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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画笔、颜料，输入一段描述性文

字，计算机就能自动解析，生成相应的画

作。2022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人工智

能绘画的展示令观众惊叹。

一些过去专属于人类创作的领域，

比如绘画、书法、写作、作曲，如今人工智

能也已开始涉足。人工智能是如何绘画

的？当前沿技术与艺术相遇，将碰撞出

怎样的火花？在内容、版权等方面又是

否存在问题？

从文本到图像，人
工智能绘画本质是计算

人工智能绘画是一个从文本到图像

的生成过程，输入一段话，生成一幅画，

本质是计算。简要地说，计算机通过大

量学习，能识别特定图片元素和文本之

间的关联。同理，人工智能程序在收到

“语言描述”指令后，可以根据自身的算

法还原出图像。

设定计算机程序作画的想法由来已

久。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有艺术家开

发了操作机械臂的电脑程序，让机械臂

按照指令在画纸上作画。近些年，人工

智能技术日新月异，科研人员尝试设计

自动作图的计算机程序。但过去很长一

段时间，人工智能“画”出的作品普遍不

够好，往往只是一些模糊的图像元素的

组合，还称不上是完整的画。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画技迅速“进

化”。谈及技术突破原因，百度文心一格

总架构师肖欣延认为，这是预训练大模

型的兴起、大数据的训练和扩散模型的

出现 3 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具体来说，预训练大模型增强了人

工智能的通用性，成为人工智能技术及

应用的新基座；大数据的训练中，通过在

众多高性能 GPU（图形处理器）算力资

源中进行并行学习，计算机能够在短时

间内完成大量的数据学习。近年来，几

乎所有人工智能的技术发展都受益于这

两方面的进展。而对人工智能绘画来

说，扩散模型的出现至关重要。

扩散模型的原理是，通过人为逐步

添加噪声，让图像逐渐变“模糊”，再不断

学习去噪过程，如此人工智能就能从完

全是噪声的图片中逐渐还原出清晰的图

片，即“画”出图像。

“这一过程与人类学习相似。通常，

人们学画从临摹开始，机器也是如此。

它最初生成的图像可能很模糊，但计算

机会不断修正，从而输出越来越清楚、层

次越来越丰富的图像。”肖欣延说。

扩散模型让人工智能绘画技术实现

跨越，不仅作画质量快速提升，生成时间

也缩短到几秒钟。

众多用户尝鲜，大
量应用加速“画技”进化

汤林杰是某互联网公司的运营人

员。工作中，他需要借助一些图片来丰

富文案，而网络上找到合适的配图并不

容易。今年 10 月，了解人工智能绘画程

序后，他尝试自己“画”图。现在，人工智

能绘画工具已经是他工作的重要辅助。

随着算法模型对公众开放以及训练

数据成本的下降，人工智能绘画门槛越

来越低，一些简易化操作平台在国内外

兴起。如今，不仅一些职业插画师尝试

用人工智能绘画程序辅助作画、激发灵

感，许多没有绘画基础的用户也开始尝

鲜，并“晒”在社交平台上。

大量需求的涌现也加速了技术的更

新迭代。“用人工智能绘画的人越多，算

法就越能理解输入的描述文本，画作质

量就越高。”肖欣延表示，当前人工智能

绘 画 水 平 与 今 年 初 相 比 ，已 经 有 很 大

进步。

不过，目前的人工智能绘画技术并

不完美。首先，可控性仍然不高，即计算

机不能很好理解人类指令的含义，即便

是输入“画两个苹果，左边红色，右边绿

色”这样的简单描述，生成的图像也可能

有很大偏差；其次，细节呈现能力还不

够。比如，对空间、透视和光影的刻画就

很不如意。不少人工智能渲染出的画

作 ，初 看 上 去 惊 艳 ，认 真 观 察 问 题 却

不少。

但肖欣延认为，人工智能绘画在技

法上的缺陷未来有望得到弥补。比如，

基于跨模态大模型和强大的深度学习框

架，百度开发的技术一定程度上已经缓

解这些问题。此外，未来人工智能不仅

能作画，还能根据文本描述生成视频，并

直接配上解说文字，“可以把视频生成看

作是维度更高的绘画，从技术层面看，这

是可以实现的。”

防范潜在风险，守
住法律和伦理底线

人工智能进入绘画领域，计算机会

取代人类画师吗？

在肖欣延看来，好的绘画与构图、设

计语言、视觉情绪息息相关，即使人人都

可以用人工智能技术作画，但通常只有

高水平的画师才能制作出优秀的人工智

能绘画作品，“人工智能只是作画的辅助

工具”。此外，虽然有的人工智能绘画语

言娴熟，也包含细腻的情感，但并不意味

着机器有意识、情感，它不过是学过类似

的作品，又恰好呈现出来了。“优秀的艺

术作品往往是人的思想的投射，目前机

器 并 没 有 真 正 具 备 思 考 能 力 。”肖 欣

延说。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不妨以开放的

心态拥抱人工智能绘画，接受新事物。

可以预想，将来绘画中一些繁琐、重复性

的工作可能由计算机完成，创作者能腾

出更多时间去构思想法与创意，调整构

图、色彩、光影氛围等。

“人工智能可能会激发绘画创造的

活力。”肖欣延表示，20 世纪前后，照相

技术让传统肖像画失去市场，促使一些

画家向非写实方向创新。与人工智能技

术融合，或许能激发画家创作出别开生

面的作品。

不过，由于人工智能绘画发展刚刚

起步，技术发展也引发关于版权、内容把

控等问题的争议。比如，有人认为，未经

授权人工智能画作模仿原画的内容、构

图和风格等，侵犯了原作者的版权，有违

法嫌疑。也有人认为，“机器学习”过程

是一种类人化的创作行为，同样体现了

创造者的思想和劳动，应当获得版权保

护。此外，还有人担忧，人工智能绘画技

术若被滥用，可能滋生暴力等令人不适

的图像。面对新技术发展，有必要前瞻

潜在的风险，只有守住法律和伦理底线，

技术进步才能更好地造福社会。

不只是绘画，写作、作曲、生成短片，

人工智能日益强大的深度学习能力，让

它与不同艺术门类发生着奇妙的碰撞。

展望未来，业界专家认为，人工智能与艺

术融合，一方面会降低一些艺术门类的

创造门槛，让更多人参与到当代的审美

创造中来；另一方面新技术会带来新的

审美风格，人们或许能从中扩展对自身

和世界的认识。

接受指令后输出图像，数秒钟可生成一幅画

人工智能，如何妙笔“生”画
本报记者 喻思南

输入一段话，“绘”
出一幅画——人工智
能的绘画本领，吸引众
多职业画师和零基础
用户尝鲜。人工智能
绘画的本质是计算，接
受“语言描述”指令后
根据自身的理解还原
出图像。未来，人工智
能技术应用于艺术创
作等领域，还要注意防
范潜在风险，让技术进
步更好地造福社会。

核心阅读

本报银川 12月 22日电 （记者刘

峰）记者从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

游厅获悉：宁夏文旅资源普查第一期

工作近日结束，共普查登记文旅资源

31872 个。其中，实体资源 26706 个、

非实体资源 3245 个，集合体资源 1921
个，建立了文旅资源数据库。

此次普查历时一年多，形成了文化

和旅游资源分类标准报告、普查技术规

程、普查支撑系统及相关培训材料、普

查质量控制报告、文旅资源及相关数据

库、资源分析与评价报告、地图集、资源

开发利用与保护指南和普查成果平台

的“8+1”成果体系。根据普查成果制

定了面向文旅深度融合与宁夏特色的

文化和旅游资源实体、非实体分类标

准及集合体识别与评价标准，研发了

面向自治区文化和旅游资源普查的支

撑系统，实现了基于大数据的资源预名

录核查补报与信息采集全流程。

宁夏摸清文旅资源“家底”

本报天津 12月 22日电 （记者武

少民）琴 歌 、民 族 器 乐 、传 统 工 笔 画

……记者近日从天津市教委获悉：经

高校自主申报，天津市教委组织专家

组评审，确定天津城建大学等 10 所高

校为第一批天津市高等学校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基地。

据 天 津 市 教 委 有 关 部 门 负 责 人

介绍，荣获传承基地称号的高校将把

传承项目纳入本校公共艺术课程建

设 ，加 强 学 科 融 合 ，深 化 教 学 改 革 。

以实践活动为载体，组织学生开展群

体性、体验性、互动性的项目实践活

动。以师资队伍建设为支撑，建设一

支相对稳定的传承项目专兼职教师

队伍，提升项目教育教学水平。以成

果展示为助推，因地制宜组织学生开

展传承项目成果展示活动，增强学生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

天津 10所高校设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基地

本报石家庄 12月 22日电 （记者

张腾扬）日前，河北广播电视台开启

《美丽河北》慢直播节目，在河北卫视、

河北公共两个频道每天早中晚三个时

段，呈现“曙光”“正午”“暮色”下的美

丽河北，并在“冀时”客户端进行全天

候 直 播 。 节 目 采 用“ 即 时 慢 直 播 画

面+实时拍摄素材”呈现方式，将固定

点位的客观镜头与随机的主观视角相

结合，以原生态画面、代入式长镜头、

悠扬的背景音乐、滚动字幕信息，带领

观众浏览自然风物，观赏人文胜景，俯

瞰城乡新貌。节目推出以来，相关内

容全网传播总量超 3 亿。《美丽河北》

慢直播项目负责人介绍，河北广播电

视台正通过“冀时”客户端，开启“非凡

见证·美丽河北”视频征集活动，围绕

生态之美、人文之美、城市之美、乡村

之美、夜色之美，面向全社会征集视

频，招募“美丽河北见证官”。

《美丽河北》慢直播展现美丽山河

本报太原 12月 22日电 （记者付

明丽）《山西省促进民间艺术保护传承

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日前印

发，旨在推进民间艺术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

《措施》指出，山西将开展民间艺

术普查、记录和研究。2023 年启动对

山西民歌、戏曲、传统手工艺等优势资

源的全面普查；依托黄河国家文化公

园、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对漆器、

澄泥砚、剪纸等民间艺术资源进行专

项调查。 2023 年启动以非遗四级名

录为基础的民间艺术重点和濒危项目

记录工作，构建民间艺术档案库、资源

库 、网 站 、数 字 博 物 馆 、云 上 展 览 馆

等。借助国内外知名专家力量，依托

省内高校、科研院所，开展相关课题研

究，打造集理论研究、艺术创作、人才

培养为一体的民间艺术保护传承研究

基地。

山西促进民间艺术保护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