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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技术世界与多维未来——第四届哲学·艺

术·科学高峰论坛”聚焦“技术世界与多维未来”这

一具备前瞻性与未来性视角的主题，涵盖了科学之道、

艺术之美、哲学之维三个学术版块。在两天的时间里，

来自不同领域的嘉宾学者展开对主题的深入思考，他

们对哲学、艺术、科学之间互动关系的批判性研讨，

为今后无论是科学技术的探索、艺术设计的实践，还

是哲学思想的延展，都深耕了学术的土壤，提供了研

究的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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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chnologic World and Multi-dimensional Future—The 4th Summit 

of Philosophy·Art· Science” focuses on the theme of “Technologic World and Multi-

dimensional Future” with a perspective of forward-looking and futurity and covers 

three academic sections including the methods of science, the beauty of art and 

the dimension of philosophy. Scholars from different fields gathered together and 

made deep thoughts about this theme during two days. They critically discusse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hilosophy, art and science, which has cultivated the academic soil 

and provided nourishment for the relevant research in aspects of explo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actice of art and design, and extension of philosophical thou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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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艺术的讨论，包含了很多哲学的

思考。不管是艺术和科技之间的互动关系，

还是各自的发展历程，都跟我们的世界观、

价值观相联系，其实都有哲学的内容，只是

我们没有单独设立哲学的主题。很多哲学家

也在探讨现在新的伦理价值，在技术飞速发

展的今天，这种终极价值和世界观都在发生

根本的改变，这跟哲学是一体的。而且哲学

可以从更深的层次把规律揭示出来，比单纯

的科学技术和艺术形式，更能够打通关键环

节。所以科学、艺术、哲学的讨论，三者缺

 作为一个艺术家和教育工作者，我从

沧海一粟的角度谈谈个体怎么面对技术的更

新和发展，以及现实肉身世界和虚拟数字网

络世界造成的双重的世界。

作为一个艺术家或艺术工作者，我们面

临很多挑战，其中之一就是技术的迭代、科

技的飞跃，已经超越了我们惯常认知的速度。

我们看到了机器学习的能力，人工智能对世

界、对创造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我们也能

感受到数字化的世界和网络带来的算法，对

艺术的理解增添了新的可能和新的疑惑。

艺术还面临一个挑战，来自肉身世界、

现实世界。我们本来以为今天和昨天是一样

的，于是按照经验推断，明天一定会和今天

一样，世界一定会按照经验的样子发展。但

是新冠疫情告诉我们，没有这样理想化的发

展，明天和今天是断裂的。这样一个我们不

能理解，或者用现在的经验不能把握的现实

世界，对我们来讲突然变得如此复杂。艺术

家必须面对肉身和现实世界的科幻感，这个

挑战很难。

疫情对我个人有很大的冲击，很多艺术

家也提出了思考：在这样的社会灾变面前，

艺术有什么用？有用的艺术似乎终究也没什

么用。但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这样的社

会变革、灾难、疫情或战争面前，艺术能做

什么，艺术到底有用还是没用？这是一个困

惑，是一直萦绕在我头脑中挥之不去的梦魇。

2020 年 4 月我接到一个个人展览的邀请，

我非常踌躇，因为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现

场，也不知道有没有开幕式，甚至不知道可

不可以展览。但我想，在 2020 年，哪怕是

常规的事可能都是有价值的，于是我下定决

心去做这样一场未知的展览。

在因疫情自我隔离的时候，我们把限制

当做生活的方式，但是这种限制是自愿的还

是被施予的？每个人的感受很复杂。我们生

活中有很多符号，我让里面的小人走进了现

实空间中。我用 100 多个钢板，切割成各

种符号的小人，动作、姿态是我凭心情创造

的，我觉得他们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世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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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可。这一届论坛，嘉宾们的演讲专业性

更强了。比如我们川美的焦兴涛副院长讲的

是在区块链的方式下艺术怎么存在、怎么生

存。特别是疫情期间，无法在实际场地里展

开艺术活动和创作，开始流行在虚拟空间里

进行艺术创作，而且这种形式现在还发展得

很快。这颠覆了很多概念，对现场创作、原

作这些概念都是一种颠覆，能进一步启发我

们科技信息时代的艺术到底怎么发展。阿里

巴巴的王孟昌老师讲的“算法”很专业，逻

辑思维能够通过精准计算、提前预估来优化

展览的现场，所有黑色的小人像上帝一样站

在云端。同时我在这个空间里安排了符号元

素的一部分，作为可玩、可参观的设施。比

如禁止符号的一部分成了一个秋千，可以摇

荡，秋千板上还有一个二维码，可以扫出一

段视频，对空间和现场做了新的描述。展览

不仅仅是现场，利用和网络结合的形式，能

产生更多的表达。

今年 3 月，一枚代表着艺术家比普尔

（Beeple）创作的、由 5000 张较小图像

组成的数字画作所有权的NFT（非同质代

币）在佳士得拍卖行以超过 6900 万美元的

竞拍价售出。这同时意味着NFT 这种基于

区块链的加密资产在数字收藏品领域开辟了

新纪元。

NFT（全称为Non- Fungible Tokens）

出现了。NFT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非同质化

代币。这意味过去在网络世界里被不断复制

的视频、图片、声音有了唯一的确权，在区

块链上有了自己的身份证，因此带来了艺术

在网络世界的高额成交，这在过去是没有的。

区块链到底是什么，和今天的艺术有什么关

系？我不知道，但应该去尝试，因为这是面

对未来和技术的。

作为一个艺术家，要去做、去感受，要

与虚拟世界和肉身肉世界共同肉博，唯有凭

借肉身经验并借助技术的原力，进行身体演

化，才能进入“半兽人”演化的路径。

Reddit 网站在 2017 年 4 月 1 日发起

了一个活动，在一块 1000×1000 像素的

空白画布上，每位注册用户可以从 16 种颜

色任意选择一种，填充在画布的 1颗像素

上。整个活动持续了 72 个小时，吸引了全

球 100万人参与，辐射 1600 多万人次。活

动结束时，同时在线人数仍高达 9万人次。

活动的规则很简单：一是向所有 2017 年 3

月 31 日前注册的用户敞开；二是每人每 10

分钟可以编辑 1颗像素（活动中期后，获赞

超过 1000 以上的用户编辑冷却时间缩短为

5分钟）；三是颜色可以覆盖。这三个规则

导向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一个独立的人在

其中的参与是毫无意义、无效的。一个像素

点不能构成一个图案，起码得是上百个，所

以大大小小的群落开始形成，在论坛上建立

自己的号召，逐步出现了团体。甚至因为想

要争夺更大的区域，成立了类似“国防部”“统

一指挥部”的组织，部署画什么样的图形，

怎么样去标注像素点，绘制到边界的时候和

另外一个团体协调。如果谈不好，就“你死

我活”。

“色块党”是最先崛起的势力，他们快

速占领了画布几个区域，重点是画面的纵轴，

并不断扩大，蓝色、红色是最早大家对色彩

的倾向，形成了分工意识。这是计划的结果，

是刻意设计的结果。

标志性的事件是“黑洞”与“美国国旗”

的战斗。在画面的正中“黑洞党”蔓延式地

生长；在活动第二天，“美国国旗”的图案

也在画面正中诞生。双方展开了两次剧烈的

拉锯战，最后以“黑洞党”失败告终。最激

烈的博弈都与“国旗党”有关，在虚拟世界，

肉身世界的很多东西同样生效。

还有很有意思的“文艺党”。《蒙娜丽

莎》的图像在像素画布里出现了，但自始至

终没有人去攻占。还有《星球大战 3：西斯

的复仇》的台词，从头至尾没有出现边界的

征战。整个像素画面绝大多数的底色是各种

文化 LOGO、符号等，背后是成百上万的

玩家、球迷、乐迷，他们才是这个空间真正

的主角，赋予了画面基础的底色。

3 天、100 万用户、1600 万次涂抹，

形成了人类文明史的新绘画。在这其中我们

能够感受到敞开、参与和公共性，艺术越来

越倾向于成为一种开放的新规则，成为一种

全场景的艺术融入，每个人既是创作者也是

观看者，个体意义上的艺术家更多成为了规

则的制定者，一个召集人、发起人。

面对肉身世界非现实的发展，面对虚拟

空间技术的飞跃，面对未来，唯有纵身一跃。

路径，这是人类智慧的一种结果，能够发展

到今天的信息时代，离不开这些算法。他的

演讲开拓了大家的思维，如果能和艺术结合

起来，对艺术创作也会很有用。各学科之间

相互借鉴、碰撞可能会出现很多新的东西，

不管是教学还是学生创作，都应该能受到很

好的启发。

“技术世界与多维未来”

——第四届哲学·艺术·科学高峰论坛

论坛时间：2021年4月17、18日

论坛地点：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

10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