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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工智能艺术的例子

1、（AI）谱写完成的贝多芬未竟之作《第十交响曲》。人工智能是否可以代替人
类创作艺术，再一次成为争论焦点。

2、1827年贝多芬逝世时，留下的《第十交响曲》只有几张手稿留存，部分是简短
未竟片段。为纪念贝多芬诞辰250周年，总部设立于贝多芬诞生地波恩的德国电信
公司组织了一个专家团队，来自德国、奥地利和美国的音乐家、作曲家和人工智能
专家把贝多芬的草稿、笔记及其生活时代的乐谱输入到人工智能系统中，通过分析
和学习贝多芬的风格，应用复杂算法，加上人工雕琢，最后完成贝多芬巨作。

3、瑞士管弦乐队演奏“第十交响曲”致敬贝多芬

4、上周六的首演吸引全球关注，许多观众用“震撼”“贝多芬复活”等形容现场
感受。德国著名歌手沃尔克尔说，“我仍然不确定哪些是贝多芬，哪些是人工智能
添加的。”他甚至想象自己的音乐也可以受到人工音乐的“启发”。

5、“如果演算法做得好，每一次尝试都是合理的。”参与这次创作的哈佛大学音
乐学教授莱文表示。萨尔茨堡卡拉扬研究所所长罗德说，《第十交响曲》的创作过
程可以想象成“一种人与机器之间的乒乓球游戏”——基于其数据，人工智能提出
建议，专家团队做出选择和整合。不过，音乐会指挥德克·卡夫腾说，“我觉得这听
起来像贝多芬。但当有人问我那是贝多芬吗？我的答案是：不！”还有不少音乐人
认为，尽管人工智能“很聪明”，但毕竟只是模仿人类的创作，人工智能无法产生
人类的灵感，很难有新突破。

6、人工智能创作音乐如今已成为一种趋势。此前，已经有团队用人工智能完成舒
伯特等著名作曲家的未竟之作。在流行乐坛，此类创作更是层出不穷。诸如Boomy
、MURU、AmperMusic、AIVA等一众人工智能音乐初创公司还获得了融资。近
日，瑞典的人工智能音乐初创公司Starmony获得350万美元融资，准备加大对人工
智能音乐创作应用的研发。未来，用户可以在几分钟内创造和发布自己的热门歌曲
。“这就像现在的图片、视频编辑软件。”德国文化学者佩特兰德尔告诉《环球时
报》记者，用户将可以用手机录制自己的演唱，再通过人工智能艺术创作软件，来
打造属于自己的音乐作品。

7、不仅是在音乐界，美术创作也越来越多地使用人工智能。最近，伦敦大学学院
的学者创作了多幅“毕加索的作品”。研究人员先将毕加索的画输入电脑分析其创
作风格、作画技巧，再输入一些创作内容并生成作品，最后用3D打印机打印出来。

8、“这能叫艺术吗？”慕尼黑数据公司罗特尔的质疑，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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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在他看来，这些人工智能的产物缺少艺术作品最重要的元素——人的灵感。
如同用人工智能创作文学作品一样，人工智能很难创作出伟大的音乐和美术作品。
他认为，只要人类控制着人工智能的创作过程，人工智能就无法替代人类创作的艺
术作品。

二、人工智能可以识别哪些文化

1、人工智能可以识别各种文化元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2、语言：人工智能可以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识别和翻译各种语言，从而帮助人
们更好地理解和传播不同文化。

3、艺术：人工智能可以识别和分析艺术作品，包括绘画、音乐、电影等，从而提
取其中的文化元素和风格特点。

4、传统习俗：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挖掘技术，识别和分析不同文化的
传统习俗、节庆活动等，从而促进文化交流和理解。

5、价值观：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行为和言语进行分析，识别其
中的价值观和文化特点，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

6、总之，人工智能在识别和分析文化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和价值，可以帮助我们
更好地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促进文化交流和传播。

三、人工智能是单一的科学领域吗

因为人工智能，它是有信息技术专业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相互结合的，有语言文学
的综合结合，才可以形成人工智能的一个专业领域的，他是一门综合学科，他需要
用计算机方面的知识，实现人工的代码，也需要语言文学方面的知识来补充人工智
能的核心内容。

四、番茄畅听有文学书吗

番茄畅听，不同于老牌听书App，番茄畅听，是一款资源丰富的安卓与苹果双端听
书软件。它是今日头条专门针对网文爱好者开发的产品。坐拥头条系的海量资源，
数百万本小说随意畅听，5岁看到80岁也看不完。书籍全部为真人配音，非AI生成
的机械声，生动感染力强，体验一流。

五、ai文学鉴赏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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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学鉴赏，是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的一种审美精神活动。它以语言文字为媒
介塑造艺术形象，反映现实生活，表现人们的精神世界。读者通过语言的媒介，获
得对文学作品中艺术形象的具体感受和体验，引起思想感情上的强烈反映，得到审
美的愉悦和享受，从而使精神境界得到升华。鉴赏是在阅读的基础上进行的，但阅
读并不完全等于鉴赏。

2、阅读可分为消遣性阅读.欣赏性阅读和批评性阅读。欣赏性阅读超越了单纯的消
遣性阅读，它追求审美愉悦和情感的陶冶升华。文学鉴赏是一种感受和理解.情感与
认识相统一的精神活动。人们欣赏文学作品，受到艺术感染，潜移默化体会其中思
想，形成完美的思维和逻辑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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