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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novation Design 

QIN Jing-y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of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ew technologi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well as the guiding transformation of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to the methods, strategies 
and forms of express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novative design, the speculation of design methods and design 
judgments under the guidance of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and the re-examin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he 
comparative study, literature investigation, case analysis, cognition computing, social computing, culture computing and 
AI algorithm were adopted. Eight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unity, image, life, field, medium, simplicity, emptiness and 
balance" were proposed with China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innovation mechanism and design method of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affecting agents in the ag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three aspects of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of innova-
tive design, namely "evaluation", "appreciation" and "creation", form an interactive influ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innovative design in six dimensions of perception, feeling, taste, ideal, standard and innovation, including six aspects of 
perceptual cognitive calculation, experience, sensory and qualitative coordination, three-body discrimination and appre-
ciation, physical and mental intelligence, universal significance, and sustainable symbiosis of time and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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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信息通讯技术等科技，改变

了人类获取真实世界真实事物真实感受的来源，形成

自我、本我、超我观念主导下，公有、共有和私有的

价值体系善恶观念，对群体用户体验与个体感受性

（感质，qualia）[1—2]的共情关照，构建起群体与个

体共存的视角，孕育成新的审美观念与审美意识，同

【设计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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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在审美意识的指导下，改变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生

生不息的大德目标。真善美德所营建的审美方式和审

美意识在以新技术为代表的生产力之下，发生了全面

嬗变。人工智能之下所形成的大规模客户定制、众筹、

众包、众媒、众智[2]等商业模式的改变，一方面使得

在工业时代大批量生产的产品服务系统的用户体验

向产品服务定制的个体感受性回归，另一方面，个体

感受性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形成群智与体验

感质的协同共生。人性与人道健康合理地发挥营造，

存量零和博弈向动态非零和博弈的转变，使得个体与

群体产生交互式的双向关照映射，除了统摄社会组织

与文化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个体与群体的感悟、体

察、感受、感质、感情、感性、理解、协作、共情、

移情，也能够借助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助推力，形成高

度协调的高感知、高效能、高价值、高信维、高速度、

高颜值的审美表征。作为高感知的感受力是审美意识

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审美文化的基本要素。思维空

间（NooSphere）、信息空间（InfoSphere）和赛博空

间（CyberSpace）[1]三大空间里对应的未来、现在与

过去的时空映射关系，信息在 0 维至 10 维这 11 个维

度里，不间断地进行审美的主体与客体的交互、交换、

交流与交通。人工智能启用存在感（presence）、遥在

感（telepresence）、共在感（co-presence）[1—4]的第一

人称视角、第二人称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原生数据

的智能材料在原子加比特的层面，颠覆式地改变了自

然世界与人为世界的人事物多重关系，从交流语言的

元语言，到具身认知、离身认知的混合心智，改变了

依赖于六根、六尘、六识的感知认知感质关系，人工

智能的失焦式无任务指向的功能达成，一改人类智能

的聚焦式鉴赏世界的方式，思辨性地催生“对比、调

和、主题突出”的创新设计方法“三板斧”，与“真善美

德”的审美意识发生“变易、不易、简易”的变化，尤

其是生成对抗网络（GAN，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 ）[5]的出现，使得传统创造美的“对比调和

主题突出三板斧”方式中的对比调和形成“生成器和

识别器”的对抗，生成模型（Generative Model）和判

别模型（Discriminative Model）的博弈，产生了品质

更加优良的结果，但是缺乏人类认知审美意识聚焦的

人工智能，如果缺乏符合人类认知聚焦式的审美判断

抉择下的优良训练方法，则可能由于神经网络模型的

自由性，而导致输出结果不符合人类审美意识的审美

理想与社会伦理道德的文化认同。人工智能的算法，

从“f（图）=语义”演变为“f（语义）=图”，使得人类

进行认知学习和审美意识的归纳与演绎，陈述性知识

与形成性知识都变得有迹可循，可以被人工智能所计

算，然而审美意识中的最基本和最朴素的“感知感质

感想”的主体依赖性与客观本源性，则由于人工智能

的主客体的合和与缺失差别，使得人工智能偏向弱人

工智能[4]，在普适性的强人工智能方面差强人意。在

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融合智能之下，急需用人类的

审美意识来进行创新设计的指导，最终使得人工智能

的产出结果，更加符合人类审美意识的价值判断。审

美意识的“鉴赏识别”和“价值创造”两个基本系统，需

要人类智能做信息维度的自由跨维度的筹谋抉择与

审美三观的阈值判定，也需要人工智能做维度阈值以

内的性质特征识别、行为模式计算和网络关系结构优

化。审美与设计的鉴别拣选、赏析感质、创生育华，

发生了从“性”到“道”的根本改变。本文尝试从自然科

学、社会科学与人文艺术设计这 3 个领域的交叉视

角，在理论的包容度、功能阐释的充分性、功能的发

现预测性、核心思想的不可证伪性[6] 4 个原则方面，

探讨审美的本体本质、价值体系本质以及鉴赏本质，

并以中国审美意识为例，探讨审美意识对人工智能与

创新设计的影响，包括创新设计机制与方法、设计评

判与评价维度、审美意识下的价值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再审视。 

1  审美意识 

“美学”（aesthetics）一词源自希腊语 αἰσθητικός
（aisthetikos，意思是“审美的，敏感的，有知觉的，

与感 觉 有 关 的”）， 这 些 含义 相 应 的 又来 自 希 腊 语

αἰσθάνομαι（aisthanomai，意思是“我感知、感觉、感

受” ），并且与 αἴσθησις（aisthēsis，“感觉”）有关[7]。

美学的中心意思，据说是从新闻记者约瑟夫·爱迪生

在 1712 年《观众》杂志的早期期刊上所写的一系列

关于“想象的乐趣”的文章开始的[7—8]。“美学”一词被

德国哲学家亚历山大·鲍姆加滕（Alexander Baum-
garten）于 1735 年在他的论文《哲学沉思》（Meditations 
de Nonnullis ad Poema Pertinentibus）（“有关诗歌某些

问题的哲学思考”）中，采用并创造了新的含义[9—10]。

巴内特·纽曼认为，美学之于艺术家就像鸟类学之于

鸟类一样[11—12]。有些学者将美学和艺术哲学分开来

谈，认为前者是对美的研究，后者是对艺术作品的研

究[13]。然而，最常见的美学包括关于美的问题和关于

艺术的问题。它研究诸如审美对象、审美体验和审美

判断等主题。对于一些人来说，自黑格尔以来，美学

被认为是艺术哲学的同义词，而其他人则坚持认为，

这些密切相关的领域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在实践

中，审美判断是指对一个物体（不一定是一个艺术物

体）的感官的沉思或欣赏，而艺术判断是指对艺术或

一件艺术作品的认识、欣赏或批评。哲学美学不仅要

谈论艺术，要对艺术作品作出判断，还要对艺术的本

质作出定义。艺术是哲学的一个独立实体与分支，因

为艺术涉及感官（即美学的词源），而艺术本身就没

有任何道德或政治目的，所以美学中有两种不同的艺

术概念，即艺术是知识，艺术是行动，但美学既不是

认识论，也不是伦理学。美学家从历史发展的许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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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艺术理论的方法方面来对比研究美学，他们研究

与他们的身体、社会和文化环境相关的各种艺术。唯

美主义者也用心理学，来理解人们如何看待、听到、

想象、思考、学习和行动与艺术的材料和问题有关的

美学问题。审美心理学研究创造活动过程以及审美体

验。从技术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美学被定义为研究主

观和感官的情感价值，有时也被称为对情感和品味的

判断[14]。美学研究艺术家如何想象、创作和表演艺术

作品；人们如何使用、享受和批评艺术，以及当人们

看绘画时，他们头脑中会发生什么。美学还研究了人

们对艺术的感觉，为什么喜欢某些作品而不喜欢其他

作品，以及艺术如何影响他们的情绪、信仰和对生活

的态度。更广泛地说，这一领域的学者将美学定义为

“对艺术、文化和自然的批判性反思[14—15]”。综上所

述，美学通常被认为是主体能动的审美感知意识活

动；显而易见，审美意识是沟通人类在有形的物质世

界与无形的精神活动的关键决策意识行为，人类通过

审美意识，针对思想里的无形活动进行选择判断，再

形成人类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能够感知到

的有形世界。 
审美意识（亦称为美学，aesthetics）是涉及艺术

的本质、美和品味，以及美的创造或欣赏的思维心智

活动。美学作为哲学的分支，包含广义的美感、美的

能动品鉴与价值判断，审美意识是在美学中主体对客

体美的感受性的能动反映，包括审美的视觉、听觉、

触觉、味觉、嗅觉及意识六感的感知、六感的主观感

受品质、美的情调趣味品味、真善美德的理想意义哲

思、美的价值观世界观审美观的标准品鉴等各个方

面。审美意识包含具身认知与离身认知主导下的意识

活动，统合感知与认知，心理与意识，感性与理性，

思维与畅想等复杂的精神活动。艺术与创新设计的关

键决策活动，大多在审美意识之下发生作用。人类的

审美意识缘起于人与自然的交感作用，受到自然环境

的时间与空间影响，眼耳鼻舌身意所承载的感知认知

系统，是审美意识的个体感受性的媒介基础，同时审

美意识还受到人类社会的知识文化智慧思维方式等

全息系统的制约，形成审美意识的评价体系与品鉴维

度。自然界从混沌到清晰、无序到有序、无形到有形

再回归无形的万物生息的发展过程，以光影色彩、表

现形式、运动动作、时空关系作为表征，在人类的主

观能动感受性过程中，获得美的感受与精神思考。同

时，人类通过相伴型的镜像与相从型的实象进行关联

预测、关照映射与关心想象，通过具身认知与离身认

知的心智活动，进行心理意象与想象学习，将自然物

的审美感质意识移植到人造物的构建与创新设计中，

形成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的可持续发展观。由此，人类

的审美意识不断得到循环往复地强化与系统构建。审

美意识与社会实践生产力发展水平紧密相关，并受到

社会关系及价值交换规律的制约，但同时又离不开个

体主观的感受性及个性特征的影响。审美意识与自然

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形成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共生

关系，在全息交感中形成带有时间文明与空间文化的

主客体多模态多样化的多重特性。 
审美意识的三要素及关系见图 1，审美意识包含

个体感受性、群体社会性和时空环境生产实践 3 个要

素，个体具备色声香味触法六感的具身认知，群体社

会形成群智模式的离身认知及交互感知，时空环境的

生产实践形成审美意识的全息交感价值。个体、群体

及环境形成相辅相成全息系统的主客体的审美意识

关系图谱，在转化变动中形成多样性的审美意识样态

及类别。 
 

 
 

图 1  审美意识的三要素及关系 
Fig.1 Three factors and paradigm of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2  人类智能下的审美意识对创新设计的影响  

创新设计是信息在 11 个维度的升维降维中，完

成万象、表征、具象、感知、抽象、认知、解构、重

构、再现、行为的系统转化过程[1—2]。在人类智能的

思维模式与创新模式之下，创新设计的机制与流程遵

循认知聚焦、解决问题、达成明确任务的模式，在从

万象的混沌向清晰的再现具象行为转化中，遵循“看

（听触闻嗅感）—看到（听到触到闻到嗅到知道）—
注意—识别—关联—理解—推理—判断—想象—预

测—再现—表达—交流”的机制流程，每一个关键节

点都有对信息输入、信息处理、信息输出的选择判断

演绎表达，而这些关键动作都与审美意识的关联、预

测、想象紧密相关。信息的每一次选择都是在人类智

能认知聚焦之下的知觉化过程。审美意识受到人类智

能认知聚焦的规律影响，通常采用“对比、调和、主

题突出”的方式进行创新设计，在对比中强化选择的

识别性，满足多样性的生态审美价值，在调和中达成

多样化多模态的个体感受性的谐振统一，最终通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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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突出的方式，强调审美鉴赏与评判在单一时空线索

之下多模态故事场景中的维度聚焦。在人类智能之

下，由于个体的离身认知无法通过技术条件和审美工

具进行群体离身认知的联合汇聚，所以只能通过存量

零和博弈的方式，加大彼此个体有分别类目的独特识

别性，形成有差别需选择总零和的博弈审美意识。包

括清浊、大小、长短、徐疾、乐哀、刚柔、迟速、高

下、出入、疏密、虚实、异同、多寡等不同性质要素

的相互作用，形成相互支持依赖的自治与他治共生关

系，保持异质同构的均衡与可持续发展的态势。 
创新设计在人类智能的“有分别心”与“认知聚

焦”之下，形成“性空、假有”的审美意识。创新设计

的本源也在于保持存量零和博弈之下的多样性，而保

持多样性也成为人类智能之下的审美意识关键。生物

的多样性决定自然的生存，文化的多样性决定社会的

生存，思维的多样性决定人类物种的生存。面对不可

再生的物质和能量的创新设计，以及可再生的信息的

创新设计，审美意识关注通过社会实践的生产加工方

法、信息维度的升维降维[2]、创新思维的大同与不同、

信任源动力的激发、恒常之爱的包容、感受力的多元

独特性，形成始自元点（原点源点）的规模效应创新。 
人类智能之下，审美意识遵循“信、望、爱”[1]的

情感逻辑，在联合中达成群体社会的群智信任，在盼

望中形成个体自由独特的感受性，在博爱中包容孕育

万物生长与生生不息。在物质的原子层面、比特层面、

像素层面思考创新设计；在能量的熵增层面、商业层

面、规模层面思考创新设计；在生态的数理层面、边

界层面、规则层面思考创新设计；在量子的关系层面、

情感层面、道理层面思考创新设计；在信息的维度层

面、识别层面、行为层面思考创新设计；在思维的归

纳演绎层面、逻辑层面、关联预测想象层面、道法技

术层面、工具层面思考创新设计；在审美的哲学层面、

价值层面、人性层面思考创新设计。 
创新设计中的信息维度系统模型见图 2，从代表

生生不息的信息 0 维，转化到人类智能认知焦点之下

的信息 1 维；通过信息接收子系统，完成人类智能通

过审美意识进行的抉择判断；信息 2 维的阴阳分别差

异，构成信息选择系统；信息 3 维通过信息储存子系

统，进行三生万物的孕育变化；加入持续态的信息 4
维进行了信息时空编码；信息 5 维通过信息监控子系

统进行创新设计关系的审美判断；信息 6 维通过信息

评价子系统进行分类识别；信息 7 维通过信息阐释子

系统，进行不同审美意识的解构重构及交流转换；信

息 8 维通过信息构建子系统，构建起不同审美意识的

范式图谱；信息 9 维通过信息输出子系统在完全不同

的审美意识间进行心理表征与心智意象活动；信息

10 维[2]在生态循环层面进行全息交感系统的审美意

识活动，由此形成环环相扣的信息维度与系统模型。 
 

 
 

图 2  创新设计中的信息维度系统模型 
Fig.2 Information dimension system model in innovation design 

 

3  人工智能语境下的审美意识变化 

人工智能从最初对人类智能的模仿，到独立形成

自主性的思维模式，在被动监督式到强迫式主动再到 

无监督主动式思考学习，从而颠覆式地改变了智能生
产力、人工智能的智能体与生产造物者之间的生产关
系、生产消费所投入产出消耗的实体虚体生产内容以
及物质信息能量等生产对象本身。人工智能改变了生
产力，创造了新的生产工具，可以让人们更充分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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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创意想法。每个人都有对于未来的畅想、对过

去的回忆以及对当下的体验，这些构成了艺术的主要

内容，创造 0 以外的未知世界。艺术解决从“性空”到

“假有”的 0 之前的问题，设计解决从 0 到 1 的问题，

人工智能与其他解决从 1 到 N 的问题。 
艺术的方式，艺术的表达，艺术的呈现工具，艺

术的内容，甚至艺术的功用，都借助人工智能得到了

极大体现，未来已来，一切可能，正在发生。人工智

能为人类提供了另一种有别于人类智能的可能性。不

一样的多样化存在，人类在做梦时认知失焦休闲时的

量化自我与认知冗余，虚拟现实环境中的人工智能为

艺术的审美意识带来了不一样的人称视角，第一、第

二、第三人称视角的融合共存与无缝切换，审美意识

主体与客体的转换关照与映射融合，这些都为创造艺

术内容与美学形式提供了天然的条件，也为创新设计

的方法及艺术审美意识的方式提供了新的视角与途

径。对于人类智能而言，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语境下，

如何更多地运用审美意识，做出美学维度的选择决定

与审美价值判断，成为了人类智能的“人”决定人工智

能的“智”与“能”的关键。 
同理而言，人工智能在本质上支持多任务、多线

程、多视角的平行时空无认知焦点的方式，缺乏感知

主客体分别的个体感受性，无社会契约规则与群体社

交联盟的社会性，累积小数据无差别的大数据用例

库，无自我本我超我的客观科学数据算法，无能指所

指符号语言系统支撑的感知鉴赏创新意识与表达体

系，是在本质层面上对审美意识三要素的改变。人工

智能的无心理活动支撑的意识缺乏，相应地缺少主观

能动性的审美意识心理活动与思维意识活动。无感质

（感受性 qualia）直达认知任务的无心智与心理意象，

有别于人类智能之下的审美意识，无需感知直达认知

和任务结果的人工智能，改变了审美意识的“鉴、赏、

创”三要素，在“鉴”的方面产生了感知与认知的混合，

改变了审美意识流程顺序的时空单一性唯一性和不

可逆性，将人类个体的感受性与群体社会的群智用户

体验进行了混合，从大批量生产 MP（mass production）

向大规模客户定制 MC（mass customization）[16—18]

的生产方式的革新，为感质的群体认知计算、社会计

算、文化计算等提供了可能性，由此产生了新的审美

鉴别与审美价值。在审美意识的“赏”的方面，人工智

能带来了 3 个视角的融合，为审美意识的离身认知提

供了条件，人类智能的具身认知结合人工智能的离身

认知，为审美意识提供了新的欣赏趣味与美的意义，

形成了美学理想的元美学终极思考。在审美意识的

“创”的方面，人工智能使得传统保持自然与文化多样

性的存量零和博弈的基础发生了嬗变，本质上“异构

同源”、“同源多用”、“模拟仿真”的人工智能，将审

美意识活动的发出者与接受者的施受双方产生了交

互转换，审美意识活动的“看与被看”阴阳合体，在时

间三维度（过去、现在、未来）和空间三维度（赛博

空间、信息空间、思维空间）所营建的平行时空里，

存在感、遥在感、共在感的 3 个视角随意切换，使得

审美意识活动集中在视角切换与故事内容的选择上，

改变视角即改变了“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状态。而将

审美标准转化为普适共生施受匹配可持续发展的审

美价值，无需依赖交换而产生价值的审美主体，通过

信息转化为审美主客体同体存在的样态，审美也演变

为孕育转化主客体视角切换选择的审美意识、潜意

识、前意识的可能性，创新也从“保持唯一的多样性

存量零和博弈”，转换为“育化嬗变的可能性活态非零

和博弈”，审美意识由此也形成了可持续永续发展的

新型世界观、价值观与审美观。 
人 工 智 能 语 境 之 下 ， 创 新 设 计 的 审 美 意 识 的

“鉴”、“赏”、“创” 3 个方面，在美的体悟具身感知、

个体离身感受性、审美的情调趣味、美的构想意象的

意义理想、审美价值判断的维度标准、美物的创新创

造之道 6 个维度，形成了对人工智能与创新设计的交

互影响，包括传感的多模态感知与审美认知计算、用

户体验与个体感质的协同关照、能指所指符号的时空

视角的三体鉴别辨赏、具身认知和离身认知的心智范

式、普适普惠的美之意义、时间空间的永续共生 6 个

方面。总体而言，但凡人类智能有迹可循之处，人工

智能都可以通过模拟仿真进行效仿，并能够通过其计

算和算法的能力，在弱人工智能的某些领域超越人类

智能的生理及认知极限。然而人工智能的万能之外，

也有强人工智能所表现出来的无能，以及人工智能

“不能”的盲区。人工智能从根本上讲是群体智慧在无

意识无感质无主客体自我本我超我状态下的任务达

成与映射表征，充满了关联与预测的确定性；它有别

于强调完整艺术作品的个体想象力，并拥有明确三体

归属关系的人类智能，人类智能能够给人带来意外

Surprising，既包括意外之惊喜，也包括意外之惊吓。

人工智能与艺术的结合，就是将人类智能的艺术所带

来的 Surprising，结合转化为一种意外算法 Surprising 
Computing。AI 艺术或许已经变成了群体智慧、共同分

享、共同创造的一个东西，既有边界，又无极无界，

朦胧得不确定。人工智能与艺术的结合，能够将艺术的

“无用之用”，突破人类的认知洞穴与囚徒困境，凡是

意识所想，人工智能皆可介入，做到一样与不一样的模

拟和突破，而审美意识恰恰就是在人类智能的聚焦与人

工智能的失焦之间形成的博弈关系的关键，也是催生

人类存量零和博弈转化为活态非零和博弈的关键。 
人工智能的盲区包括以下 12 个方面。（1）高感

知的直觉方面的盲区，审美意识中的目的分为美名、

嘉利和个人意趣 3 种，高感知的直觉思维直达创新本

质和审美意识的核心，人工智能无法阅读出心随意转

的高感知之下未来未发生过的信息。（2）间的呼吸节

奏方面的盲区，“间”包括时间的“间”与空间的“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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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意识的本质是通过已知阅读未知，未知多隐藏在

时间与空间的间歇，然而无形之物往往胜过有形之

物，时间文明与空间文化的明暗未知之境，人工智能

无法阅读出“间”以外的信息。（3）元语言元信息方面

的盲区，审美意识应用具身认知的时空环境中的实践

体悟，获得离身认知的心理意象，在具身翻译与离身

认知之间，依赖意识与审美判断，获得从 0 到 1 从无

到有的明确与模糊，阅读出非确定性目标的“错误”的

信息。在人类智能之下，错误意味着审美意识的“简

易、变易与不易”，人类恰恰通过试错的方式来进行

学习与经验的积累，获得多重时空之下的不同审美意

识与感知感受，主体的审美鉴赏系统与审美价值系统

具有主体间性，主客体关系的改变，鉴赏视角的变换，

心智意识的转化，都会改变对“错误”的审美鉴赏认知

与审美价值的判断。而人工智能由于无法拥有具身认

知，主客体的同构同体而缺少转圜的时间空间，也失

去了对“正确”“错误”的“合和”本性，不同审美要素无

法相互作用为共生开放活态持续发展的结构。《国

语·郑语》曾言：“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

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故先王以金木水火土杂，以成百物。”多样性的多种

要素特质交互碰撞、对话融合，不断滋生活态新质。

然而人工智能的对错唯一性与物理占据同质同构比

特（bit）位元，失去了转化的余地，唯有量子计算[1]

可以通过 0 和 1 的任意转化，弥补“错误”信息的盲区。

（4）无限的灵敏度方面的盲区，由于人类智能感知

的是可无限精微细分的原子世界，同时人为创造了数

字比特世界，可无限大小转换的原子世界带来了审美

意识的无限的灵敏度，在任何尺度与视角都可进行审

美的精微体察感悟，然而不可在比特层面细分的人工

智能，限定了认知极限与审美意识的场域，无法阅读

出有限以外的灵敏度信息，由此在美学规律道理层面

缺少丰富性与想象的空间。（5）有限度的理性方面的

盲区，人工智能将感知与认知通过情感计算、认知计

算、社会计算和文化计算等多种途径，进行环境感知、

意识感知和情绪感知的计算，针对功能行为结构形成

FBS（Function、Behavior、Structure）的认知计算方

法，针对内容模式关系构成 CMR（Content、Model、
Relationship）的关系计算方法，将可以度、量、衡的

理性作为计算的对象，而人类智能指导下的审美意

识，则能够从不可完全度、量、衡的自然界来，又能

够纳入到可以度、量、衡的审美价值体系中，最终还

能回到不可度、量、衡的人为世界与自然世界中。相

反，人工智能不可形成度、量、衡以外的理性，只能

形成单一范式的不出错的理性，完全离开了情感左

右，给审美意识带来了致命的缺陷。（6）描述生成模

型方面的盲区，人类智能之下的审美对象包含陈述性

知识与形成性知识两大类，针对有迹可循已经出现生

成的审美对象与价值体系，人工智能能够模仿人类智

能的心智模型与心理意象，达成审美观念的构建，而

对于形成性知识及从未出现过的即生信息及即生事

物，除了人工智能自身是从 0 到 1 的出现以外，人工

智能无法通过陈述性知识与形成性体验组合地描述

生成性模型，通过即生性的审美判断，形成已知与未

知探索式的生态活产品，从而也无法将存量零和博弈

转化为动态活化的非零和博弈，无法为审美意识的生

态性带来可持续发展的视角。（7）混沌带来想象方面

的盲区，人类智能之下，审美意识在前置表征的自然

元语言、真实世界的结构化映射心智模型和心智图景

3 个方面，表达审美认知的顺序及审美构想的工作原

理。知识储备在人们的记忆中，并且以高度组织的方

式存在于人们的大脑记忆中。人们依靠前置表征，承

袭下来群体的记忆，如自然语言等，并通过客体的心

智模型，对真实世界搭建结构化的类比模型，将过往

的记忆与新的对象发生关联，建立起心理意象，通过

主体的立场观点，建立起过往经验与当下内容的认知

联接关系。审美意识心理表征的三大部分，促使主体

获取的信息从非模拟态、非图标化符号化、离散数字

的形式和优先任意随机的组织结构，向模拟态、图标

化符号化、连续的、优先同构的形式进行构建。然而

人工智能直接将人类智能中的混沌天然的部分去除，

失去了混沌带来的多种创生性审美活态元素，人工智

能只能进行映射阈值计算，并通过贪心算法等非活态

地对应审美确幸，由此人工智能无法映射模糊意象之

美。（8）主观性客观性方面的盲区，人工智能由于缺

乏主体客体的区分，缺乏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不带有

自发性的主观能动性审美意识活动，在审美的意识层

面可见有形层面可以捕捉获取审美活动的踪迹与心

理意象表征，但是在超越自我的潜意识和前意识层

面，则缺乏原生数据与元信息元语言的审美源头支

持，成为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非活态审美样态。（9）

原子比特双生方面的盲区，人工智能的比特不可删除

数字信息的特性，与人类智能的原子生命周期特性差

别迥异，先天原子与后天比特的双生性带来了平行时

空的可能唯一性，也给审美价值体系提出了挑战，原

有“物以稀为贵”的审美价值判断，成为了人工智能生

境下的审美意识悖论，需要快速实时更新的人工智能

数据及算法，与持续高质耐久的人类智能及古朴之

美，形成了巨大反差，跨越审美意识快速与审美价值

持久双重特性的审美观，在人工智能驱动下，只能值

守一端，不能珠玉兼得。（10）非静态认知性方面的

盲区，人类智能兼具静态与动态、精确与模糊、短期

与长期、空间与时间的审美意识，审美认知的对象兼

具物质信息能量的三重特性，既可再生（信息）又不

可再生（物质与能量），而人工智能由于离身认知的

阈值场域限制，无法形成动态及活态的认知模型，唯

有人类智能所构建的审美意识非静态的认知模型，才

能带来从牛顿思维向信息思维和量子思维 [1—2]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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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限可能性。（11）集合非个体性方面的盲区，人

类智能视野下的审美的客体个体部件独立完整，又通

过各种关联联结合和的方式形成独立完整的整体，而

主体与客体之间又通过审美意识的具身认知与离身

认知，通过语言体系和完型整体构想体系如格式塔心

理学等，建立起主客体的全息交感审美体系，个体独

立完整性与万物互联的整体性存在内在的谐振，而人

工智能则无法形成系统个体的拆分而保持个体的功

能完整性与自系统性，整体系统遵循单一的审美判断

与构成法则，能量熵的演变遵循零和博弈的原则，缺

乏分形与统一的完美结合。（12）交叉跨界多通道多

模态多维度方面的盲区，人工智能无法在信息 11 个

维度中进行升维降维，同时进行跨界式的突破自身阈

值边界的计算，也无法在多通道的多模态之下，进行

多种关系的计算和审美判断，简单讲就是人工智能无

法进行自我超越的升华和自我牺牲的突破，“无法革

自己的命”，而人类智能在拥有本我自我意识之后，

还可以领悟到离身认知的超我，除了生理、心理、精

神的价值追求以外，在实现了自我实现的价值达成之

外，还可以进行自我超越，突破原有的价值观与审美

意识。人工智能之下的审美意识无法关照从智能的原

子层面的本质，到比特层面的信息演变，再到生态量

子层面的能量规律的感受鉴赏与价值创生。由以上人

工智能的盲区可知，审美意识需要感悟人类智能的长

处，将人工智能演变为符合人类审美意识的样态，保

持生长活态的特性，达到可持续发展。 
人工智能越来越走向群体共生开源开放的活态

模式，目前有 8 个重点研究领域。（1）开放世界学习，

人工智能利用开源算法，进行群体智慧的计算，通过

DNA 排序的把控，在审美意识与科学伦理之间达成

平衡，结合深度学习技术，设计基于生成对抗网络的

审美鉴赏与艺术表现模式的风格迁移算法模型。（2）

更好更高效的检测框架，人类智能通过审美意识进行

选择评判，确定阈值信息数据标注和数据集，人工智

能在阈值范围和场域内做 1 到 N 的事情。（3）紧凑

高效的深度 CNN 特征，信息通过折叠形成高维信

息，人工智能通过高维信息与低维信息的升维降维算

法，实现多模态信息无缝转化并联结成神经网络，形

成对抗与联盟的多重关系，利用机器学习方法设计多

任务辅助，并能够从局部细节和整体变化范围的多阈

值范围，区分构建艺术审美的风格与表达方式。（4）

稳健的目标表征，身份 identity 的感知识别，行为模

式 behavior pattern 的计算判断，关系的认知计算

relationship 构成鲁棒性强的目标表征，形成情境感知

计算，并且为审美意识的知识图谱提供数据算法基

础，根据融合边缘特征与局部不变性特征的区分，构

建在审美对象的稳健目标感知特征。（5）形境推理，

通过从碎片信息到整合体验故事，结合大规模客户定

制 MC 带来的个体感受性故事场景，联合大数据的万

物互联整体，形成量子思维的全息交感系统。（6）目

标实例分割，创新设计包含功能、内容、媒介三要素，

功能的设计像武器的设计，内容的设计像容器的设

计，媒介的设计像平台的设计。武器型 FBS[13]（原子

层面）与容器型 CMR（比特层面）和平台型全息交

感系统（生态层面）的多重界定，能够为审美意识提

供相似性的多模态信息检索的有效特征。（7）弱监督

或无监督学习，将被动式交互转化为主观能动性的审

美意识，其中强迫式主动学习是主流，active passive 
interactive proactive 多样并存，通过机器学习形成审

美意识与风格模型的创作及知觉化分析再现。（8）三

维目标检测，用量子思维锁定奇点、认知焦点、痛点、

机会点、触点，降维进行 FBS 任务指认，面对审美对

象与审美主体的智能人机交互方法，构建基于审美品

鉴与价值反馈的认知模型，构建和标注高质量的知觉

数据库与心理测量认知算法，将审美意识进行普适普

惠的计算。针对内容设计的 CMR 设计本体论见图 3。 
人工智能与艺术审美意识的关系，就像 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以 Art（艺术）开头一样，

其实很像一边是王子，一边是公主，一边是左耳，一

边是右耳，一边是火星，一边是水星，一边是确定性，

一边是不确定性，一边是粒子，一边是波，人工智能

与艺术的结合，带来对奇点的想象力，能够突破信息

的维度，开拓人类未到之处。在人类创造 Life3.0[18]

的时刻，人们重新思考意识、智能、记忆、计算、学

习、社会、契约、精神与文化意志。意识、潜意识、

前意识在 AI 与艺术的结合之下，更加完整地联合在

一起。人类重新思考感知、认知、心智的关系。生命

的另一种形态之下，身心意的关系，缘起于性空、假

有的关系，简易不易变易[2—4]的关系，视觉思维感知

思维重新定义：清晰与模糊、显现与隐藏、真实与幻

觉、体验与感质、主动与被动、主体与客体、个体与

群体、自我与超我、体验与感质 qualia[16]、聚焦与失

焦、能指与所指、局部与全局、度量衡、运动与静止、

容器与内容、创造与删除、存在与消亡、数字与非数

字、物质信息能量、所属分享使用三权的分离与融合、

粒子与波、肉体与精神、生与死、瞬间与永恒、时间

与空间等多重关系，AI 艺术都为人们提供了探索无

限的可能性。 
人工智能语境之下，对抗球土化的技术人文资

源，打破智慧的垄断与分配阻碍成为可能；人工智能

也可能将千万年的存量零和博弈转化为非零和动态

博弈；人工智能使得创新设计从死设计向活产品活设

计活数据的审美意识进行转化；从人类智能的心智模

型表征意象向人工智能的模型转化；从元翻译元语言

元信息元数据层面进行创新设计的思考；从本体客体

无分别的信息维度层面，思考非同质化的创新设计；

从原子、比特、像素、生态、量子层面思考通用设计

的创新公理。人工智能是有史以来人类创造的最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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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针对内容设计的 CMR 设计本体论 
Fig.3 CMR design ontology for design contents 

 
的垄断工具，就如大数据是看不见的手一样，人工智

能是看不见的大脑。当今世界，是垄断还是分配，确

实是个问题。审美意识兼具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双

重双生特性，人工智能的介入，是否能够长效地将零

和存量博弈转化为非零和博弈；审美支持阈值差不多

的娱乐模拟还是精确专业级的安防操控；人工智能是

进行纯粹的真实模拟还是可以探索有违人道人伦人

性的虚拟真实，产生完全不同的纯粹离身审美意识，

值得进行思辨考虑；是通过试错学习体察感悟审美对

象，还是人工智能算法直达单一正确做法；是支持人

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人机人类移动性的交互合作，还

是由人工智能控制性能导致人类失控领导力；是在审

美主体内部形成成本内耗，还是通过主客体的审美意

识活动，进行多样性的交换审美价值，转化审美能动

活动；是保持人类智能的自我本我超我，形成有意识

的离身认知还是无意识的具身认知审美范式；是按照

人类智能长时间多样化的缓慢进化更加符合人类的

审美意识与感受体悟，还是像人工智能一样进行单体

断崖式涌现突进，颠覆式涌现是否在达成功能目的的

同时带给人类可信赖、幸福感与舒适性，都是值得进

行探索研究的人工智能语境下的开创性的审美意识

问题。 
2019 年，根据现有人工智能发展情况进行预测，

已落地实践的人工智能，将影响数字化生存的永续状

态，形成审美意识再思考；人工智能将会改变生产方

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改变公有、共有和私有的关

系；人工智能使得人类对大数据的认知得到极大增

强，在升维降维层面系统拉通信息的 11 维度[2]；人

工智能与各个行业应用领域的专家联盟，在原子+比

特+生态层面形成规模效应，将会产生颠覆式的革新；

人工智能使得万物互联的网络攻防战争博弈关系加

剧，红利与安全并存，零和博弈走向非零和博弈势在

必行；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融合智能的开源开放透

明，使得人工智能从黑箱不可知走向灰箱与白箱计算

的可知及不确定可能性；人工智能的红利开始凸显，

量子计算与算法为王将取代网络红利和数字红利；人

工智能改变了人事物的信望爱关系，责权利的三权关

系，世界观审美观价值观的三观关系，过去现在未来

时空的三生关系，公有共有私有的三有关系，形成了

人机社会契约共生关系；人工智能创造生命 1.0 生命

2.0 生命 3.0 生命 X.0 的多样化多身份多通道人生，

为人类审美意识带来新的视角与可能性。 
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人类可以运用牛顿思维进

行文化的认同识别设计，运用信息思维捕捉辨别行为

模式，构建用户及环境的数据库变化用例，运用量子

思维进行转化交互关系的孕育把握，增强创新设计的

效能，提高可能性的概率，快速自如地进行信息的升

维降维，三权关系在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融合智能

下，在审美意识的抉择判断中，从分离走向融合，形

成控制所属权、承包分享权、租赁使用权[1—3]的变通

转化。设计的本质是从混沌到清晰、从无序到有序、

从无形到有形再回到无形的主观审美与创造过程。在

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融合智能之下，期待创新设计

可以创造出活产品、活数据、活网络、活架构、活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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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活界面，能够形成人工智能的智能体的生态系统

可持续发展，平衡质量与效率，制衡垄断与分配，均

衡环境与自身，协衡国际与在地。审美意识的 6 个维

度见图 4。 
 

 
 

图 4  审美意识的 6 个维度 
Fig.4 Three dimensions for aesthetics consciousness 

 
4  审美意识对人工智能与创新设计的影响

——以中国审美意识为例 

造物之初，审美先行。在人工智能作为重要生产

力介入创新设计之前，设计师需要从审美意识作为元

点与出发地，确立审美的鉴赏体系、审美的价值体系

和审美的创生体系，用审美意识来进行信息主体创造

过程中的选择判断、意象构想与再现表达。在现有人

工智能结合大数据与万物互联的网络，与各种产品实

体与服务形态结合，形成各种人工智能的智能体与虚

拟或实体化身，或者以延伸人类具身感知认知功能为

导向，或者以扩展人类离身认知审美意识为目的。当

信息通讯技术和材料加工技术，决定产品服务系统设

计的差异性越来越小的情况下，人们对现有人工智能

的智能体的态度和对未来智能体的期待，就都集中在

审美意识这个方面。由于审美意识既基于个人的感受

性，同时又与外界有着关键决策的强联系，当个体判

断 MC 大规模客户定制的创新设计时，相对受到政策

等大环境的影响较低，对用户作出审美判断与价值决

策的影响较低，而个体的美学认知、审美能力与审丑

能力等审美意识，对人工智能的智能体的功能特征与

内容架构的选择则影响较大。同时对于如何抢夺用户

注意力资源方面，人工智能的智能体所提供的内容设

计往往与用户的审美判断紧密有关，用户的体验抉择

又与智能体的功能发生强密关联，如何进行用户购买

体验的引导，激发用户选择、判断和购买以及如何使

用智能体与创新设计产品及服务设计，用户的审美意

识起到了非常核心的引导作用与激发作用。用户的审

美意识还关系到使用智能体过程中的认知冗余元生

产力。元生产力涉及到用户对智能体产品服务系统的

选择判断，以及购买后如何跟智能体进行人机交互与

营建对话关系，不断从用户自产生内容 UGC，到专

业生产内容 PGC，再到品牌整合与审美意识影响之下

的职业生产内容 OGC，这些演进都受审美意识的影

响，并通过万物互联形成社会资本的审美价值的涌

现；而审美意识又受到 3 种思维模式（牛顿、信息、

量子思维）的影响。牛顿思维负责文化认同识别，对

品牌固有的认识和迁移的认识，例如同样是智能音

箱，不同企业有着不同的企业形象与品牌文化，影响

用户的认知及审美判断，用户通过先入为主的审美意

识，影响其作出消费抉择，因此牛顿思维影响的是用

户对品牌文化的认同与识别。信息思维对应行为模式

的识别判断，与用户使用人工智能的智能体的交互使

用行为相关，这种交互行为模式依赖于审美意识之下

的活数据活产品，通过智能体给用户提供的信息流，

将流通的活数据与自产生量化自我的数据，以及万物

互联的大数据，将数据库扩展为知识图谱。在时空环

境的生产实践中，通过物质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形成

符合用户审美价值的生态体系。量子思维[1]负责审美

意识的关系网络判断与审美价值的动态博弈识别，各

种人、事、物的事理关系以及人机交互的审美关系的

处理和界定，在时空层面进行创新设计的提前预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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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筹谋。 
人工智能将人类从同质性的、重复化的智体力劳

动中解放出来，将认知冗余形成元生产力，在用户审

美愉悦的感受状态下，基于审美情趣品味和关系网络

的同侪效应，基于用户在审美对象中通过生产消费者

的双重二元性自产生内容，再通过审美意识不断提升

OGC 职业生产内容。创新设计分为功能型的武器设

计和内容型的容器设计两大类，在人类智能之下，武

器式的功能产品设计和容器式的信息内容服务设计

泾渭分明，而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万联网、智能材

料、新能源、新商业模式介入之后，武器型与容器型

的产品服务系统设计集成在以人工智能的智能体构

建的平台生态系统中，一方面是在审美的价值功能上

遵循大道至简，精于心、简于形，形成品牌认知方面

的对等；另一方面，是在使用过程的推移中，能够激

发、诱导和引发用户不断贡献出来的用户自产生内

容，从而把智能体变成一个活产品（不断更新成长具

有活数据活架构生长型的内容产品）。在兼顾个体感

受性与智能体的群体体验感知的过程中，如何运用审

美意识，达到审美趣味与理想意义的双重审美标准与

创新价值体系，是创新设计的关键点。这其中最重要

的是，如何把这个鉴赏价值创生过程变成一个娱乐化

的、游戏化的、愉悦的感质（qualia）体验，其中好

的体验来自于用户初始化的信任，再到重复信任，持

续信任，最终达到永久信任的过程。在信任之下又会

产生初始动机、重复动机、持续动机、永久动机。以

上都会促使用户从品牌先入为主的指认，到指定功能

的需求，转向基于用户自产生内容，诞生新的功能，

新的内容的活产品，再基于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算法

进行精准推荐，从而保持这种产品设计和服务设计的

活态，整个过程个体用户的审美意识与群体组织的品

牌审美，始终在统领意识的情感品鉴与价值逻辑。 
由此在人工智能语境之下的创新设计，需要运用

全息交感活态生长的系统感质品鉴与审美价值创生

体系，进行创新设计机制与设计方法的指导。设计师

需要关注个体用户与群体品牌的审美意识，通过设计

捕捉用户的兴趣点，以非效率型驱动的人工智能的智

能体的交互产品的性质，营建活产品的感受性，构建

注重愉悦性、游戏化的活态产品与生态平台。同时在

进行认知抢夺的过程中，需要把认知冗余中创造的内

容纳入到人工智能的智能体中，把其变成活的内容，

但是如何和其他非智能体的媒介去抢夺认知的焦点

（兴趣点、注意力），这个就是在智能体的设计中，

如何以审美意识切入进来，从一开始就通过审美意识

的鉴赏体系与价值体系，引起用户初始性的动机，到

重复性的、持续性的、再到永久性的感受体验动机和

审美兴趣。在人工智能的智能体被用户持续使用的过

程中，通过人工智能的精准推荐与匹配映射，将供需

双方的兴趣点集结起来，形成知识图谱的网络关系计

算，不断强化影响消费决策的强联系，激活信息流通

的弱联系，构建非扁平化的强弱联系所构建的内容功

能平台体系，形成产品服务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平台与

媒介机制。 
由于审美意识的时空在地性与时效性，所以不同

地域文化背景与时间文明语境下，就会孕育不同的审

美意识形态。以中国的审美意识为例，有别于日本设

计师黑川雅之在《日本的 8 个审美意识》中，归纳总

结的日本人的审美意识，即微、并、气、间、秘、素、

假、破[19]，中国的审美意识表现出“统、象、生、场、

中、简、空、衡”的审美特征，见图 5。 
 

 
 

图 5  中国的 8 个审美意识 
Fig.5 Eight guidelines of Chinese aesthetics consciousness 

 
1）统。“统”的审美意识强调统合、全息和交感

的系统大局观。曾经以家国同构的中国人以系统大局

观为重，统序中形成了审美的标准与价值评判。新生

代的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人口的流动性和迁移性的

加强，价值观念中从私有到公有再到共有的转化，快

速弯道跨越工业时代快进到信息时代的中国，面对人

工智能的智能体的多模态分渠道分感知的时空碎片

化，使得中国的审美意识在人工智能的语境下，产生

了强烈的回归与需求。在智能体中加入关系计算的算

法，将“元翻译”（meta-translation） [1—2]整合到人机

交互对话的话术设计以及功能设计中，节省认知冗余

带来的时间沉没成本的损耗，成为审美意识在系统层

面需要首要布局的事情。 
2）象。中国审美意识中的“象”指的是包容并蓄，

其实讲的是一个多样化的问题，以万象的姿态呈现，

核心是容（包容），作为包容性很强的汉族，以万象

的姿态呈现出来，既有统合的全息系统观与合和的对

比共存，也有“容”的主次依从关系，以汉为主的文化，

以基于井田制的经济基础形态形成方块字，外围私田

中间公田的结构，符合当下去中心的网络结构，同时

又兼容并蓄个体感受性的审美特质。万物互联的神经

网络结构之下，具有活态系统变身能力的智能网络，

形成 MC（大规模客户定制，Mass Customization）的

规模效应（scaling）[18]。客户型产品与商业型产品借

助不间断的人工智能的智能体，形成语境环境计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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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意识计算的规模效应，处在 always on 的续航状

态的智能体，能够针对个体进行量化自我的计算，通

过知识图谱构建更加精准的供需匹配与审美价值关

系。兼容并蓄“象”意味着多种智能体之间的兼容，多

模态的感知兼容，多通道多语言的跨界交互的兼容，

在 兼 容 的 万 物 互 联 中 ， 激 发 人 机 对 话 的 开 关

（trigger），在商业策略上面进行顶层战略的设计。 
3）生。中国审美意识中的“生”代表时间加空间

的生态观，更多的是空间具有武器功能特性，时间具

备容器内容特性的生生不息乃为大德的“盛德价值

观”（《周易·易传》），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爱护生

命、生老病死的系统生机与万物化生，各种自然生命

与人为事物不断更新，创生与转化，既考虑数字信息

的创生，也考虑数字信息的删除与消解，并且还考虑

人工智能的智能体的物理实体的产品生命周期与虚

拟信息的服务生命周期的转化。在智能体中形成信息

流、物质流和资金流的三大流流动交通关系，通过结

合“推”（push）“拉”（pull）两种传媒关系的交互，

形成结合帕累托 2/8 原则与长尾理论[3—4]偶发涌现现

象的双重经济特征，符合人工智能的智能体生长节律

的创新设计。 
4）场。中国审美意识的“场”是既包含武器又包

含容器的场域，以及时间空间间隔呼吸的审美“阴阳

完型与余韵残像”，实的场域就是武器的形制设计，

虚的场域就是容器的内容化生。然而智能体之下，虚

实场域都不是固定不变的状态，都具有所思即所得、

所见即所得、所触即所得的量子叠加[1]状态。在器物

的场域界定中，既兼顾审美趣味的变化性，又关照理

想意义的永恒性，是在人工智能语境之下的审美意识

难题与设计要点，具有生态活性的活产品，带给审美

意识的场域以生长变化的可能。比如机器人的设计，

如果功能与内容都是提前设计预设好的，缺乏用户自

产生内容或者量化自我认知冗余的媒介载体，或者缺

乏武器容器的变身性转圜的时空间设计，都将限定审

美意识的场域。 
5）中。中国审美意识的“中”代表中庸、适配、

均衡，绝不是平庸的形式。在对比调和中形成均衡与

适配，在主题突出与无效率任务指向之间形成算法、

算力、数据、产出、感质、感知、趣味、理想、标准

与创新的中庸、价值供需的精准适配、动静态非零和

及零和博弈的适中、多种智能多样性生态系统的均

衡。物质、资金和信息在人工智能的智能体的容器中

流动，功能任务指向明确后内容容器固化为功能武

器，在任务学习与知识图谱达成对话机制与功能达成

后，明确的武器进入到下一轮内容转化容器的循环

中，在功能武器阶段，不具有变身性的武器无法具备

容器的作用，不能将人际交流与人机交互的内容提取

出来，将其演化成武器的功能指向，只有明确的武器

的功能指向才能切换成任务，只有任务完成后才能对

应到用户的人机交互行为，有行为之后才能形成一个

服务系统，才能够以信息的流动盘活物质的流动与资

金的流动，采用 FBS（Function、Behavior、Structure）
[13]进行功能行为、数据结构、信息架构、交互模型、

心智意识、审美范式的设计本体论。针对内容则需用

CMR （ Contents 、 Mental/Interaction Model 、

Requirement/ Relationship）[20—21]内容模型供需关系

理论进行信息流、物质流和资金流的容器设计。CMR
强调内容需要匹配相应的交互模型，界定阈值之后，

使阈值引导用户的愿景与需求 want 和 need，导出供

需关系 requirement 和 relationship，得到智能体中的

人、事、物的中庸关系，核心点就是怎么在武器和容

器中间达到一个均衡，怎么在算法、算力、成本消耗

和时间（不同的时机里面会产生不同的触点和三大流

的流向）中，达到一个适配性、均衡性以及兼容性的

审美意识。 
6）简。中国审美意识中的“简”意味着大道至简，

在《易经》中简易、变易、不易的道理，不仅包含越

朴素的物质东西越大德持久的道理，很适合用在人工

智能的智能体的物理实体的设计上，保持对自然的谦

卑，在设计中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材料的样子，让人工

技术的部分不要太明显；同时“简”还意味着化繁为

简、举重若轻的大数据处理能力以及人工智能的算法

能力，真正达到用户对不具有人格特质的智能体的识

别简单易得，同时还能够支持不同用户的不同审美需

求喜好，进行交互内容与功能的客户定制。通过固有

信息、转化信息和即生信息的配比与转化设计，真正

实现用户所思即所得、所思即所用、心随意转的至简

需求，做到如无必要勿增实体，同时也能够如无必要

勿增虚体。 
7）空。中国审美意识的“空”代表“性空”与“假

有”。自然界中万事万物是实体的刍狗符号，人为数

字世界里的本性也都是虚空的数据，一旦成为奇点

（singularity）[1]和人类智能的认知焦点之后才能坍缩

成为“假有”。审美意识形态的三点包括内容上的认知

焦点、功能上的任务点以及媒介上的触点，三点之下

形成信息 11 维度的升维降维，构成中国审美意识中

的“有空非无”的概念。假有除了顺应自然规律的自然

社会以外，还需关照非自然的人造物与数字世界的生

存样态。用户在审美意识中的感知感受性，来自具身

认知与离身认知的双重作用，将审美趣味与理想意义

结合，鉴赏标准与创新价值匹配，在自由与免费中，

无中生有、生死循环、生生不息。随着人工智能的智

能体带来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性空与假有

的转化实时呈现，通过有实之物感受转化虚空之美，

成为对人工智能创新设计的审美期待。 
8）衡。中国审美意识的“衡”代表审美价值体系

的核心。审美价值的判断来自对自然与非自然物的

度、量、衡。武器的设计用度、容器的设计用量、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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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类型的设计用度，容器类型的设计用量，关系类型

的设计用衡。有形物质与无形非物质层面精气神的设

计都受到审美意识左右。在度和量之下，有形之物有

着物理尺寸和空间的度量，只有衡可以突破物质性的

极限，达到犹如“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的全

息与交感过程体验，既关照个体的感受性，同时又兼

具群体的共情同理。度对应的是实体的东西，在人工

智 能 的 智 能 体 中 对 应 的 是 对 固 有 的 东 西 的 识 别

（identity），这个可以预先设置，量在智能体中间是

做行为识别的（behavior），这里面需要用信息思维将

用户的人格类型与行为模式进行精准度量和阈值判

断，在容器之内进行行为模式的转换。衡是关于关系

的界定，在识别、动作模式与关系中，唯有不确定性

唯一性的永恒变动的关系最难做。关系的设计需要衡

的审美意识，关系方面的设计策略就是把关系建立的

主动权留给用户，通过主动交互的选择权的释放，让

用户界定关系阈值的关键节点，通过阈值内的内容展

示的优化方式，加强知觉化设计后的审美感知与感受

力，提升审美的趣味与审美价值。 
人工智能介入的审美意识，通过审美观察三重人

称视角的转换、审美主体客体的切换与二元身份多重

性叠加，个人感受性与群体用户体验的群智混合双

生，以及非自然世界非零和博弈的生生不息大德的转

圜，将人类智能之下的假、恶、丑、陋与真、善、美、

德[1]之间的交感转化之道，纳入到符合不同时间空间

特性的审美意识，超越了审美的具身认知与离身认

知。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高维与低

维之间、感知与认知之间、情感与逻辑之间、理解与

表达之间、输入与输出之间、视角与观察之间、内育

与外化之间、冥想与顿悟之间、因果与关联之间、聚

焦与失焦之间、映射与想象之间，搭建起新的审美范

式与意识转化关系。 

5  结语 

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人类智能下

的审美感质“意外 Surprising”，既包含惊喜的感知感

受感想，也包含惊吓的感质。有人工智能计算所带来

的灰度计算、拼图计算、胶囊计算、试错计算的关联

预测，也有人类智能的艺术审美所带来的不确定想象

力的惊喜或惊吓。将人工智能的确定性与艺术的不确

定性相结合，由此产生意外计算 Surprising Computing，

在权不离经、权不损人、权不多用之下，拥抱人工智

能和艺术审美意识带给人类创新设计的各种可能性。

或许在技术倒逼经济、政治、组织结构发生突变奇点

来临之际，游戏机制与社会契约规则将重新设立。审

美意识引导艺术解决从“性空”到“假有”的 0 之前的问

题，辅助设计解决从 0 到 1 的问题，决定人工智能与

其他算法因素结合解决从 1 到 N 的问题。 

人类从来没有“创造 Create 东西”，只是在“制造

Make”东西，艺术的从无到有，不仅仅只是发现。有

0 之前，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值得人类放开心量谦卑

虔诚地去探索。面对一种新的智慧形态，是否是身心

意三位一体，还是可以突破信息的 11 个维度，探索

人工智能与艺术融合共生嬗变的真善美德审美意识，

将是现在与未来审美意识发展变化的关键。人类智能

的审美意识遵循多样性的存在，一寸光阴有光阴一寸

的故事，一点知道有知道一点的欢喜；而人工智能的

审美意识尊崇异构同源的同质，失焦无认知主题和明

确任务的直达结果的断崖式智能涌现，源自无六根六

识六尘的无分别心。如能将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双

重审美意识合和，或许能够打破有史以来存量零和博

弈的认知洞穴囚徒困境，转化为活态非零和博弈，亦

满足审美鉴赏判别多样性输入的元存在，审美表现传

达多样化处理的元语言，审美价值创造多样式输出的

元创生。未来已来，一切可能，正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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