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4

Scientific Research Management科研管理（2）2020，2
ISSN：2661-3751（Print）；2661-376X（Online）

人工智能时代下的公共艺术与科技融合

夏旺

广西艺术学院

[ 摘  要 ] 本文对人工智能时代下的公共艺术与科技融合进行了分析，肯定了公共艺术与科技跨界相融的发展趋势。人工智能的发展，人类

认知相应增强，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变革，同时艺术范式也持续在推演。人工智能为公共艺术与科学深度融合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也为

公共艺术的审美趋势和科技创新创造新的可能。科技与艺术结合丰富了公共艺术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增加了多样的互动性，使公共艺术设计的

发展呈现出多元化。

[ 关键词 ] 艺术与科技；公共艺术；人工智能

1“双螺旋结构”

艺术与科学相互交融，相辅相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双螺旋结构，寓意艺术与科学深度融合、创新协同螺旋式发展！

19 世纪法国文学家福楼拜所说 : “艺术越来越科学化 , 科学越

来越艺术化。”我国著名科学家李政道先生说：“科学和艺术是不可

分割的，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共同的基础都是人类的创造力，

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

摄影是 19 世纪上半叶发明的，它源于科学与视觉艺术的结合。

纵使如此，我们似乎仍不确定如何对摄影进行分类：它是一门艺术

还是一门科学？相机最初是一种科学设备，其第一批用户是生物学

家和考古学家。但是，随着艺术家对相机的运用，它很快就发展成

为一种艺术工具。不管批评者如何，如果技术提升了艺术水平，那

么艺术也可以对科学起到同样的作用。他们是相互作用，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双螺旋”关系。

2 人工智能时代下公共艺术的媒介

近年来公共艺术在我国普及度越来越高，公共艺术设计人群也

在扩大，政府重视度也愈发强烈。马钦忠先生将公共艺术的狭义概

念阐述为它是城市公共空间的纯粹精神性的建筑体，是最前瞻文化

和最先进文化的大众化、生活化，是对生活和精神行为起到引导和

塑造作用的一种当代城市的空间文化形式。好的公共艺术，能智慧

地植入公众的视野，软化公共空间，在占据视觉空间的同时占据观

者的心灵空间，给人以启示，引人以思考。

媒介的拓展导致艺术创作的多样性，从多维的角度解释了技术

创新时代对新艺术范式的需求。公共艺术品的概念设计通过科学技

术表现出来，充分展示了艺术抽象与科学技术的融合，体现了人工

智能语境下艺术与科学追求真善美。现代科技的的快速发展为公共

艺术的媒介提供了更广阔的选择和可能性，设计师可以通过程序精

确控制，如声、光、电、等一些非固态材料，充分发挥材料独特的

艺术语言，丰富了艺术创作的表现形式 。人们对于未知往往抱有猎

奇心理，对于新材料新形式以其独有的动态魅力和强烈的时代气息

的作品有积极地互动性。公共艺术创作的表现语言，展示了当下艺

术与科技结合时代性的表现语言。

安尼施·卡普尔的作品，通过各种技术针对水的实验，把水这

一平常普通的物态的不同寻常的一面表现出来，颠覆了观众对水的

认识。卡普尔利用材质特有的性质和造型语言，创作了大量极具当

代性的公共艺术作品。

声音也可以作为公共艺术创作的媒介。随着数字技术的完善，

对声音的控制和应用变得更加丰富多样，声音容易触动人的情感的

独特属性也被纳入公共艺术的表现语言。2012 年世博会的展示主

题是“人与海洋”，丹麦馆通过对声音的控制创造出震撼人心的艺

术效果，让人流连忘返。丹麦馆的内部放置了一系列声音释放的装

置，观众可以在装置前倾听这个国家发生的跟海有关系的声音，通

过对这些声音的分析解构与重组，诗意的重构了观众对于丹麦与海

洋之间的印象，利用人类传统的获取信息的方式再通过科学技术的

表现重新赋予了传统新的灵魂。意大利浮思工作室创作的《多重宇

宙 .pan》也是一个视听装置，创作灵感来源于以上概念，通过创建

一系列实时生成的数字绘画来尝试描绘无限平行宇宙的永生和永逝。

永恒和无限的概念也通过观众和艺术品互动的形式得到了体现。当

下，科学技术介入到公共艺术创作的语言之中，不仅赋予了公共艺

术创作强烈的时代性、当代性特征，随着社会与科技的不断发展进步。

从技术和美学两个视点看，公共艺术的媒介拓展和运用是历史发展

和艺术人本特征的一个结果。媒介拓展，对一种当代性公共艺术创

作语言的追寻，让公共艺术设计在观念和视觉享受之间得到一种新

的推进”。数字时代下，随着各种新材料新技术的发展，未来公共艺

术将朝着更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3 数字媒体与公共艺术多元化呈现

大数据时代，不仅展现了艺术的诗意，而且呈现了公共艺术新

的视野。算法生成展现了具有当代性特征的公共艺术作品，人工智

能不断塑造和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关系和体验。促使设计师超越某一

特定部门，追求创新和跨界，反思现有的成果和设计思维，以更广

阔和更全面的视角重新审视现有的公共艺术形式。

阿尔菲奥·博南诺在 2009 年的《二氧化碳立方体》项目。艺术

的表现了全球变暖这一全球性人类生存问题，立方体两面放映投影

录像，而另两面在 LED 灯的照射下展现出集装箱的形状，整个立方

体声像并茂，富有律动感。这种体验非常强烈，数字媒体艺术效果

夺人眼球。视觉效果震撼人心，让观众享受视觉盛宴的时候，思考

人类的生存问题。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市民对美好生

活向往的意识快速增长，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活的私密性，舒适性以

及人文关怀。如此一来我们个人空间得到了更多的保护，而我们就

需要通过新技术新科技来创作新的公共艺术形式。

结语

科学的进步给艺术带来了新动力和新面貌，艺术与科学融合已

经成为公共艺术设计领域新的发展趋势。跨学科研究发展趋势之下，

传统学科边界不断被打破，交叉学科不断生长。如今，大数据正在

加速艺术与技术之间的融合，公共艺术也正逐步借用新兴媒介寻找

未来创作的可能性。科学求真，艺术求美，两者皆深层次地追求着

永恒、卓越与和谐。在人工智能时代下，公共艺术将融合着科技朝

着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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