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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像量产化，特别是人工智能
（AI）快速发展的时代语境下，美术已变
成跨学科、跨文化对话交流的平台，成为
探索人类精神文明与科技交互的实验
场。当下，作为画家尤其需要思考的是，
如何挖掘AI在艺术领域的应用潜力，把
握艺术与科技融合与发展带来的机遇。

2022年8月31日，一位名叫杰森·艾
伦的美国插画家用AI的方法制作了一
幅《空间歌剧院》参与美术比赛，获得第
一名。此事在全球引起了轰动，不只是
艺术家关注，其他领域的朋友也纷纷问
笔者对人工智能美术作品的看法。人
们最关心的问题是，AI是否会取代人类
的绘画？

笔者的观点是：这只不过是在人类
文明进程中美术与科学的又一次交手，
不值得大惊小怪。回顾美术史，事实
上，这并不是美术与科学的首次相遇。
早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的古
希腊时期，艺术家们以神话传说为题
材，创作了许多雕塑作品，他们用理想
主义的、典雅精致的、外化的体量感表
现内在的力量，寄托了希腊人对自然与
社会的美丽幻想。西方美术崇尚的典
范模式和审美意识可以说是从这里开
始的，他们相信神与人具有同样的形体
与性格，并赋予其更为完美的艺术造
型。今天，当我们观看《拉奥孔》《海神
波赛冬》《米洛斯的维纳斯》《掷铁饼者》
等雕塑作品，精准的人体比例和解剖结
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古希腊人
掌握了相关的科学知识。因为当时的
数学水平已经高度发达，毕达哥拉斯学
派懂得了黄金分割率：即整体与较大部
分之比等于较小部分与较大部分之比，
其比值约为0.618。这个数值被公认为
最能引起美感的比例，并被广泛运用在

当时的绘画、雕塑、建筑等领域。
这是美术与科学的第一次交手。
文艺在希腊、罗马古典时期曾高度

繁荣，但在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衰败
了。这个过程非常漫长，大约有1000年，
直到文艺复兴运动的到来。这是从14世
纪到16世纪兴起的一场反映新兴资产阶
级人文主义复苏的欧洲思想文化运动。
首先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米兰和威尼
斯各城市兴起，以后扩展到西欧各国，于
16世纪达到顶峰。由此带来一段美术与
科学的大变革时期，揭开了近代欧洲历
史的序幕，也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

在此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画家、雕
塑家、建筑家、文学家、戏剧家、诗人等。
其中，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达·芬奇把艺
术思想与科学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使
当时绘画的表现水平提升到一个新阶
段。他将解剖、透视、明暗和构图等零碎
的知识整理成为系统的理论，写出了《绘
画论》，对世界美术的发展影响很大。

美术与科学再次交手，美术的复兴
促使科学有了新的进步。

1839年8月19日，法国人达盖尔向全
世界宣布，他发明了照相机。这种暗盒
可以将眼睛看到的事物瞬间成像，从此
彻底颠覆了人类整个视觉呈现的方式。

这是美术与科学的第三次交手。
摄影术的出现，现代画家们开始惊

恐了，他们思考，人类为什么要画画？
绘画的本质是什么……他们希望寻找
到一种艺术上“真实的世界”——把绘
画从摹仿自然的再现转变为对绘画本
身形成方式的追求，将表现世界、创造
世界以及绘画本身作为最终目的。

于是，画家们纷纷走出画室，在大
自然里尽情地抒发他们的思想，光学与
色彩学指导他们作画，使作品面貌焕然

一新，从酱棕色变得绚丽明快，笔触也
更为轻松、自由。

1874年3月，在巴黎市中心的卡普
辛大街，一群被官方沙龙画展淘汰的画
家借用摄影家纳达尔的工作室举办了
一个画展，参加者包括毕沙罗、雷诺阿、
德加、西斯莱等29人，莫奈的《日出·印
象》及另外12幅作品与观众见面。但这
种以捕捉物象外光感受的作品，与之前
逼真、严谨的画法完全不同，所以当时
的人们并不接受，觉得太随意、太粗糙
了，艺术评论家们对这次展览大加嘲
弄，把这群画家戏称为“印象主义”者。

但画家并没有理会和满足，19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塞尚、梵高、高更为首的
一些画家主张绘画要与照片完全拉开
距离，创造出的艺术形象要与客观物象
不一样，应该注重作品的思想观念，强
调绘画艺术的纯粹性，即重视画面的形
式结构，通过全新的造型和主观色彩来
表现画家内心的“真实”感受，揭示出人
类自身的主观情感和思想理念。

千百年来，西方美术潮流在这里拐
了一个弯，正因如此，塞尚被人们尊奉
为“现代绘画之父”。至此，西方人摆脱
了对客观物象固有形态的依附，使色彩
与造型本身成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
语言，这意味着画家在创作中越来越强
调“自我”，越来越主动地掌控画面。这
种画法被人们称作“后印象主义”。

当下AI的出现，应该是美术与科学
的第四次交手了。

笔者认为，人工智能美术的本质是
人类工具的延伸，这是其基本属性，不
可能取代画家的创造，尤其是中国写意
画家和书法家。我们虽不否认AI的学
习能力，它的介入给画家在筛选和制作
上带来了新的便利性，手法更为多样
化，作品也变得光怪陆离。但优秀的艺
术作品具有唯一性，人类微妙的情感变
化、思考方式以及一些原创性的闪光
点，人工智能无法取代。因为，画家表
达的是他所知的一切，不是所见的一
切，创作的前提是告诉人们，我们是如
何看待生活、看待世界、看待自己，这是
世界观和审美精神的整体体现，机器不
具备这种能力。

东晋顾恺之在《论画》中提出“以形
写神”“迁想妙得”的理论，奠定了传统绘
画的审美基础。之后，南朝谢赫《画品》
中“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
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的“六法”论，
更是成为画家从作品的内在精神到技术
表现等六个方面形成了思想和行动上的
自觉追求。无论朝代如何更替、历史如

何变迁，中国人对绘画的品评标准都从
未动摇过。这是“写意”思想的一个标
杆，体现了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精神风貌，
也是人生观、世界观以及哲学观的系统
认知。其中的“气韵”，不仅是一个概念，
更是画面的格调指向和价值所在。

从上述意义来讲，无论是东西方的
绘画，甚至中国的书法都要符合这样的
审美精神。所谓“气韵生动”，强调的是从

“图”到“画”再到“写”，这是三个不同的维
度，也就是从机械、动态到精神的三次升
华，AI的绘画只停留在第一个层面上。

在笔者看来，美术，一是美，属于思想
精神层面，形而上的概念；二是术，属于技
术操作层面，形而下的概念，两者大雅大
俗，相辅相成。它们当然不是并列关系，
有主次之别，技术是为精神服务的，但没
有技术也就失去语言的表达能力。

很多人以为，进入到AI时代，人类
的绘画技术就没有用了，是否人人都是
画家了呢？其实，恰恰相反，技术的概
念有了转化和提升，对绘画的智性和原
创性要求越来越高了。如同我们发明
了汉语打字术，但并不意味着人人都可
以写出一手漂亮的汉字，更不意味着手
写文字的淘汰。

笔者觉得，绘画最终考验的是人类
的智慧，即画面整体艺术性的处理、驾
驭能力。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同样的
题材、同样的对象，在不同的画家手下
创作出的作品质量是完全不同的。AI
因为不懂绘画的审美情感，只能提供各
种方案，最后画面的选择和决定还取决
于操作者自身的修养。

再讲中国画的书法用笔运用到造
型上，没有十年五载的训练无法解决

“线”的力度和“气韵”问题。笔者自小画
国画，握毛笔，但一直到了中年以后才慢
慢掌握了写意绘画中的一些核心追求，
整整用了30多年的时间。反观AI，因为
没有了随机生发、物我和情景的体验，缺
乏创作的激情，只是制作“图像”而不是
创作“作品”；更由于没有画家的思想情
感，所谓的作品，剩下的只是一个躯壳，
很难深层次地感动读者。

尽管美术与科学属于不同领域，表
面上看是完全不同的学科门类，是两种
不同的思维方法，但它们是互相促进、互
相弥补的关系。美术是时代的镜子。从
某种意义来讲，科技史也是美术史，美术
的本质是文化的综合，画家创作的前提
是画家自身的素质和世界观。正是科技
的进步，引发了美术史上各种流派风格
的演变。美术的变革又带来了科技上新
的灵感，艺术与科学融合在一起形成了

人类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由此，在人工智能特别是图像量产

化语境下，笔者主张应该顺应时代，以
不变应万变。前提是人类要具备更高、
更全面的知识修养、情感体验、创新意
识等综合能力。是驾驭而不是依赖，当
下，作为画家尤其需要思考的是，如何
挖掘AI在艺术领域的应用潜力，把握艺
术与科技融合、发展带来的机遇，而不
是简单地抄袭图像、机械地滥用。因
为，艺术的核心价值在于创作者的个性
化风格与独到的创新意识，它根植艺术
家的个人经历、深层情感和深厚的学术
修养之中，将技巧、知识、直觉和感情与
材料融合为一体而形成的。

今天，美术与科学的第四次交手，
崭新的一幕已经拉开，我们正站在时代

的交集点上，美术已变成跨学科、跨文
化对话交流的平台，成为探索人类精神
文明与科技交互的实验场。一方面，画
家的创新思维和强烈情感赋予绘画作
品的精神价值是AI无法替代的；另一
方面，应该将人工智能作为绘画的新工
具，辅助人类进行创作。所以，我们应
重视挖掘科学在艺术中的巨大潜力，提
升人类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尤
其重视审美品质对人类整体上提出的
挑战。期待全世界的艺术家永不停步，
以独特的人类感知、强烈的生命力意识
和细腻的情感传递，创作出更多有感召
力的优秀作品。

（文章原载于《艺术市场》杂志，内
容有删减。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
蒋跃）

美术与科学的四次交手
——图像量产化语境下对AI的思考

如果要用西方的女性艺术家作为
参照，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植物画
家玛丽安娜·诺斯，20世纪美国现代艺
术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乔治亚·欧姬
芙，都是以花和植物为题材，获得了美

术史的名声。相比之下，徐冬青描绘
的花鸟是东方女性生命特质在宣纸上
的铺陈，自有中国人含蓄隽永的温润、
柔软，兼具叙事性与抒情性，一如冬
青，最适宜生长于这片暖温带地区的
平原、溪谷，是自然、地理、历史、传统
融汇在“这一个”个体身上而最终形成
的个性与风格。

徐冬青的画是她生命历程的真实
流露，通过这些画，你可以深入到她的
内心深处，深入到她的梦境中，去了解
她的爱恋，她的忧郁，她的欲望，她的情
思。如《山茶花·致青春》，山茶花勃勃
生长于山川之中，那是青春与美好的象
征；《一封信——我的 2001》，树与植物
缠绕，小船载着一棵累累花树驶向神秘
之处；《第一天清晨》中满满的喜悦，是
来自生命的觉知。即使是参与主题性
创作，她也同样用自己的方式，用真诚，
用实感：在长江主题创作中，她冒着生
命危险爬到青海杂多三江之源五千多
米的高原，画出了自己彼时彼刻的感
动；在唐宋八大家的主题创作中，借用
苏轼的两句自画诗“心似已灰之木，身
如不系之舟”，她以《他的心变成了两只
小鸟——致苏轼》开启古今对话，却给
出了完全不一样的意象。她要做的是
自己，借古喻今，以古人之酒杯浇自己
之块垒。

工笔，写意，在今天只是创作的手

段而已。冬青的画面呈现出来的笔墨、
色彩、图式、标题，乃至于传达出来的情
绪、情感，都很难用传统的中国花鸟画
来界定。成长经历、身份与性别，是构
成自我的重要元素，她看似柔弱，实则
倔强，女性的柔软是另一种坚韧的力
量！冬青坚持着，坚持着，走一条属于
自己的路。

她深入学习传统，2006年《物影》系
列，冬青追求宋代绘画历尽时光后的光
影效果，她尝试运用白矾，提亮了画面，
将宋画中的屏风、禽鸟、峰峦、云雾、花
朵，幻化为“很当代”的色彩梦幻；她也
学习西方，研究波斯细密画、日本的浮
世绘艺术。她将构成引入画面，《回家
的路》伸向远方，却只退到了小小的角
落，繁茂而摇曳的花树是画面的主体，
让回家的喜悦迎面扑来；她探索工笔和
写意的关系，随着年纪的增长，她放下
三矾九染，追求真趣与真意，因为“写”
情“写”意而气韵流动。色彩的运用与
搭配，衬托出冬青独特的气质与美。对
艺术形式日复一日的探索，来自内心纯
净，每天只投入于绘画之中。

曾经纠缠不休的“当代性”，在冬青
这里不再是一个问题。她把自我置于
宇宙的大背景中，在《赞美诗》中，她将
中国传统的自然观做了天地日月的当
代转换；在《和平的喜悦》中，她将世界
关注的话题用中国传统禽鸟走兽做了
传统的阐释与转换。她的画面充满诗
意，却不是格律诗的味道，她的标题是
从萨福、惠特曼、泰戈尔，从舒婷、席慕
蓉而来的现代诗。她的绘画不再是传
统意义上的花鸟画，而是“这一个”当代
中国女性艺术家自己的风格与意境。

我的这些阐释是不是强作说明，过
度解读？如果是 AI，它会如何评价徐
冬青的绘画？“她的绘画，通过细腻的
笔触捕捉花朵的美丽与生命力……”
对于AI而言，它可以从网上海量的文
字中获取信息，却永远无法在这些画
作前感受艺术家所感受到的独特生命
体验，哪怕是不完满、转瞬即逝，却是
生命的真实模样。

（文/徐涟）

柔软是另一种坚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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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冬青，中国国家画院花鸟画
所艺术家，中国女画家协会常务理
事，一级美术师。举办个展“自身
已成为一座花园——徐冬青艺术
展”“回声·启示——徐冬青系列作
品展”“韵兰与冬青艺术展（双个
展）”，参加“法国巴黎大皇宫国际
艺术沙龙——中法建交60周年·中
国艺术家邀请展”“艺术中国——
中国国家画院优秀作品展”等。出
版有《花园·徐冬青画集》《中国画名
家——花鸟卷·徐冬青》《中国画名
家年鉴——徐冬青卷》，以及绘本

《树叶和毛虫》等。

内在之眼 70cm×140cm 纸本设色 2024年 轻无所不在 200cm×200cm 纸本设色 2022年

古代高士人物画展现了古代高士
的形象气质与生活状态。他们远离官
场的纷争，超脱尘世，沉浸在自然与艺
术的世界里。他们或饮酒清谈，或抚琴
吟诗，宽袍大袖，神情悠然自得。通过
他们的姿态和神采传递出一种高雅闲
适的气质。

《松泉高士图》图原为团扇面，后
装裱成页。画中绘苍松曲折遒劲，流
泉汩汩，高士倚松而望，童子捧琴于
侧。裱页右上有清代收藏家梁清标题
签“赵孟頫松泉高士”。作品笔墨秀
润，逸趣清旷，绘画风格与赵孟頫略有
差别，山坡石岩的皴法与元代名画家
盛懋的笔墨韵味和赋色晕染之法多有
共通，具有元代绘画特点。画面对页
有乾隆皇帝御笔诗题：“依树凭流徙倚
时，奚僮恰看抱琴随。谓僮不必开囊
抚，松韵泉声自谱之。”

诗题暗示了高士可以不需要借助
外界的琴音就能领略到泉水松风所奏
出的美妙乐章，体现了高士的精神境界
和对自然之美的领悟，也寓意一种超越
世俗、追求精神富足的人生态度。诗题
与画面的内容相得益彰。 （文/杨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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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佚名 松泉高士图扇
26.4cm×25.1cm 绢本设色 辽宁省博物馆藏

时光花园 160cm×120cm 纸本设色 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