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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大的「人機共生藝術創造技術平台」項目獲大學教育資助委員
會研究資助局撥款逾5000萬元，由2021年展開為期五年的專

題研究。作為項目統籌，兩位受訪者自身也呈現了藝術科技的結
合，郭毅可是倫敦帝國學院數據科學研究所的創始所長，現為香港
科技大學首席副校長，兼在該校計算機科學及工程學系任教，潘明
倫是浸大創意藝術學院創院院長兼專業指揮，現任浸大協理副校長
（跨學科研究）。郭教授形容自己與潘教授為「欣賞藝術的科學
家」和「熱愛科學的藝術家」。郭、潘二人年前曾在浸大共事，因
雙雙對AI藝術深感興趣，一拍即合，成為項目的緣起。郭教授指研
究的最終目標是改變現有的藝術形式，不只將AI融入藝術，還要讓
AI表達人性：「任何科學研究皆由好奇心驅動，項目就是想挑戰如
何讓機器表達人性，而團隊認為體驗藝術就是讓機器懂得人性最好
的辦法。」AI能否產生意識，至今仍是未解之謎題，要讓AI表達
「人性」又該如何定義？作為藝術家的潘明倫如是說：「若AI生成
的作品能讓我感動，我認為項目就算達標了。」

真人指揮AI合唱團

去年於浸大周年音樂會演出的人機歌舞表演是研究項目的首個成
果，由潘明倫同時指揮AI合唱團與真人交響樂團，演奏新編的《東
方之珠》，並配以舞台大螢幕上由AI生成的芭蕾舞與視覺藝術影
像。四聲部的AI合唱團由浸大的「創造性智能實驗室」開發，透過
解析專業歌手的演唱錄音，提取聲樂演唱的「元件」並創造歌聲生
成模型，賦予AI歌唱家全新音色。模型能靈活調校AI歌唱家的音
準、旋律及藝術表現力，供AI合唱團實時與任何樂團合作。潘明倫
表示，指揮AI合唱團如同指揮真人般，AI歌唱家能準確識別他的指
揮動作，改變旋律速度、歌聲的強弱等，但讓他最驚訝的是，AI歌
唱家擁有人性化的演繹：「第一次聽AI演唱時，我發現它竟然有個
人風格，對歌曲的抑揚頓挫有自己的一套理解。剎那間它就像真人
一般，讓我不禁問：是誰教他唱的？」郭毅可也因AI創造力而感
動：「伴隨AI合唱團的還有AI跨媒體視覺敘事，這個模型透過分
析旋律和歌詞，生成符合音樂意境的影像。創作初期，團隊先讓模
型分析《東方之珠》，當音樂奏起，AI生成的影像即從雲朵變成紫
荊花，美麗的畫面出乎意料。AI能有此般聯想力是我們意想不到
的。」他告訴筆者，團隊正籌備新的AI合唱團項目，預計今年內演
出，「是次演出將重新演繹韋華第的《四季》，將融合許多AI生成
的內容和新技術。」

共生的核心：人機閉環系統

既然AI有着富個人風格的創造力，能創出讓人意想不到的作品，
還須與人共生嗎？郭毅可認為，AI將成為人類藝術創作的新媒介，
而非脫離人類創作的個體。項目也旨在研究人機如何互補共生，將
藝術推上新境界。團隊研究的「人機閉環系統」是項目的核心，郭
毅可解釋，該系統以人為本，人類負責訓練、測試和調整AI模型，
幫助AI學習，人類再對AI生成的作品進行反饋，讓AI更正、修
改，創作更貼合人類意念的作品。人與AI不斷互動、改進，形成閉
環模式。潘明倫解釋：「譬如團隊要讓AI根據歌詞創造影像，但AI
初次生成的結果未能反映歌詞的意象，團隊會再透過人為分析與標
籤，訓練AI 學習歌詞背後的歷史與文化，讓AI 每次循環都有進
步，生成的畫面越來越豐富，最終達到團隊心目中的結果。」
「人機閉環系統」將會應用於下一個研究項目—「共情互

感AI」。顧名思義，技術會利用AI探測及回應人類的情
感。「下一步想知道的是，在該閉環系統的基礎上，人類
創作時的感情、靈感能否豐富AI的創作？」潘明倫興致勃
勃地說：「我問郭教授，這項科技有沒有可能把人類
腦海的畫面呈現出來？他回答說，這不是『會否發
生』的問題，而是『何時發生』。」現今普遍的生成
式AI皆為語言模型，即人們向AI輸入關鍵詞，讓AI生
成內容。郭毅可表示，團隊正研究如何以情感數據取
代文字指令：「現在研究中的AI技術已經能識別一些
基本情緒，如焦慮、愉快、悲痛等。這不但能讓AI作
品更能反映人的情感，還能訓練AI判斷美與醜，創造
出更吸引人的作品。」潘明倫續指，共情互感AI運作

的邏輯與語言模型AI異曲同工：「人們有時會被音樂感動，團隊會
用儀器記錄並標籤人們在感動的情緒下的身體信號，讓AI識別刺激
因素與人類反應，比如什麼音程、調性會讓人感到愉悅，並學習讓
人們感動的規律，從而成為『感性』的AI。又或根據人類其他的情
緒，創作出歡快、憂鬱、激昂等不同感受的音樂。」
共情互感AI項目的成果，同樣會以音樂表演形式展示。與去年首

場演出不同的是，是次音樂會將會是表演者、觀眾和機器之間的三
方協作實驗。兩位教授透露，音樂會除了會有根據人體數據創作的
AI表演藝術作品，共情互感AI還會將在場觀眾的即時情感數據注入
實時演出，在現場進行反饋，生成新的藝術作品。至於如何收集觀
眾的情感數據，郭毅可表示有很多途徑：「除了可觀察腦部
活動的磁力共振外，還有更輕便、易攜帶的儀器，例如
可測量心率、呼吸的智能手表；科技商業大亨馬斯克最
新研發的腦機連接芯片；能感知體溫、新陳代謝、
荷爾蒙變化的電子皮膚等等。這些技術都可用於
收集現場觀眾的身體信號，幫助推斷其心理
狀態。」他續指，現今科技發展迅速，項
目餘下的三年不排除會發展出可探測人類
情感的新儀器。

人人皆能用AI創作

郭毅可認為，發展AI藝術不一定會「搶
走藝術家飯碗」，反而可以降低藝術創作
的門檻，達到「全民創作」的願景。「例
如在音樂創作上，人們只須哼一段旋律，AI
便能根據其情感、風格等譜寫一首完整樂
曲。」他指研究意在超越現今的自動生成式
AI，讓人類創作者在AI藝術中能參與更多，「現
在研究的共情互感AI，不但可讓不會作曲的人也
能作曲，還能讓音樂展現人類作者的個性，因為他們
不是單純靠關鍵字生成藝術，而是靠自己的感情創
作。」除了協助人類創作，兩位教授均
認為生成式AI 能幫助人類學習
如何創作。「人們可透過完
整的 AI 樂曲學習音樂的
結構、如何配樂等。AI
科技還可告訴你AI創作
背後的原理，讓自學作
曲或其他藝術創作更
輕而易舉。」潘明倫
說。兩位教授補充，
生成式 AI 能讓不同藝
術媒介交融，如將音
樂圖像化，或相反將
畫作化為音樂，甚至
創作舞蹈，讓不同類別的
作者毋須成為全能藝術
家，也能輕易進行跨媒介
創作。

人機共創感性作品

在人工智能話題近月於全球掀起
，有兩位香港的大學教授

早已在思索AI創作的各種潛能。負
「香港人機共

生藝術創造平台技術建設」項目的
，去年底帶領團隊

，結合AI合唱團、AI舞蹈、AI
媒體藝術與真人交響樂團，於浸大周

。本報專訪兩位教
，探討他們的研究領域，窺探人機

。 記者：斯如

生成式AI削弱人類創作意欲只是爭
議之一，其次還有原創性的問題。近

月全球熱議的 AI 聊天機械人軟件可說是眾矢之
的。這個聊天機械人不僅能翻譯、校對、編程，還能寫詩

填詞、創作故事和劇本、撰寫論文與報道，且模仿真人寫作的能
力極高。在維護學術誠信、看重原創性的學界，引起很大爭議，
學校與教師紛紛擔憂學生會濫用AI代筆、作弊。

不介意學生用AI寫論文

對於生成式AI的協助，甚至代替學生寫作業，郭毅可一臉嚴
肅地回答：「我不反對學生利用AI協助寫論文，甚至認為他們
用AI來考試也不成問題。」這個答覆多少讓記者感到錯愕，相
信該校學生會感到萬分雀躍。郭教授解釋，利用生成式AI 代

勞，並不代表學生從此可以飯來張口，衣來伸手：「學習不在於
回答，而是在於發問。人有問題才會開始學習。論文歸根究柢就
是考驗學生是否能問對問題。AI將論文簡化至其本質，就像互聯
網讓學生省去了前往圖書館翻查資料的時間。AI也讓學生省去了
在互聯網上翻查資料、歸納資料的時間，讓他們更專注於問更
多、更好的問題。若所有學生都使用AI，可能不會再有不及格的
人，但從他們發問問題的能力，便能分出高下。」如上述利用AI
繪圖工具創作而贏得大獎的作者所言，他在「創作」過程中須不
斷向AI系統調整關鍵詞，作品經歷了逾900次迭代，花上80小
時才完成。
生成式AI無疑簡化了傳統創作的程序，但依然要考驗創作者

的思辨能力。對此，潘教授補充：「AI生成學術答案未必完全準
確，這也可以訓練使用AI的學生的批判思維與編輯能力。」

去年，美國科羅拉
多州博覽會藝術比賽
一名參賽者，以AI繪
圖工具 Midjourney 生
成的作品於「數碼藝
術/數碼操作攝影」
組別贏得冠軍，旋
即成為網絡熱話。
有網民認為AI生成
藝 術 不 屬 原 創 作
品，怒斥涉事參賽

者作弊，亦有數碼插
畫家慨歎藝術已死，

擔心AI威脅生計。
類似的情況近日再次

在著名的Sony世界攝
影大賽出現，奪得優秀作品獎

的相片，竟是由AI圖像生成，勝
出的「攝影師」拒絕領獎，並斥責主辦
單位分辨不了AI與真人作品。面對AI

藝術的眾多爭議，郭毅可反指這些爭論沒
有意義：「科技會進步，社會要發展，兩
百年前很多依靠人力的工種現已被科技取
代。研究如何將AI科技融於生活才重要，
而且是無可避免。」潘明倫同樣借古鑒
今，相信AI藝術並不會淘汰傳統藝術，而是會成為
創作方式的一種工具，「如同相機的發明並沒有取
代繪畫，還衍生了攝影、電影等新的藝術形式。好
看、好聽的作品並不會被時間、科技淘汰。」對於
有人利用AI作品在藝術比賽中獲獎，郭毅可並不否
認AI藝術會取代某些藝術家，但他堅信AI不會讓未
來全部藝術家丟掉飯碗：「因為未來的藝術家將會
因科技而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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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
訓練學生批判能力

以AI繪圖工具Midjourney生成、於「數碼藝術/數
碼操作攝影」組別贏得冠軍的作品《太空歌劇院》。

潘明倫戴上傳感器，在音
樂會上同時指揮真人交響樂
團和AI合唱團。（圖：香港
浸會大學提供）

由香港浸會大學「香港
人機共生藝術創造平台技
術建設」開發的虛擬合唱

團擁有四個聲部。

郭毅可認為如何讓機
器表達人性，是AI創作
的重要命題。
（攝影：崔俊良）

作為音樂家的潘明倫
認為AI可以成為藝術創
作的輔助工具。

（攝影：崔俊良）

科大首席副校長郭毅可（右）
與浸大協理副校長（跨學科研
究）潘明倫（左）共同研究AI
創作藝術的無限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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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藝術創造平台技術建設生藝術創造平台技術建設

媒體藝術與真人交響樂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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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團隊訓練的AI能將自
然風景畫面和音樂轉換成舞
蹈影像。（圖：香港浸會大

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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