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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向阳

当AI“闯”进艺术圈会擦出
什么火花？3月23日，由山东省美
术家协会、山东美术馆、山东工艺
美术学院联合主办的“画龙点睛”
全国生成式人工智能艺术展暨

《塗龙季》第三季展览在山东美术
馆隆重开幕，呈现一场艺术与科
技交相辉映的盛会。

记者在展厅里看到，前来打
卡的观众络绎不绝，共同见证这
场“画龙点睛”全国生成式人工智
能艺术展的精彩瞬间，体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完美融
合的魅力。一位观众告诉记者，

“虽然不懂人工智能也不懂艺术，
但还是感觉很震撼，非常有科幻
感、穿越感，没想到AI艺术的时
代这么快就来到了。”

来自全国各地的668位创作
者参加了这次展览，他们包括职
业艺术家、独立设计师、高校教师
以及不同学科背景的青年才俊，
共呈上3000余件涵盖AI生成图
像、3D打印雕塑、影像装置、实验

艺术等多种形态的作品，充分展
示了人工智能与艺术结合的广泛
探索与前沿实践。其中，既有如顾
群业的龙系列雕塑，展示了传统
文化符号与现代科技手段的完美
融合，又有张光帅、张牧合作的

《共生》影像装置，以及维度漫游
团队呈现的《云宋算法》等作品，
展现了人工智能艺术在各个领域
所释放出的强大创造力和广阔想
象空间。

本次展览深入探索人工智能
技术在艺术创作中的应用，以创
新的视角展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理解。作品不仅融合了传统
文化元素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技
术，更体现了对齐鲁地域文化深
厚底蕴的挖掘与展示，以及对优
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
新性发展的尝试。

龙年龙气象，龙元素贯穿整
个展览，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生成
各种美轮美奂的图像、雕塑，极富
想象力和创意。行走在一件件作
品之间，让人仿佛置身于超现实
世界，产生绚丽斑斓而又奇幻莫
测的视觉特效。张培源的《折纸

龙》、卢文军的《灵瞳龙狐》、杨羿
枫的《赛博机械龙》、丛海亮的《舞
龙》、徐强的《烈焰》等作品，在现
代数字艺术技术加持下，呈现出
富有感染力和震撼力的场景，让
人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艺
术的完美融合。

李杨的《0+LONG》，展示了
旋转往复、变幻无穷、似像非像、
似龙非龙的神秘场景。李杨说，借
助宇宙总质量为零的假设理论，
寻找整体稳定和谐的感觉，创作
运用的是数字雕塑的方式，在软
件平台上运行，把每个形象雕塑
出来，最终呈现这样一个场景。

《“龙”系列》中既传统又现代
的小龙人让很多观众驻足，主创
王子辰说：“我们使用顾长业老师

‘太子龙’的形象与AI结合进行
了二次创作。作品运用了中国传
统皮影的元素，通过AI技术进行
交互，让每个形象都可以动起来。
观众可以通过微信扫旁边的二维
码，对准屏幕上的每个形象，它就
会有一段动画。”记者用手机扫描
图像，果然看到一个个动画形象，
灵动而活泼。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数字艺术
与传媒学院副院长、人工智能设
计研究中心主任张光帅说，这是
全国规模最大的以生成艺术为主
题的展览，在人工智能来袭的大

背景下，设计艺术产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今年正好是龙年，我们
用AIGC来点睛龙年的祥瑞。这
次展览分为三个单元，第一个单
元是以顾群业先生的《龙》系列为
背景的延伸创作，这已经是第三
季了。前几季有手绘、雕塑等，这
一季有人工智能、3D打印，还有
智能生成影像等创作。我们学院
今年还做了一个尝试，把人工智
能融入所有专业、所有课程，让人
工智能赋能设计教育领域。第二
个单元，就是展现服饰设计，包括
环境空间、摄影摄像等，有三十二
个专业方向的不同的专业尝试，
让各个专业的学生都使用人工智
能进行创作。第三个单元是以龙
年为题材，邀请了全国六百多位
艺术家，遴选和征集了三千多件
作品，来为这个祥瑞龙年贺岁，以
插画、影像、实验艺术等形式进行
展示。

“画龙点睛”暨“塗龙季”展
览，如同一座桥梁连接了各大艺
术院校和社会创作力量，共同探
索人工智能与传统文化、人工智
能与设计教育的有机融合。展出
的每一件作品，都凝聚了创作者
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刻理解和灵
活运用，它们既是人工智能与艺
术结合创新实践的生动体现，也
是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在学科交叉

融合、智慧教育和人工智能赋能
专业建设方面初步成果的集中展
示。

据策展人董占军介绍，山东
工艺美术学院积极推动人工智能
赋能专业建设，响应国家教育现
代化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遵循
相关政策指引。学校党委高瞻远
瞩、积极谋划，构建完整“Design+
AI”教学体系，如搭建天工开物
大模型平台、成立人工智能设计
研究中心、开展AIGC校企合作、
推动职普融通等，搭建智慧化育
人环境，全面推动设计学科的智
能化转型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升级。在具体实践中，山东工艺美
术学院不仅积极推进产教融合，
立项人工智能设计产业学院，还
深入开展“AI for Design”教学
改革，将AI技术深度融入设计学
科的课程体系，培养学生在智能
时代的设计创新能力。同时，学校
以AIGC的快速发展为契机，义
务向高职院校输出课程，形成了
良好的AIGC学研辐射效应。

展览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
为广大观众提供全方位的艺术体
验。线下展览在山东美术馆举行。
线上展览则通过山东教育卫视的
媒体支持，以及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搭建的活动专属频道，实现艺
术作品的互联网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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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策展人、山东工艺美术
学院院长董占军教授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说，“画龙点睛”是一
个非常前沿的展览，它的意义可
以从多个方面去考虑。首先从高
等教育和专业建设来看，它体现
了艺(术)科(学)融合的理念，也
是学科交叉的具体体现。就设计
而言，人工智能和设计的结合，是
设计的一个巨大变革，可以说迎
来了设计的4 . 0时代。就纯艺术
和AI结合来讲，这种革命性的变
革，它的影响价值，就像摄影的发
明对西方传统油画的影响一样，

会促进人类艺术观念的变革，将
来艺术的发展会进入一个新的历
史时期。AI的介入大大提高了设
计效率，原来一些重复性的工
作，完全可以由AI来取代。

他在此次展览的序言中写
道：“在这个充满变革与创新的
时代，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
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构我们
的审美观念与艺术创造。本次

‘画龙点睛’暨‘塗龙季’展览，既
是对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次
致敬，又是对现代科技力量介入
艺术创作的积极探索与生动诠
释。它立足于我泱泱中华之丰富
的历史文化资源，借助人工智能

技术，让传统与当代、艺术与科
技在此交汇碰撞，激发出创新的
星星之火。”

AI科技介入艺术，是否会
影响创作的“主体性”？“当然它
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命题，最起码
有这么两个方面。第一个，AI介
入之后，艺术设计、创作的主体
是谁？在我个人看来，AI介入之
后，艺术的主体仍然是人。就像
摄影出现之后，同样都会摄影，
有人拍得好，有人拍得不好，这
就涉及创作主体的问题。我觉得
AI同样也是这个问题。当然也
有负面的东西，就是AI带来的
设计伦理的问题、艺术伦理的问

题，这个如何去解决，是需要我
们学界去探讨的。”董占军说。

科技与艺术相结合，理性与
情感会产生怎样的碰撞？董占军
认为，科学和艺术本身就是相辅
相成的。比较通俗的讲法，就是
一个硬币的两面，作为一个整体
缺一不可。无论在东方还是西
方，科学和艺术总是相遇相随
的，比如宋代大科学家沈括，不
但是设计师，还是大艺术家；像
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好多艺术
家，同时还是科学家，德国的丢
勒不仅是冶金学家，还是大画
家、雕塑家，本身就是集科学与
艺术于一体的。

董占军说，现在国内的艺术
院校，像清华大学有科学艺术研
究中心，主任就是诺贝尔物理学
奖获得者丁肇中，他在二十年前
就开始探讨科学和艺术之间怎
样才能深入地结合。从具体的问
题来讲，科学的发展为艺术提供
了一个全新的创作主题，艺术的
思维又可以激发科技思维，为科
技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探索路
径，它是相辅相成的。“AI的介
入是最典型的艺科融合，它是一
种最新型的交叉学科的发展。人
工智能是技术层面的东西，在应
用领域就需要艺术介入，这是一
个非常突出的命题。”

艺术与科技交汇碰撞
激发创新的星星之火

全全国国规规模模最最大大的的以以生生成成艺艺术术为为主主题题的的展展览览亮亮相相济济南南

““画画龙龙点点睛睛””，，AAII艺艺术术的的时时代代来来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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