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工业技术的更迭时刻改变着世界各个行

业的工作模式，包括艺术。回看历史，艺术与技术

密切相关，艺术的创作手段、媒介、材料以及尺寸

都受工业技术发展的影响。在充斥着信息技术、生

物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的时代下，雕塑变了

吗？作为存在于实在空间中的艺术形式，在凶猛的

技术浪潮下，雕塑又可能出现怎样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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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hift in industrial technology is changing the working mode of every 

industry in the world, including art. Looking back at the history, ar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echnology. The means, media, materials and size of art creation are all influen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In the times full of cutting-edge science and 

technologies, such a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iotechnology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tc., has sculpture changed? As an art form existing in real space, what kind of 

transformation of sculpture may appear in the fierce wave of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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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预测该如何定义明天的雕塑

家，就像我们无法描述明天的杂货铺老板、

导演、小说家是否还会以今天的方式存在一

样。当工业生产模式在过去百年中从扁平集

中走向多元分化后，势必在数字时代的顶峰

再次相聚，多数主动或被迫催生的门类学科

无疑将再次聚首。如果科技成为了这个时代

艺术的一剂肾上腺素，崭新的文艺复兴将成

为奇点之后的必然产物，那么雕塑家还能是

什么？

明天的雕塑是否依旧需要以实体的物质

作为媒介呢？答案是：“不一定。”这是第

一轮被冲破的概念。这的确涉及雕塑本体的

定义，同时也冲击艺术本体的界定。雕塑是

物体在三维空间中的呈现，其中“物体”不

再是物理实体，全息影像、虚拟现实、增强

现实的介入将雕塑边缘推向非物理实体，这

不是未来，也不是明天，而是已经发生的。

麻省理工学院（MIT）媒体实验室中的交互

装置“InForm”在10年前已经在探讨如何用

数字交互模拟方式来联通千里之外的人，这

正是将社会网络进行“非像素化”的实验。

一端在解除人与人的疏离，一端也将“物质

实体”的概念扩大化。这如同一波反向操

作，我们的语言来描述实体的概念，而现

下，数字媒介正在用它们的语言呈现我们的

真实。

几天前，我的一位在中央美院攻读艺

术与科技专业博士的朋友主持一场论坛，主

题为“机械与3D打印断了雕塑的路，还是

续了雕塑的命？”他邀请我作为雕塑专业的

艺术工作者谈及对此问题的看法。虽然由于

时间问题我没能到达现场，而我给出的答案

是十分肯定的，机械和3D打印作为科技媒

介必然将雕塑的大门向更多纬度敞开，若一

定要说断了谁的路，那一定是断了雕塑本体

论的路，这又会回到本体论的漩涡中。在我

参加过的有关艺术与科技的讲座中经常会有

人提及雕塑的温度。例如，如果过份依赖数

字化，雕塑会失去千百年来的体温，这是一

个非常诗意性的判断，但其中的诗意是未经

理性处理的。雕塑家依靠双手来触摸泥巴，

用“锛凿斧锯”类冷兵器加工大理石雕像。

在没有“玻璃钢”树脂的年代学院派师生对

模特动势的“内敛”要求（由于泥土塑造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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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后的翻制过程中大部分只能选择石膏这种

易碎材料，所以创作时候会对模特的动势进

行限制调整，避免过份张开肢体而翻制断

裂），到数字时代3D打印可以完成即使使

用树脂等易转换材料也无法完成的多层次复

杂形体……这一系列过程体现了科技媒介对

雕塑的救赎。我们对双手触摸泥土的依恋是

否只是由于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对身体的依恋

呢？如果人类的进化由大脑开始，我们率先

进入了数字时代，率先使用三维软件来创造

空间艺术，创造雕塑艺术，而后我们的四肢

才慢慢进化，再产生依靠双手来进行的泥

塑，我们是否还有雕塑温度这种情感，亦或

者我们称之为情怀？当如此按实践顺序来冷

静思考，3D打印就也只回归到了媒介，和

我们使用雕塑刀、使用工具创作雕塑毫无二

致，我们为何要因为惧怕而感觉冰冷呢？这

种惧怕和担心摄影术会摄取人类灵魂一样荒

唐可笑。技术的降临造成了很多固守自己舒

适区人群的恐慌，你不前进，不更新自己知

识体系，就是会被抛弃在全新体系的黑暗角

落里。

在这个“突如其来”的时代，我们回

看与展望艺术市场。艺术的价值链条由以往

生产者单轮驱动转向以生产者与消费者双轮

驱动为主导。消费者和市场需求成为核心环

节，消费者通过用户体验直接介入到艺术作

品“思维构建——制作生产”的全过程。随

着消费结构升级，消费者对个性化、定制

化、体验感提出更高要求，能够满足“多样

性”的创作模式应运而生。另外，跨境电商

的兴起，全球价值链的架构随之改变，价值

链上下游的交易关系趋于扁平化，中间交易

环节明显减少，制造商直接连接消费者。颠

覆性技术的突破不仅会导致全球价值链的深

度重构，也会助力新兴经济体实现弯道超

车。由此，建立在人工智能基础之上的“柔

性化”创作将成为艺术工作者未来面临的主

要模式。过去，雕塑家懂得泥巴的柔性与粘

性，铸造的纯度与精度。而现下，作为雕塑

家，不单提供作品，更要负责作品的“全生

命周期”。因为雕塑的材料在新一批雕塑工

作者手中延展了，3D打印、电子元件、机

械构造、物理传动、电压、电流、代码、数

据、影像匹配、化学试剂、生物科学等，这

些都在从充分条件转为必要条件。如果仍旧

把自己局限在雕塑物理呈现的框里，会让职

业生涯面临巨大的困境与风险。过去的雕塑

家也许会激烈地抗拒，他们坚持为雕塑艺术

献身。当然，你仍旧可以这样做，但一个人

或一个群体的坚守或好恶并不能阻挡这个信

息量高速注入生活的时代对艺术的现实需

求。艺术脱离殿堂的趋势不在于现当代艺术

家“革贵族艺术的命”，而在于市场需求嫁

接在科技产能之上。当科技从本质上影响了

艺术家的创作途径并使艺术家理解数字时代

的现实生态，作品进入生活空间将不再带有

价值泡沫，而人人都是雕塑家这个命题的局

限性就在于是否要率先承认学科的破壁。如

果我们承认绘画、影像、设计解构了雕塑的

框架，那么我们就该探讨艺术的边界而不是

探讨雕塑的边界。这个过程中，就雕塑而

言，多媒介的冲击使雕塑本体论犹如膨胀的

气泡，结局终将是冲破壁垒。而作为艺术工

作者的责任也将伴随壁垒的瓦解而肩负更

多、更深入。

退一步讲，即使无法跳出本体论的漩

涡，我们仍要面对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搭建

起观众与美术馆的新“桥梁”这一现实。信

息传输技术的迅猛发展改写了几百年来的美

术馆格局，同样也将打破雕塑或者艺术的界

定，由数据和移动端构成的艺术形式也将进

入雕塑本体的范围中。美术馆进行宣传和印

刷的官网图片与架上绘画、雕塑及影像原作

品之间的鸿沟，第一次被形式的艺术冲击，

从更好地展示成为独立的具有全新批评体系

的艺术形式。雕塑与被增强现实、虚拟现实

等数字媒介还原与再创造的过程中势必也会

产生此种形式的全新艺术门类，并正式进入

雕塑本体范畴。并且，这种发展必将被资本

利益驱使（大大降低作品的收藏成本，数字

媒体的超强复制性与科技媒介的低廉成本所

导致）。同时，虚拟影像技术的突破点从还

原物理真实到超越物理真实，超越人的常规

认识与想象这几个阶段开始不断探索。这种

发展是人类对未知的想象探索与科学技术更

迭间的拉扯，充满了能量与可能性。3D打

印技术被雕塑家从恐惧到接受、从实验到大

规模应用并导致雕塑行业生产链条的洗牌，

导致大量雕塑系毕业生失业或转行从事计

算机三维制作。但这其中还没有涉及3D打

印的独立性，我认为3D打印由工具之名而

起，终将会以独立的艺术价值体系而壮大，

让我们拭目以待。所以无论是虚拟影像或是

3D打印，它们都在改变千百年来的艺术体

系规则，而且这一次的重新制定让人感觉有

些“不适”，有些“眩晕”，有些快。这是

未来的惯性，我们不要期盼之后的发展会和

缓平顺，科技让全部事物的进化周期呈几何

倍数缩短，这是在遵循摩尔定律的曲线，周

遭一切都是如此，无一例外。

在未来，艺术史真的在指导艺术实践

吗？路一贯是前赴后继的。理论（艺术史）

与实践（艺术创作）究竟谁是第一性？作为

艺术工作者，不捋顺艺术史就无法创作，这

分明进入了投机者的行列。我觉得创作者更

应该了解的是历史发展中所需要艺术工作者

直面的并以独特视角所要解决的隐性问题，

而非完整的艺术史背景。在这样的过程中，

社会进程成为了牵动艺术发展的链条，艺术

家在被“拖行”的过程中，需要极度清醒。

如果我们要在美术史中选择一个节点进行断

代，我觉得今天就是最好的阶段，这种断代

一定不是转折，仍旧是符合发展规律的。

定义雕塑系统的理论工作者也许忽略

了雕塑破壁者在此过程中所付出的精力与

体力，而一些批评人仍然沉浸在雕塑中愚公

般的情感投入与体力付出所带来的质朴感动

中，这是令人遗憾的。这也许代表了或者体

现出了年迈雕塑体制的保守与落后，亦或堂

吉柯德似的愚忠。如果说数字时代的雕塑与

其他时期是否存在不连续的断层与裂痕，我

认为掌握话语权的批评界确实出现了新老交

替的衔接空档，但不可否认很多年长的雕塑

批评家已经在努力尝试介入数字时代评判的

全新语境，这是艰难的，需要时间的雕琢。

不同年代的人确实存在着价值观的不同，而现

下的世界可能会让人一旦落后便跌入“万劫

不复”。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记警钟。

再次回到这个“突如其来”的时代，

科技是使得中国雕塑得以有契机实现全球性

对话的发令枪，并且不仅限于雕塑。显而易

见，对话的可能性决定于对话人所处的平台

高度是否对等。数字艺术、科技艺术扑面而

来，这非但不是滚滚红尘中的一粒微尘，而

是中国雕塑继续发展中可以摒弃传统雕塑脉

络断层并与世界携手站立在同等高度的原动

力与支撑点，也必将成为支撑中国雕塑争夺

世界话语权的巨大机遇。作为一个时代率先

尝试苦涩的先行者，或者说作为一个雕塑或

艺术本体论的破壁者，当我们不知未来将如

何发展之时，请尽可能迈出脚步，并制定引

导我们进入未来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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