能力，不能識別及
利用言外之意。更重要的是，作家會在寫作中
留白，讓讀者自行意會，這一點，更是目前AI
難以做到的。

學生學生CherieCherie 對對MidjourneyMidjourney
生成的水彩插圖十分滿意生成的水彩插圖十分滿意。。
（（圖片經學生授權使用圖片經學生授權使用））

學生學生WinkyWinky發現發現，，AIAI具備良好的具備良好的
寫信能力寫信能力，，啟發她以書信形式創作啟發她以書信形式創作
文章文章。（。（圖片經學生授權使用圖片經學生授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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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實測Rytr（上圖）與ChatGPT（下圖）的寫作能
力，發現AI生成的文字淺白、刻板，欠缺人類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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