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江波是中国从事新媒体艺术创作的

先行者，不仅在新媒体艺术的技术层面拥有

革新经验，而且他“以前卫艺术实现社会介

入”方式长期深入公共性与社会性研究创作

的前沿，同时，更具鲜活性的是他不断地以艺

术为工具去链接各个相关领域的跨界实验。

金江波巧妙地运用非常技术化的数字手

段来模拟自然景观，这类数码艺术不仅巧妙

地回避了西方的观念艺术中业已成型的那套

阐释体系，而且以“逍遥游”式的中国宇宙观

来表现当今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演绎出一

种当代人与科技文明对于自然的重新编码。

这种编码在消解西方的叙事同时又保留了前

沿的技术痕迹，在注入东方的文化意味的同

时又延续了照相术以来的视觉记忆，并共同

构成了一种精致表达。

在金江波2012年创作的系列作品《涵》

《魅》等，采用了多重曝光影像手法，不失东方古

典主义品质，“山峰”“流云”“大地”“湖泊”组成

了“气韵生动、高古清丽、内秀而凝重”的群像。

东方的平面艺术是人文主观精神与自然风光的

交融结合。同西方艺术直观描绘宏大典礼、史

诗战争场面不同，中国艺术更将文人的气节与

追求寄托于山水，只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似

水，现实的场景更在曝光的“光影雾气”里实

现了对心境的重塑。风景似故乡，故乡向明

月；明月照心房，心房空敞亮。这是金江波对

科技的把握极为生动的实验，更是因科技的

革新丰富了他进一步还原内心追求的可能。

《元·逍遥》展览作品中，金江波的“逍遥游”

系列作品一脉相承，同样关注到极富代表性的

中国传统文人寄情之物“石”“山”“荷”，但如今

他的步伐已迈过摄影的局限。伴随着多年来对

新媒体艺术的倾注研究与创作实践，他笃信“逍

遥游是一种信仰”，逍遥的最高境界是舒展生命

之“元”。“这个经典的中国传统道家思想影响了

两千年以来东方人内心的宇宙观。在走向未知

元宇宙的路上，我突然意识到‘彷徨乎无为其

侧，逍遥乎寝卧其下’，这段话其实正在为我开

启了一条未知的元宇宙的通道。”

仿佛一夜间，元宇宙突破了各行各业的

壁垒，成为当下炙手可热的概念。它不单单

是一种技术的体现，而是多重科技成就的无

限开放包容的平台。我们显然在面对高速发

展的科技面前，仍不断地探寻人与技术之间

的关系。

金江波善于使科技为艺术所用，从辩证

的角度看待科技与艺术的关系，在他的实践

里，科技的更迭始终离不开代代相传的“东方

人文”精神内核，运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宇宙

观为技术“拓荒”和精神“迁徙”留下向导。

《元 ·逍遥》展览便是集此辩证之成者，最

为重要的是，金江波提出的“元·逍遥”概念，不

能从一种符号化或标签化的解读将其视为最

新的科技前沿和传统东方文化的有机结合。

在中国，最近一二十年间已经把那些旧

有的景观全部重新改造了。于是，在元宇宙

概念下，当我们需要重新去构建一种虚拟的

城市景观、自然景观或者人文景观的时候，就

不再会有废土式的底色。同时，中国在上一

个电影电视文化盛行的时代，又不具有那种

西方成熟的影视工业，把传统宗教、历史进行

现代化商业改造的系统性成功经验，因此在

本质上，我们的元宇宙可能更像是一代相对

没有根基的新人，自发地截取各种所能接触

到的文化碎片，来重新构建一个新的时代概

念。金江波这代当代艺术家在创作中代表性

地表现出对于《山海经》，对于《逍遥游》，甚至

对于《水经注》这一类中国文化资源的偏好，

共同特点都是带有一种浓厚的类神话色彩的

疏离感。如果说数字技术是一种现代化工具

的话，那么他正同时用这种工具在做双重编

码，既重新编码自己的人文记忆，又重新编码

自然景观，这种编码与元宇宙是无缝衔接

的。而在这种无缝衔接的基础上，他的作品

带有科学、玄学两极相通意味的表述，金式逍

遥超然物外，甚至是超然“宇宙”外，这种超然

相较于《黑客帝国》的“红蓝药丸”那种直面世

界真相后的挣扎、努力和幻灭感，天然更具有

东方的哲学意味。

元宇宙的本质是什么？在突破性的、飞

跃式的科技和生产力革命到来之前，在更模

糊的互联网和物联网革命的尾声中，通过整

合单元化的技术来形成推动力，延续经济增

长点，提供文化生产和消费平台，孵化新的革

命性技术胚胎，孕育未来可能性的行为。元

宇宙不是未来，但它是未来的温床。显然，金

江波的艺术，由外而内的转变，于每个有突破

性的创作阶段，不断因外界的助力而获得自

我的升华。崇高与虚无、现实与虚拟，优游其

中，求已知与未知的两极，于平衡里得一刻，

实乃逍遥。

在“元宇宙”中寻路“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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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怎样重新构建元宇宙的新秩序，在

我看来，如果过分依赖现有的技术，最后得

到的结果只能是经由他者操控所映射的拟

象，而不是自身心灵所渴求的未知世界。

若想超越人类自身经验，而自由地驶向

未知的彼岸，就不能依靠一个以技术为基础

构建的元宇宙世界。

我们需要重新将以往被技术拒之门外的

哲学、文学、美学等诸多因素，重新纳入考虑

的范畴之内。因为，它们其实都能成为构建

元宇宙的不同路径。

于是，我又想起了庄子的“逍遥游”，这个

经典的中国传统道家思想影响了两千年以来

东方人内心的宇宙观。在走向未知元宇宙的

路上，我突然意识到“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

乎寝卧其下”的这段话其实正在为我开启一

条未知的元宇宙的通道。

这条路虽然曲折且坑坑洼洼，但我还是

获得了内心的自在。就“自在”这个词的真正

意义而言，无论宇宙如何洪荒变换穿梭，“自

在”总在，“自在”以他超然的姿态，始终悄然

地匿在元初始的深处，而未动。

所谓“元 ·逍遥”就是一种存在于已知与

未知元宇宙中的自在。到达它的方式，不

是一味执着于已知，也不是刻意追求不可

知，而是充分了解我们所身处的世界。然

后，“自在”就会悄悄降临，在它里面自然有

喜乐。

精神迁徙的“元”始探险

■《元 ·蓬莱三》数码摄影

■《元 ·荷影二》纸本水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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