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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汤把一座“寺庙”搬到了展台上，
他说AI产业落地的思路和古代建庙是相通的

位于五台山的佛光寺始建于公元 481
年，重建于公元857年，是现存最为雄伟的唐
代殿堂式建筑，寺内现行的唐代木结构建筑
几乎都是中国现存古建筑中的孤例，具有极
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在这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商汤科技
就把这个寺庙“搬到了”展台上。

东大殿为佛光寺的主殿，外部单檐庑殿
顶，殿顶脊兽用黄、绿琉璃烧制，造型生动。
我国古建筑学家梁思成评价其建筑风格为

“斗拱雄大，出檐深远”。在内部，也采用了
中国传统木作的榫卯接合方式。

商汤科技通过AI重建与数字孪生技术，
对这座现存最宏伟的唐代殿堂式木构建筑
——佛光寺东大殿结构进行了高精度还原。

得益于商汤计算机视觉技术、机械臂等
多种AI技术的加持下，嘉宾可在现场以虚实
结合的形式，体验佛光寺的发现及探索过
程。当控制机械臂探入殿内，系统会通过
AR叠加照片史料，复原再现雄浑独特的大
唐建筑风采，结合老照片AI上色等技术，展
现梁思成、林徽因对佛光寺的再发现和再探
索，在指尖邂逅千年古建，感受从魏晋南北
朝到唐代佛教经历的历史兴衰与变迁。

与文物合作的商汤AR
“佛光寺”是商汤科技在世界人工智能

大会上的AR展项之一。很早之前，商汤科
技就认为，科技赋能文化，不光能从技术的
角度赋予大家更好的展示和理解中国历史
的文化内涵，也有机会创造出一些新的模
式，形成数字化文创这样的新品类。

商汤科技数字空间事业群数字文娱事
业部总经理栾青称，传统文化更多的是用图
片、视频或者比较固定的实体形式去展示。
但我们看到这些内容的时候，实际上并没有
办法了解它背后动态的逻辑，这种固定形式
可承载的内容不管从深度和广度都非常有
限，所以我们用数字的内容去承载它，尤其
加入互动内容的时候，会发现它可以更好的
表达和理解背后的内涵。

延着这样的思路，自从 2021年开始，商

汤科技开始投身数字文创领域，包括数字文
创，甚至是数字出版等方向。

比如，过去我们介绍过的“千年一瞬·敦
煌限定数字壁画”与“画境·徐悲鸿宋人匹
马”等数字文创产品，正是AI技术与数字藏
品的结合，以“实物底座＋数字内容”组合的
形式，将视频、三维模型等数字化文创内容
投射到现实世界中，也让各种独特的文化创
意都变为现实。

此次的《古蜀幻地》是商汤与生态伙伴
连偶科技、Nreal共同打造MR沉浸体验项
目。它采用中华古文明和MR相结合的展现
方式，当游客戴上MR眼镜，三星堆博物馆中
的展品会由静变动，借助商汤AI+AR技术，
文物上会叠加呈现大量虚实融合的视觉效
果，如同一段段电影画面，展现古蜀文明的
文化，让游客更加直观地感受黄金面具、青
铜神树等文物背后的精彩历史，看到想象中
古蜀王鱼凫的故事。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展项是“智会世图”。
眼前这幅 7.5m×3.7m的超大尺寸画作，

是中国著名艺术家、中央美术学院的邱志杰
教授精心创作的。只不过画上的细节有玄
机。

仔细看，整个画作以左、中、右三个地块
的形式展开，不同地块之间被河流相隔。在
这条“人工智能河流”分割的三块大陆上，最
显然的中部区域绵延的山峰象征着世界人
工智能大会的发展历程，呈现了大会主题从

“人工智能赋能新时代”到“智联世界 元生无
界”的演变；左侧描绘的是世界人工智能技
术从开始的AI数学基础、图灵测试，到今天
的机器学习、数字孪生，到未来的通用人工
智能、量子计算等技术的创新突破；右侧展
示了上海人工智能产业五年在创新策源、应
用场景和产业集群等方面的发展成绩；顶部
海洋展现了对于通用人工智能的期待，展望
的是科技与人共生的和谐境界......

扫描这幅艺术画作，视频展现的方式会
让你更了解这幅艺术画作的“科技”含义：

从开始的AI数据技术到图灵测试，从达

特茅斯会议到今天的机器学习......
包括知识图谱、专家系统、自然语言处

理、计算机视觉等分支的人工智能的技术领
域......生动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一幅“智会世图”通过与商汤科技增强
现实（AR）技术的合作，将地图所描绘的场
景生动展现并彼此连结，形成严密而有趣的
结构。

艺术的科学生产力工具
从生产力这个范畴，画笔和颜料等其实

是画家的生产力工具。但聚焦回到“智会世
图”的创作过程，栾青认为，商汤团队提供了
两种赋能：一是作为深耕多年的人工智能技
术型团队，将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发展史，
各种各样的体系、知识理解和创作团队进行
沟通；另外，作品来自于艺术和科技的不断
碰撞，激发了大家的灵感。

在和各类的艺术合作的过程中，商汤科
技将自己定位为艺术提供工具，赋能给艺术
家——在这点上人工智能并非替代创作，它
更多的是给创作者更加轻便更加高效的应
用，或是更丰富的展示能力，这样一系列的
新技术形态，帮助设计师来更好的表达自
己。

这个工具基于商汤科技 SenseMARS火
星混合现实平台，平台包括刚才介绍的数字
孪生技术，图像识别、高精定位、混合现实等
领先的AI技术能力，可以将实体文创产品与
数字藏品结合起来，以视频、三维模型等形
式将数字藏品投射到现实世界，为数字文创
赋予虚实共生的沉浸式感官体验。

栾青认为，人工智能能做两件事情，一
件事就是分析现实的世界，另外一件就是生
成一些虚拟的事件。而从艺术表达的角度，
人工智能提供的作用就是打破这种由于技
法的原因而被限制的情况，让我们拥有了更
好的表达自己的一系列工具。

商汤科技CEO徐立以佛光寺举例称，理
论上“AI+数字孪生”这项技术可以把世界上
任何事物，都以数字化的形式保持下来。

“现在看来它就是一个模型，观赏价值
远远不能和亲临相提并论，但看见从来不是
文化遗产数字化的最终目的。在雨雪风霜
里，永久保存这些数据，并让后辈能从古建
筑中，挖掘出智慧还有内涵才是意义。”

这里更多是数字化文物的范畴。而佛
光寺被称为“中国古建第一瑰宝”不仅因为
它是现存不多的唐代古建筑以及它的传奇
故事，它还是研究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活标
本，成为了一种生产范式。

人工智能里的艺术魅力
徐立称，“范式”，其实是一个舶来词：规

范一种理论体系，就叫“范式”。而最早在周
朝的时候，就有“法式”一词，意思就是指方
法论规则和规范模式。

在很早之前，建筑行业就有了《营造法
式》一书，于北宋崇宁年间编纂，它规定了建

筑学的四粱八柱。
《营造法式》中有一句话：“凡构屋之制，

皆以材为祖。”这里的“材”字，指的是标准木
材。《营造法式》把这个标准材的断面规定为
3：2，还让它具有了高度科学的受力性能，并
且把这个材分成八个等级，用来盖规模大小
不等的建筑。

而另外一句话为“凡屋宇之高深，名物
之短长，曲直举折之势，规矩绳墨之宜，皆以
所用材之分，以为制度焉。”意思是说，有了
标准材件，模数化的设计是中国古代建筑很
重要的一点，这样工厂可以开始大规模生
产，然后搬到工地现场进行加工和组装，这
样大大加快了中国古建筑建造的速度，甚至
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很多关于建造神速的神
话。

徐立认为，标准化是人工智能大规模产
业化的一个标志。

根据《营造法式》做一系列的标准木构
件，形成一个模型库，在建造任何一个独特
建筑的时候，只需把模型调出来，修改一点
尺寸就能进行搭建。“把它和我们商汤人工
智能产业落地的思路一比较，就会发现两者
是非常相通的。”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以及人工智
能与各行业的融合，人工智能正在进入大规
模商业落地阶段——人工智能生产范式正
在发生改变。第一，需要标准化算法模型和
训练平台，大幅提升效率。第二，复杂的人
工智能模型，通过模块化，伸缩性、按需取
用，变得很简单易用。第三，AI云计算SaaS+
PaaS提高组织效率。不需要一堆专业的“工
程师”，只需要一个“梓人（设计师）”，就可以
快速的建立建筑（完成应用搭建)。

在品玩看来，如果科技也成为了一种艺
术形式，站在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上去观
察，两者确实是互相交融的。

具备很高的艺术价值的藏品，往往都是
当时在手工技法以及材料上有着突破；艺术
创作的过程，也是根据知识的认知跳脱出固
有条框的过程，就像是AlphaGo永远不被人
理解的下棋思路；如今人工智能的发展，改
变了生产范式，那么未来是不是也是一种科
技艺术的表现形式？

邱志杰教授一直认为，科技与艺术在本
质上是相通的，都是人们理解和掌握世界的
途径。

谈及科技和艺术的关系，栾青认为，人
工智能一定程度上就是在模拟人类大脑。
以前视频的特效只能由专业的设计师花很
多小时才能创作出来，但是现在，我们在短
视频平台上，每个人都可以快速的创作有效
果、有趣味的视频，它大大的开发了我们更
多的生产力，让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创作者。

“所以在未来的数字化体验的世界，当我们
释放了每个人的生产和创作力之后，一定会
产生更多的市场空间。”

讯飞音乐AI虚拟歌手携手上音，创新AI+音乐新玩法
8月 29日，讯飞音乐的首位AI虚

拟歌手Luya携手上海音乐学院，进入
“音乐工程系·讯飞音乐 联合研发中
心”，开展AI融合音乐的相关创新探
索。

据悉，这位AI虚拟歌手Luya的音
色是由AI创造，通过解构人声音色特
点，结合形象人设及专家经验，打造出
的一款“专属音色”，听感上甜美元气
又有力量，颇具辨识度。而上海音乐
学院针对这位“特殊学生”的培养计划
将着眼于AI辅助创作能力提升，以循
序渐进的方式展开。初期，Luya将主
要以AI合成的音色参与歌曲演绎和
表达，而随着学习的深入，未来还将进
一步延伸到AI辅助作词、作曲等等领
域，将AI与音乐结合产生的内容边界
向外延展。

此前，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工程系
与讯飞音乐达成战略合作，挂牌成立

“音乐工程系·讯飞音乐 联合研发中
心”。依托上海音乐学院在音乐专业
领域的理论研究与人才培养优势，以

及科大讯飞在人工智能领域多年的技
术以及产学研优势，该AI音乐联合研
发中心将探索AI+音乐在辅助音乐创
作与教育方面的应用。

据悉，此次 Luya进入“音乐工程
系·讯飞音乐 联合研发中心”，除了
将借助AI技术，从词曲创作和编曲角
度，进行不同类型音乐风格的融合实
验，还将尝试诸如利用技术手段匹配
风格相近的歌曲，拆解和弦与旋律走
向，融合曲目从而探索创新玩法等等。

基于上海音乐学院的专业领域资
源，Luya将有诸多机会与老师和同学
们联合共创，在音乐领域专业知识和
技能的基础之上，探索AI融入其中的
可能性，将AI对于音乐人创作的辅助
作用发挥到更大。与此同时，这位特
别的AI同学，也将通过与其它同学共
创内容的方式，帮助同学们理解和认
识AI未来可能在音乐领域的应用。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工程系一直以
来以“专业学习结合学科交叉、应用技
术结合创新实验”为办学宗旨，此次AI

虚拟歌手的创新尝试，体现其开放性
与包容性，借此开展的AI融合音乐的
研究与实践，为音乐领域孵化更多新
事物、新生机。作为学校拥抱虚拟的
一次前沿性探索尝试，学校可以助力
AI成长，而AI也可以赋能艺术，相信
未来诸如此类的创新实践也将为整个
行业注入新的动力。

AI虚拟歌手本身作为技术与音乐
融合的产物，基于 AI 与人的协同耦
合，已经有个人作品产出，单曲《迷雾
之中的微光》在 8月 29日同步发行。
这位热爱音乐、热爱唱歌，希望通过音
乐为人们带来元气和快乐的虚拟歌
手，通过这首歌传递出一种温暖与坚
定。

此番AI虚拟歌手携手上海音乐
学院，将是AI对音乐辅助、赋能的一
次试验，更是音乐拥抱技术、拥抱未
来、接纳创新的一次探索。以开放包
容的姿态尝试创新，相信音乐教育、乃
至音乐内容创作领域与AI的融合将
会有广阔的想象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