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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油画创作的影响 
——以微软“The Next Rembrandt”项目和人工智能“CAN”算法为例 

◆黎家武 

（华南师范大学  510631） 

 
摘要：在 2017 年 5 月，Google 公司开发的 AlphaGo 人工智能程序战胜

世界排名第一的围棋冠军柯洁，随后社会的各界都掀起了一股人工智能

的浪潮。人工智能甚至还被写入了政府的工作报告，人工智能在未来的

发展已经无需置疑，并且正在逐步改变我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 同时，

专门为油画艺术创作开发的人工智能程序也已经涌现。那么人工智能的

出现会对未来油画艺术创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面对人工智能在艺术领

域的冲击，本文中作者想通过最新的文献资料研究现在人工智能技术的

发展动态，针对目前油画创作的主流形式，结合文献资料和自己的学习

实践，围绕人工智能技术和油画创作展开研究，分析人工智能技术对艺

术工作尤其是油画创作的改变，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对未来油画创作的影

响，提出自己的建议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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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这个概念早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人类第一台计算
机刚诞生不久后就开始提出了，只不过限于当时的科学技术条
件，人工智能的发展比较缓慢。进入 21 世纪以后，互联网的普
及化使信息数据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为人工智能研究开发提供
了充分的数据资源，科学家有了大量的人类数据来供机器学习参
考。同时计算机的硬件水平进一步提升，深度学习技术和大数据
分析技术的不断发展有了很大进步，各种各样的机器学习算法开
始出现和应用，人工智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很多学者都
预言未来 30 年，人工智能将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推动力，
取代掉目前大部分的人类工作，彻底改变人们的生活。 

人工智能的实际应用也在各行各业不断进行着探索，当然也
包括艺术绘画领域。油画作为架上绘画的一种主流艺术创作形
式，这一个古老的画种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从 19 世纪中期以来
就开始频繁地受到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挑战，从第一次工业革命
中锡管颜料的普及化生产到 20 世纪摄影技术、印刷技术的进步
和数字媒体技术的出现，油画从表现形式到创作方式甚至工具材
料都受到了影响，发生巨大的改变，那么这一次人工智能技术的
进步对油画发展到底是一次机遇还是挑战？ 

一、艺术领域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在艺术领域的应用研究很早就开始了，尤其是

近几年人工智能伴随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表现出井喷式的发展
和质的改变。2016 年美国谷歌公司就宣布了一个名叫“品红”
的研究项目，研究了人工智能在各种艺术形式中的应用，这其中
就包含了绘画。这个计划有一个公开性的平台与接口，使那些没
有任何电脑编程经历的艺术创作者们用它来协助艺术创作。这本
质上和画笔、颜料一样，仍然属于艺术创作者们的创作工具。 

同年，InternationaleNederlanden Group 和美国微软公司在 4
月完成了“The Next Rembrandt（下一幅伦勃朗）”的项目，这个
作品以特殊 UV 作为介质利用 3D 打印技术制作完成。科学家使
用设备先采集了 346 幅已知的伦勃朗肖像绘画作品的数据，然后
通过分析这些数据，学习伦勃朗的艺术风格和绘画主题，再利用
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算法完成一幅肖像画。这个人工智能已经可
以完美地掌握了伦勃朗的绘画风格，并在题材内容上创造出拥有
新颖性的艺术作品。把它挂在画廊里，人们也觉得与其它的伦勃
朗真作没什么不同。在 2016 年的戛纳国际创意节上，《下一幅伦
勃朗》还获得了创新狮子奖，以及其它各类奖项，总获奖数高达
15 个。 

在最近的 2017 年，美国的 Facebook 人工智能研究室（FAIR）、

查尔斯顿学院（College of Charleston）的艺术史系和罗格斯大学
（Rutgers University）三方，在原有的“GAN”（英文全称：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中文：生成性对抗网络）的技术基础上，合
作开发了一种新的人工智能算法“CAN”（英文全称：Cre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 中文：创造性对抗网络），这使人工智能已经
可以创造出偏离原有画风的艺术作品。和之前的人工智能不同，
这一个新的人工智能算法并不是纯粹模仿现存的艺术家的作品
风格，而是能够创新性地演变出一些属于现代主义的并拥有自我
风格的艺术作品。 

同时在学习了大量现代主义画派的作品风格以及数据信息
后，它还成功地学会了辨别不同艺术家的作品风格和划分艺术作
品的派别，它已经学习超过了八万多张图片，涵盖了过去五个世
纪以来的西方艺术准则，正如艺术系的学生学习艺术史课程那
样，没有特意地关注某个艺术家或者艺术流派。这种创作和鉴别
同时运作的算法原理，事实上说明了人工智能已经可以成功地从
零起步学会“真正”的艺术创作。这种人工智能“CAN”的绘画
作品颜色丰富、变化自然，笔触流畅抽象，最关键的是它有原创
的风格不同于其他的艺术派别。 

甚至在一个网络调查中，把这些艺术作品与 2016 年巴塞尔
国际艺术博览会中的一些作品还有抽象表现主义画家的作品放
在一块。许多人参加了调查，但最后都很让人惊讶，包括艺术
界的学者在内的人们不仅不能识别出“CAN”的绘画作品，并
且很多情况下，被调查者们认为“CAN”的绘画作品比人类的
作品更出色，他们评论人工智能的画作让人心情愉悦，而且富
有启迪性。 

另外，这个人工智能程序还可以通过可参考的数学模型，为
艺术作品进行评分，分析它在现有的艺术史中的地位和判断作品
的独创性，也能够预测未来的艺术发展趋势。同时它还正在情绪
识别的范畴进行测试学习，未来有可能运用这个系统对作品的内
部情感进行评判。即它能判断人们在看艺术品时的内心情感，再
加上语义分析功能然后创造出更扣人心弦的艺术品，而这也可以
帮助评论家和艺术史学家理解艺术家的作品背后所想要表达的
真正含义。 

二、油画创作的主要表现形式 
油画的表现形式历史久远，从 15 世纪以前欧洲绘画中的蛋

彩画，发展到多层罩染的古典油画，经过历代艺术家不断创新，
到 19 世纪印象派画家运用直接画法，对自然环境的直接表现，
再到进入 20 世纪后，伴随着艺术观念的不断扩展，油画的艺术
形式融入了更新更多的表现手段，利用一些新的、综合的材料和
现成品进行创作，例如泥沙、丙烯颜料、油漆、图片等。形成了
一种不属于某个具体画种的新的综合性艺术，在西方艺术中油画
作为主要画种的地位，也开始慢慢变弱了。 

无论表现形式是客观表现还是主观表现，表现形式都主要是
从色彩、造型、空间、构图、笔触、肌理、思想内容等这几个方
面表达出来。同时油画创作不能把表现形式和创作者自身感受分
离开，油画的技法在油画创作的过程中非常重要，油画的技法和
油画的画面形式相辅相成，体现艺术家的绘画风格和内心情。每
个成功的艺术家，他作品中的技法、风格、情感都是独特的，艺
术家的作品效果都会有他自己的主观思想，包括他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好的油画作品都是艺术技巧和思想内容完美结合。 

三、人工智能在油画创作中的适用性 
就以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来看，无论是客观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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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主观的表现形式，把人工智能运用到油画创作中是完全可
能的。以“下一幅伦勃朗”项目中的技术为例，利用人工智能
与 3D 打印技术结合，创造出来的作品无论是从艺术技巧还是
画面风格，都能比得上原作，甚至在题材内容上还具有一定的
创新性。 

此外这项技术与传统的油画印刷不同，它通过 3D 扫描技术，
计算机能模拟出伦勃朗油画作品的笔触，并且利用 3D 打印机和
特殊 UV 油墨材料打印，一层叠一层总共有十三层颜料，笔触和
画面颜色是非常协调对应的。不同于现在预先在画布上做好笔触
机理，再打印的印刷方式，它更接近用画笔创作的真实的油画画
面效果，而且颜色的真实性和固色性也更好。所以这个新技术也
正被计划用于油画修复中。 

这不仅能提升了油画创作的效率和质量，降低油画创作的成
本加快艺术作品传播的速度，使艺术作品普遍化从“少数人享有”
到“平民享有”，而且也能降低学习油画创作的门槛。学过油画
的人都知道，造型的表现往往是油画创作中的一个难点，以往人
们学习油画创作的过程中，尤其是具象油画，学习者往往需要经
过大量基础的造型训练和色彩训练，才能很好的掌握这一绘画方
法。现在完全可以通过这个新技术，采用机器与人工相结合的方
式创作。 

而“CAN”的人工智能技术，可能更加适用于抽象表现的油
画创作中，因为“CAN”本来就是被设计成去创作出更新颖的作
品，“CAN”的科学家只是创建了算法，但没有办法控制它创作
什么样的艺术作品，机器会自主选择题材、颜色、构图、风格和
肌理。因此，当它通过学习整个西方艺术发展史后，更倾向于在
近代艺术发展方向上进行创作，例如 20 世纪后才开始流行的抽
象艺术。在实践中，“CAN”创作的作品也被证明具有很高的艺
术观赏性，这样极有可能会成为当代艺术家用来突破传统、继续
艺术创新的一种方式，甚至可能开辟出一种新的艺术潮流或者艺
术风格。 

同时，“CAN”技术对新艺术家作品以及作品的创新性进行
评价的功能，也为艺术家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来认识自己的作
品，发现自己作品中的不足从而改变创作的过程和方式。 

四、未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油画创作的影响 
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对艺术的冲击，早在 20 世纪初就已经

出现了，人工智能对艺术的冲击，正如 20 世纪摄影技术、印刷
技术的进步和数字媒体技术的出现对传统架上绘画的影响。虽然
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应当明白现代科学技术
的飞速进步促进了艺术内容和艺术形式的丰富发展。 

未来随着“下一幅伦勃朗”这类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成熟和
普及时，人工智能虽然不太可能马上完全颠覆现在已有的油画创
作模式，但很有可能会以一种新的“绘画工具”或者“绘画方式”
的身份融入到油画创作的过程中。就像摄影技术的出现也没有完
全取代掉具象绘画，反而许多当代油画艺术家基本上都具备了摄
影的能力，利用它为自己的油画创作服务。同时，技术和生产力
的提高可能会取代掉一些没有创新能力、不善于学习和低水平的
艺术创作者，但可能也会另外造就一批新生的艺术大师引导新时
代的艺术潮流，也许未来的油画创作，不再像现在这样画家用画
笔、颜料等工具材料在画布上创作，画家可以在计算机上完成创
作设计和设想，制造的过程交给机器，他也许既是一位艺术家也
是一位科学家。 

甚至这类技术也可以协助大众去体验油画创作带来的过程，
人工智能会降低学习油画创作的门槛，油画创作不再是艺术家特
有的能力，油画会越来越普及化，油画创作会更加的容易，就好
像后现代艺术以来人们更多地利用现成品进行艺术创作和艺术
表达，艺术家的身份可能也将被慢慢淡化。 

而“CAN”这类人工智能技术，本质是基于算法、数学模型
和大数据分析，它的思维只能是理性的，所以当这类人工智能技
术在艺术领域继续发展时，艺术也必然会越来越多的被进行科学
和严谨地理性分析，同时科学思维也会不断丰富艺术内涵，帮助

公众用科学思维来理解艺术。在以前，无论是油画创作还是其他
的艺术创作，在创作的过程中往往有着许多感性思维，或者一些
未知的因素和不可控的因素，艺术创作的最终成果也包含了一些
随机和偶然的成分，艺术家有时也很难对它们做出详尽的解释。
而随着“CAN”这类技术发展，未来油画创作中的随机性和偶然
性的成分可能会大大减少，油画创作会变得更加理性，创作的可
控性会提高，最终油画创作可能会越来越多地渗透着科学的思
维。 

五、艺术家如何适应新技术的发展 
如今，尽管有很多人质疑人工智能创造的艺术只有“技术”

没有“情感”，但回顾艺术的发展史就不难发现，其实每次科学
技术的发展都会影响着艺术，如从最早的蛋彩画绘画材料中改良
发展起来的油画，到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们将透视学、解剖学、
小孔成像等原理运用到绘画创作当中，19 世纪印象派的产生受
了牛顿光学理论和色彩理论的影响以及工业革命后锡管颜料的
普及化，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和精神分析学说影响了超现实主
义绘画和表现主义绘画，立体主义绘画和抽象派绘画中将几何学
的科学思维加入其中等等。 

虽然目前人工智能还无法主动思考、自主对事物进行学习和
分析，它的思维模式只能是依据人类思维设计的路线进行运作，
它只可以在一些特定事情的工作效率上胜过人类。同时人工智能
在情绪分析、语义分析和象征分析的功能方面都还存在着一定的
缺陷，而且人工智能还无法通过大数据把握所有人类社会的发展
状况，不能迅速地理解紧急的事件和重要的新闻，所以它也很难
对我们最关注的问题做出回应，因此也不可能真正创造出深刻动
人、引发思考的艺术。 

但是如果仅仅因为人工智能创造艺术缺乏情感和深层思考，
就看衰人工智能在艺术领域发展的前景，那么这只不过是以偏概
全的自我安慰。艺术家必须重视人工智能创造艺术的价值，艺术
创作者想要继续发展也必须认清现实。 

那么如今，处在 21 世纪新时代的艺术家，也该到了去学习
计算机语言的时刻了，尝试把人工智能作为自己的一种艺术表达
语言，融入到自己的艺术创作中，创造出一种新艺术形式。同时，
这也能使人工智能在涉足人类理性思维的同时，慢慢步入到人类
感性思维的领域，形成彼此促进、共同发展的良好趋势。“The Next 
Rembrandt（下一幅伦勃朗）”和“CAN”只是人工智能在艺术绘
画创作领域发展的一个小分支，目前人工智能在艺术领域的研究
更多的是集中在图像和架上绘画上，而油画作为架上绘画的一个
重要部分，它已经发展了几百年了。许多艺术家和评论家都认为
油画和其它架上绘画一样，无论是走向写实还是抽象，它都已经
发展到了极致很难再有什么大的创新和突破，与其把人工智能看
作是油画或者其他架上绘画的敌人，倒不如把它当作是油画或者
架上绘画再发展再创新的工具。当今科学技术涉及到生活的各个
领域，离开这个背景去谈艺术是不切实际的，就现在人工智能在
艺术油画创作领域的研究情况来看，能想象到未来大多数油画艺
术家将要下岗，唯独那些在艺术金字塔顶端的天才和拼命创造出
新艺术形式的艺术家才能生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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