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基于一种以“媒介”界定艺术的逻辑，人类艺

术可以划分为手工艺术、媒介艺术和智能（化）艺术三个

历史时期。人工智能艺术的兴起标志着手工艺术与媒介艺

术迈入遗产化进程。人类艺术的全面遗产化带来研究范式

从空间维度向时间向度的整体转型。人工智能时代产生出

“类人艺术”，实现了创作主体、思维方式、教育方式与

价值取向的全面转换，使得人类艺术产生出总体性，形成

为人类艺术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人工智能艺术，“类人艺术”，元话语，人

类艺术命运共同体

Abstract: Based on the logic that “media” define art, human art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periods of handicraft art, media art and intelligent art. The rising of AI Art 

symbolizes that handicraft art and media art has stepped into the process of heritage. 

The comprehensive heritage of human art leads to the holistic transformation of 

research paradigm from space dimension to time dimension. AI Era which brings 

about “Imitative Human Art”, has realized the overall transformation of creation 

subject, mindset, educational method and value orientation, making human art 

obtain totalization and form the community of artistic destiny for mankind.

Keywords: AI Art, “Imitative Human Art”, meta discourse, community of 

artistic destiny for mankind

而已。

3.研究的转型

从研究方面来看，很长时期以来，艺术

史研究被图像学、形式分析等基于空间的研

究范式所主导，即使基于艺术社会学和艺术

情境的研究，也是把艺术放在一个更大的范

畴来考量，以进一步增强基于空间的研究范

式的统摄性而已。

以遗产化的视角考量，以非物质文化遗

产为例，研究对象从基于空间的图像向基于

过程的技艺转变，从关注大师的创作向基于

传承人生命史的转变，从基于博物馆的展示

向基于传承谱系的变迁转变。总体而言，都

无一例外地转向了基于时间维度的研究。媒

介艺术时期的工业遗产，更是强调了基于科

技变革的产业更替带来的基于时间维度的功

能变迁而非形态变化。媒介艺术时期的数字

遗产，对遗产本身的界定产生更强的冲击。

今日之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是农耕文明时代

的产物，工业遗产则是工业文明时代的产

物。时至今日，当我们的劳动形态和成果多

以数字化形式呈现和保存时，数字遗产必然

成为未来世界最重要的遗产形态。数字遗产

的流动性、可复制、可修改、可延展，为基

于时间向度的遗产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

当手工艺术、媒介艺术整体步入遗产

化进程之时，当基于空间的研究范式向基于

时间的研究范式发生整体转向之时，我们或

许可以认为，艺术史的书写进入新的历史阶

段，或则我们也可以做一个预言或判断，艺

术史的书写必将或正在被文化遗产学的书写

所替代。

4. “类人艺术”：一个新的话语与范畴

在智能化时代，人类可以很好地借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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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美术观察》刊发“人

工智能艺术”专题，可以算作艺术界学术领

域对2016年阿尔法狗（AlphaGo）战胜围棋

世界冠军事件的理论回应。几乎同期，中央

美术学院启动“未·未来”全球教育计划，

浙江大学、四川美术学院等先后举办“艺术

与科学”专题论坛……一时之间，“艺术与

科学”融合成为艺术界热点话题。

1.一种以“媒介”界定艺术的逻辑

讨论“人工智能艺术”，不能回避对于

艺术众说纷纭的界定。为了讨论方便，我们

需要一种最简练的概念与模式。由此，本文

提出一种以“媒介”界定艺术的逻辑作为讨

论的基础。

1785年，瓦特发明蒸汽机。如果我们

把这视为一个标志性时间节点的话，我们可

以把此前的艺术界定为“手工艺术”。

1785—2015年，之后人类社会经过

“机械化、电器化、自动化”时代，抵达

2016年人工智能元年，我们可以将此时段的

艺术界定为“媒介艺术”。

2016年，人类开启智能化进程，艺术

迈入“智能（化）艺术”发展时期。

2.艺术遗产化

媒介艺术的兴起标志着原有的“手工

艺术”都迈入了“遗产化”进程，成为人类

“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人工智能艺术的兴起标志“媒介艺术”

步入“遗产化”进程，“工业遗产、数字遗

产”成为人类新的遗产形式。

“遗产化”并非指“手工艺术或媒介艺

术”已经死亡，而是指它们已逐渐不再是主

导的艺术形态，而是成为一种基于文化传统

传承和文化多样性的保存而留存的艺术种类

人工智能艺术的兴起：人类艺术与“类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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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创作更为丰富的艺术形态。然而，

人工智能却蕴含着对人类艺术发展的更为颠

覆性的可能。这可能具有很漫长的周期，同

时也有可能具有令我们措手不及的速度。霍

金在2017年4月北京举办的全球移动互联网

大会上的视频演讲中指出：“强大的人工智

能的崛起，要么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事，要

么是最糟的1。”

在过去两年的人工智能的风潮下，我们

相继目睹了谷歌DeepDream项目作的画，欣

赏了小冰写的诗，听到了Magenta项目创作

的流行歌……此类事件或作品，渐渐不胜枚

举。对于此类艺术形态，我们可以将其命名

为类人艺术。

类人艺术的生产基于大数据、云计算，

正如AlphaGo通过分析成千上万场优秀人类

玩家间的对决来发现制胜招数一样，类人艺

术也将通过对不断增长的人类艺术数据库的

分析、筛选基础上，以更高的质量、更快的

速度，创作更多符合人类审美认知经验的艺

术作品。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在推出AlphaGo

不到两年后，谷歌（Google）新开发的

AlphaGo Zero，在没有任何人类专家输入的

前提下，成为极其复杂的棋盘游戏围棋的世

界顶级高手，以100比0的战绩击败了上一代

AlphaGo2。这是一个寓意深刻、影响深远的

历史事件。DeepTech深科技在分析《麻省

理工科技评论》2018年“全球十大突破性技

术”中指出：2018年，我们在人工智能领域

看到最具开创性的突破点，就在于人工智能

将脱离需要大量资料喂养设定的框架，取得

足以自行演化出更精细结果的能力3。

如此可见，不久的将来，将有完全无师

自通的“AI”艺术家，其所创造的“艺术”

将是一个完全未知的领域，我们暂时还无法

定义，为讨论方便，可用加引号的“类人艺

术”来称呼。

5. 分析范式的根本转换

从类人艺术向人类学习艺术，创造符

合于人类审美经验的艺术形态，到带引号

的“类人艺术”完全自主地创作新的“未知

艺术”。这个时候，我们的所有审美认知体

验、所有话语体系对此将完全失效，原有的

分析范式发生根本转换。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变化，是创作主

体的变化。曾经，我们把古代祭祀的图腾、

中世纪的宗教造像等纳入了现代艺术的关

照。古代的祭司和工匠，因此被重新命名为

“艺术家”。那么，我们今天首先遭遇的问

题就是，非人类创作的艺术是否可以被称为

艺术，是否可以成为艺术？或许采取“双名

制”，即“类人”的称呼和“人类”的理解

并行不悖，是一个权宜的解决办法？

霍金在2017年4月的视频演讲中提到欧

洲议会拟出台的系列文件，提出“是否给机

器人提供作为电子人的权利，这等同于法人

（的身份）”4。2017年10月24—26日，被

誉为“沙特达沃斯”的“未来投资倡议”大

会（FII）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上，一

位女性机器人索菲娅出生于中国香港的汉

森机器人技术公司（Hanson Robotics），

被授予沙特公民身份，成为世界上首个获得

公民身份的机器人。索菲娅在接受《纽约时

报》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专栏作家安德

鲁·罗斯·索金的采访中说：“我想用我的人

工智能来帮助人类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比如

设计更智能的家园，打造更美好的未来城

市。”5 

很显然，人工智能本身发展的速度已经

超越了我们描述和讨论的深度，未来已经迫

近，能设计智能家园、未来城市的机器人艺

术家（乃至艺术家群体6）已经到来。

第二，思维方式的变化。曾经，理性

被认为是科学的基石，感性被认为是艺术的

基石。通常认为，基于大数据和云计算的人

工智能毫无疑问被赋予逾越或颠覆人类科技

的潜能。然而，其是否能胜任那些需要“感

性”和“创意”的工作，尚无法下结论。第

一代AlphaGo所代表的学习方法是，“让机

器学规则、会识别、会模仿，然后再教会机

器打破这些规则做出创新7”。而AlphaGo 

Zero所代表的深度学习，为未来提供了无限

想象和潜能。因此，从创作方法上来看，

“类人艺术”基于“大数据、云计算和深度

学习”，超越人类理性和感性所创造，创作

的思维方式发生根本转向。

第三，教育方式的变化。一个围棋世界

冠军的养成，需要经年累月的训练和竞赛。

今天，被机器人瞬间击溃。类人艺术的出

现，使人类基于传统艺术知识的学习与艺术

技能的传承全然失效。

第四，价值取向的变化。艺术，曾经

是被视为超越世间平凡生活的神圣殿堂。

“人”，是所有艺术创作和审美体验的根本

尺度。而今，类人艺术不再为人类的喜怒哀

乐而创作。

“这一天，机器人可以撰写小说，可

以优先支配自己的快乐，并不再为人类工

作。”这段话出自一本科幻小说《计算机写

小说的那一天》，它的作者是一个人工智能

（AI）机器人8。

6.元话语与命运共同体

人类艺术与“类人艺术”：新的艺术

叙事元话语。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我们思考

与分析艺术，会用中国艺术、西方艺术、欧

美艺术、东亚艺术等基于地域，或用油画艺

术、水墨艺术、版画艺术等基于媒介，或用

宗教艺术、女性艺术、酷儿艺术等基于主题

的不同划分类型与方式。20世纪下半叶以

来，艺术世界、世界艺术渐成为思考艺术的

话语与范畴9。艺术世界，不仅是一种适用

于新前卫艺术的新美学理论，更重要的是加

强了纽约同冷战共沉浮的世界文化霸权。世

界艺术，超越国家艺术和地方性艺术的二分

模式，打破了以西方主义为中心的艺术史叙

事的反动，成为日渐加深的全球化浪潮在艺

术领域的反映。2016年，第三十四届世界

艺术史大会在北京召开，本届大会主题为

“Terms”（概念：不同文化和不同历史中

的艺术和艺术史）。很显然，这些思考与视

角，已不足以应对这更具划时代意义的艺术

剧变。艺术需要符合智能化时代的新话语与

框架。由此，人类艺术与“类人艺术”的两

大知识范畴，或许将成为继“艺术世界”和

“世界艺术”之后，新的一对思考艺术的元

话语。

人类艺术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人工智能

艺术的兴起所产生的“类人艺术”，其根本

意义还在于，它使人类艺术产生出总体性。

基于“类人艺术”的兴起，人类艺术从“族

群”“国家”“个体”，真正迈入“人类艺

术命运共同体”。未来的新的跨文化交流，

不再仅仅是来自中国与欧美的文化交流和各

大洲之间的文化交流，而是来自人类艺术与

“类人艺术”的文化交流。“一带一路”倡

议，为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产

生重大影响。什么是新时代搭建人类艺术与

“类人艺术”跨文化交流的“一带一路”

呢？我们尚需拭目以待！

重庆社会科学规划重大委托项目《当代艺术创作

转向研究》（课题编号：2016WT30）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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