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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5 月 18 日，“元视界—水墨与未来”在雅

昌数字美术馆开幕，可以看作是打造艺术元宇宙的具体

实践，此次展览将水墨艺术作品进行数字化、虚拟化媒

介转呈，从虚拟视觉沉浸式的映射和交互视界中，探讨

水墨艺术媒介面向未来的多样可能性。5 月 31 日，“元

视界 - 水墨与未来”移动端正式上线，同时，还举行了

线上直播论坛，嘉宾们围绕“数字时代下的水墨与未来”，

发表不同观点，这场学术论坛持续了近四个小时，非常

具有学术意义，以下为策展人蒋子俊和嘉宾艺术家宿利

群的观点。

“数字时代下的水墨与未
来”线上学术论坛观点分享

供稿/雅昌艺术网

蒋子俊：雅昌将打造永不落幕的展览，让艺术
始终在线

蒋子俊，雅昌文化集团 CTO，雅昌艺术网总经

理，雅昌艺术元宇宙带头人，国内文化艺术

行业最早的元宇宙布局者和实践者。曾在阿

里巴巴、腾讯等头部互联网公司担任要职，

阿里巴巴集团商业产品技术委员会的核心班

子成员。

论坛开始，展览策展人蒋子俊首先介绍了雅昌文化

集团举办展览的初衷以及在数字文化领域的布局。

 他谈到，雅昌布局元宇宙和数字文化业务，与国

家文化大数据以及国家数字化战略紧密相关。在 2011

年，文化建设数字化还是一个重要工程，到 2019 年则

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2035 年远景目标指出，中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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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建成文化强国。另外就是文化和科技的交叉融合，这

些都为我们提供了宏观的政策指引和有力的方法支撑。

 1949 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

与目标》提到轴心时代（公元前 800 年 - 公元前 200 年

之间），那是人类历史上思想最光辉的时代，比如：古

中国（春秋战国）、古希腊（古典时代）、古印度（佛

陀时代）、以色列（犹太先知）；之后的每次人类重大

的发展，都需要回望轴心时代，比如文艺复兴、科技革

命等等。进入到 21 世纪，中国提出文化强国、“一带

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也需要回望轴心时代，这是

一次东方文艺复兴的绝佳历史机遇。

 正因为这样，雅昌以“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

基地”，以及雅昌艺术研究院和 X-Lab 为核心，高效整

合艺术界、工业界、学术界、政府、协会、媒体、以及

资金等产业资源，形成技术 + 人才 + 标准 + 版权 + 基

建 + 资金平台，然后再通过智能图形技术、智能数据技

术、智能推荐技术，为行业提供 B2G、B2B、B2C 的综

合解决方案。

 此外，雅昌还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出发，与重点高

校和研究院合作，进行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比如与人民

大学文艺复兴研究院的合作；还有与 AEGPASS 艺术研

究院合作，以技术美术学为核心，进行 IP 孵化和创造，

打造 IP 孵化器。

雅昌希望，左手是文化事业，右手是文化产业，来

进行人才输出、IP 输出。雅昌打造艺术元宇宙做了很多

思考，其中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打造永不落幕的展览，

让艺术始终在线。

因此，采用虚拟 - 现实融合，线上 - 线下融合的方

式进行：在空间数字化方面，未来可以采用全息光影技

术、线下虚拟美术馆，语音互动、微表情识别、多终端

交互、专家导览、虚拟人导览、3D 打印、VR 画画、脑

机接口、虚拟制片、虚幻引擎实时渲染等进行打造。

在数字空间化方面，未来可以采用裸眼 3D 技术、

线上虚拟美术馆、线上三维艺术社区等形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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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利群：艺术与科学的关系，值得我们思考

宿利群，1981 年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今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学习壁画专业。曾任中

国美术家协会壁画艺术委员会学术秘书。1995

至 1996 年在法国巴黎国际艺术城研修。现为

清华大学清华工美高级工程师，自由艺术家。

主要作品有重彩壁画 -《大自然的呼唤》（1990 年），

彩色琉璃壁画 -《百鸟朝凤》（2012 年）。1989 年在

中国美术馆举办“宿利群油画作品展”；2016 年在北

京今日美术馆举办“寻真·宿利群油画、水墨作品展”；

2021 年分别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馆、北京时间博物馆举

办“素笔珠山 - 宿利群绘画展”。

 数字美术馆的概念非常好，雅昌做了件非常有意

义的事情，未来如果能够将数字美术馆和博物馆结合起

来就更好。还有打造艺术家个人的数字美术馆，也非常

重要。艺术元宇宙社群的建立是需要艺术行业共同去打

造的，如何将这个生态链资源进行整合，最终得以实现，

也是应该思考的问题。

 当然，很期待能够将国外的艺术资源引进来，与

我们的相结合，比如将毕加索和张汀先生作品放在一起

展示，将会非常有意思。此外，是不是艺术家可以和雅

昌合作，将作品打造成动漫、游戏等等，都将是非常有

意思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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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如果能够将数字美术馆与大众生活学习连接

起来，比如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通过这些数字美

术馆进入到美术馆中，这是非常好的，观者能得到相关

的知识，从而培养他们的审美认知度，提高审美的水平。

当然这就需要通过科技智能将艺术以趣味性、互动性呈

现出来，激发观者的融入心境。

同时，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没有创新就没有未来，科技创新也基于很强的人文素质

修养，美育是为未来的科技创新打基础的，在此基础上，

雅昌的数字未来将如何更好的呈现，这是值得大家共同

期待的事情。

丘挺：数字化生产下新空间的探寻

丘挺，1971 年生于广东，2000 年获中国美术

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位，2004 年获清华大学美

术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同年工作于中央美术

学院中国画学院至今。现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副院长、中国国家画

院特聘研究员、清华大学书法研究所研究员；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浙

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专业委员会委员。

出版的专著及画册有《延月·梳风 - 丘挺作品

集》、《丘园养素 - 丘挺书法集》、《山水画

笔墨技法详解》、《宋代山水画造境研究》、

《历代名画技法评析 - 青卞隐居图》、《历代

名家技法集萃 - 云水法》、《中国当代艺术家

谈艺录 -丘挺卷》等。

在今天这样一个知识场域、逻辑生产的新时态下，

科技开拓人的思维，给艺术重构、重塑和多样化的阐释

带来许多便利。数字化时代，也是未来所谓的元宇宙时

代，把这个庞大传统的合理性、有序性、合法性、仪式

性、世俗性、超越性通过跨界的媒体进行多样式的发挥，

把中国艺术从本体到文本解构再重构。

近年来科技与艺术融合的实验备受瞩目，我关注的

双年展上有一些来自韩国、越南、俄罗斯的艺术家，他

们在数字媒体领域进行了诸多探索。不止是年轻艺术家

踏入这一领域，大卫霍克尼在从 15 年起使用 iPad 的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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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程序创作了一系列风景作品，这无疑提高了一位老人

的作画效率，然而这种技术仍受人诟病，比如程序绘画

语言的单薄、画面肌理的失真，这些都偏离了创作者的

本意。从目前来看，艺术家如果想熟练运用技术，仍有

很长一段路要走。

在中国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我认为这是在未来很

有价值的一块。中国画是一种物质性很强的产物，视

觉的精微离不开物质感，因此传统的书斋化观看方式

强调要上原作，不隔玻璃、不戴手套去观看、触摸，

这种体会是目前博物馆乃至数字化图像观看无法代替

的领域。在科技促进的大背景下，我们对事物的投射

反应也发生了改变，如何重构古典传统，需要慎重对

待这些问题，不能跟风。当下人工智能技术十分先进，

机器人可以击败人类职业围棋选手，也可以对艺术家

绘画语言、风格进行学习，这对人的伦理价值也造成

了一定冲击。因此，如何在自身逻辑里面借助科技重

构和发扬传统，以及科技应该介入作品到何种程度，

这是现在的产业化艺术集团，或是作为个体艺术家，

值得去碰撞和思考的问题。

近两年受疫情影响，许多美术学院毕业展都引进了

线上展览方式，通过公众号推送或是直播导览，流量非

常可观，还具有国际传播性，科技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

多便利，数字化展览的观念输出方式也更为便捷。

目前大型博物馆、美术馆大多引入了线上数字展馆，

利用三维全景技术，构建一种逼真环境，线上展览为观

众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导览文字不受展签大小限制，

可以对作者、作品作更广泛的介绍。这种线上展览依托

传统美术馆的呈现模式，基于观众不能亲临现场而作为

补偿，展览往往按照美术馆空间划分楼层、展区、展位，

呈现出与虚拟空间的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