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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收藏周刊：最近AI绘画再次引起热

议，您有关注吗？

冯原：人工智能在绘画上的表现，

近年特别引人注目。我想，可以把人工

智能分成两个大的类型。一类是以Al⁃
phaGo为代表的人工智能。AlphaGo打

败了围棋世界冠军，这个事实说明了在

算法为基础的智能方面，人工智能必然

超越人类。但是另一类人工智能，在以

绘画和艺术创作作为主要内容的方面，

在不具有类似数学逻辑的绝对性、具有

高度的模糊性的方面，AI是否会打败人

类，就很难说了。当然这也是一直备受

争论的焦点。

收藏周刊：以前有一些艺术史研究

者认为，“一切的艺术史都是工具的发

展史”，您认为艺术创作与工具的关系

是怎样的？

冯原：我觉得应该这样说，一切的艺

术史可能都是心智和工具互动的历史。

人类之所以创造艺术，主要的目标

是为了表达心智，我们的心灵需要感官

上的表现，这才是艺术产生之初的基本

动力。人类沟通上最难的问题是在于
心与心的沟通，因为人心不能直接沟
通，所以必须发明各种“传心媒介”，这
是绘画诞生的驱动力，也显现了一个亘
古难题，我称之为“知心难题”。古人曾

说“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就是此意。

收藏周刊：所以，艺术常常就是心灵

沟通的媒介，从心与心的关系而言，艺术

是人一颗心向另一颗心发出的真实信号？

冯原：把不可直接观测到的心灵，

用一种感官能感知的方式转换成媒介，

就变成了人人都能接受的信息，这就是

所谓的艺术。它具有两个特征，第一是

内在的心灵，我们称为心智能力；第二

是外在的媒介，它具有物质化特征。所

以，艺术一方面是内心的表现，但另一

方面，当它一旦形成为作品之后，那件

作品就变成了工具和媒介。因此，我们

也可以把一切艺术都看成是内在心灵

的外在媒介。

就此而言，我觉得人工智能也会面

临一个“心灵难题”，因为人类的心灵具

有情感特征，人类之所以产生情感，在

解剖学上是演化出了一个叫边缘系统

的大脑组织，这是人类这种哺乳类动物

或者是灵长类动物才拥有的，只有拥有

了边缘系统的大脑才会感知情感。

另外，人类对情感的感知其实是有

内分泌基础的，爱恨情仇都跟内分泌相

关联。而艺术创作则高度地跟精神状

态相联系着，所以，经常会说，艺术家都

具有某种激情或者某种特别的、近乎疯

狂的状态，其实就说明艺术创作离不开

内分泌的神经化学机制。

收藏周刊：这种变幻不定的情绪变

化，算法似乎难以达到。

冯原：是的，艺术创作不是用算法

来做的。这与数学逻辑不一样，基于数

学的算法可能并不需要情感。说到这

里，就要涉及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如
果我们能创造一种既拥有情感变化、也
有内分泌机制的人工智能的话，这样的
AI才具有一颗“人类的心灵”，那么它才
可能创造艺术。否则，算法处理的图像
由于没有人类之心，它只能模仿但不具
备自主创造和感知艺术的功能。

收藏周刊：我们似乎很难判断人工

智能创作的艺术跟人类创作的艺术区

别在哪？

冯原：艺术水平的高低是一种主观

判断，它建立在文化和情感的类型关系

上。在人类的世界，不同的文化对艺术

有不同而独特的解释，但可以承认的

是，人类确实具有共通性和先天性。这

是艺术能跨越国界、跨越文化，使得全

人类不同文化的人都能够共同去欣赏

的生物学基础。我认为，当下和未来的

AI肯定能够模仿人类的绘画，甚至在技

术难度上超过人类的绘画，但如果AI没
有情感，那么它始终会在情感的表达上

输给人类。

所以，在媒介的意义上，AI 能画出

很多画，但大多是模仿人类的，哪怕 AI
能够自主创作，但是没有情感的AI为什

么要创作呢？这不是媒介和工具技术

高低的问题，就艺术是心灵和媒介的互

动创造而言，除非为AI设计出“人造之

心”，否则它将永远没办法像人类这样

去感受和理解艺术。

收藏周刊：回想起十九世纪摄影术

出现的时候，客观上促使印象派以及现

代派的出现。如果从这个角度看，AI绘

画是否也像当年摄影那样，会对艺术创

作有一种推动作用？

冯原：这确实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摄影术的发明和它的普及，的确对绘画

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改变。因为在过

去的几万年以来，人类的视觉追求就是

以再现世界为目标的，摄影术的出现，

使得再现和复制的追求得到了更好的

解决方法，在这个技术交替的关头，的

确促使了以绘画为主的视觉艺术产生

了颠覆性的转向。

为什么抽象画要迟至 20 世纪之后

才会出现呢？这并不是说抽象画要比

具象画更难画，恰恰相反，只有当我们

夸过了生存门槛之后，当人类已经实现

了通过具象媒介获得的利益，也就是要

到了工业化之后的现代社会，抽象画如

同是一种奢侈品横空出世，大大丰富了

人类的视觉感知的多样性。所以说，摄

影术的发明并没有取消绘画，而是将人

类的艺术创造从具象的生存利益中解

脱出来，促使人类重新建立模糊认知与

情感表现的对称性。在今天这个AI降
临的时代，我认为内在的道理还是一样

的，AI绘画并不会终结人类的创造，但
是会促进人类再度寻求心灵和媒介的
关系，寻求已知或未知的方式，或者以
超越具象——抽象的媒介特征，充分发
挥人类心灵的想象力、扩大人类的情感
感知的媒介多样性。

收藏周刊：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在摄

影术之前，抽象画从来不是主流的问题。

冯原：是的，那时候并不是人类画

不出抽象画，是那时候的人类不会赋予

抽象画以任何价值，因为抽象画不能帮

助人类生存。值得注意的是，先进的技

术也会反过来模仿落后技术的习惯。

比如后来在摄影术的早期发展上，在相

当长的时间里，为了让人们接受摄影的

艺术表现力，摄影其实是在艺术表现上

模仿绘画，这个现象也很有意思。它表

达了人类的文化判断是情感性、也是有

模式的，所以，新的技术不仅没有立刻改

变情感转换媒介的路径，反过来新技术

还要模仿老套路。因此，我们可以推测

下去，虽然AI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新技

术，但由于它本身没有情感机制，所以，

当程序员编制它的创作程序的时候，必

然会模仿有情感的人类创造的模式。

收藏周刊：您觉得，AI 的介入会如

何影响绘画的未来？

冯原：首先，AI 绘画会越来越在媒

介技术上达到和超越人类的水平，但

是，它恐怕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消灭人类

自身的绘画。其次，AI的介入也必定会

让绘画迎来第二次变革。因为，从算法

的优越性来说，AI能够随时做到人类要

花费大量时间、经过大量积累之后才能

做到的事情。比如说你想要任一种风

格的绘画或者某种符号形式的绘画，算

法完全可以轻易达到。把这两点结合

起来，结论就出来了：第一，AI能够胜任

和完成所有人类能够创造出来的艺术

风格，甚至在媒介和材料的难度上超越

人类；第二，在“人造之心”诞生之前，再

先进的算法也无法使缺乏心灵的AI在
艺术感知上超越人类。AI 创造作品的

风格，还是要以人类的心灵为模板，最

终还是要被人类心灵来评价。

艺术判断是具有情感的人类心灵

的特产，AI最大的问题就是它不能够抛

弃掉对人类的模仿，自主创造出一种新

的风格。哪怕它能造出新的媒介，也必

须纳入到人类心灵的感受中才能被认

知为艺术。所以，我认为，AI 可能也会

改变绘画的发展方向、丰富绘画的媒介

特征，但至于往哪个方向走，我们仍然

还很难做出准确的预测。

收藏周刊：您认为艺术家应该以一

种怎样的态度迎接AI绘画？

冯原：对于今天的 AI 技术而言，用

AI来进行艺术创作，我们只能把它看成

是一个媒介技术变革，它在丰富艺术形

式上的确起到很大的作用。在外部媒

介方面，它甚至能带来全新的生产方

式，比如说在先进算法的基础上，只要

输入简单几个关键词，它就能创造出各

种各样风格的绘画，几秒钟的时间就模

仿了出来，甚至可以乱真。

但是，当我们看清楚了AI的逻辑之

后，就不用过分夸大它的意义。艺术家

可以放心地说，尽管AI能画出比人类画

出的画更像画，但它是不是艺术的，是

不是感人的，那还是由人来说了算。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冯原：

艺术创作不是数学逻辑，AI无法取代

人物介绍

冯原
中山大学传

播与设计学院教

授、硕士生导师。

艺术与科技联姻一直是
备受关注的话题。随着国外
一次AI（人工智能Artifi⁃
cial Intelligence的简
称）绘画夺冠的消息的出现，
网络世界对 AI绘画的讨论
再次迎来了高潮……我们是
否可以从艺术诞生之初，人
与艺术关系以及艺术史发展
中的变化，来分析AI为绘画
带来的影响？日前，中山大
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冯原
围绕相关话题，接受收藏周
刊记者采访。

■王栋梁使用AI创作的作品。 ■B站UP主“积敏的AI绘画”发布的AI绘画。

■B站UP主“匠大实验室”发布的AI绘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