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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推动“科学与艺术”的创新发展，由

中国科学院主办，科学出版社和四川美术学院承办

的“反思·互动·创新——2018第二届‘科学与

艺术’高峰论坛”于2018年11月3日在科学出版社

举行，探讨科学透视艺术、艺术助力科学传播、科

学与艺术融合发展现状的反思、艺术与科技创新方

法论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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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im of promoting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2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mmit Forum in 2018 which was hosted 

b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cience Press and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was held in 

Science Press on November 3rd, 2018. This forum explores the topics of “science explores 

art” “art promotes the broadcasting of science” “reflection of the current developmental 

situ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art and science” “the creative methodology of art and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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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发展做贡献。这次“科学与艺术”高峰

论坛的主题是“反思·互动·创新”，并没有

指向具体的应用层次，而是把主题定位于如

何让科学与艺术在反思和互动中实现创新发

展。这次高峰论坛将为我们打开一扇窗，提

供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视角。对于艺术创作者

来说，这是挑战与机遇并存，要求创作主体

有魄力、脱离舒适区、投身未知的领域。科

技工作者也面临类似的状况，如何抓住科学

与艺术融合的机会和风口，突破单学科带来

的视野限制，另辟蹊径、弯道超车。这对当

下国内外政治形势、经济形势来说也是一个

非常现实和紧迫的问题。这是一个全新变化

的时代，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了“新时代”

这个概念，希望通过今天高峰论坛的举办，

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把科学与艺术的研究

探索带入一个新时代。

吴为山：人类的社会发展伴随着大自

然的发展、演化、演变，所以对自然规律的

把握以及对人类社会规律，特别是对人类情

感、心灵的把握，都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我

们要在客观的、科学的、自然的研究当中，

来找到与人文、历史、人类社会研究的契合

点。这也是中国的“天人合一”，它的哲学

理念渗透到科学与艺术当中去。“艺术与科

学”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科学是了不起的，如果没有科学家对大

自然规律的研究发现，以人类的意志情感来

顺应自然、改造自然，最后与自然和谐共处

的话，我们今天还将处在文化愚昧的时代。

但如果没有艺术、没有美，没有精神的滋

养，不同的人种、国家、地区的科学也许会

迷失方向，也许世界的战争被核笼罩，也许

科学会毁灭人类。

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就是自然与人，

也是历史与现代，特别是人从哪里来、到哪

里去，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这是

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特别是在今天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题和时代命题之下，

研究科学与艺术的问题，也是研究人类的根

本问题。

艺术家和科学家听起来是两个不同的概

念，但实际上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的精神追

求、价值追求是一样的，他们的意志和毅力

是一样的，他们的不懈探索是一样的。在很

多成果当中，特别是科学家研究科学的过程

中，大自然的美渗透到他的研究方式，也渗

李锋：科学出版社隶属于中国科学院，

是中国综合性最强、出版品种最大的学术出

版机构。科学出版社禀承多年来形成的“高

层次、高水平、高质量”和“严肃、严密、

严格”的优良传统和做法，形成以科学、技

术、医学、人文社科、教育为主要出版领域

的业务架构，在艺术相关发现方面出版不少

精品佳作。

北京的11月正是红枫彩叶随风飘、金秋

余韵意尚浓的时节，大家在科学出版社齐聚

一堂，再议科学与艺术的融通大计。在新时

代，日新月异的新科学、新技术推动着人类

社会的进步，异彩缤纷的艺术呈现着人类文

明的发展。促进科学与艺术融合发展，是创

新科技、繁荣文化的重要途径，是新时代催

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用新动能推动

新发展的重要助力，是实现“科技强国”和

“美丽中国”的重要支撑。

本次论坛的举办以服务国家战略发展为

宗旨，其愿景是通过搭建学术交流平台，形

成科学与艺术学术共同体，寻求科学与艺术

融合之根本，探索科学与艺术发展之路径，

夯实科学与艺术学术理论地基，承接部分国

家科研项目，推动高校“双一流”建设和

新兴学科建设，为我国的科技创新与文化

助力。

庞茂琨：艺术与科学堪称人类文明发展

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两者之间的密切关

系在中西文明的源头就显现出来，在现代文

明的发端时期显著。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

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尚未分野，知识分子往

往科技与人文兼修，科学与艺术兼通。达芬

奇和歌德作为最典型的代表，成了人类智慧

永远仰望的泰山北斗。

随着现代知识体系的建立，艺术与科学

渐渐被人为割裂，同时精通科学与艺术的头

脑成为了某种奢望。今天科技发展使我们越

来越感觉到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已经是人类文

明是否能再创高峰的必然要求，从这个意义

上说，今天的论坛事关重大，探讨的是整个

人类文明经过现代性洗礼、各个学科高度分

化、各自长足发展之后再走到一起的可能，

是反思现代文明发展和学科分化本身的问

题，并寻找新的文明生长点。

今年我们两家合作举办这次活动，就

是希望在已有的基础上让所有讨论问题继续

深入、细致，为促进中国的科学与艺术的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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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到他所有的科学研究的模型与创作当中。

我们在今天研究科学与美，与习近平

总书记所倡导的文艺思想，以及在科学大

会上，特别是院士大会上的讲话精神是一致

的。我坚信这个论坛的成果一定会对这个时

代产生影响！ 

刘嘉麒：科学是对客观事物的理性思

维、探索和认知，其精髓是发现、创新，是

推动社会发展的思想源泉和强大动力；艺

术是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形象生动表

达，源于现实却高于现实，充满着精神灵

魂和感情色彩。二者都是社会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人类文明的璀璨明珠，没有

它们，整个社会会变得黯淡无光，人类将

走向灭亡。

科学和艺术看似相距甚远，实则密不可

分、互相促进。当年文艺复兴曾促进科学发

展，反过来，科学的发展又促进了艺术的进

步。最精彩的艺术往往是最高超的科学演

练，比如惊心动魄的杂技体现了精准的力

学实验，每个平衡点都丝毫不差，充满着

科学。

最 严 肃 的 科 学 也 蕴 藏 着 无 限 的 奥 妙

与浪漫，有人觉得我们搞科学的人特别死

板、不懂感情。但是我觉得智商高的人情

商不会低，反过来，情商高的人智商也不

会低。

万物皆有理，自然最神奇，科学与艺术

的灵感，许多来自大自然的启迪。所以让我

们用科学陶冶艺术，用艺术妆点科学，使科

学和艺术迸发出更灿烂的光辉。

周明全：VR/AR：科学、艺术与工程

虚拟现实是这几年比较热门的话题。

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里，信息技术给我

们创造了虚拟的世界，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

中间的接口就是虚拟现实技术。

一、虚拟现实科学发展

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之间，根据不同方

向可以分为增强现实、混合现实等等。虚拟

现实的科学问题有两点。第一，虚拟现实的

模型——几何模型、物理模型、生命模型。

第二，可体验性。这两年科学技术在这些环

节上发生了大的变化：1.构建环境的技术。

2.交互技术。3.平台技术。虚拟和现实世界

的接口的刚性需求和柔性需求都存在，既可

以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也可以满足人类的

精神需求。它讲的是新一代计算平台，云计

算、大数据、互联网，有它自己的美学。

二、虚拟现实艺术

虚拟现实是人类和虚拟世界打交道的通

道，通过VR创建、感受虚拟世界。美的表

现就是建模问题：1.虚拟现实/艺术问题有三

个要素——沉浸感、交互感、可想象性。这

是艺术的要求，也是虚拟现实的要求。2.智

能系统：艺术是需要感召人的，要能识别、

可感知、有思维、智慧体。3.VR艺术是美的

继承、美的革新，要把艺术审美创造或审美

接受，通过创建虚拟世界，通过电脑、计算

机来实现。

三、虚拟现实工程

虚拟现实是科学还是艺术？它不能仅仅

是艺术，或仅仅是科学，要工程化。

我们研究了Cyberstone，就是虚拟世

界里的一块石头，通过系统构建一个虚拟世

界，所见即所得，只要看到就进入虚拟世界

了，所思即所得，只要想到就能够进入到虚

拟世界。

我们完成的几个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和

863的项目，基于模型库的VR场景构建技

术；基于物理模型属性库的建模技术；基于

基因的物体生长的运动技术；虚拟环境下物

体交互关系研究。从虚拟人—虚拟生命，到

人工智能、人工生命的研究。

四、人工智能发展

AI是模拟人类智能的活动的能力，以延

伸人们智能的科学，提高机器的聪明水平。

但我认为人工智能不能取代虚拟现实，

虚拟现实离不开人工智能。人工智能解决了

虚拟现实的许多问题，使其更美好、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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胧、复杂，让人充满联想、想象的作品，这

是艺术的魅力。不管是科学的思维，还是艺

术的思维，都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而且

缺一不可。

2.艺术创作主题层面：现在很多科学领

域的话题成为艺术家创作的主题，成为艺术

关注的焦点。这是现代科技对艺术家的创作

产生的深刻影响。

3.表现层面：当今的艺术和几十年之前

有很大差异，一是把科学创新的成果作为

表现形式，二是借助科学研究方法和实验

方法，成为艺术创作的方式和手段。现在很

多艺术家的创作方法借助了科学家的研究方

式。科学的发展和进步对艺术疆域的拓展发

生着深刻的影响。

4.观众层面：科技让大众对艺术的欣赏

有了更多选择，科技正在改变着人们的欣赏

习惯和观看方式。

现代艺术和科技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这 种 变 化 对 艺 术 教 育 、 对 我 们 要 培 养 的

千千万万能够体验到科技带来美好的人提出

了新的挑战和要求。

二、科学素养与人文精神

在科技时代的艺术教育对人的培养、

科学素养与人文精神要提到重要层面，需

要我们关注。当代教育的初心，不管是科

学还是艺术教育，最终的目的都是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作为一个人，要具备独具的

观察视角。

当代的艺术教育是创新教育、视觉教

育、思维教育、社会教育、情感教育、审美

教育。

三、艺术家的科学思维和作品中的艺科

之道

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对科学的理解，

或者借助科学的方式，来对自己的创作做引

导，从几方面做尝试：第一，思维方式的交

融；第二，工作方法的借用；第三，科学命

题的关注；第四，媒介材料的运用，运用科

学发展的成果作为艺术表现的方式。

艺术家们对艺术与科学结合的理解及

做 的 尝 试 ， 也 许 还 是 比 较 肤 浅 的 、 表 面

的感悟，但是这说明艺术家在关注科学，

他们对科学感兴趣，对科学充满着爱。这

种爱就像我们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的爱

一样 ， 只 要 充 满 感 情 、 充 满 兴 趣 、 充 满

爱 ， 今 后 科 学 和 艺 术 结 下 的 果 实 将 会 更

加丰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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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杰：艺术教育与科学素养

今天“科学与艺术”已经成为一个热

点，大家很熟悉的一句广告语“科技让生

活更美好”，就是通过艺术让这种美好可感

知，而艺术教育让更多人能感知世界的美

好、科技的美好。

今天的艺术教育和几十年前有很大的差

异，今天的艺术创作同样以一种新的面貌、

新的形式在发展。

一、艺术与科学的当代关系

1.思维层面：科学思维善于把复杂的世

界概念化、清晰化、单纯化，善于把复杂的

对象进行提炼、归纳，寻找它们之间的规律

性；艺术善于把现实世界形象化、模糊化、

丰富化，艺术家通过艺术的方式呈现出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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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志刚：媒体建筑：未来城市建设的基础

设施。

城市被称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发明，

它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把不同的人群聚集

在一起，形成交流，促进了人类的发展。

在互联网技术出现前，是建筑师通过规

划城市，创造交流。建筑师最大的使命和责

任是在城市当中创造场所，这些场所就是用

于人们交流、活动，并且在活动中获取精神

内涵的地方。

建筑学核心的价值是“场所”，有三个

要素：第一，物理空间。第二，一定要有活

动。第三，活动要有精神内涵。古代的建筑

创造三维空间里的交流场所，越大越好，所

以古代建筑追求高和大。1926年巴塞罗那世

博会时发生了剧变，德国馆创造了四维的交

流方式，它的空间隔而不断，人们在运动中

交流，扩大了交流的维度。

后来交流继续升级，2012年上海世博

会时，把空间的实体界面变成了虚拟空间，

交流进一步被扩大。这时出现了一个词叫

“媒体建筑”，就是在建筑的外立面或者墙

面上有很多空间影像，它将交流方式升级。

建筑已经变成虚拟空间、虚拟现实、数字影

像和媒体传播相结合的新形态。

建筑师的目的是什么？是让人和人交流

之外，创造新的交流方式，就是人与环境、

人与建筑的交流。这个理念在2001年出现。

但我们还要回归最质朴的初心，就是如何在

城市中营造场所和交流的方式，并且深化为

精神内涵。

丁方：艺术小镇与文化科技创新

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复兴研究院有一个

研究方向是“世界艺术小镇（WAT）”，和

国际上一些机构发生关联。我们认为将文化

科技创新的理念结合起来，为美丽乡村建设

和城镇化热潮注入新的思维、文化的活力，

而这个活力应该变成一种产业，或者一种价

值、产品，使人们对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

需求趋于平衡。

世界艺术小镇的理念是“东方文艺复

兴”，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色小镇，

成为有影响力的“一带一路”历史文化旅游

地，解决当前中国小镇建设中有数量没质

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状。要达成这些任务

的话必须要跨界、融合、创新，这是一个挑

战。

“博物馆综合体”为小镇首选内容，

“博物馆小镇化”与“小镇博物馆化”，

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博物馆综合体是汇集

学府、科研平台、教育培训基地、博物馆、

美术馆、画廊、音乐厅、剧院、电影院等功

能的文化艺术综合体，具有文化吸引和交流

传播的功能，是“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与

“向中国讲好世界故事”的重要载体。

我们主张博物馆式的小镇的建设要有

一流学科建设背景作为依托，就是一流学科

“技术艺术学”的孵化。以往静态式、碎片

式的文物修复就是保存与修复。但我认为保

存与修复是起点，不是终点，我们的博物馆

形态要改造、提升，不再是一个房子放进些

文物碎片后加以简单的解释，而应该是一个

体验式的博物馆，虚拟的和真实的，向人的

五感（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全

方位传达信息，让人仿佛穿梭历史隧道，感

受“一带一路”伟大文明的奥秘和感染力。

胡洁：人工智能驱动的创新设计

“人工智能驱动的创新设计”是一个

有意思的话题，人工智能的前三个字母是

“art”，代表了艺术的元素。大家都觉得

“设计、创新”是人做的事，人工智能根本

不可能做到，但今天我想给大家展示一下人

工智能也可以创新。

大家普遍认为科学在左，艺术在右，

大脑的功能也是左脑负责科学，右脑负责艺

术，但我认为科学和艺术是完美统一的。

“人工智能”，它是机器学习、是数据

挖掘、是算法……它有很多解释。我解释人

工智能：“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

蹄。”人的智能对事物由其浅层到高层不断

抽象，最后获得了语义。人工智能也模仿这

个概念，想从浅层到高层不断提取，但完全

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学习和创新。

计算机的发达使得人工智能可以做到更

深层次的学习。再之后人工智能做到了识别

和学习，达到了人类的学习。

人类最后的底线是创新。但是人工智能

也可以创新！人工智能之所以能够创新，是

因为无监督的学习被突破了，这是创新的源

泉。利用深层对抗，人工智能可以完美地将

文字转化为图像，虽然它本身还不够完美，

但它做到了第一步，实现了“人能做到的，

机器也能做到”。图像生成文字，反过来，

文字又转化为图像，它完美地实现了人类的

我们在中国科学院进行首次展出后，得

到了科技界、天文学家对我们的帮助和指

导，针对我们的创作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

建议。

我们在创作中归结：中国油画的形成

和发展是绝对不能离开理论的，我们要注重

理论思考。我们落的点还是围绕中国传统的

宇宙观，在意向造型和意向色彩创作的方向

上。同时我们也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思考，要

在精神方面进行有效的提升。面对当下的当

代艺术，我们也在思考。最近和科学家进行

有效地对接和结合。

国外的媒体对我们的创作给予了肯定和

报道，特别是我们在瑞典做了一个展览，丹

麦皇家美术学院的原院长艾西玛丽针对天体

油画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艺术与科学的

对话》，国内的一些媒体对我们也是给予了

认可和指导。我们还到美国参加了展览，智

利天文台也对我们这个项目发出了邀请。

我们跟科学家进行互动，利用科学的

理念，借助科学的相应成果，结合中国的传

统技法，以及老庄之道的民族化思想进行创

作。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对我们影响非常深。

我们强调意向造型、意向色彩。以后的创作

会融入更多思考。（未完待续）

Face to face
对话

闭环。同样，视频也可以融合。从此人工智

能开始进入到艺术创作领域中。

人和AI是对立的两面，人工智能用自己

的方式进行创新，它的学习和创新跟人是完

全不一样的。我认为人工智能和人是可以完

美融合的。AI暗含在创新中。人工智能不是

花哨的渲染，它要做的工作是创新，这也是

能直接威胁人类、超越人类的。因为人类的

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创新。

张鹏：天体油画的起源与现状

沈阳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这个创作

团队，在10年前曾经启动了用油画来画天体

的项目，2009年与中科院、天文馆合作举办

“中国首届天体油画作品展”。我们从一个

基础的课题展开，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主要

从实践层面来介绍我们的思考。我们以“油

彩世界的美观架构”这个课题申请了“中国

高校原创科研课题”。

我们深深地感觉到现在中国的油画得

到了国内和国际的高度认可。中华民族的传

统基因为中国油画奠定了最好的基础，中国

传统文化的宇宙观对中国架上油画的发展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老庄之道、《道德

经》等。

团队开始时进入比较充满激情的状态，

大家在这里能够找到新的语言、新的尝试。

在这个过程当中借助了很多外来的力量，特

别是科学的力量，通过科学给我们滋养，找

到更多更好的语言，推动我们的创作。

我们把中国传统哲学方面的专家也引

进到团队中，在理论上给予一定的指导和

帮助，一是民族化的角度，二是本土化的角

度，中国文人画和传统的技法对本土化的影

响有巨大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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