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精神超越国界，冬奥会让世界看到了一个更自信、开放、从容的
中国。而将于2022年4月23日在意大利威尼斯绿地花园和军械库开幕的第
五十九届威尼斯当代艺术双年展上，中国又将如何融合古典哲学与人工智
能，从中国独有的文化脉络与诗性精神出发，去回答当下受到各种挑战的
历史时刻的人类所面临的那些共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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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南瑶

万籁共生，让时间回答时间
——专访第五十九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张子康

▲中央美术学院科技艺术研究院+清华大学脑与智能实验室集体
项目，《丛林》，人工智能深度学习、镜面打印，尺寸可变，2021年

 徐累，《世界的云和山》，90?65cm，绢本，2021年

▲ 刘佳玉，《虚极静笃》，人工智能、3D打印、3D投影、实时
渲染，尺寸可变，2021年

“中国馆将综合呈现不同时代中国人眼

中的艺术，打通古今、中外的界限，展现一个

人类对未来的想象。”本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

中国国家馆策展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

长张子康如是说。

融合历史与未来
本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主题来自墨西哥超

现实主义艺术家利奥诺拉 ·卡林顿（Leonora

Carrington）的同名儿童书《梦想之乳》。耳朵

上长出翅膀的小男孩，把羊肉做成玫瑰花的

屠夫，与鳄鱼成为朋友的孩子，困在啫喱蛋糕

中的秃鹫——这些都是奥诺拉 ·卡林顿的《梦

想之乳》中的角色。在总策展人阿莱马尼看

来，这个寓言式的故事回应了我们这个“物种

的生存受到威胁”且“疑虑弥漫在科学、艺术

和神话中”的时代。

什么构成了生命，以及植物和动物、人类

和非人类的区别是什么？我们对地球、其他

人和其他生命形式的责任是什么？没有我

们，地球会是什么样子？应对本次双年展的

三个主题：“身体的表现和它们的蜕变”“个人

和技术的关系”“身体和地球的联系”，张子康

和策展团队将中国馆的展览主题定为“元境

（Meta-Scape），通过不断比对知识谱系，生成

理趣相映的作品维度，打通古今、中外的界

限，展现了人类共同的未来世界的可能性。

受惠于以“诗”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中

的“境（jing）”的启发，从疆界、边界，逐渐延伸

为人的心灵感知所能达到的精神界域，并衍

生出“取境”“意境”“化境”“有我之境”“无我

之境”等等美学概念，都旨在提示一种“达到

超乎现世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生命

价值”。而“元境”中的“元”，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代表着初始、开始，同时也有“无限”的含

义。与“元宇宙”所指代的虚拟现实不同，“元

境”更加强调文化的融合与创造。展览共分

为花园与展厅两个区域。花园区域摆放的是

王郁洋的雕塑作品《雪人》，展厅区域分别是

央美科技艺术研究院与清华大学脑与智能实

验室联合集体项目《丛林》、徐累的《兴会》

（2021年）、刘佳玉的《虚极静笃》以及王郁洋

的《王郁洋#：四分之一（节气）》（2021年）。三

位艺术家与一个联合集体项目共同构筑了

“元境”的空间叙事。“正是通过艺术家们游离

在历史与幻想世界的创作，我们试图打通古

今和中外的界限，穿越时间和空间的壁垒，串

联起新的关系，去回望未来。”

从钱学森到AT小组
作为今年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中国馆

的展览主题，“元境”旨在面对当下“人—技术

—自然”的人类境况，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境”作为一种原理性观念。

张子康表示，从一开始，策展团队就受到

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思想的启迪。早在20

世纪90年代初“虚拟现实技术”作为一种新

兴技术在中国传播时，钱学森敏锐地发现其

所包含的人机结合与心灵意向，可以对接于

中国文化传统关于“境”的诠释，为此，他将

“虚拟现实”翻译为“灵境”，并且将其中的“虚

拟性”理解为一种中国式的感知自己的方

式。“我们因此将展览的古典哲学背景嫁接在

基于中国寻求现代化过程的经验上，以人工

智能为代表的新媒体艺术实践为主要媒介，

通过‘造境’的美学形式，借由植物、山石等符

号形象，在情与景、虚与实、心与物的关系与

呈现中，展现中华民族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过

程中所形成的‘理解结构’，讨论人类为未来

世界的共存所设定的文明路标。”

AT小组是中国馆历史首次参与的艺术家

团体。AT是“艺术”（Art）与“科技”（Technology）

两个单词的首字母缩写，有9名固定成员，是中

央美术学院科技艺术研究院和清华大学脑与

智能实验室联合项目孕育而生的青年艺术家

小组。他们的项目《丛林》作为展厅内部的视

觉线索，提示了“人——技术——自然”在当

下的共生关系。展厅中，通过人工智能学习、

认识现实世界中的植物形象生成的虚拟数字

植物被打印在镜面材料上，观众的形象同时

也投射在印有植物的镜子中，集体记忆与机

器学习，人工与自然、现实与幻想被并制融合

在一起，形成了未来世界的投影。

对话虚拟与现实
与室内AT小组的《丛林》形成对话的，是

花园区域摆放的王郁洋的雕塑《雪人》：一个

是在室外自然花园中的工业化材料作品，一

个是室内人造空间中的虚拟植物。工业化产

物与自然生态，虚拟想象与现实世界，藉由这

两个作品完成了交融。

王郁洋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雪人》和

《王郁洋#：四分之一（节气）》聚焦在他关注的

人造现实、媒介、历史感知和身体认同之间的

关系。刘佳玉则是90年代艺术家的代表，这

代人视野更加全球化，对新媒介语言的创作

也比较敏感。她的作品《虚极静笃》，将计算

机算法应用于中国传统绘画，借鉴“禹贡”的

概念——以人工智能描绘地图的方式重塑中

华地貌，为中华文明创建了崭新的地理起源，

通过虚拟和现实空间的拼贴，试图探讨人与

自然之间的多重关系。

过去三十年，徐累以“时间的回光”“时间

的轮回”“时间的交错”等作品不断展示着中

国古代艺术及哲学的核心概念“时间”的当代

性的诠释。2018年以后，他尝试重组艺术史

图像，呈现“可移动的时间”。本届参展作品

《兴会》延续了这一概念，以中国古代智趣玩

具“七巧板”形成作品象征结构的模型，从世

界艺术史包括宋画、文艺复兴艺术、波斯细密

画、日本浮世绘等中采撷的树木图像，通过机

械装置缓速运动，在错位中叠现，代表着异度

时空的文明形象，隔空相望，彼此互问，并产

生共生的“当代”之眼。

结语
中国，一个同时具有悠久历史，以及巨大

能量和活力的古老国度，如何以中国式的智

慧，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哲学思想

面对当下的“变局”。张子康表示，当用根植于

传统道家思想的“大有”与“大无”的辩证思维，

与当下的“去人类中心化”思潮碰撞时，时代所

展现的人类与自我、与社会，以及与环境之间

的紧张关系，更需要从一种深层的生态意识角

度来思考。作为展览的“元境”，营造与呈现了

一种万籁共生的宇宙意识，它思考的出发点不

同于“元宇宙”，而是从中国独有的文化脉络与

诗性精神出发，“造境”的目的不是为了建立新

的区隔，恰恰相反，它的目的正是要超越现实

的藩篱界限，通过平视而得观想，从而获得人

类精神的共生，构建人类共同的未来。

▲

徐累，《Correspondances》，266?350?48.5cm，亚克力，
金属材料,电动轨道，2022年

▲

第59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展场效果图

 王郁洋，《雪人》，265?190?285cm，黄铜，紫
铜，混凝土，不锈钢，202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