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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之路将越走越宽
姻章梅芳

如今，各行各业都面临着人工智能
（AI）浪潮的冲击，艺术也不例外。从写诗到
作画，AI 已经逐渐展现出令人惊奇的艺术
创作能力。

然而，AI 的创作是否是真正具有原创
性和欣赏价值的艺术作品？未来机器的创
作是否可以含有如人类艺术家一般的情
感、思维和灵感？AI 来袭，人类艺术家是否
会“颤抖”，会选择与之协作还是对抗？“艺
术家”的概念可否被颠覆？

近日，艺术机构 ART POWER 100
举办了一场名为“谁能成为未来 AI 时代
的艺术家？”的论坛，探讨的正是这些有
趣的问题。

AI 能当艺术家？

“微软小冰作过自画像吗？”在论坛快
结束时，现场观众、青年艺术家曾晨提出的
这个问题，让现场气氛再度活跃起来。

作为一个 AI，微软小冰如果作自画
像，会呈现出什么形象呢？一个人？一个
电脑机箱？或是其他什么让人类意想不
到的画面？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答案。微
软小冰的“代言人”、微软（亚洲）互联网
工程院人工智能创造及商业事业部总经
理徐元春表示，小冰还没有作过这样的
尝试。“从技术的角度来讲，这是可以实
现的，但它的前提是机器在模仿个体目
标基础上，还需要足够大的数据量去学
习。”徐元春说。

“会作自画像意味着 AI 自我意识的建
立，这比画成什么样更值得讨论。”中央美
术学院设计学院艺术 + 科技专业教授费
俊说。“一旦 AI 会作自画像了，就说明它有
了人类一样的反思能力。”北京格物智慧科
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志伟补充道。

对于作自画像，微软小冰显然还有很
长一段路要走，但在作画这件事情上，其已
经走出很远了。

在 2019 届中央美术学院的毕业生中，
有一位叫夏语冰的同学，其“真身”正是微
软小冰。夏语冰只花了 22 个月就学完了人
类艺术史 400 年间 236 位画家的画作，并
学会了作命题绘画。今年 5 月 1 日，夏语冰
参加了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展。其在
接收“自由”和“束缚”两个刺激源后创作的
作品，得到了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邱志杰“艺
术感觉很准”的评价。

如果说微软小冰更擅长西方绘画风
格，那么来自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的 AI

“道子”则主攻中国绘画。2018 年 10 月，
“道子”站上央视的舞台，与人类艺术家
现场 PK。双方进行了两轮比赛，分别根
据对鱼缸中虾的观察和白居易 《钱塘湖
春行》中描写的意境来作画，最终现场的
三位嘉宾和 100 名观众都没能猜出哪幅
画是 AI 所作。

AI 的艺术作品不仅被观众所接受，也
被市场接受了。

2018 年 10 月，纽约佳士得首次推出
了一幅 AI 创作的绘画，并以 43.25 万美
元的价格成交，价格碾压同场毕加索的
作品。这幅 AI 画作来自法国艺术团体

Obvious，这个团队中既有艺术家，也有
AI 研 究 人 员 。 他 们 用 生 成 对 抗 网 络

（GAN）来作画。GAN 的身体里藏着一位
“画师”与一位“鉴赏家”。在用大量人类
画作来“投喂”GAN 后，其体内的“画师”
就学着生成自己的画，“鉴赏家”则负责
鉴定哪些画是人类所作，哪些是“画师”
自己生成的。“画师”努力骗过“鉴赏家”，

“鉴赏家”则尽量揭穿“画师”。一来二去，
GAN 的画作便越来越逼真。

种种迹象已经表明，虽然我们还未进
入 AI 时代，但 AI 对艺术的改变已经悄然
开始了。

“艺术家”概念不断被打破

对于人类而言，艺术作品承载着人的
思想与情感，也因此具有价值。那么，AI 创
作的艺术品也能具备这样的内涵吗？

在王志伟看来，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
机器是能够有思维的。“并不是拿机器思维
去跟人的思维比。”王志伟解释说，“我们将
AI 产生的思维称为‘涌现性’，它能自我产

生这种‘涌现性’，就说明它有意识和思维，
自然可以创作出原创作品，这个在未来是
一定可以实现的。”

AI 也正在重塑“艺术家”的概念。
费俊更愿意把“艺术家”定义为从事创

造性艺术工作的工作者。“从这个意义上
讲，一个能够生成图像的机器、一个有创造
性的代码，也应该是艺术家。AI 的作品既
然已经在艺术市场上拍出了价格，还‘混
迹’到央美的美术馆去展出，甚至能以一个
研究生的身份毕业，这些尽管还有争议，但
它们确实已经在不断挑战我们对艺术工作
者的界定。”

费俊解释说，在后现代艺术之前，人们
还是主要以图像原创作为创造力的测量标
准，但到了后现代艺术之后，通过挪用、语
境置换、科技加入而重新生成的艺术作品，
则在不断打破这个概念。“当我们不再以一
个单一的图像作为创造力测量标准的时
候，这件事情就变得更加复杂。‘用户参与’
的做法则进一步加速了我们对于一个艺术
家原创性或者对一个作品拥有权的传统概
念的打破。”

徐元春认为，一个 AI 要想成为“艺术
家”，要满足三个标准，首先要具有一个艺
术家该具有的技能，第二要实现一个艺术
家该拥有的原创性，第三要拥有一个艺术
家的权利。

2017 年，微软小冰的原创诗集《阳光失
了玻璃窗》出版，这本书的署名权被赋予了

“小冰”，这是国际历史上第一次在 ISBN
号上署了一个机器人的名字。AI 艺术家的
原创性和权利正在得到人类的认可。

人类的“数字孪生”

AI 艺术家步步为营，人类会如何应对？
“我们将会进入到一个人机协作的时

代。比如，人类与 AI 之间不需要分享绘画
技能，但可以分享灵感。AI 就像一个灵感
盒子，只要按住就有灵感往外蹦，或许就会
有一个能启发到你。”徐元春说，“只是那时
人类与 AI 会是伙伴关系还是工具关系，可
能只有到了那时候才知道。”

“AI 技术与工具的出现，会得到一批
先锋艺术家的率先使用，从而把自己的作
品做得更好。这与之前新媒体技术工具出
来时一样，很多新媒体交互式艺术作品都
成为了当年的代表作。今天，AI 提供了一
个新的选择和可能性。”清华大学未来实验
室博士后高峰说。

“这种人机协作会带来一种门槛，这个
门槛不仅是技术门槛，可能还有伦理的门
槛———你有没有可能愿意和一个机器共享
你的创作观念、创作方法、创作输出，甚至
于创作版权？”费俊说。

在王志伟看来，在人机协作的时代之
后，我们或许会迎来一个机器变成人类“数
字孪生”的时代。也就是，在与人类进行了
长期的生活、情感、工作等方面的交流后，
AI 会与人类不断交融，慢慢复制，就像人
类的“数字孪生”。到那时候，人类与 AI 会
变成谁也离不开谁的伙伴。

“数字孪生”的畅想也许很久以后才能
实现，但如今，AI 与艺术家的合作已经有
了开端。

ART POWER 100 组委会秘书长舒剑
介绍说，目前 ART POWER 100 已联合清
华大学未来实验室等机构，与“新一代人工
智能产业创新联盟”共同发起成立了“人工
智能艺术工作推进组”。它的成立会促成两
件事情：一是组织科学家跟艺术家一起研
讨创作话题，以展览、论坛或项目的形式来
呈现；另一件是探讨 AI 在艺术教育及设计
领域的广泛应用。

不过，当“微软小冰作过自画像吗”的
问题提出后，徐元春还是下意识地说了句：

“我觉得机器如果有一天突然想起来说，我
要给自己画一个自画像，真的是一件很可
怕的事情。”

人类真的已经准备好迎接一个有情
感、意识和思维的 AI 艺术家及其带来的伦
理考验了吗？今天还没有答案。

或许正如徐元春所说：“我们现在所
做的还只是不断探索 AI 技术的边界。在
这个过程中，人类如何自处？我们还需要
好好想想。”

自西方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科学文化
与人文文化的关系就逐渐成为思想界和学
术界关心和讨论的话题。1959 年，英国物
理学家、小说家 C.P.斯诺在剑桥大学的著
名演讲，简洁鲜明地表达了前人及当时社
会对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互割裂的忧
思。自此，关于两种文化的讨论引起了越来
越多的学者和公众的关注。60 年后的今
天，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的鸿沟依然
存在，讨论两种文化的关系问题并不过时，
依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

就中国而言，科学文化问题自西方科
学传入以来，亦成为学术界最为关心的主
题之一。20 世纪初，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
化运动，为国民带来了“德先生”与“赛先
生”。一方面，科学与民主一起，被科学阵营
的先锋们赋予了救亡图存、启蒙革新的重
任，一切旧有传统和文化都必须为其让道；
另一方面，玄学阵营的一些知识分子因目
睹一战后的欧洲社会状况，认为科学不能
解决人生观问题，反对科学万能论。于是便
有了 20 世纪 20 年代那场著名的“科玄论
战”。结果，因科学在中国的无上尊严，这场
论争“以玄学鬼被人唾骂，广大知识青年支
持或同情科学派”而告终。

在此后的年月里，诚如范岱年先生所
回顾的，科学主义思想继续在中国的左倾
知识分子那里得到认可和肯定，甚至价值
观、人生观与具体的经验科学在某种程度
上被混同。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改革开放
与思想解放的春风给中国学术界带来了生
机，人生观、价值观、科学观的问题再次成为
学界讨论的焦点，科学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争

论出现。胡乔木、金观涛、查汝强与王若水、李
泽厚、甘阳等学者的参与及其观点，表明了当
时中国学术界思想的多元化趋势。

进入 21 世纪，“科玄论战”中讨论的那
些问题又被重新关注，引发了轰轰烈烈的
争论。一方面，科学在一部分学者心中依然
具有无上尊严的地位，是“正确”“客观”“进
步”乃至“善”的代名词，他们明确提出来要
提倡“科学主义”；另一方面，一些从事科学
文化研究的学者对“科学主义”观点提出了
诸多质疑，主张要对“科学主义”思想的渊
源、本质和危害进行全面梳理和分析。“科
学主义者”认为“反科学主义的结果就是反
科学”，推崇“将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
和人文科学的研究”等；反科学主义者则认
为，反科学主义是反对科学万能论和科学
方法万能论，而不是反科学，自然科学方法
不能解决人文学科的问题，科学文化具有
多元性的特征等。双方围绕西方学界的“科
学大战”“印度洋海啸”“圆明园防渗工程听
证会”“能否废除中医”等具体事件，展开了
激烈的交锋，同时引发了众多媒体和社会
公众的参与。

从总体上看，新世纪中国学者争论的
还是 20 世纪初“科玄论战”以来思想界所
关心的共同话题———科学观与人生观、科
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但不同的
是，在新的时代环境下，这些问题有了新的
表现形式，研究与讨论的文章在分析视角、
方法和争论侧重点上也有了新的变化。

20 世纪中叶以来，科学技术的飞速发
展一方面给人类带来福音，但同时工业文
明也不断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社
会健康问题，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影

响日益复杂化，人类与自然界的地位及关
系引起了更多的关注和思考。在此背景下，
印度洋海啸引发的国内学界关于“敬畏自
然”的大讨论，使得“科学主义者”与“科学
文化人”之间产生了交锋。“科学主义者”认
为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因为在人与自然
之间，必须以人为中心，为了人类生存，有
时候可以破坏环境和生态，而且科技发展
能不断地解决环境问题，主张“敬畏自然”
的实质就是“反科学”；“科学文化人”则认
为“敬畏自然”表达了人类对于生命根基的
敬重和对客观规律的尊重，人类与自然的
和谐生存和共同发展是现代社会的主题，
主张“人类无须敬畏自然”的实质是“科学
主义”。除此之外，“圆明园事件”等同样也
都是关乎国计民生、关乎自然生态的现实
问题。新问题的出现，使得争论有了新的内
容，但双方最后都集中在“科学主义”与“反
科学主义”的焦点上，这反映了近一百年来

“科学主义”思潮在中国学术界根深蒂固的
影响；同时也说明在中国，科学文化与人文
文化的鸿沟依然存在。

新的时代不断涌现出新的问题，新的
争论也将不断产生。有争论并不是坏事，相
反它有助于不断地丰富公众对科学文化的
认识和理解。尽管在 20 世纪初，科学与民
主在国人心中已是并重的位置，但却更多
的是将科学作为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来看
待，至于科学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和社会事
业，其本身的社会性和民主化问题并没有
被重视，相反，它被看成是至高无上、不可
侵犯的新事物，是一个没被打开的“黑箱”。
二战以来，公众对于科学技术的负面效应
有了更直观的体认，媒体上开始出现越来

越多的反思和批评的声音。科学技术史、科
学社会学、科学技术哲学等领域的学者逐
步打开了这个“黑箱”，去分析其内部结构、
运行机制及其与外部社会之间的互动，乃
至于强调要消解“内”与“外”的界限，认为
科学技术本身即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相应
地，科学在公众眼里亦逐渐褪去了神圣的
光环，不再具有理所当然的理性和客观性；
媒体与公众在公共科技事件中的参与度不
断提高，亦体现了科学与民主在新时代中
的结合。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科学文化与
人文文化之间的鸿沟依旧存在，但是二者
实现融合的可能性也在增多。

纵观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两种文化论
争，拥护科学的人常常因科学的强大力量
而赋予自己理所当然的正确性和正义感，
并以此抹杀其他观点的价值，表现出英国
学者布莱恩·温所言的那种“自大”和缺乏

“内省性”。这不仅与民主的精神相悖，同时
也不利于科学自身的发展。“百家争鸣，百
花齐放”，反对者、支持者，都可以在彼此了
解的基础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唯有如此，
才能真正促进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深度
融合。

所幸的是，当今中国文化早已走出思
想禁锢的年代，学术性的争论已有了充分
的自由空间。也正因为有了开放多元的思
想环境，有了热爱科学文化事业、关心人类
与自然共同命运的学者，有了关注公众、生
态、传统和现代化等现实问题的科学传媒，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融合道路虽然长
远，但也将越走越宽。

（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
遗产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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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科技的相互融合，是历史性的一个大课题。今天我把自己
当作一个小小的样本，说说我对艺术与科技相融合的切身体验。”9 月
12 日，在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举办的“文艺工作者的人文心灵和科技
知识的融合”学术沙龙上，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曾庆瑞说。

作为在我国电视剧评论界和理论界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曾
庆瑞领导创办了电视剧艺术这个专业的教育体系和学科理论体
系。在这个过程中，艺术与科技的融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学术沙龙上，曾庆瑞从四个方面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
数学是文艺工作者不可或缺的大脑细胞；用科学不朽的颂歌修养
自己的人品；文艺工作要懂得系统科学的基本知识；耄耋之年也还
要跟着科学的发展往前走。

比如，选择剧本是确保影视作品艺术质量的第一关，曾庆瑞用
系统科学的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就能准确地判定和选
择出优秀的剧本；人物是电视剧中最重要的表达媒介，他就采用量
化人物的出场方位、出场次数、戏剧行为、戏剧动作、戏剧语言、人
物关系等，来分析他（她）们的文化使命和叙事使命，并以此为价值
取向去判定电视剧的优劣和取舍；他还努力学习前沿的认知科学，
努力将其应用到电视剧艺术这一领域，逐渐形成“认知神经美学”
这一新生学科，通过分析审美活动会激活大脑中的哪些部位、它们
相互间的关系如何等问题，曾庆瑞及其团队从把握好创作的心理
机制出发，使电视剧画面实现最好的审美效果。

曾庆瑞的主题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反响，他们纷纷表述
各自在诗词、音乐等不同艺术形式上将科学与艺术融合在一起的
实践体会。

讨论结束后，曾庆瑞向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赠送了其学术著
作《曾庆瑞电视剧艺术理论集》共 25 册。该研究会理事长钟耳顺向
曾庆瑞颁发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顾问的聘任证书。 （张文静）

当艺术遇见科技

“老师，我想玩机器车。”
正在江西省寻乌县文峰乡一所小学里讲解

无人机和机器人的黄才发感觉有人在扯自己的
腿，回头一看，一个空着手的男孩睁大一双渴求
的眼睛望着自己，有限的几个教具已被其他孩子
分光了……

同样出身农村的黄才发深知农村学生接触
这些高科技设备的机会稀少。20 多年前，一双大
眼睛传遍大江南北，让国人了解了希望工程。今
天，望着面前这双大眼睛，黄才发把手中的无人机
递给小男孩，感觉到这份科普工作沉甸甸的分量。

“零距离”接触科学

今年 42 岁的黄才发是江西省寻乌县寻乌中
学的一名高中物理教师。2015 年 1 月，在中宣部
和中国科技馆发展基金会的帮助下，寻乌中学建
起了一所农村科技馆。因科技馆的内容与物理的
联系最为紧密，学校考虑由当了 6 年物理教研组
组长的黄才发负责该科技馆的工作。

接下重任的黄才发很快便将科技馆的工作
开展起来，并不断开发适合农村中学科技馆特
点的科技教育活动新内容、新形式，把科技馆建
设为广大师生“零距离”接触科学技术的平台。

几年来，以“激趣、体验、提高、创新”为宗
旨，寻乌中学科技馆陆续举办了科普手抄黑板
报评比、机器人组装比赛、无人机试飞体验等活
动。尤其 2018 年 9 月 20 日举办的益智有趣的
机器人组装比赛，丰富了学生的业余生活，营造
出浓厚的爱科学、学科学的学习氛围。

实际上，刚开始做科技馆的时候，黄才发还
担心科普不是“刷题”，不能对教学形成立竿见
影的效果，还会消耗精力，但不久后他发现自己
多虑了。黄才发告诉《中国科学报》，自科技馆
开展相关活动后，寻乌中学物理成绩取得显著
提高，从全市中游上升至中上游水平。学校的高考成绩也取得
了新的突破，连续三年有优秀学子考取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等
重点院校。

2017 年考取清华大学的温新泉是黄才发的得意弟子。温新泉
高一时参观学校科技馆的最速降线展品，产生浓厚兴趣，当即跟黄
才发一起探讨最速降线。由于需要一些高等数学的微积分、变分法
的知识，黄才发当时还不能现场给出完美的解释。但这却进一步激
发了温新泉渴望知识、探索未知的欲望。后来他参加数学、物理、化
学奥赛均获国家三等奖以上。

搭建一座桥梁

在黄才发看来，科普一定要深入到群众中去。为此，他积极
下乡，带着他的“科技馆”在寻乌的各个中小学中开展活动。

一个人，一辆摩托车，一筐教具，黄才发在赣南的山路上颠
簸，播撒科学的种子。

同时，黄才发还将科技馆对周边群众开放，并邀请学生家
长来参加科技馆开放日活动。每次开放日活动，他都忙前忙后，
让广大师生、家长近距离地接受科普教育，在“动中学”“玩中
学”“乐中学”活动中，共同提高科学素质。

为了提高科普在当地的公众接受度，黄才发还广泛地在社
会活动中推广科普———他与县摄影协会合作，开展了以“保护
东江源，创绿色寻乌”为主题的摄影展览活动，唤起人们的绿色
环保意识；寻乌县的电动车较多，而民众交通安全意识不强，黄
才发与县交警大队合作，开展了交通安全知识讲座及活动……

此外，黄才发还创造性地开展了“学生给家长上科普课”的
形式。针对当下违法电鱼现象，他组织活动，让学生走上讲台，
给家长上课，介绍简陋电鱼工具的安全隐患及破坏生态平衡的
严重性。

黄才发的科技馆办得有声有色。今年 8 月，黄才发获选中
宣部、中国科协、科技部、中科院、工程院等机构评选的 2019 年
十大“最美科技工作者”。

黄才发愈发地享受科普这项事业，同时他也深感肩负责任
的重大。“我的使命就是让科技馆成为孩子们通往科学殿堂的
一座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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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来了，人类颤抖了吗
姻本报记者张文静

郭刚制图

该作品以 43.25 万美
元的价格成交，价格碾压同
场毕加索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