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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的智能化：AI艺术的“技术性基础”

　　出版诗集、开设画展、作曲演唱……人工智能在艺术领域的屡屡斩获，在引起世人对

技术进展的惊叹之余，更向艺术的幽潭投下了一块巨石。艺术的本源、人类的审美创造

力、形式与感性的关联、艺术品之为艺术品的本质属性、艺术的媒介特质等基本理论问题

所关涉的知识等，都面临有效性危机，既有艺术理论体系在技术的强势介入下似乎大厦将

倾。当下的AI艺术正在创造新的艺术事实，从积极方面来说，是我们重新认识艺术的又一

契机。当然，这些艺术事实并不是同质化的，也不是与既有人类艺术全然割裂的。因此，

立足事实，在AI艺术这一共名之下充分考虑其多样性、开放性，以及对技术基础与艺术传

统的双重依赖，应是我们讨论相关理论问题的逻辑起点。

　　学习人类艺术 更新艺术体验

　　目前已有作品产出的AI艺术，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人工智能取代人类艺术家，在传统

艺术门类的范围内创作出几可乱真的艺术作品，比如微软小冰的诗歌、绘画、音乐等；二

是艺术家或策划团队借助现有人工智能技术，创作出以交互性、全感知介入、时空一体为

主要感性形态的新型装置艺术、现场艺术。

　　第一类AI艺术实践，实质上是一种科技行为，而艺术只是在围棋、电竞之外的又一种

用以检测科技进展的工具。机器产出作品与人类作品的相似度，以及与人类艺术标准的吻

合度，都是衡量技术成熟度的指标。这类并非为艺术目的而产出的作品，只是科学研究的

副产品，不断精进的人工智能技术本身，才是科学研究的目标产品。当然，科技副产品这

个身份并不妨碍AI作品进入艺术品的序列，因为人类从艺术角度对它的接受，终究还是以

文本的特征与品质为基准，而不是以创作目的为依据。而且，在这类AI艺术作品中，人类

艺术传统依然发挥强大的影响力，它以数据的方式在场，为AI的创作提供范本和标准，因

此越是技术先进的AI，产出的作品越是符合既有人类艺术的美学尺度。也正因为如此，它

仍然只是人类艺术的学习者。

　　如果以整个艺术史为参照，我们就会发现这一类AI艺术目前并未产生突破范式、重构

美学标准的作品。像后期印象派、立体主义等现代绘画那样发起对古典主义的革命，或者

像现代主义音乐那样放弃调性与和声的规范表达对声响与音乐的重新理解，这类革新艺术

观念的开山立派之作，在现阶段人工智能所遵循的技术逻辑下是不可能产生的。人类艺术

的发展不仅是技法的成熟与完善，更是对传统规范、权威观念的突破与颠覆，这源于人类

摆脱陈规、探索未知、自我树立的内在精神需求，目前的人工智能显然还不具备这种需

求。

　　第二类AI创作是以人工智能为技术基础的艺术行为，在作品的设计和完成过程中，人

类的创意和理念居于主导位置，人工智能为之提供技术条件，如同摄影机、放映机之于电

影。值得重视的是，这类作品对既有艺术范式、艺术类型有一定突破，并创造了一种新的

艺术体验。它们能依据观众的行为做出反应或改变，甚至为观众的选择而重新生成，这是

真正意义上的交互式艺术体验：一方面，观众的行为是作品的一部分，影响作品的形态；

另一方面，无论是观众还是担当策划者的艺术家，都不能完全预设或控制作品的生成，作

品本身就是与艺术家、观众互动的另一具有自主性的存在。正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使

艺术媒介具有了智能属性。

　　媒介的每一次更新，总是引发艺术史上大大小小的变革，就目前所见，AI艺术也不例

外。人类敏锐地意识到前所未有的智能化媒介已经出现，并依据其特性尝试创造新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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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态、艺术类型，从而把作为技术而产生的智能化媒介再创造为艺术媒介。从这个意义上

说，这一类AI艺术依然是人类艺术，人类不仅创作艺术作品，还创造艺术媒介。

　　革新艺术观念 催生艺术门类

　　破除既有技法、范式、类别、观念的限制，是人类艺术一直以来的追求，并构成艺术

传统中引人入胜、极具分量的篇章；而使用新的媒介进行艺术表达，也是常见的突围方

式。新的媒介可以是原本并未用于艺术创作的天然材质或人工制品，比如偶然音乐、具体

音乐对自然声响的使用，波普艺术对商品包装的拼贴；新的媒介也可以是因新兴技术而产

生的技术物，比如摄影、录音技术产生的音画一体的动态影像，VR艺术所借助的虚拟影

像。前者是对艺术观念的激进革新，后者则催生新的艺术门类。然而，技术物并不能独立

于技术和技术设备而存在，那么在讨论这一类艺术媒介时就必须考虑媒介特性与技术条件

之间的关系：是技术条件决定了媒介的特性，因而也使立足这些特性而发展出来的艺术表

达成为可能。

　　有些艺术家甚至直接使用“技术性基础”（technical support）这一概念来取代媒

介概念，克里斯蒂安·马克雷就把同步声音称为电影的“技术性基础”。罗莎琳·克劳斯

则借用马克雷的概念进一步说明新技术给媒介带来的分层机制，比如，作为电影媒介的影

像，本身就携带着胶片、荧幕、音响、摄影机、放映机的物质特性和技术特性。同时，克

劳斯也通过这种分层机制，区分了新技术媒介与传统媒介，前者作为媒介是一个复合体，

很难归结为某一种单一的物质特性。

　　人工智能不仅使新技术媒介的分层化、复合性特征进一步凸显，更使智能化首次成为

媒介特性，而人工智能技术在艺术中的运用，正在开启艺术媒介智能化的划时代革新。即

使是从艺术角度分析智能化媒介的特性，也需要纳入对“技术性基础”的考量。支撑计算

的硬件基础、算法，机器学习通过海量数据而获得的艺术创作能力，由人工智能制作或控

制的图像、声音、光线或实物，由人机交互技术实现的对观众行为的反馈，是“技术性基

础”的不同层级。AI艺术的特征或是可能性，及其给人类带来的新的审美体验，正是建立

在这样的技术性基础之上。

　　其一，技术使人类创作全感知艺术成为可能。在自然状态下，人类的五官感知是综合

作用的，但在艺术感知中，传统艺术受限于媒介，突出单一感知，因而有视觉艺术、听觉

艺术、语言艺术的分野。AI艺术凭借智能化媒介，可以实现对全感知环境的创造，对AI艺

术的观众而言，审美是一种全面调动五官感觉的沉浸体验，由此，被传统艺术媒介分割的

感性得以复归。

　　其二，AI艺术可以创作没有固定形态的作品，而呈现为在交互性动态过程中不断生成

又不断消散的无数瞬间。观众被纳入作品之中，参与瞬间的创造，也即是说，观众本身被

艺术家构造为生成艺术瞬间的要素。

　　其三，AI艺术的交互式体验在人与智能化媒介之间实现，这不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

而类似于主体间关系。艺术体验中的主体间交互，不再只是艺术家与欣赏者之间的人与人

的交互，也包括人与物、人与图像、人与声响、人与气味的交互，这为人类创造了新的审

美经验：人与万物感应、相通成为真实体验而不只是存在于想象之中。

　　其四，AI艺术所创造的作品通常是一个环境，其中虚拟与现实的边界彼此敞开，艺术

世界与真实世界相互嵌入。

　　总之，如果立足新技术造就的媒介特性来探讨AI艺术，它的发展就不可能停留于吟诗

作画的阶段。AI艺术更为激动人心的未来，是技术吸引人类对全感知、交互性、万物互联

的环境性艺术形态的创造。因而AI艺术不是对传统艺术门类的取代而是一种新型艺术类别

的诞生，也不是对人类艺术传统和艺术能力的否定，而是依靠技术与艺术的共塑而拓展人

类的艺术感性和创造力。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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