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wup@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2022年2月20日 星期日

首席编辑∶华心怡 视觉设计∶戚黎明

/ 文艺评论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 傅军

2021年下半年，新冠疫情仍在

全球蔓延，正当人们受疫情影响而

苦恼之际，一个带着科技神话性质

的新事物“元宇宙”横空出世。

元宇宙（Metaverse），是出自尼

尔 ·斯蒂芬森1992年的科幻小说

《雪崩》里的一个名词，其实它本身

不是一项新科技，而是一个概念或

者理念，是一个整合了人工智能、数

字孪生、区块链、云计算、拓展现实、

机器人、脑机接口、5G等多种技术

于一身的平台。它无限开放，特别

强调虚实相融，具有沉浸式体验、虚

拟化分身、开放式创造、强社交属性

等基本特征，是一个巨大的技术汇

集中心。

科学与艺术是人类创造性地把

握世界的两种方式。通常来说，科

学是理性的，以寻求真理，提炼客观

规律见长；而艺术则是感性的，以追

求真善美为精神宗旨，不断开拓人

类的思维疆域。但无论是科学发明

还是艺术创造，他们彼此之间可以

互相激发。在人类发展史上，科学

发现、方法和知识等经常会对艺术

产生影响，而艺术的想象力与创造

力反过来也对科学的发展起到积极

的作用。因此，尽管元宇宙目前尚

处在初始阶段，但VR艺术、游戏美

术、AI艺术、沉浸式艺术和NFT艺

术等与元宇宙相关的各种新潮艺术

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尤其是以

数字艺术为基础的NFT艺术，眼下

正在成为炙手可热的艺术和资本的

新宠。

事实上，回看历史，不难发现，

新技术与艺术之间有着一种复杂关

联。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由于几何

透视法、光影和解剖等科学技术的

运用，使得西方绘画形成了一整套

观察自然和构造画面的规则与方

法。比如，摄影术曾经催生出印象

派；计算机的出现和消费主义的盛

行让波普艺术走向世界舞台；互联

网的大规模普及直接带来了网络艺

术的兴起，让数字艺术、影像装置艺

术成为当代艺术的主流。

在技术越来越莫名占据支配地

位的今天，人的生命经验和感受方

式都可能将被重新塑造。眼下，技

术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集合了多种技术的元

宇宙能量更为巨大。那么，在这样

的时代背景下，艺术是技术的同道

还是抵抗？

技术决定论的代表人物阿诺

德 ·盖伦认为，人类通过技术而弥补

了自身直觉的缺陷，因而技术成为

了人的器官的延长甚至替代，实现

了人的自然本性的可塑性。但实际

上，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倾向于漠视

人的身体，弱化人的感官，让人的感

知能力加速下降。元宇宙时代，若

过分倚重人的智力，严重忽视人的

身体机能和各种感官，对于人的全

面发展和存在状态而言，那是不完

整的，也是不全面的，更是不健康

的。艺术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在于激

发人的感觉，触发感觉与感觉之间

的关联性，并充分发挥人的直觉、灵

感和想象。

海德格尔曾说：“盲目拒斥现代

技术是愚蠢的，而是要改变和现代

技术的关系。”对现代技术要说“是”

与“不是”。“是”需要使用现代技术，

但“不是”被现代技术所独占。的

确，元宇宙是一个中介，一个平台。

如果说元宇宙是无法阻挡的历

史趋势，那么对于艺术创作而

言，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种媒

介，一种手段，从而助力各种新

媒体艺术开拓出一个新的表现

领域。

面对新技术的诱惑，很多

当代艺术家的态度是乐观而积

极的，他们热情地接受新的技

术手段，并用于新的艺术实

践。但我们也清楚地看到，由

于受到技术决定论的影响，以

及游戏的思维状态，他们的艺

术创作很可能发展成一种精致

的形式主义。如果当代艺术的

实践变成了艺术的娱乐，作品

和展览就变成了追求感官刺激

的游乐设施和娱乐场。更有甚者，

精致的形式主义变成了功利的形式

主义，除了日益追求更加乱真和整

体性的感官刺激之外，并没有提供

新的思想，不过是把新技术当作一

种策略，作为作品华丽的包装。毋

庸讳言，这种状况，在如今很多打着

交互与沉浸式体验口号的新媒体艺

术展上，比比皆是。

元宇宙带来的冲击是全方位

的。比如说，无论是杜尚，还是博伊

斯，他们对艺术史的功绩主要在于

极大地扩展了艺术的概念，把艺术

从少数几种材料中解放出来，成为

综合材料的艺术、总体的艺术。但

元宇宙，又让人类退回到主要靠数

字这样单一媒介的时代。并且，人

和万物一样，都简化为一种数字化

的存在。流量为王，数据成为唯一

的考量依据，成为技术时代的缩

影。这就意味着，在数字技术面前，

我们每个人都是同质化的个体，真

正成了马尔库塞所谓的那种“单面

人”。于是乎，凡是非主流的边缘性

思想精神和文化艺术都将失去生存

的空间与机会。而精神一旦成为

单维度的东西，人类就会丧失精神

的多维度和丰富性，世界就会不可

避免地走向贫乏，走向同质化和平

庸化。

艺术的使命恰恰在于抵御平

庸，抵抗贫乏，因为艺术是一种异质

性的力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当

代艺术是对技术时代的一种修正和

纠偏。

公共艺术与社区营造如今已是一门

显学。社区景观和公共艺术的塑造与呈

现反映了市民生活品质的现实诉求，也

愈来愈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英国社会

学家安东尼 ·吉登斯认为，社区不仅意味

着重新找回已经失去的地方团结形式，

它还是一种促进街道、城镇和更大范围

的地方区域的社会和物质复苏的可行办

法。艺术介入社区，超出了一般美化视

觉环境的意义，更在于强调和强化社区

居民公共事务和公共文化的参与性，这

对于提升城市精神文明高度，打造城市

软实力有所裨益。

但是，艺术介入社区不该仅仅是艺

术家打着艺术的口号不接地气的快闪

秀，而更应该是深入发掘资源、发动居

民，实实在在的美学实践。该如何深入

浅出地看待这样的美学实践呢？

居民参与
居民的共同参与是艺术介入社区营

造公共性体现的重要指标，这也是公共

艺术公共性涵义得以揭示的一种价值所

在。社区作为地缘关切的城市生活形态

和社会细胞，社区成员认同的生活环境

和文化氛围的构建是艺术介入的基础，

所以要充分调动在地居民共同参与的热

情，由此体现社区与艺术连接的向心力

和共融性。

当下，各种以社区为单位的公共艺

术活动风生水起，各种社区美术馆、社区

花园和艺术家在地创作等新类型公共艺

术层出不穷。如“行走上海——社区微

更新计划”、创智农园等。其实，早在

2009年，上海曹杨一村就开启了一系列

以社区生活与文化生活为主题的公共艺

术活动。其间，艺术家在事先走访和了

解社区的前提下，不仅针对社区居民生

活里的晾衣架、栏杆和导视物等设施进

行设计创作，改善社区环境，还以贴近社

区居民生活和心理诉求，激发居民的公

共参与方式，如在《被单展》上秀出居民

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愿望，被单上书写了

“文明停放车”“要珍惜绿地”“改建旧住

房”等各自不同的诉求。

同样，在国外也有相似的案例。古

巴哈瓦那海塔玛尼斯居民区的公共艺术

案例曾颇受关注。何塞 ·福斯特是当地

的一位陶瓷艺术家，1996年他将艺术带

入自己的社区。福斯特用陶瓷马赛克覆

盖自己的小木屋。每堵墙、每扇门窗乃

至屋顶被装点的熠熠生辉，有些还改成

了雕塑。福斯特的邻居被他的行动所感

染，接二连三地要求他以独特的方式装

修自己的家，而且共同参与创作。在他

的努力下，居民居住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居民的审美情趣获得了提升。

生活是大众的，艺术也是大众的。

城市微更新不再是艺术家、建筑师和政

府部门单一和自上而下的被动的闭环

行为，而是更为开放、多元，由下而上的

在地居民主动参与的公共行为。

契合文脉
契合社区历史文脉和城市肌理是

艺术介入社区营造在地性阐发的重要

内涵。城市是由不同而众多的社区组

成的生命系统。不同的社区因为不同

的族群、不同的经济状况乃至不同的生

活方式，从而呈现出不同而多元的价值

取向。

近年来，随着都市更新过程中人们

对城市记忆和城市肌理的关切，国内一

些城市对历史街区和传统社区的保护

性开发，取得了不少经验。诸如北京的

大栅栏和成都的宽窄巷子改造项目

等。这样的案例在世界各地蓬勃兴起，

已然成为公共艺术实践的重要趋势和

取向。同样前例提及的哈瓦那海塔玛

尼斯居民区的公共艺术案例。福斯特

的生活美学及其创作冲动来源于加勒

比群岛海洋文化的滋养以及更为遥远

的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在这个社

区项目中，邻居们的想法和意见成为福

斯特作品的重要来源，整个创作过程或

可看作一场美育形式的公益活动，充满

世俗快乐和生活美学。

公益本质
公益性是艺术介入社区营造精神

驱动力的趋向。公共艺术本身即是以

艺术手段呈现公益性的一种意识形

态。两者之间的对位，让艺术表现得以

找到公共利益和公共参与的道德支点；

两者之间的耦合，是德育与美育的耦

合，成为更具审美表现张力和社会辐射

力的价值所在。艺术介入社区本质上是

一种现代公益、社会福利和文化民生。

人们可以通过艺术介入社区的公共活

动、公共项目在共同参与中获得和分享

这种惠民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效益。近

年来，文化产品配送、艺术“下沉”社区

亦多受居民青睐和欢迎。社区的街道、

公园、绿地、围墙乃至公寓的连廊楼道

都成了艺术表达的公共空间。市民文

化节、上海城市空间艺术季等一些大型

活动也多有以社区为平台载体的项目，

今年的城市空间艺术季就把主展区之

一放在曹杨新村街道，可以说也是“15

分钟社区生活圈”概念的具体演绎。

社区艺术作为近年来公共艺术发

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它在艺术作

品和艺术行为的表达空间由街区转移

到了社区，创作主体由艺术家转为社区

居民。显然，社区

作为城市文化最为

基础的“聚合态”，

也是公共艺术发生

和发展的催化器和

载体，在新一轮城

市更新和城市美学

建设过程中其作用

愈加凸显。

“元宇宙”来了，
艺术是技术的同道
还是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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