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ace to face
对话

《当代美术家》（以下简称“当”）：

在您看来，智力型思维，也就是形式思维，

和非形式思维，是可以通过培养或者说训练

形成吗？

尚杰（以下简称“尚”）：形式思维是

一种科学思维，它是数学、哲学、几何学。

形式思维不是我们日常交谈、日常语言这样

一种经验性的东西，它是一种超越日常经验

统一化的思维。比如说我们把万事万物概括

为物质，物质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相当

于一个理念，这个理念实际上是给事物定性

的。比如数学的符号，x+y=z，这就是个形

式思维。它是符号思维，符号、语言、逻辑

都是同义词，这就是形式思维。这种思维当

然是超越原始思维、原始经验的，它是要经

过培养的，因为它是人类的一种创造能力，

思维的创造能力。既然是创造，人类原本有

这种潜能，但它需要自己发挥出来、创造出

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培养的。而

非形式思维为什么更重要？我在主题演讲中

谈到直觉，就是我们中国人通常说的灵感或

者悟性，它是一种假设和推测的能力，或者

想象力。它之所以比形式思维重要，因为它

创造出形式思维，比如说数学符号是人类创

造出来的，那人凭什么创造出来数学符号

呢？是通过一种抽象的想象力，但是这种想

象力不是已经形成了形式系统的形式思维。

当：非形式思维可能有很多不为人把握

之处。

尚：一开始它可能是随机的，或者说灵

感型的，灵机一动。几何学是典型的形式思

维，然而几何学确实有一个经验性的起源，

一定有第一个人灵机一动，产生了这种念头，

这个灵机一动念头的发起点，它既是形式的

也是非形式的。在某种意义上，非形式思维

实际上是人的一种天赋，刚才我说的形式思

维是一种创造的结果，但是非形式思维是创

一种天然的冲突。艺术和科学融合还有一个

危险性，可能让艺术的边界消解，如果电脑

或者其中一方面的能力突出了，而另外一方

面的能力和我们原来所理解的操作能力还不

是一回事。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怎样辨

别艺术家的水平高低？如果它完全是一种随

机性，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

当：所以说机器会带给艺术冲击，它

可能会让艺术的一些属性或者说本质发生改

变。

尚：这得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传统

类型的艺术家会感到一些失落，因为他们不

像年轻人能更快掌握新媒体的创作方法，他

可能更熟悉传统的创作方式。另外一方面，

凡是大趋势的发展都是没有办法阻挡的，既

然没有办法阻挡，就一定会产生一种新的媒

介，产生一种新的艺术形式，但是也会产生

更多样化的艺术评价标准和机制，那么艺术

评价标准就不再统一了。实际上艺术已经出

现多样化了， 20 世纪的艺术流派眼花缭乱，

但传统是统一的，评价标准也是统一的，20

世纪的艺术流派，例如超现实主义、立体主

义等，本身就不统一，这就是多样化。既然

它不统一，这就跟哲学有关系了，评价标准

不统一会带来对艺术评价标准的混乱。但是

也不需要悲观，人的审美趣味和能力也在发

生变化，刚开始毕加索画出来的画很少有人

能接受，但你看现在外边都那么画了。人的

审美能力就像人性一样也在变化，但是变化

朝向什么方向，我们都不知道，未来是不可

知的。就像我们看一部电影，如果你知道了

影片后面的情节，肯定觉得乏味了，结果也

会变得乏味，只能在还不知道结果的过程中，

不知道的状态下，才会产生趣味和审美的情

绪。所以现在艺术所面临的有些不知所措的

这种情况，未必是一件坏事，它可能是机遇

和挑战并存的，会产生一种我们意想不到的

新的美术形式，或其他艺术形式，这会使一

个老艺术家很不适。但是这不取决于个人意

愿，这是一个潮流，我们只能去适应它。人

类就是这样，在压力面前，在挑战面前去探

讨新的可能性。为什么我看好艺术呢？因为

艺术本身就是一个原创性的问题。科学指的

是规则，规则是已经存在的，但艺术本身还

处于无规则的状态。科学更依赖于前提，就

是已有的，比如牛顿的理论关于宏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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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力学关于微观世界，但是量子力学也必

须面对牛顿的理论。科学更依赖于已有的、

确定的、真理性的科学知识。但艺术就不一

样了，艺术在这方面的依赖性比较弱。艺术

不需要实证，它只要给人感官上的趣味和美

感就可以了。所以艺术实际上就是给人的感

官以强烈的刺激，但你又不能说出刺激的原

因。比如说我感到愉快，科学就要寻找原因，

如果说不出原因，我就觉得这不是真理。但

艺术可以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愉快，但是我已

经愉快了，我不必说出那个根据，这就是艺

术家的本事。

造的原因，非形式思维诞生了形式思维，所

以先于它。

当：在您看来，形式思维和非形式思维

这两种不同的思维形式，是否有融合统一的

可能性呢？

尚：传统的科学逻辑比如说数学演算， 

x+y=z，它才不管一个苹果、鸭梨是什么，

它不管经验的存在，只管抽象的符号。在这

个意义上，思维形式与经验是分开的。但是

从我所研究的当代哲学角度来看，这样一种

纯粹的形式只是我们人为的设想和假定，当

然它可以成为一个严密的逻辑系统，或者是

数学系统、论证系统，和经验一点关系都没

有。从哲学上来看，它已经天然地排斥了经

验，但实际上它是不可能完全排斥经验的，

因为人不是计算机，计算机是纯符号思维，

所以它们是混在一起的。但是这种混在一起，

一定要加以分析。数学家只关心形式，但是

哲学家关心这个事是怎么发生的，如果要谈

它怎么发生的时候，就要把经验带进来，把

经验、想象都混杂在一起，这既不是纯粹的

经验，也不是纯粹的先验或者形式，它们是

混在一起的。

当：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当您提到两

个东西是否融合，或者对立的时候，其实它

们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尚：可以，就像我刚才说的，它们实际

上是融合的，但逻辑和数学家们不太赞成这

一点，因为这样就不严密了。但是哲学家一

定要关注事情实际上的真实情形是什么，怎

么发生的，情形是怎样的。使用它们时，一

定是会混在一起的。就像我们说话的时候，

有时候用概念说话，有时候用经验说话是一

样的，概念和经验都是混在一起的。所以从

这个意义上说，哲学更重视内心的真实，它

是真实的精神活动的实际现象。

当： AI 是一种纯粹的机器语言，艺术

家的创作又是一个很主观的过程。您觉得 

AI 艺术的出现会给艺术家的创作带来哪些影

响？

尚：我觉得智能机器对创作的影响，这

是一个大趋势，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其中存

在非常多的问题，因为艺术本身是一个个性

的手工活动，它非常强调个性。艺术家可以

把它当成一个工具来使用，但这个工具也只

能够创造出艺术效果而已。艺术效果最终取

决于艺术家本人做出的选择，就像一种随机

性、偶然性，大家虽然都借用这种工具，但

是创造出的效果还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形式

思维和艺术思维，本质上是存在冲突的，因

为智能机器肯定是一种形式化的操作系统，

而艺术是把艺术家的灵感体现出来，这样的

灵感和智能工具的形式就出现了冲突和对

抗，但是在不得不使用的情况下，艺术家得

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磨合，才能适应或者是发

现一种新的艺术创造形式。这是因为新事物

会产生大量的问题。比如说复制的问题，因

为机器会产生重复、复制性的东西，艺术家

怎么来避免复制，因为一切复制的东西在艺

术品位上都是低的。同样一幅作品，可以印

刷，但印刷的就不值钱了。只有原版的东西

才值钱。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问题，艺术怎

样跟科学实现有机的结合？但这个结合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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