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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式AI的出現，使得創作者的創作之路更加順暢，無論是文字、圖像、影⾳、設計等，皆能透過相對應的AI⼯具幫助我們製作出五花八⾨的內
容作品。對於藝術創作來說也不例外，⼀般⼤眾只要透過AI⼯具輸入關鍵字，幾秒鐘內就能⽣出好幾幅畫作，在這樣具有強⼤創造⼒的AI⾯前，
⼈類藝術家的價值還剩什麼？插畫家、繪師的⼯作是否會被取代？ 在AI繪圖⼯具發展得風⽣⽔起的時代，本刊採訪了⼀位影像藝術家與⼀位插畫
家，以⼈類藝術家的⾓度探討⽣成式AI對其產⽣的影響、挑戰，以及未來該如何與AI共存，⼀同為藝術開創更多元的可能性。

AI不是萬能 談AI繪圖技術的不⾜之處
藝術家會被AI取代嗎？這是許多從事藝術⼯作的⼈會擔⼼的問題。隨著AI繪圖的技術越來越發達，能完成的藝術作品也越接近寫實，產出的速度更是達到⼈
類遠遠無法追上的程度，不少⼈開始擔⼼⾃⼰將來會不會被AI斷了⽣路。

 

AI繪圖雖然較傳統⼯藝技術更省⼒、操作更⽅便，但其依舊存在著⼀些⾁眼可⾒的破綻，插畫家⼩油画表⽰「AI繪圖基本上你⼀看就會知道，你會覺得說這
個是AI畫的不是⼈畫的，因為AI的圖就是會有⼀種『過度完美』。」過於完美的線條呈現，使得AI繪圖缺少⼈類作畫的筆觸感。舉例來說，畫家將顏料畫在
畫布上，混合不同的顏⾊、媒材，必定會產⽣有厚度的肌理，⽽這是現在的AI不容易做到的。

若是想⽣成某⼀風格或情境的圖像，便直接輸入相關的關鍵字時，⽣成出的作品不⾒得是使⽤者想要的，「我最近有跟臺北市立美術館合作，在北投的梅庭
有⼀個展覽，展覽當中我使⽤的技術是⽤ Midjourney 來直接做圖像⽣成。我請每⼀位北投在地居⺠講述他們⾃⼰⼩時候對於北投的在地文化的記憶，或者是
跟家⼈、朋友的⼀些相處的記憶，請他們每⼀個⼈寫⼀封信給當時的某⼀個⼈。我⼀開始把這件事情想得很容易，覺得AI可能蠻聰明的，以為把書信中的關
鍵字餵養進去就沒有問題，可是⽣成出來的東⻄其實完全都不能⽤。你還是必須去理解他們的故事，還有那個地⽅的特⾊和文化，所以我就只能去Google找
⼀些資料，還有去找⼀些相關的歷史檔案，我最後才知道，哦～原來這個伯伯講的是這樣的概念，原來那個地⽅是⻑這樣。」⽬前在中國科技⼤學數位多媒
體設計系任教並且使⽤過AI繪圖軟體的藝術家陳依純表⽰，不是只單靠輸入關鍵字就能讓AI⽣成出想要的圖，必須事先經過文化調查、搜集資料等前置作
業，輸入關鍵字將圖片⽣成出來以後，再針對瑕疵部分加以修改，如使⽤Photoshop重新電繪，將AI破壞美感的部分逐⼀調整。

▲  陳依純結合AI繪圖軟體，創作「私密信件⼩史」系列作品。（圖片來源／陳依純提供）

創作的根本 藝術理念實踐之重要性
AI⼯具的出現使得藝術創作變得更加容易，不過近年來⼤家經常討論⼀個問題，「AI繪圖是藝術嗎？」 

這就必須要談論到藝術創作的本質，陳依純表⽰「藝術創作的重點在於思考⾏為以及社會回應，雖然你單看我的創作，你可能會覺得這是⼀個單純偏向視覺
的影像作品，可是它其實背後有很多的社會批判跟反思，我覺得這個是藝術比較好玩的地⽅。」如果AI⽣成的圖像單純僅憑輸入關鍵字，或甚⾄是⼀味地模
仿他⼈的風格，背後缺少創作者本⾝的藝術思想，那麼將無法稱其為藝術。

不過創作者如果本⾝具有各式各樣的創新點⼦，透過這些創意的集結，經由⾃⼰輸入程式碼、再經反覆推敲⽽呈現出來的視覺畫⾯，抑或是再將⽣成出來的
圖像轉化為不同形式的概念藝術，例如轉化成3D裝置、沈浸式空間等等，使其不單單只是AI⽣成的圖像，那就⾜以稱其為藝術創作。



無法複製的⼈類情感與創造⼒
即使AI⼯具的出現為⼈類帶來許多便利性及可能性，AI繪畫仍然缺乏⼈類作畫不可抹滅的特⾊。因為⼈類雖然可以將圖畫得很精緻，但同時也無法做到完
美，即便是再厲害的畫家或設計師，有時候可能還是會出現⼀些作畫的瑕疵，例如笨拙的筆觸或⼿抖的痕跡等等，然⽽這些瑕疵其實都是⼈類作畫必然存在
的，這也是AI⼯具無法複製和學習的地⽅，有時甚⾄可以從這些細節中發現更多新的美感及創造⼒。

 

然⽽AI是理性的，缺乏⼈性化的思考與情感表達，因此創作出來的圖像僅是機器的產物，這也凸顯了⼈類的珍貴。陳依純另外也和我們分享她在學⽣時期，
老師們會要求學⽣破壞⾃⼰很漂亮的繪畫，並且告訴他們那些圖是印刷品、⽽非藝術，因為其中缺乏情感的展現和任何感性的元素。

 

「我覺得⼈類最美的地⽅是因為⼈類不可控，還有⼈類太過感性，因為我覺得藝術創作⼀定是感性的。」陳依純提到⼈類的可貴之處在於有著豐富的情感，
會在社會中遇到挫折、失敗，甚⾄是情緒失控，⽽⼈類會將這些情感投放到作品中，創造出具有獨特風格和思想的創作。







▲  藝術家通常會將情感和思想投射在藝術創作上。（圖片來源／Pexels）

AI畫筆之下 藝術家可能⾯臨的⽣存危機
⼩油画認為比起實體藝術家，有些產業的⼯作比較有可能會被AI影響，像是在遊戲產業中繪師的⼯作可能會因AI的快速產圖⽽受影響。陳依純也提到「有很
多學⽣⼀直在追求畫得非常好的電繪，但坦⽩講，我⾃⼰在做AI⽣成的時候，我可以⽤非常快的速度做出跟學⽣他們想要的風格⼀樣的圖，我雖然可以明⽩
學⽣想要追求電繪學習的這種技術，那個跟我⼩時候的⼼情是⼀樣的，可是當AI時代來臨的時候，我覺得未來必須去思考，怎麼樣讓電繪跟AI兩個東⻄相輔
相成。」

 

⽬前許多的⼤型公司已經⼤量地裁員，並且⼤量地使⽤AI取代繪師的⼯作，因此喜愛電繪的學⽣除了追求繪畫的技術，還必須思考如何讓電繪與AI相輔相
成。在精進畫技的同時，也必須知道市⾯上有哪些AI⼯具可以幫助⾃⼰，使得作畫更有效率且更具創意，將來在畢業後才能與這些⼤公司銜接，⽽不會輕易
地被AI取代。

AI能作為輔助⼯具 ⽽不能取代⼈
⾯對AI時代來臨，在使⽤恰當地情境下，AI其實不僅不會取代藝術家，反⽽能作為⼀項實⽤的⼯具替藝術家創造出更多的作品，就如同影視業會利⽤AI⼯具
快速⽣成出⼀個具有完整⾓⾊設定、情境和場景的劇本，藝術家同樣也可以利⽤AI來幫助創作上的執⾏，包括⼀些前置作業的準備、故事編寫和背景研究等
等，藉由交互地使⽤各種不同的AI系統⼯具提升藝術家創作的效率。

 

「比如說你在想⼀些故事的時候，你可以想⼀些很rough的想法，你可以給他⼀些⾓⾊設定、想要故事發⽣在什麼地⽅，然後叫他幫我寫幾個故事。我覺得不
管是文字上，或者是圖像上，其實AI⼯具都是可以幫助你做⼀些你沒有時間做的事情。」⼩油画表⽰⾝為⼀名創作者，未來也不排斥利⽤AI輔助創作。

 

當AI使得我們快速取得所有數位檔案的同時，其實內容製作上的問題是無法和AI討論的。⽬前在中國科技⼤學數位多媒體設計系任教的陳依純表⽰，隨著科
技快速發展，學⽣其實在家就能利⽤網路上的資源⾃學各種AI軟體、練習新的技術，也因此學⽣們很常思考來學校的意義為何。

 

然⽽，在學習這些新媒體的技術時，機器很容易會在操作中跳過某些細項的步驟，⽽想要⾃學技術的學⽣無法⾺上得到解決辦法，使得原本以為可以快速獲
得的⼀項技術，有時反⽽變成要花費更多時間在解決⼯具產⽣的問題。因此透過⼈與⼈之間的互動，比如在學校和老師、同學們交流，學東⻄的速度反⽽會
加速，並藉由交流來欣賞別⼈的創意，增進⾃⾝的創造⼒。



▲  陳依純在作品《⼭⿁⽇傘》當中運⽤換臉技術，將瑪麗蓮·夢露的臉換成⾃⼰的臉（圖片來源／陳依純提供）

對立或合作？ 藝術家與AI共存的良性循環
⽣成式AI作為⼀種機器學習模型，它們在龐⼤的資料庫上進⾏訓練，並藉此⽣成出新的內容，也因此發⽣過許多未經原作者授權、AI就加以利⽤的案例。今
年初美國加州的三位藝術家Sarah Andersen、Kelly McKernan及Karla Ortiz，就對三家線上AI繪圖公司提出集體訴訟，因為他們的作品皆在沒有事前徵得同意
的情況下就被AI模仿，因此決定控告AI繪圖軟體侵害著作權。

 

⽽在未來，藝術家有沒有可能和AI合作？兩位受訪者認為是有可能的，只是AI公司在將藝術家的畫作納入它們的資料庫之前，必須先徵求原作者的同意後授
權，並且在利⽤這些畫家的作品風格的同時，AI公司要⽀付給原作者合理的版權費，或許也可以在圖像⽣成之後標明清楚這張圖使⽤了哪些藝術家的作品，
⼜或者採⽤使⽤者付費的機制，使⽤者⽤這些圖賺多少錢、就抽成多少的錢給原作者，這是藝術家⽬前普遍可以接受的⽅式。







▲  AI公司應想出合理對策，使創作者同意將作品授權。（圖片來源／Pexels）

AI世代下的⽣存之道 ⾝為藝術創作者能做的事
藝術的重要性不在於我們使⽤了哪⼀種⼯具，即便是使⽤AI的藝術家、數位藝術家，甚⾄是實體藝術家，若想在藝術產業站穩腳步，都必須得先找到⾃⼰的
與眾不同、為⾃⼰創造出不可取代性。

 

「因為做藝術創作，我們其實對於使⽤什麼⼯具會覺得那是⼀個⼯匠才會關⼼的事情，⼯具這件事情雖然是重要，但是他不是凌駕於藝術思想之上，所以通
常我們會以藝術思想為第⼀優先。」陳依純談及在欣賞⼀件藝術作品時，通常關切的不是創作⼯具的選擇，⽽是創作者的藝術理念及創作意涵。

 

除了實踐藝術理念外，找到⾃⼰繪畫的風格亦是所有藝術家正持續努⼒的⽬標，陳依純也⿎勵所有學習藝術的學⽣，練習繪畫技術固然重要，但是在磨練畫
技之餘，還要知道AI現在的趨勢，更重要的是文化素養的養成。

 

即使今天練就⼀⾝強⼤的繪畫技巧，成為⼀名很會使⽤⼯具的電繪師，但是沒有⼈文素養的累積，例如透過閱讀歷史典籍或經典電影深化⾃⾝的內涵，畫出
來的圖容易留於表象，創作出來的藝術作品才可能因⽽被AI取代。

▲  藝術家必須讓⾃⼰的創作與眾不同，才不會在這個世代被淘汰。（圖片來源／⼩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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