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作为上海美术学院
“2019主题学术年”系列活动之
一，海派美术教育学术研讨会暨
文献展在刘海粟美术馆开幕。
此次活动的主题为“新兴艺术策
源地——海派美术教育与20世
纪中国美术”，其实就是为海派
美术教育追根溯源。

谈到海派美术教育的根
源，上海美术学院院长冯远对
记者表示，上海作为中国近现
代美术教育的发祥地，与20世
纪 中 国 美 术 的 发 展 息 息 相
关 。 自 1864 年 土 山 湾 画 馆

——中国现代最早的艺术传授
的雏形——开办以来，已有
150多年的历史。

“上海曾经在20世纪诞生
过近40所美术学校，曾经举办
过第一届全国范围的美术展览
会，曾经有300多名著名的近现
代美术先贤在这里度过教学生
活，曾经为近现代中国美术输送
过1000多名优秀人才，曾经为
全国各地出版发行近四分之三
的美术教材。”这是上海美术学
院史论系主任、教授李超透露的
一组数据。他认为对于如此丰
富的海派美育遗产的保护，需要
向文化资源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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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人工智能作品首入美
院毕业展

在这么多美院毕业展中，最
大的亮点无疑是中央美院的毕
业展。然而，就是在这么一个高
的平台上，竟然出现了人工智能
的作品。这个叫“夏语冰”的画
家其实是一个机器人，其作品是
模仿了历史上10位著名西方画
家的风格创作了10幅作品。如
果不是主办方说明，一般观众根
本看不出这是AI作品，甚至觉
得因为模仿的风格十分相似，其
水准要比其他的美院毕业生作
品要高。

对于人工智能作品首入美
院毕业展，中央美院实验艺术学
院院长邱志杰解释说：从几个月
前起，他们就已经介入对这个机
器人的绘画指导中了。“既然我
们教了‘她’，‘她’也可以算是我
们的一个进修生，我们就让‘她’
的作品在我们的研究生毕业展
上展出。” 据悉，美院老师对于
机器人的训练持续了22个月，
研究团队用了几百个画家的画
来训练，而这些作品的数据主要
集中在后期印象派到现代主义

早期的画作。机器人将这些名
家名作的风格吃透了之后再进
行创作。

邱志杰告诉记者，中央美院
此举虽然有点幽默，但也可以说
是一种测试和实验，表明了中央
美院一种前瞻性的思考。这种
思考就是，面对科技的发展，画
家应该有所突破。“有的画家被
摄影逼着做摄影做不了的事情，
于是出现了梵高和毕加索的风
格。一流的画家其实是被摄影
逼着往前进化了。”人工智能对
画家的促进作用也是这样。

美院毕业展成山寨商
的“灵感源泉”

围绕着美院毕业展还发生
了这样一件事。某美院产品设
计专业的学员在毕业展上展出
了自己几个月制作的一个装
置。结果仅过了几天，网上就出
现了这个作品的复制品在叫
卖。这个学生十分气愤，但是自
己势单力薄没有办法，只能忍气
吞声。

青年报记者注意到，美院毕
业展已经成为山寨商的“灵感源
泉”。基本上每一个毕业展览季

过去之后，网上立刻就会出现仿
制品。有业内人士告诉青年报
记者，美院毕业生大多充满活
力，又很接地气，所以他们的作
品很适合在网上销售。另一方
面，美院毕业生没有什么社会经
验，面对被山寨这件事，大多只
能选择隐忍。山寨商更加有恃
无恐了。

对于这种情况，法律界人士
邱治淼说，被山寨的美院毕业生
应该告知对方，要求对方停止侵
权或事先获取授权。“将侵权方
转化为合作方是版权界的一种
比较经济的维权方法。因为毕
竟为了一幅美术作品进行法律
诉讼既耗时费力，而且经济上未
必划算。”

此外，邱治淼还鼓励艺术创
作者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快申
请著作权登记。“虽然美术作品
自创作完成之时起便自动享有
著作权，但一旦涉及版权侵权诉
讼时，法院要求原告证明自己的
权属，那么，著作权登记证书就
是版权归属的初步证据。如果
没有予以著作权登记，则需要保
留原始创作证据和其他证据证
明权属，维权成本高且效果差。”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纪念上海解放七
十周年”长三角书法作品展昨
天在上海美罗城开幕。此次
展览由上海市书法家协会指
导，徐汇区文化和旅游局与上
海周慧珺书法艺术基金会联
合主办。徐汇区区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吕晓慧，上海市书法
家协会名誉主席周志高，上海

市书法家协会顾问徐正濂，上
海市书法家协会主席丁申阳
等出席了开幕仪式。

此次展览也是徐汇区文旅
局与美罗城合作的公益艺术展
厅“艺space”的开幕首展。在商
场里欣赏公益艺术展览，将文化
活动拓展到公共空间，让市民近
距离地接触高雅艺术，不仅是一
件惠民的实事，也为商圈营造出
浓厚的文化氛围。

毕业作品被“山寨”如何维权成难题
5月的这几天，全国各大美院的毕业展相继举办，渐入高潮。不过今年

毕业展的信息有点大。首先是人工智能画作首次进入美院毕业展，再次引发
人工智能抢画家饭碗的热议。另外，毕业展也成为山寨制造商的“灵感源
泉”，很多毕业作品仅几天就出现了山寨商品，让人大跌眼镜。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海派美术教育百年历程“解密”

长三角书法作品展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