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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经验·观念：油画专业创作的 AI当代
表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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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油画专业创作为核心，探讨传统技法与数字时代技术融合背景下的艺术语言重构问

题。通过分析构图、色彩、笔触、材料及题材等基本构成要素的当代演变，揭示油画创作从“守

界”到“越界”的动态平衡机制。研究指出，AI 技术的介入既拓展了创作的可能性，也引发艺

术伦理与作者身份的新挑战。最终提出“技术-语言-思想”三位一体的框架，强调油画教育需融

合匠人精神、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以应对算法时代的艺术生态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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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的工作室中，一位

学生正同时面对两幅未完成的画作：左侧画布

遵循安格尔式罩染法描绘古典人体，右侧则尝

试将丙烯酸凝胶与电路板碎片拼贴成赛博格

肖像。这种撕裂感恰是当代油画专业创作的缩

影——既要维系文艺复兴以来建立的技艺谱

系，又需回应数字时代对艺术本体的质询。

油画作为学院教育的核心学科，其创作已

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艺术技巧和视觉呈现。随着

科技进步和文化观念的变化，油画的创作已演

变为一个多维的复合系统，涵盖了技法逻辑、

个体经验与观念表达。在这种演变过程中，艺

术家不仅要关注传统技法的传承和革新，还要

面对数字化、信息化带来的新问题与新机遇。

现代油画不再单纯是“物质艺术”的呈现，它

越来越依赖于新的技术工具和思维方式，从数

字图像生成到虚拟现实的介入，油画创作的边

界和内涵正发生着深刻变化。

本文通过对油画专业创作实践的分析，探

讨在这一动态的创作过程中，如何在“守界”

与“越界”之间找到平衡。在“守界”方面，

传统技法和经典理论的传承仍然是油画教育

的基础，学生需具备扎实的技艺功底；而在“越

界”方面，数字技术、跨媒介实验以及新兴艺

术观念的融入，则为创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

能性。本文提出，只有在“技术-语言-思想”

三位一体的框架下，油画创作才能走向未来，

超越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进入一个更加多元与

开放的艺术空间。

二、油画专业创作的基本构成

油画作为一种深具历史积淀的艺术形式，

其创作不仅仅是视觉的呈现，更是技法、语言

与思想的交织体。以下从构图、色彩、笔触、

材料和题材五个方面，探讨当代油画创作的基

本构成。

（一）构图：秩序的博弈场域

构图在油画创作中不仅是一种形式美的

追求，更是一种秩序的建构与观念的显现。传

统油画构图深受古典美学与数学比例的影响，

如黄金分割、对角线构图、三角形稳定结构等，

在西方绘画史中形成了系统化的视觉规范。在

这种构图方式中，形式本身便承担了观念表达

的职能。构图形式的多样化亦为情感传达提供

了丰富的可能性：水平式布局往往营造出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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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静与安定的气氛，适用于风景与静物题材；

垂直式构图则强调庄重、威严，常见于宗教与

历史画；S 形构图富有韵律与动态变化，带有

巴洛克式的戏剧张力；而三角形构图则因其稳

定性与中心聚焦能力而成为肖像与群像的经

典布局手法，正三角带来空灵感，锐角三角则

具刺激与张力感
[1]
。

当代油画创作则逐渐突破这一传统范式，

开始引入碎片化、多焦点、去中心化等“反构

图”策略。如格哈德·里希特在《十月》系列

中将图像破碎化处理，放弃中心主导，改以边

缘与残缺唤起观者的不安与沉思，借构图结构

的瓦解隐喻历史记忆的断裂与模糊。随着图像

生产机制的变化，构图不再仅是“如何安排”

画面元素的技法问题，而成为艺术家对权力结

构、观看方式与意识形态的反思现场。

（二）色彩：从物理到心理的转译

色彩自始至终都是油画创作中最具表现

力的视觉语言之一，它不仅关乎物理属性如波

长、明度与饱和度，更承载着艺术家对世界的

情感投射与心理叙事。在传统油画中，色彩的

使用往往服务于再现自然，体现光影关系与物

象结构，如 17 世纪的荷兰画派通过精确的色

温调配来呈现玻璃器皿的透明感与金属器皿

的冷峻质地。但很快，色彩从自然模拟的工具

转向精神情绪的媒介
[2]
。威尼斯画派尤其擅长

运用浓郁暖色调营造出神圣与戏剧性的氛围，

例如提香与委罗内塞通过红与金的对比塑造

庄严华丽的宗教场景，将色彩作为信仰的视觉

化途径。进入现代主义之后，色彩逐渐摆脱了

自然主义的束缚，成为表现心理状态与主观经

验的重要手段。蒙克的《呐喊》中以高饱和的

硫磺黄与血红渲染极度焦虑与恐惧的内在情

绪，画面如同灼热般刺痛观者的感官，标志着

色彩作为心理语言的极致运用。

当代油画创作则进一步探索色彩在观念

层面的功能。例如，中央美术学院的一项实验

性教学中，教师引导学生在观念绘画中主动降

低色彩饱和度至 NCS（自然色彩系统）2500-N

中性色域，结果发现这一策略有助于削弱色彩

的情绪干扰，强化画面中的理性秩序与思辨氛

围。这种“去情绪化”的色彩运用反映出当代

艺术家对于色彩功能的重新理解——不再以

取悦视觉为目的，而是以构建思维场为目标。

与此同时，新技术也拓展了色彩的认知维度。

例如，AI 色彩辅助工具可根据情感语义生成

调色建议，3D 打印颜料可控制光谱反射率，

实现物理上“不可调和”的色彩并置，为艺术

家提供前所未有的调色空间。

因此，色彩在当代油画语境中的角色已从

视觉层的“再现”转译为心理层与哲学层的“表

达”。艺术家不仅用色彩描绘事物，更用色彩

建构情绪场域、编码思想结构，甚至挑战观者

对色彩本体的固有认知。色彩不再只是调色板

上的物理材料，它已成为一种可以穿透经验与

感知的心理能量场，构成油画创作最具震撼力

的思想语汇
[3]
。

（三）笔触：身体的在场证明

笔触是油画中最直接的表现手段之一。梵

高的旋涡笔触是精神状态的直接投射，里希特

的模糊化处理则刻意消除手工痕迹。四川美院

近年提倡“触觉笔触训练”，要求蒙眼作画以

强化身体感知。笔触的风格多样，从精雕细绘

到挥洒自如，每一种笔触都承载着艺术家的情

感和思想。

（四）材料：媒介即信息

材料在油画中不仅仅是物质的载体，更是

信息的传递者。基弗用铅板与麦秸构建战争创

伤，徐冰的《背后的故事》系列以透明树脂夹

层重构山水画意境，材料选择本身即成为叙事

语言。材料的运用不仅仅是技术的体现，更是

思想的表达
[4]
。

三、从技法训练到个性表达的过渡

在当代油画教育中，技术与个性的关系正

处于持续重塑之中。从基础训练的机械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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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观念导向的自由探索，这一转变既反映教学

理念的嬗变，也折射出艺术家主体性意识的觉

醒。

（一）个体经验的萃取

随着学生主体意识的加强，越来越多的创

作者开始从自身生活经验中提炼出独特的视

觉语言。广州美术学院研究生王某某的《城中

村记忆》系列便是一例。他将传统罩染技法与

城市拆迁现场墙皮的拓印结合，使画面在质感

上呈现出时间腐蚀与空间记忆的双重维度。他

的创作笔记显示，这一语言体系的建立源于对

底层建筑材料氧化痕迹的观察，从中意识到技

术并非自足的系统，而应成为感知世界与重构

记忆的工具。从再现对象到表达经验，王某某

的路径转变体现出个体如何将“传统技法”重

新编码为“自我叙述”的媒介。

（二）跨媒介转译策略

当代油画创作的边界已不断被拓展，越来

越多的艺术家采用跨媒介策略，借助外部媒介

对油画语言进行重构与转译。

例如摄影介入：大卫·霍克尼以宝丽来拼

贴打破传统透视逻辑，其《更大的水花》虽为

油画，但实则借鉴了高速摄影中的时间冻结技

法，通过将多个瞬间并置于单一画面，实现对

“视觉真实”的再定义
[5]
。

AI 辅助：清华美院某实验项目利用 Stable

Diffusion生成 300 幅构图草图，艺术家从中筛

选、拼接与重构，形成具有视觉张力的意象组

合。据统计，该流程比传统草图法效率提升约

40%，但更重要的是，它促成了“算法直觉”

与“人类审美”的新型协作关系。

生物艺术探索：中央美术学院实验室正尝

试利用细菌培养的色素沉积规律创作画面，使

画面呈现自然渐变的色彩痕迹。这种方式不仅

延展了油画对时间的理解维度，也提出了“非

人类媒介”在艺术生产中的伦理与美学问题。

四、油画专业创作中的观念建构

在当代油画创作中，观念的建构不再是技

法之后的附加物，而是贯穿于构图、色彩、材

料、笔触等一切形式决策之中的原发动力。艺

术家作为视觉语言的“策展人”与“编码者”，

不仅要处理画面上的物象关系，更需回应图像

背后的文化、身体与认知结构。油画不再是单

一视觉通道的输出工具，而成为一种观念的触

发机制和多维度交流场域。

（一）图像政治的再编码

图像早已脱离纯粹审美的范畴，成为意识

形态与社会结构的传播载体。王广义的《大批

判》系列便是对图像政治的深度干预。他将文

革时期的宣传画人物与可口可乐、宝马等西方

消费品牌并置，形成强烈的文化张力，从而揭

示意识形态与全球资本主义之间的复杂共谋。

这种创作方式要求艺术家具备“图像考古学”

意识——即不仅从视觉上分析图像的形式特

征，更要解构其历史语境与权力结构，厘清视

觉表象背后的价值操控与文化编码。

（二）身体经验的物质化

艺术创作不仅是思维的投射，更是身体的

行动与记忆的沉积。向京的《肉身》系列通过

极具力量感的厚涂技法，强化肉体的质感与存

在感，颜料堆积的物理厚度仿佛与生命的沉重

相互映射。这类创作强调“身体经验”的物质

呈现，需要艺术家发展如“体感日记”式的记

录方法，将日常动作、姿态感受乃至肌肉记忆

转化为笔触的节奏与密度。

五、技术融合与 AI 辅助创作的可能性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视觉艺术领域的迅

速扩展，油画创作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深

层变革。AI 作为一种新兴的创意工具，不仅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图像生成能力，也带来了艺

术伦理、作者身份、审美标准等方面的根本性

挑战。如何在保持艺术本体价值的前提下，合

理引入并驾驭 AI，成为当代油画专业必须面

对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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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AI 作为创意催化剂

AI 并非艺术创造力的威胁者，而可以成

为激发新形式、新语境的催化剂。例如，谷歌

开发的 DeepDream 算法能够通过深度卷积网

络识别并强化图像中潜在的形态特征。中央美

术学院团队曾以此技术对《富春山居图》进行

变体生成，并组织公众观展调查，结果显示

63%的参与者认为 AI 生成的构图方案成功拓

展了传统山水画的表现空间与视觉逻辑。这一

案例表明，AI 在油画创作中并非简单复制，

而可作为一种“异质思维”的引入力量，打破

惯性认知，激发艺术家对空间、形态、肌理的

新探索。

（二）人机协作的灰度地带

然而，当 AI 在作品生成中扮演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时，人机协作的界限问题也随之突显。

2023 年，苏富比拍卖会上出现了引发广泛争

议的作品《机械缪斯》，其制作过程采用了

“GANs生成初步图像+艺术家手工罩染完善细

节”的混合工艺。由于 AI 完成了约 70%的画

面结构，舆论焦点集中在艺术家署名权及原创

性认定上：当创意主体部分由算法贡献时，艺

术家是否仍能单独主张作者身份？此类案例

提示我们，油画领域需要尽快建立一套新的

“协作作品”认定体系，以回应技术与艺术共

创时代带来的伦理挑战。

（三）技术驯化与反驯化

在应对 AI 介入带来的创作惯性问题上，

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提出了“对抗性创作”

（adversarial creation）教学策略。课程要求学

生在 AI 生成图像的基础上，主动制造“错误”，

如破坏透视逻辑、打破色彩统一、故意留下矛

盾笔触，以此防止 AI 美学标准的单一化驯化。

通过这种方式，强调人类感知的偶然性、非理

性与手工痕迹的独特价值，从而在技术洪流中

保持艺术创作的不可替代性与个体性。

六、结语

当某美院毕业生在答辩现场同时提交布

面油画与对应的 AR 增强版本时，评审团不得

不重新定义“完整性”标准——这预示油画创

作正进入多重宇宙时代。未来的专业创作教育

应致力于培养“三位一体”能力：精通材料物

性的匠人精神、驾驭技术工具的理性智慧、关

怀人类经验的诗人气质。建议构建“技术伦理

评估-语言实验工坊-观念孵化器”三级培养体

系，使油画创作既延续画布上的时光沉淀，又

能解码数字原住民的视觉基因。唯有如此，这

门古老技艺方能在算法浪潮中，持续生产不可

替代的审美震颤与思想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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