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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重构与艺术复制
——基于文本智能生成图像技术的思考

刘佳，萧惠丹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北京 100875

摘要：研究文本智能生成图像所蕴含的艺术性及其背后的重构与复制，进而探讨“艺术创作与艺术复制”所引发的问题与解决

方案。从现有的文本智能生成图像技术切入，梳理当前的主要应用方法，提炼出技术特点。在此基础上探索文本智能生成图

像技术的创作过程、生成图像特点和艺术特性。从纵向角度与传统图像、数字图像进行比较分析，探讨人与人工智能在图像创

作中因主体差异性而产生的创作过程的差异。最终探讨文本智能生成图像在艺术重构与艺术复制过程中的创造性与复制性

问题。文本智能生成图像是对人类的艺术性创作的深度学习，是对人类已有艺术作品的重构，但是也无法避免对人类已有艺

术作品的复制，创作行为与复制行为之间的合理性成为该技术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人工智能；文本生成图像；可复制性；DALL· E；数字化图像

中图分类号：J5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946（2021）05-0060-05

DOI：10.19798/j.cnki.2096-6946.2021.05.010

Artistic Reconstruction and Artistic Replication: Thinking on the
Technology of Intelligently Generating Images Based on 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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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artistry contained in textual intelligent image generation work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and

reproduction behind it, and then to explore the problems and solutions caused by“artistic creation and artistic reproduction”.

Starting from the existing text intelligent image generation technology, combing the current main application methods and extracting

the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reation proces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enerated image and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ext intelligent image generation technology. From a longitudinal perspective, it compares and analyzes

with traditional images and digital images, and explore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reation process caused by the main differences

between human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image creation. Finally, it discusses the creativity and reproducibility of text intelligent

image generation technology in the process of artistic reconstruction and artistic reproduction. The intelligent image generation

technology of text is a deep learning of human artistic creation, and a reconstruction of human existing artistic works, but it cannot

avoid the duplication of human existing artistic works. The rationality between creation behavior and replication behavior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by this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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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远古时期人类在岩壁上的图像绘制到机械复制

技术下的图像复制，再到人工智能时代的图像生成，人

类创作图像的历程经过了漫长的岁月。每一次的技术

迭代，都会影响人类创作图像的生产方式、欣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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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方式致使艺术审美发生巨大的变革。人工智能技

术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在参与数字艺术创作方面已经

展现出不容忽视的创作能力，尤其是在图像生成领域，

人工智能参与图像生成技术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

发，已经引起了艺术界的广泛关注。

文本智能生成图像技术主要的关注重点是将人类

单句自然描述形式的文本直接翻译成相应的图像。这

项技术的达成首先得解决两个子问题，第一是深度学

习捕捉自然语言中的视觉表示信息，第二是根据信息

合成相应的图像[1]。初代AI“艺术家”The Painting Fool

起源于 2001年，发起人西蒙·科尔顿希望把一些数码

照片变成艺术品，经过十多年的改进，The Painting

Fool学会了物理绘画、模拟人类情绪绘制肖像、识别和

创造三维世界，向着“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不断前进。

2014年伊恩·古德费洛等人开发的深度学习模型——

“生成对抗网络（简称GAN）”，提出通过对抗过程估计

生成模型的新框架，主要应用在图像生成、超分辨率任

务、语义分割等方面。2015 年谷歌公司公布 Deep

Dream项目，通过人工神经网络对图像的深度解读，加

大对图像特征的识别，提取越来越高的图像特征，最终

作出显示什么内容的决定。Deep Dream 程序使用卷

积神经网络，通过算法的空想性错视查找并增强图像

中的特征，从而在过度解释的图像中产生类似梦境的

幻觉外观[2]。2021年 1月 5日，Open AI公布人工智能

神经网络“DALL· E”，其因声称可以通过自然语言文

本直接生成对应图像而获得广泛关注，本文也将以

DALL· E为基点，研究文本智能生成图像所蕴含的艺

术性及其背后的重构与复制，进而探讨“艺术创作与艺

术复制”所引发的问题与解决方案。

一、DALL· E的应用机制及技术特点

DALL· E是变压器语言模型，模型的命名来自艺

术家萨尔瓦多·达利和皮克斯的机器人WALL-E名字

的结合。DALL· E 的词汇量同时具有文本和图像概

念[3]。经过数据的训练后，向模型输入文本，DALL· E

可自动生成相应图像，也就是说，输入进行训练的数据

将会影响 DALL· E 最终输出的效果。DALL· E 使用

CLIP对进行重新排名有交互式视觉对象，取每个标题

512个样本里的前32个。此程序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

语言引导搜索，并可能对样品质量产生巨大影响[4]。

DALL· E功能强大，不仅可以同时绘制多个不同

属性的对象，例如“一只戴着蓝色帽子、红色手套，穿着

绿色上衣、黄色裤子的企鹅”（见图 1），还可以允许控

制场景的视点，例如特写、俯视、仰视等，还可以渲染场

景的3D样式及改变风格、设置和时间，绘制内部结构，

渲染外部结构等，而引入对象越多，成功率越低。输入

替代用语重复文本句可以提高结果的一致性。同时，

DALL· E可以将不相关的概念结合在一起生成新的图

像，例如“一只带有竖琴纹理的蜗牛”，竖琴和蜗牛概念

相距甚远，而DALL.E可以将两个概念结合生成全新

图像（见图 2）。基于DALL· E的功能，用户可以使用

DALL· E进行设计，包括角色、服装、广告、平面、室内

图1 DALL·E生成图像（一） 图2 DALL·E生成图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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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等。根据上述应用机制，可以归纳出DALL· E的

技术特点：（1）视觉效果依赖于训练数据，即无法脱离

数据进行独立创作，如数据库不变，输入相同的内容，

结果不会变化，不具有独立创新性；（2）视觉效果取决

于算法机制，不同的算法或者原算法得到改进，数据库

不变，输入相同内容，结果可能会发生变化；（3）拼贴和

合成性强，通过学习训练，根据输入文本将数据进行拼

贴合成；（4）生成时间短、生成结果多元化，只要向模型

输入文本，DALL· E就可以通过计算迅速生成大量相

应图像，相同时间内的效率及数量是人类正常创作无

法达到的。

二、文本智能图像的生成与艺术特性

（一）文本智能图像的生成过程及特点

以DALL· E为例，用户只需要输入相关的词语或

一个自然单句，即可生成图像。同时，用户还可以设置

条件加以限制。基于 Image GPT技术，用户向DALL·

E提供上半部分图像，DALL· E可生成相应的下半部

分图像。因此，除了输入相关语句，还可以增加上半部

分图像加以限制。可见，基于后台的庞大数据与算法，

图像生成过程中用户的参与度是很低的，仅仅需要相

应的文字与图像即可。

根据DALL· E的技术特点，可以归纳出其图像生

成的特点：（1）风格、内容等高度依赖于数据库，由于

DALL· E的视觉效果依赖于训练的数据库，因此，生成

图像的风格、内容等会高度受到数据库的限制；（2）生

成图像的拼贴和合成性极强，例如当输入文本“一个

商店的店面写着‘open ai’字样”，生成的图片中的商店

和街道背景就是由训练数据拼贴组合而成的；（3）生成

结果受措辞方式影响，输入替代用语重复文本句可以

提高结果的一致性；（4）由于图像由数据、算法决定，只

是机器的理性排列的结果，没有人为情感及故事的参

与和表达，因此缺乏情感与故事性；（5）训练数据足够

庞大时，生成图像可实现多样化。

（二）文本智能生成图像的艺术特性

讨论文本智能生成图像的艺术特性，必须回归到

艺术创作本身，首先讨论智能生成图像是否属于艺术，

以及是否属于艺术创作的范畴。艺术创作是指艺术家

运用自己的艺术经验、艺术观念以及审美体验，通过一

定的艺术媒介和艺术语言，把特定的艺术内容、艺术形

式转化为艺术形象、艺术作品和艺术文本的创造性活

动。艺术创作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类的自由创造活动[5]。

也就是说，艺术创作的重点在于是否具有创造性。尽

管人工智能艺术的出现极大地挑战了大众对于艺术本

质的理解，但艺术依然应当是艺术家主体观念与自由

意志的展现[6]。

再现说认为，艺术是对世界的模仿与再现 [7]。模

仿是西方艺术理论长久以来的重要原则，并非指机械

地进行模仿，而是如丹纳所说，艺术的本质在于表现事

物的主要特征，模仿的目的应该指向表现事物的主要

特征[8]。现代中国反映论认为，艺术来源于生活，是社

会生活的反映，同时，艺术反映生活必须由人来完成[9]。

人工智能模仿了人类学习的过程。人工智能输入大量

数据进行训练，正如一位画家早期学习绘画技术时，需

要大量临摹他人的作品，进而使自己的艺术技巧得到

提升，人工智能的学习也是如此。但是，人工智能的学

习主要停留在形式上，没有到达艺术的内涵。艺术的

基本特征由形象性、审美性、情感性构成[10]，人工智能

目前在形象性、审美性上已有较大进展，但情感性依旧

缺失。

人工智能经过对文本和图像数据的训练，能够根

据文本要求创作出所需要的形象，并且可以具有一定

审美价值。微软小冰花了22个月，就学习完了人类艺

术历史上400年236位画家的画作，最终参加中央美术

学院研究生毕业展，从央美研究生毕业。微软小冰能

够根据命题独立完成原创的绘画作品，所得作品无论

是笔触、构图、色彩、表现力等都得到了央美老师的肯

定。虽然作品的形象性和审美性是得到了肯定，但人

工智能所生成的作品缺乏情感性仍是其最大的缺陷，

也是其自身生成行为不能被称为艺术创作的重要原

因。无论是微软小冰还是DALL· E都需要用户输入一

段描述或其他文字作为激发源，微软小冰声称能进行

原创创作也是建立在用户的激发之上的。也就是说，

人工智能所创作的作品是基于人类所拥有的情感或想

法而生成的，但机器本身是不具备情感的，因此作品并

不拥有机器的情感。同时，人类处于社会生活中，根据

反映论，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机器并不处于创作

者所处的人类社会中，不具有人际关系，因此也无法自

主地在作品中反映自己的生活。

回归人工智能的本身定义，人工智能的定义是研

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

技术及应用系统的技术科学[11]。对于人类而言，人工

智能是模拟人的一项技术科学，而且实质是一项模拟

人，帮助人来解决问题的技术或工具。因此，无论是微

软小冰还是DALL· E，它们都很难自主独立地进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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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但却能根据人类的想法来完成创作，是帮助人完成

艺术创作的工具。从传统绘画的画笔、颜料到数字绘

画的Photoshop、Sai、Procreate等，其实是绘画工具越来

越智能化的过程，多种笔刷选择、数字选色、特效处理

和历史步骤记录等减少了人类绘画的成本和门槛，没

有经过艺术训练的人不再需要进行笔触的训练、颜色

的调配就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颜色和笔触进行绘画。

而人工智能技术则是一项功能更加强大的工具，人们

只需要输入文本即可输出相应的图像，人工智能生成

图像技术代替人类为使用艺术技巧、工具进行的训练，

直接输出创作者需要表达的视觉内容。无论这项工具

如何精进，表达的想法仍是创作者的想法，并非机器本

身的想法，因此，文本智能生成图像技术更像是一项功

能强大的艺术创作工具，而非独立创作者，其艺术价值

还是需要创作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来实现。

三、文本智能生成的图像与传统图像、数字图

像的差异

要探索文本智能生成图像的艺术性，将其与传统

图像、数字图像进行比较分析是必要的。下面将梳理

三者之间的区别，探讨人与人工智能在图像创作中因

主体差异性而产生的创作过程的差异。

传统图像是使用一定的物质材料（包括画笔、颜

料、刀等）作为工具，运用线条、色彩等艺术语言，在二

维空间（包括纸张、木板、墙壁等）通过构图、造型等艺

术手段塑造出的静态视觉形象。传统图像中的传统绘

画艺术必须由艺术家去完成，需要较长的创作时间，且

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

术作品》中提到，传统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

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是复制所无法达到的[12]。而这

种独一无二的特性及需带有一定距离的观赏是“光韵”

产生的原因，传统绘画作品所带有的“光韵”是数字图

像和文本智能生成的图像难以得到的。然而，摄影技

术的出现和发展使得“灵韵”不可逆转地被瓦解。机械

复制技术使得一个图像原本可以有多个摹本，图像独

一无二的特性消失，观众能够轻易地近距离与作品进

行接触，灵韵便也不复存在。

数字图像通过计算机存储和处理，因此以像素为

组成数字图像的最小单位。与传统图像相同，数字图

像作品的创作者只有创作者本人，由于创作工具从物

质材料得到解放，不再像传统绘画一样要调配颜料才

可得到需要的颜色，所以创作时间大大减少。人们可

以通过Photoshop、Adobe Illustrator、Sai等软件作为绘

画平台进行创作，笔刷、滤镜等功能大大增加了创作的

便捷程度。数字图像与传统图像相比，尽管创作工具

发生了变化，但创作的灵感仍来源于创作者本人，创作

过程仍需要创作者本人来进行。尽管作品可以被无限

复制，但艺术家独立创作完成的数字图像的艺术创作

仍具有独特性。数字复制技术的出现，确实对艺术领

域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数字影像的爆炸性增值、传播，

使艺术的复制达到了新的高度。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

本价值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艺术大众化

是必然的发展趋势，而艺术复制技术的革新也是艺术

大众化的需要和表现[13]。

文本智能生成的图像也属于数字图像。它是在设

计好算法模型后，通过输入大量文本和图像数据对人

工智能软件进行训练，用户只需要输入相关的词语或

一个自然单句，即可生成相应的图像。与传统图像和

数字图像不同，文本智能生成的图像创作者不再仅仅

是创作者本人，进行创作的过程由人工智能代替，创作

者仅参与文本部分的编写，用于激发模型产生图像。

这是人工智能生成图像与传统图像、数字图像最大的

差异，即创作过程由算法模型和数据库决定，具有绝对

的理性，一切都是数据分析运算的结果，是对已有的数

据库的复制和重构。而无论是传统图像还是数字图

像，都是由创作者本人进行设计、绘画，仅仅是作画的

工具发生了变化。这种创作主体的变化一方面使艺术

大众化的发展更加迅速，给艺术领域带来剧烈的冲击；

另一方面也引发类似“人工智能能否代替人类进行艺

术创作”等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与此同时，人们也对

人工智能创作是否属于艺术发出质问。

四、文本智能生成图像的艺术性与复制性

文本智能生成图像技术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尚无

法取代人类通过自主情感和创造性完成整个艺术创作

的过程。但是文本智能生成图像技术可以通过对以往

作品的深度学习，学会精湛的艺术表现技巧，掌握人类

个体无法拥有的庞大艺术手段，成为拥有最丰富的艺

术创作经验的“艺术家工具人”，以辅助创作者进行创

作。就文本智能生成图像技术而言，它的艺术性体现

在三个方面：（1）人工智能通过深度学习模拟完成了艺

术家的艺术学习过程，为艺术创作积累、沉淀经验；（2）

文本智能生成图像对已有艺术图像进行运算、分析，在

指令要求下进行相关艺术作品的复制与重构，完成艺

术创作；（3）文本智能生成图像将复杂的艺术技巧机械

化，变成“傻瓜化”的工具，成为人人都可以参与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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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类型，促进了大众艺术的普及化。

关于通过文本智能生成图像进行创作无可避免的

复制性的问题。数字图像的复制性主要发生在其艺术

创作完成后，可以随时随地对作品进行拷贝粘贴，甚至

进行修改，很难探寻其“原真性”。而文本智能生成图

像既具有数字图像的复制性属性，又包含了自身特性

的新复制属性，即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根据指令的要

求，人工智能生成图像技术会调用数据库，生成目标图

像的拼贴、合成作品。这一过程中必然发生对已有艺

术作品的复制与重构，而由此引发一系列的问题。

第一，复制性削弱了文本智能生成图形的艺术创

新性。人工智能经过学习人类艺术史上的技法，虽然

能在艺术技巧上超越单个人类的技法，却无法带来革

新的技法，也无法经过生活体验进行创新的艺术构

思。单纯由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的图像仍然是对已有图

像进行运算和分析的结果，无法对已有艺术进行创新，

仅仅只是对人类已有艺术作品的复制和重构。

第二，复制性受到数据库和算法的影响，难免在创

作中出现重复的图像。用户输入同样的文本内容，在

相同的算法模型和相同数据库下，得到的结果相同，无

法保持作品的独特性。“独特性”的缺失会极大损害文

本智能生成图像的艺术价值，从而影响文本智能生成

图像成为艺术作品。

第三，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版权保护问题争议较大，

复制行为是否涉及剽窃仍众说纷纭。由于人工智能生

成物是计算机运行的结果，缺乏自主独创性，未被视为

“作品”，所以并未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其责权规范也

并未明确。对文本智能生成图像艺术重构的尺度成为

衡量其艺术价值的重要参照。但是目前并没有一个权

威的指标体系明确艺术复制与艺术重构之间的界限。

对于文本智能生成图像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复制

性问题，可从如下几个角度进行思考和改进。

第一，把文本智能生成图像作为一项高度智能化

的工具，用于协助人类进行艺术创作或许是实现人工

智能作用最大化的最佳用途，创作者可以通过对文本

智能生成图像技术的充分应用来辅助创作。创作者利

用庞大的数据库，将所需要的想法转换为文字，输入模

型中，以得出的图像作为产生灵感的素材，再由创作者

本人进行再度创作，这不仅可以突破个人审美和意识

的限制，打开创作思路，还可以避免单纯的复制行为的

发生。

第二，在通过文本进行智能图像生成创作伊始，创

作者要尽可能地完善自己的艺术构思，让创意性成为

主导创作内容的核心力量，而艺术呈现的技巧仅是辅

助工具，这样既可以避免文本智能生成图像在创作过

程中复制的雷同性，又可以增强文本智能生成图像作

品的艺术性价值。

第三，文本智能生成图像的复制性问题的解决还

是有赖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提升，在深度学习中模

拟人类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将文本智能从表层的数据

库内容提取提升到创造性的艺术作品重构。在文本智

能生成图像模型构建阶段，制定艺术作品重构的指标

体系，让艺术学习、艺术模仿与艺术复制在数字化的过

程中形成明确区分。

五、结语

在新的艺术创作形式萌芽之时，对艺术作品的看

法也在发生着重大的改变。正如乔治·迪基所言：“艺

术是一定时代人们的习俗所规定的,任何一个人工制

品,如果在一个特殊时代为多数人共同承认为艺术,那

么它就是艺术。而且,随着习俗的发展,艺术的范围也

会变化、扩大[14]。”艺术创作不再是单一的以人类为创

作主体的艺术形式，人工智能成为协助人类艺术创作

的助手，是人与机器人的亲密合作。文本智能生成图

像作为高度智能化的工具，目前阶段人类依然是其艺

术创作的主体，应更多的发挥人类艺术创作的主观能

动性；人工智能技术在艺术创作中的主体地位提升还

有赖于模仿人类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能力的继续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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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ve Phases）中以经济历史视角回述了美国公共艺术的

发展变化，认为“在极端情况下，公共艺术可能成为城

市作为奢侈品的象征，也可能成为政府政策不足和资源

匮乏的见证。或者社会本身将变得更加平等，并在这

个过程中创造一个新的象征意义[24]”。戴维斯的预言

恰是多伦多公共艺术的现实写照。多伦多逐渐成为一

个严重分裂的城市。最强烈的割裂是在政治上更进步

的市中心的核心区和更保守的郊区之间。当前政策导

向助长了这种分裂，核心区之外的地区常感到被遗弃。

作为北美国际化城市之一，2020年多伦多成为了

全北美移民增长最快的城市。当前印度裔移民占所有

新移民的四分之一，来自中国和拉美地区的移民数量

在过去的五年中增长了三倍。拥有多样化人口意味着

消除文化冲突和种族歧视成为重要使命。开放的移民

政策为城市带来人口红利的同时也增加了人口密度。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多伦多的密度上升了20%，居住在

单一家庭住宅的人口比例稳步下降（从1986年的35%

到 2011年的 27%）。更多的人居住在“垂直社区”—

公寓里，私人空间减少，公共领域相应得更加重要。

面对全球化外部竞争和内部环境复杂化的双重压

力，多伦多的公共艺术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具挑战。

在经历了二十年的停滞状态，多伦多需要寻求更积极

和成熟的整体公共艺术规划和相应的支持法案。仅就

前文对《多伦多公共艺术十年战略》内容的解读，十年

战略更像是打补丁。通过与自身早前的政策和发展境

况及其他城市的战略内容进行比较，多伦多在战略内

容中正视自身公共艺术发展的弊病和提升的决心，正

竭力追赶公共艺术领域的时代步伐，并在一定程度上

回应了一些当前所面临的世界问题。多伦多如若想成

为全球公共艺术领域领导者，仅仅在之前的框架上跟

随主流，进行修补是不够的；目前国际城市公共艺术战

略转型的成功都仰赖于长期而持续的投资以及摒弃陈

规的决心。大浪淘沙，唯有成为趋势，才能引领未来。

多伦多未来的公共艺术之路道阻且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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