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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设计中的人工智能视角

季峰
南京大学，南京 210093

摘要：人工智能在环境设计中的应用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人工智能在环境设计的工具、方法、表达，以及设计内容的扩

充、设计语言的丰富性等方面都产生了广泛的变革。本文从环境设计中的人工智能视角出发，探讨了在环境设计中人工智能

发展的未来趋势及可能出现的革命性变化。对环境设计中人工智能的应用情况进行梳理，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设计作品进行

分析，探讨人工智能在应用环境设计中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其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人工智能在环境设计中的应用是从设计

手段到设计内容的一次重大变革。从互动能力、虚拟能力，到大数据的整合等，都是人工智能所具有的能力给环境设计带来的

新的机遇和挑战。环境艺术设计从业者在应对这样的变革时，应建立更加系统化、立体化、数据化的设计活动体系及更加宽泛

的设计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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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nvironmental design has entered a stage of rapid developmen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gone through extensive changes in environmental design tools, methods, expressions, expansion of design content,

and richness of design languag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nvironmental desig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nvironmental design and the possible revolutionary changes were explored.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nvironmental design was reviewed, the design works with extensive influence were analyzed, and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nvironmental design and the possibl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were discussed.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nvironmental design is a major change from design methods to design content. The

interactive capabilities, virtual capabilities and integration of big data, etc., are all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capabiliti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environmental design. Environmental art design practitioners should establish a more

systematic, three-dimensional, data-based design activity system and a broader design theory system in response to such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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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集中体现在大数据、物联

网、人工智能这三个方面，其中尤以人工智能作为主

导。西方国家先后提出了以发展人工智能为主的新的

国家发展战略。这反映出他们对以人工智能为主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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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的重视。美国的先进制造、德国的工业 4.0、日本

的机器人革命等，都反映了这些国家试图以科技带动

制造业来升级发展的雄心。从上世纪50年代起，人工

智能从提出到高速发展，从研究领域渗透到了各行各

业。在我国，环境艺术专业归属于艺术学一级学科下

的设计艺术学。环境艺术专业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

中，无论是在风景园林，还是室内外工程建设中，都发

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环境艺术的概念尚存在争议[1]。

西方国家（如美国）在目前的学科专业中，还没有把环

境设计专业单独分列出来，而是将其分散在建筑学院

景观设计（Landscape Architecture）、艺术学院的室内设

计(Interior Design)和城市公共艺术（Urban Public Art）

等涵盖了环境艺术的主要施教内容的专业中[2]。本文

所指的环境艺术设计也是涵盖这几个领域的设计学科

的综合表述。近几十年以来，在环境艺术设计中，以计

算机辅助设计、机器学习为主导的智能化研究工作蓬

勃兴起，旨在提供部分自动化的人工任务，为设计专家

提供个性化的知识，为业余爱好者提供专业的指导。

本文的讨论也集中于目前人工智能在环境设计中的进

展，重点是其在景观设计和室内设计领域中正在进行

的探索性研究，以及相关研究所带来的思考与答案。

一、人工智能与环境设计

在谈及人工智能与景观设计的关系时，俞孔坚用

激情的语调写下了数个“我们拥抱人工智能”，并且指

向了人工智能在景观设计中的几个应用场景：（1）大数

据的采集——高效准确的信息采集、储存和分析，可以

应用前所未有的方式去再现、感知和体验景观；（2）虚

拟技术——其强大的运算功能及虚拟现实技术可以使

计算机能够飞速高效地呈现出逼真的场景和在复杂条

件下可能的场景变化，为观众带来身临现场的体验感

和审美触动；（3）解放大脑，使设计回归创造——设计

师繁重的制图工作可以交给计算机来完成，大量的逻

辑运算及理性分析也可以通过相关程序设计来精准实

施；（4）改变生活方式——智能化生活为设计师创造更

加理想的人居环境助力；（5）寄托梦想——设计和创造

美丽的景观将是面向未来的重要职业[3]。这五个方面

的应用场景包含了设计师对于人工智能的美好畅想。

依托于深度学习与大数据的融合，当前人工智能快速

发展，并已经在局部领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然而，相

对于人类智能，许多人类很简单的，甚至下意识的活

动，对于机器而言却困难重重。这就是人工智能领域

著名的莫拉维克悖论。目前以大数据和深度学习为特

征的人工智能，只能解决局部的特定的问题，并不能解

决人类通用智能范围内的所有问题，即“大数据小任

务”的模式。人类世界的行为模式时时刻刻为任务所

驱动，并以行动来创造。如何将人工智能变为“小数据

大任务”的方式，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在环境艺术设

计领域，环境艺术的设计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多维的跨

领域融合系统，可以将其看作是一个大任务系统。虽

然人工智能在环境设计局部方面的应用已经获得了成

功，例如在大数据采集、虚拟现实、建筑构造与风格分

析、室内家具陈设及风格分析等方面，但是相对于大任

务系统，人工智能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二、人工智能在设计中的应用

单词“设计”在不同的前提下往往具有不同的含

义。作为产品，可以被理解为正在设计的对象，它可以

是正在绘画的图纸、建筑物的模型、雕塑的泥坯，也可

以是已经实现或构造完成之后的园林建筑，或者其他

艺术品；作为一个过程，设计可以被理解为产品生产的

一个阶段，或是产品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呈现手段。计

算机辅助的设计软件则游离于设计过程和产品之间。

“设计”词义的差异性也正说明，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绘

图工具应该介入到设计过程中，从表示设计信息到产

品，从外观建模到其形式的可视化，从综合设计解决方

案到评估其性能的不同方面。目前的计算机辅助设计

CAD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其一，用来起草和建模的

工具；其二，一种设计媒介。这仅是设计师在设计过程

中获得援助的手段。计算机工具作为一种绘图工具和

可视化的手段，虽然对现代环境设计行业起到了巨大

的辅助作用，但是还不能最终地影响设计师的决策过

程。这一方面是由于设计师的设计推理来源于其自身

的知识储备及对于对象的理性和感性认识，不同的知

识储备类型决定着设计师的决策水平；另一方面，计算

机的辅助手段仍然依赖于庞大的数据来源，各种信息

所构建的支持系统。

实现人工智能的一般方法，是建立设计任务的运

作模型。模型的建立包括两个阶段。第一，认知建模，

即数据驱动的概念学习阶段，用于形成自定义，形成合

理的空间布局。环境艺术设计从诞生之初，就跟其“同

胞兄弟”建筑设计一样，将其理论建立在了数学和几

何、材料的使用、工程的设计方法之上。人类建筑师在

长达数千年的设计过程中，在这些特殊领域中得到了

长足的进步。随着计算机的出现。计算机所提供的工

程手段和设计方法是现代环境艺术，特别是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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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次根本性的变革。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和工

程（CAE）方法的应用取代了数学在环境设计中的核心

作用。第二，智能系统是进行优化设计，用于微调新形

成的解决方案的工具，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科学家们

会使用不同的科学计算，在建筑和室内设计领域中进

行智能计算应用[4]。人工智能更有趣味的尝试，是在

设计风格的形成上。例如，将不同家具类型的风格进

行比较研究，利用文献中的大数据进行基于几何特征

向量的算法，将可选择的对象投影到共同的K维空间

中，通过计算，获得风格相近的应用[5]。目前，在建筑

设计、景观设计的室内设计及软装布置等方面，都已

经可以提供部分的自动化人工服务。其服务内容不仅

应该包含为设计师提供的个性化知识，而且需要包含

为业余爱好者提供的专业指导服务，因此，与其它领域

一致，人工智能的形成同样着重于这几个方面。

1）大数据。人工智能依托大数据来计算和学习。

数据越多，它的学习能力越强大，水平越高。

2）软硬件的发展。能够处理庞大数据的软件与支

撑该软件运行的硬件和硬件技术，是目前局部人工智

能得以实现的技术基础。

3）深度学习。在被称为神经网络，并且以模拟人

脑学习方法所构成的人工智能算法中，深度学习是最

近最受瞩目的部分。神经细胞通过电子信号相互传递

信息，信息传递的结合部分被称为突触，用突触连接结

构进行信息处理，通过数学建模就构成了神经网络。

自 2012 年 卷 积 神 经 网 络（Convolutionary Neural

Network）和 GPU（图 形 处 理 器 Graphic Processing

Unit）得到发展之后，带有复杂语义特征及多维化立体

式场景搭建的人工智能模式已经形成[6]。

三、艺术创作与人工智能

2016年4月，荷兰海牙的莫里茨皇家美术馆、伦勃

朗美术馆、微软公司等多家机构和企业联合发起了一

项新的项目。一幅由人工智能绘制的伦勃朗“新作”被

公开。人工智能将现存的伦勃朗画作全部扫描，通过

深度学习，将这些画的题材、笔触、用色进行分析和图

形化处理，再利用 3D打印技术，创作了这幅作品。这

幅画具有伦勃朗的绘画风格，几近乱真。这一事件在

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对于利用人工智能进行艺术创

作的更深层次关注，并且加快了人工智能对其它艺术

创作领域的探索。在环境设计领域，由于专业的复杂

属性，类似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环境设计涵盖了从宏

观到微观的较为复杂的设计元素，仅仅从个人的作品

分析、大数据的综合计算来整合，并形成设计成果，在

目前看来，还是较为困难的。然而，从发展趋势来看，

随着今后大数据的来源越来越充分和计算能力的加

强，在环境艺术设计领域，出现纯粹的由机器设计的作

品将指日可待。人类的艺术创造作品终将会由于人工

智能的出现，而发生深层次的改变。当然这有可能产

生一种新的审美对象。有专家认为，试探性、启发式、

模糊、不确定，甚至错误的推理方法更符合人类的思维

过程[7]。虽然人工智能在很多方面能带来种种便利，

但总的说来，环境的设计工作不仅是一个技术层面上

的工作，而且是人类各种情感综合的设计结果。在讨

论人工智能的同时，人们应该注意到人工智能在道德

层面、审美层面及情感层面都很难表达出与人类同质

的反应。当设计师进行一项环境设计任务时，除了考

虑基本的设计要素之外，还应该考虑自我感应能力、适

应度及个体的情感差异等因素。这些需要设计师的参

与，需要其通过与业主的反复交流和沟通，了解与尊重

业主的诉求。虽然，在大数据分析上，人工智能可能会

获得多方面的针对业主诉求的综合数据，并且可以参

照设定模板，进行多种多样性的分析，但是在道德、审

美、情感的微妙层面上，人工智能却很难对此作出适当

的反应。好和坏是容易判断的，可是喜欢和厌恶、美或

者不美，都因个体差异而有着巨大的悬殊。因此，人工

智能在环境设计上的应用，无论是目前，还是将来，都

很难完全取代设计师独特的创造力。虽然，人在硬件

或软件的编辑能力上将落后于人工智能，但是在情感、

审美和道德层面，人类永远是设计的主宰。无论是当

前还是未来，这一点都毋庸置疑。

艺术家在谈论科学与艺术的话题时，往往将这两

者割裂，将问题归结于如何表达。而人工智能的兴起

将这一问题变得异常的复杂。人工智能把创作表达的

手法问题转换成了创作主体的合法性问题。人工智能

可不可以有自主的创作设计能力？人的创作行为与人

工智能的创作行为是否可以进行融合[8]？不少学者讨

论了人工智能对于艺术创作的影响，指出了目前人工

智能的艺术创作只是非艺术的“单纯的机器和技术活

动”[9]。然而，人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广泛的民用

设计领域，人工智能的应用可能极大地满足广泛的设

计需求。在大量的设计活动中，个性化的创作有时候

并没有最大程度地满足功能性来得重要。而人工智能

对大数据的客观理性分析，可能使其在满足功能性及

客户满意度上大幅领先于人类设计师。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人工智能是甲方与乙方需求对抗的中间体。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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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极大程度上了解客户并满足客户需求，设计活

动的创造性演化成为满足甲方需求的附属品。对于未

来设计师而言，与人工智能的充分合作是设计活动的

不二选择。

四、结语

当然，设计之所以被称为艺术，是因为其设计活动

中内含的人文价值，或者说艺术的本质是创造“诗意”

的“真理”，“沉思之思”而非“算计之思”[10]。设计活动

以满足人类的精神诉求为价值目标，而具备人文价值

的设计作品才会被认可为艺术品。近代以来的去装饰

风潮，虽然从表面形式上看是对设计活动，特别是装饰

活动的否定，但实际上，“少即是多”的设计观正好是当

代人类艺术精神活动的精粹。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

设计师通过对人工智能的利用，可以极大地简化目前

设计活动中的基础工作，将精力集中在创造性的设计

中去。设计师可以跳脱职业限定和减少基础知识的积

淀，直接从事“诗意”的纯创造性活动。在当今的经济

生活中，价值的创造已经从商品转向服务和体验，甚至

是个性化的体验。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相比以前，技

术革新显得尤为迅速。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和增强现

实，正在推动着巨大的变革。在这样一种不断变化的

经济发展过程中，设计师的能力和思维方式正在成为

关系未来商业成功与否的至关重要的解决节点。虽然

人工智能可能会使现代的设计师工作变得过时，但是

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使设计师可以重新设计和建立他们

的设计文档。设计师与非设计师之间的界限将越来越

模糊。这关键在于人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协作和共同创

造，在技术、设计思维和设计之间找到平衡点。也许在

不远的将来，没有人是设计师，也没有人不是设计师，

设计师这个行业将被重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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