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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AI快速發展和創新，藝術家們不僅

在創作形式上進行了大膽的探索和嘗試，AI

也給藝術的欣賞方式上帶來了新的體驗和視

角。早前，藝術家程然和任哲做客啟德體育

園舉行的「Art&Culture：AI人機共創——

藝術創作新紀元」論壇，討論如何利用最新

的科技成果來推動藝術的進步，以及AI如

何改變人類對藝術的理解和欣賞方式。論壇

結束後，兩位藝術家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

訪，他們一致認為，AI和藝術家之間是「共

生」關係，但AI永遠無法取代藝術家。在

三月底開幕的「徐冰在香港：

英文方塊字書法」預展時，香

港文匯報記者提問藝術家徐冰

對AI的看法，徐冰則表示自己

其實早有嘗試。當科技浪潮拍

打藝術海岸，AI與藝術家的對

話便激盪出層層思辨的浪花。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寧、小凡

午後的北
京，在我們
精心布置紫

荊文化廣場的沙龍現場，空氣中瀰漫
着思維碰撞前的期待與興奮。3月30
日下午，我有幸作為主辦方和主講嘉
賓，與眾多業界同仁、新銳力量齊聚
一堂，共同參與了這場意義非凡的
「AI文創應用沙龍」，分享大模型
及智能體的理論和實操。回想起活動
中的點滴，從前期的精心籌備到現場
的熱烈討論，再到結束後意猶未盡的
回味，我的內心依然充滿着激動與滿
足。
在分享環節，我有幸向各位來賓闡述了

我對於人工智能，特別是「智能體」
（Agent）設計理念的一些思考。我嘗試從
我們中華傳統文化的智慧寶庫中汲取靈
感，用大家更為熟悉的《易經》哲學來進
行類比和解讀。
在我看來，一個所謂的「智能體」，無論
其外在表現多麼複雜，其核心運作機制都離
不開幾個基本要素：輸入（感知環境）、輸
出（執行動作）、儲存（記憶信息）、外部
控制（接收指令或規則）以及創造（生成新
內容或策略）。當我深入思考這五個核心參
數時，我驚奇地發現，它們與中國古代哲學
經典《易經》中的「五行」——木、火、
土、金、水——之間存在着某種深刻的暗
合。五行相生相剋以及同類比和的關係，構
成了一個動態平衡的系統，描述了世間萬物
的基本互動模式。同樣，智能體的這五個核
心要素，也通過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構建
起一個完整的人工智能系統。這並非牽強附
會，而是試圖在不同知識體系間尋找底層的
共通邏輯。
進一步思考，這五個核心要素（參數）

並非只有「開」與「關」兩種狀態。它們

可以有不同的「程度」或「模式」。比
如，可以「全開」（功能最大化），可以
「全關」（功能禁用），更存在着大量的
「中間態」。這種中間態還可以細分，比
如偏向積極（「少陽」），或者偏向保守
（「少陰」）。這不禁讓我想起了《易
經》中的卦象變化，從最基本的「乾」
（太陽，代表全開）與「坤」（太陰，代
表全關），到各種陰陽爻組合形成的六十
四卦，代表了宇宙萬物的無窮變化與可能
性。如果我們將智能體的五個核心參數，
每一種都賦予四種基本狀態，那麼理論上
就可以組合出4的5次方，也就是1,024種
基礎形態各異的智能體。這說明，智能體
的世界遠非單一模式，而是充滿了豐富性
和多樣性。看似高深莫測的AI，其底層構
建邏輯甚至能從古老的東方智慧中找到理
解的鑰匙。
在分享中，我特別強調了一個觀點：當前
AI領域的發展，似乎存在一種「簡單粗
暴」的傾向，即過度追求算力、能耗和模型
規模的極致，「力大磚飛」，彷彿只有開着
「法拉利」在信息高速公路上狂飆才算是成
功。誠然，頂尖的性能在特定場景下至關重

要，但是，真實的世界是豐富多彩且
充滿約束的。我們不能只盯着「零」
和「無窮大」這兩端。正如我們從北
京的亦莊去朝陽，並非每天都需要、
也並非總能負擔得起駕駛頂級跑車。
更多時候，我們需要的是性價比高、
能耗低、靈活適應需求的解決方案。
我認為，AI在文創領域的應用，

尤其需要關注和探索「中間地帶」的
價值。我們需要的是能夠「恰到好
處」地融入創作流程、提升效率、激
發靈感的智能工具，而不是取代創作
者本身的全能巨獸。例如，可以設計
出在大部分時間處於「休眠」狀態，

僅在接收到特定觸發信號（如用戶指令、
環境變化）時才被激活，完成任務後再次
進入低能耗狀態的智能體。這種「平時沉
睡，一叫就醒，幹完活接着睡」的模式，
或許更能滿足文創領域對成本和效率有精
細考量的需求。找到適合特定場景的、經
濟高效的AI應用模式，這片廣闊的「中間
地帶」，才是未來AI賦能文創產業最富
饒、最值得耕耘的土壤。
讓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分享似乎引起

了在場嘉賓的共鳴。在隨後的互動環節，
大家圍繞AI在劇本創作、視覺設計、音樂
生成、IP孵化、用戶體驗優化等方面的具
體應用場景展開了深入探討。可以感受
到，大家對於AI技術如何真正落地、如何
與現有文創工作流結合、如何解決實際痛
點抱有極大的熱情和期待。
人工智能不是終點，而是全新的起點和

強大的工具。如何駕馭好這個工具，讓它
真正服務於文化創意的繁榮，服務於人類
精神世界的豐富，正是我們這代文創人需
要共同思考和實踐的課題。

●作者/圖片：文旅部
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梁家僖

在北京主講AI文創應用沙龍（一）：用五行理解AI 「老祖宗回答我」系
列內容近日在內地社交
媒體爆火，經AI軟件二
次創作後，李白、杜
甫、顏真卿、李時珍等
一眾歷史名人集體亮相
「出鏡」答問。
各地文旅部門競相推
出「AI名人」。山東省

文化和旅遊廳推出「武松版回答我」，推介齊魯好景
美食；四川省文化和旅遊廳請來「諸葛亮」，在線
「安利」旖旎風光；安徽博物院、蘇州博物館等結合
名人形象和真實歷史創作科普視頻，部分作品點讚量
達數萬次。
這一技術在課堂教學中也得到實踐。「教一年級學

生背誦《靜夜思》時，我用AI生成李白的虛擬形象，
讓他與學生對話，增強課堂的情境代入感。」濟南市
萊蕪區花園學校文昌校區語文教師王聰表示，這種寓
教於樂的形式深受低年級學生歡迎，拉近了他們與歷
史人物的距離。
在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李輝看
來，AI「復活」歷史人物所帶來的衝擊力，不僅源於
新奇的技術，還因它讓當代人重新感知歷史的溫度和
文化的深厚，激發大眾深層次的情感共鳴。
看見「AI版」諸葛亮，人們會忍不住了解三國故事；
目睹蘇軾泛舟湖上的瀟灑姿態，學生開始纏着老師講詩
詞。李輝指出， AI正在重塑教育，讓學習從標準化走
向個性化、從「被動接受」變成「主動探索」。
「技術必須服務於文化，而不是讓文化淪為技術的
附庸。」李輝認為，AI「復活」歷史名人的最大意義
在於借此傳遞更深刻的文化內涵和思想精神。新技術
可以作為工具，但不能成為主導者，其創作內核必須
以嚴謹的學術研究為基礎，否則將是曇花一現的娛樂
化產物。
當下，人工智能技術還在文博、古建等多個領域重
構人與歷史對話的形式。聽AI數字人講解館藏精粹，
觀古建築群復原場景……人們在虛實交融的數字化場
景中，見證傳統文化在科技浪潮中煥發新生。

●綜合中新社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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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冰參與的人工智能無限電影徐冰參與的人工智能無限電影
（（AI-IFAI-IF））項目項目。。 網絡圖片網絡圖片

●●任哲在任哲在啟啟德體育園的雕塑德體育園的雕塑《《龍之九龍之九
子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攝攝

這場關於「人機協作」邊界的討論，在書
法、雕塑與新媒體藝術領域展現出多維度

的碰撞。徐冰在二十年前便試圖用計算機生成
「英文方塊字」，卻發現書法審美終須人為考
量；任哲視AI為「武器」，強調創作者須以
「心」支配技術的「腦」；程然則看到AI如
鏡，既映照出藝術家的效率渴求，也折射出原創
性在數位複製時代的堅守。

徐冰：AI無法做到字體審美
「英文方塊字」是徐冰自1993年起創造的形

似中文、實為英文的新書寫形式，在科技飛速
發展的當下，「英文方塊字」是否能用人工智
能來創作？徐冰稱，其實早在20多年前，他便
與日本的一家美術館做實驗，向計算機輸入英
文後即可自動生成方塊字，不過他認為生成的
字並不好看，因為「方塊字藝術需要的就是人
的審美」。徐冰形容書法是很「敏感」的，這
一筆落在這，下一筆的位置就要隨之調節以達
到協調。AI欠缺了人的感官，因此無法具備人
類的審美能力，從而不能實現字形的美觀和筆
觸的細膩。

徐冰還表示，自己有一個一貫的藝術理念，那
就是：藝術創作的能量來自於社會現場的能量。
「手機也好，科技也好，這些都是新的社會現
場。我其實比較關注科技的進展，也做過很多與
科技相關的作品，比如說我的《蜻蜓之眼》和人
工智能無限電影項目。」徐冰說，「計算機可能
是沒有上限的，我們人腦發展也沒有上限，未來
會怎麼樣誰都不知道。」

任哲：AI與藝術家是共生關係
任哲表示，「AI需要藝術家的原創作品來豐富

自己的素材庫，而藝術家則可以使用AI加速資
料查找和整合的速度，所以兩者是一種共生關
係。」他說，AI的優勢在於，能把所有的現有數
據集合並尋找到最優選擇。但也正因為此，這個
優勢只是將人類的經驗進行「整合」，而藝術是
關於「創作」，是「意外的火花」，它不應是資
料庫中已經存在的內容，而應是全新的。所以從
這個角度，AI永遠取代不了藝術家，「能夠被取
代的也談不上藝術家。」任哲說。
問及目前是否會使用AI輔助創作，任哲說沒
有，「我的創作都是我自己想出來的，AI沒有情

感，它就像『大腦』，但『大腦』需要『心』的
支配。」AI和藝術家的關係，應該是「心腦合
一」「知行合一」的關係。
任哲認為，AI是一種武器，而這個武器若要達

到「順手」，就需要兩者之間互相磨合，找到中
間的那個點，但這絕對不是迎合。任哲說，好的
藝術作品應該能具有對抗時間的「永恒性」，它
並不是一種潮流，它不是迎合當下的觀眾而在未
來就會被拋棄，而是無論從哪個時代來看，都能
感受到作品中有藝術的光輝在閃耀。

程然：AI在香港前景廣闊
程然表示，AI決不能取代藝術家。：「AI的
算法是基於普遍概念的問題和答案生成，它不能
替代創意，因為藝術和創造力帶來的並非『普遍
概念』，而是『普遍概念』之外的『極少數』部
分。」但同時程然也承認，「AI的發展確實能帶
給藝術家便捷，比如減少他們搜集資料的時間。
藝術家應進一步探索和強化AI帶給創造的可能
性。」程然總結，AI和藝術家之間是一種「互
補」或者「雙生」的關係，「AI能夠節省時間，
創作者通過使用AI能夠更快速得到基礎問題的

解決方案，因此可以釋放大量人力，從而更專注
於創作視角。」
程然認為目前藝術家使用AI創作的困難在
於，當創作者自身的觀點和AI的觀點發生衝突
時，應如何抉擇判斷。另外使用AI創作可能還
面臨倫理、法律和版權問題，「這是一個全新的
媒介，勢必會面臨以前從未有過的問題。AI的圖
像是基於什麼藝術家的數據生成？這些圖片是否
具有版權？使用AI創作的藝術家是否擁有這些
版權？這都是要謹慎對待。」
程然說，目前藝術家們對AI的態度分為兩

類，「一類是從事媒體藝術和科技藝術的藝術
家。他們對AI的態度更為開放，而另一類則是
傳統媒介和手工藝的藝術家，他們對AI還有很
多疑問。」記者問及目前市場對AI作品的接受
程度，程然則表示市場的「開放度」和「接受
度」很高，因為AI代表的是「新時代」。另外
程然還說，AI在香港市場的前景一定非常廣闊，
「香港本身是藝術文化產業非常發達的城市，這
裏有很多優秀的展覽和藝術交流活動，也有很多
的可能性，所以在這裏，AI一定會找到最適合自
己的那條路。」

對手還是助手對手還是助手？？
藝術家共話藝術家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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