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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范昕）上海整座城
市正在以卓越的实力与魅力，成为感
悟中国建设成就、见证中国历史奇迹
的世界会客厅。新年伊始，亮相华萃
当代美术馆的《世界会客厅阳台风景》
画展，为“会客厅”里的人们提供了又
一个瞭望风景的绝佳观察点——在这
个“阳台”上，40多位中外画家最近创
作的80多件上海主题作品集结，从文
化和艺术的角度将上海面貌、上海故
事分享给各地各国朋友。

由上海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协会、
上海华申画院和上海华萃当代美术馆
联合主办的此次展览，广邀中外画家
参展，作品类型涵盖油画、国画、水彩
画、粉画、漆画、版画、帛画、壁毯画、瓷
板画和雕塑等，包括具象和抽象等各
种表现方法。

贺寿昌以跃动的半抽象方式勾勒
出《璀璨南京路》，为人熟知的魔都风
情赋予了陌生感；黄阿忠在《南昌路·
秋》中画出上海静谧的另一面，那是渗
入生活底色的平凡日子；张培成用淋
漓墨色渲染出《吉它丽人》，一道灵动
的都市景观；孙家珮调动水、光和空气
三种元素，描绘《豫园九狮轩》；穆益林
以独特的帛画形式将武康大楼、国际
饭店等邬达克在上海留下的经典建筑
融汇成《此心安处乃吾乡（从欧洲到上
海——纪念邬达克NO.3）》；武国强以
斑斓的套色版画创作了全景式都市景
观《交响2》；色彩浓烈的《上海欢乐
夜》有着独具个性的超现实主义风格，
来自荷兰艺术家林冲……这些作品无

不展现艺术家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深厚情
感、用心体察以及由此带来的深度艺术
探索。

纵观全球一线国际化城市的生长历
史，其对世界第一位的影响因子是“文化
吸引力”，即城市的文化软实力。展览出
品人、上海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协会会长
赵抗卫指出，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构
成文化吸引力的文化个性源于上海的历
史传统，更源于这个城市社会化群体的
创造。从这层意义上说，艺术家在继承、
发扬民族的文化传统的同时，其实是在
塑造上海这个城市的文化个性。艺术家
的作品应该有这个时代的文化个性，也
可以将其称之为一种“当代性”。这种艺
术上的“当代性”不是照搬西方的，不是
在形式上为“当代”而“当代”的，而是一
种面向未来的创造，是对传统继承和发
扬的一种途径，这应该是上海文化发展
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创造环节。

上海市戏剧家协会顾问刘文国认
为：“艺术创作讲究思想内涵。我们要成
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的会客厅，就是要把
上海的故事、中国的故事讲给世界听，把
我们中国人的喜怒哀乐、老百姓的情感、
城市的风貌等传到全球各地。”原上海博
物馆馆长陈燮君建议，把上海作为世界
会客厅来进行艺术创作，有这样几大主
题都值得生动表达：一是外滩，二是水，
三是海洋文明。业内专家期待未来能有
更多的艺术家以这样的展览为平台探
索、研究、创造，也期待有更多中国风格、
中国气派的当代作品在众多城市艺术空
间进行中外文化艺术交流。

近日亮相的《世界会客厅阳台风景》画展引人关注，集结40多位中外画家描绘上海的80余件作品

新年“会客”，在艺术“阳台”瞭望魅力独具的上海

随着微软、苹果、腾讯、华为等国
内外企业进军布局相关产业，“元宇
宙”这一全新互联网形态浪潮席卷全
球，引爆了资本的热情，科技巨头们争
做“头号玩家”，这个充满着浪漫想象
力和严谨科学色彩的词引发各界热
议，《元宇宙：开启未来世界的六大趋
势》《元宇宙通证》《元宇宙新经济》《解
码元宇宙：未来经济与投资》等相关研
究著作陆续面世。
“元宇宙是整合多种新技术产生

的虚实相融的新型互联网应用和社会
形态，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在经济
系统、社交系统、身份系统上密切融
合，并允许每个用户进行内容生产和
世界编辑。”前不久，清华大学发布
《2020-2021元宇宙发展研究报告》，
报告执笔者之一、清华大学新媒体研
究中心执行主任沈阳在专题讲座中指
出，近年来疫情加速了社会虚拟化，
“宅经济”快速发展，线上生活由原先
短时期例外状态成为常态。但目前元
宇宙概念布局仍集中于扩展现实及游
戏社交领域，技术生态和内容生态尚
未成熟，场景入口也有待拓宽，理想愿
景和现实发展间仍存在漫长的“去泡
沫化”过程。

科幻小说和电影曾
预见“元宇宙”雏形，
是时候从人文视角重新
考量

未来世界往往在科幻小说和电影
中提早预告了剧情，元宇宙也不例外。

早在1971年，波兰科幻天才斯
塔尼斯瓦夫·莱姆在《完美的真空》
中模拟了人类创造元宇宙的全过程；
“赛博朋克之父”威廉·吉布森1984
年完成的《神经漫游者》描绘了大脑
与网络互联、人工智能觉醒、亡灵存
活于代码中的世界；1992年出版的
科幻小说《雪崩》，颇具预见性命名
了Metaverse（元宇宙） ——人们通
过公共入口连接，就能以虚拟“化
身”形象进入其中，开启有别于现实
世界的平行人生；2018年上映的电
影《头号玩家》，更是被普遍认为呈
现了符合人类想象的元宇宙形式，男
主角戴上VR头盔就进入另一极其逼
真的虚拟游戏世界“绿洲”。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将“人
类的虚拟化”看作是“一种不可阻挡
的趋势”。毕竟，疫情以来，在线直
播、在线教育、远程办公、视频会议
等数字生活和工作模式愈发普遍。恰
如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元宇宙产业委

员会执行主任、《元宇宙》作者于佳宁
所说，升级迭代到Web3.0的元宇宙并
非数字乌托邦，而是将现实和数字相
互融合的全新数字世界，我们既可以
享受低成本高效率交流，又有身临其
境的感觉。其公认的基本特征包括沉
浸式体验、虚拟化分身、开放式创
造、强社交属性等。

对于大众来说，元宇宙的推动力
不仅仅是技术发展和时代变化，还隐
含着戏剧性的、改变人类连接方式的
根本变化。“元宇宙第一股”Roblox联
合创始人大卫·巴斯祖基举例说，资深
用户不仅能在平台上读到关于古罗马
的书籍，还可以参观在元宇宙中重建
的历史名城，在城里闲逛。再以购物
场景为例，从刷淘宝、抖音或小红书
“种草”，进化到元宇宙电商形态，意味
着线下街区复刻到线上，让用户“走”
到不同店铺，在虚拟销售员的帮助下
选择商品，现实世界愈发3D化、立体
化。随着元宇宙对整个现实社会的模
拟程度加强，用区块链技术搭建经济
体系后，人们在元宇宙里不仅仅是花
钱，也有可能赚钱。

学界认为，仅从技术层面来研究
元宇宙，往往局限在讨论诸如元宇宙
与游戏不同点、虚拟现实能够变化的
条件等浅层面话题；仅从商业层面，也
囿于“非同质化代币”、将道具变成金
钱等现实操作；要准确预测元宇宙的
爆发潜力，应在技术知识和商业思想
之上，辅以人文视角，辩证看待元宇宙
如何改变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方式。
《元宇宙新经济》一书提醒，在

元宇宙的新生活中，分析预测用户行
为模式成为重要因素，应设立“首席

人文科学责任官”CHO（ChiefHuman�
itiesOfficer） 职务。人类在融合区块
链、5G、大数据、人工智能、3D引擎
等新技术的同时，需重新思考存在和虚
无、肉体和精神、自我和宇宙等哲学命
题，不断探索有限与无限、秩序与自
由、伦理与文明的边界。

未来20年“最宏大
全球叙事”，元宇宙新经
济将是中国领跑的最大机
会？

每次技术革命带来的不仅是生活方
式的变化，更是产业升级的大机遇，海
内外商界敏锐嗅到元宇宙的无限可能
性。有分析认为，全球互联网渗透率已
达较高水平，VR/AR硬件、人工智
能、数字孪生、云计算等关键技术发展
迭代，与此同时，移动互联网流量红利
见顶、用户渴望新体验、沉浸感、虚拟
交互、下一代互联网……这些极具想象
力的解释，踩准了当前科技企业痛点，
因此元宇宙恰恰承载了下一个增量市场
的可能方向。

在韩国，经管畅销书 《极简元宇
宙》上市半年就加印了11次；另一部《元
宇宙新经济》也翻译成多个语种，韩国学
者李时韩引领读者思考“如何抓住元宇
宙新经济时代的无限机遇，快速成为元
宇宙原住民”。最近，国内多位学者也纷
纷指出——在科技投资趋势中，元宇宙
是未来20年最宏大的全球叙事。《元宇
宙大投资》作者焦娟形容，元宇宙会成为
充满活力与生产力的全球经济活动“新
蓄水池”，不仅扩大了人的世界观，也扩

展了物理城市的尺寸与增长空间的蓝
图，吸引了全球巨头跑步入场。

在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秘书长赵
国栋看来：未来数字经济中最活跃、最彻
底、变化最剧烈的部分，恰恰是元宇宙经
济。《元宇宙》三部曲作者易欢欢认为，在
未来50年不断进步和完善的“雪道”上，元
宇宙新经济将是中国领跑的最大机会。
元宇宙需要实现虚拟世界对现实世界的
高度模拟互通，就必须依赖庞大的数据运
算及存储，算力约束将成为制约未来元宇
宙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数字化生存方式
下，数据中心将像水电煤一样成为必需
品，也会诞生新的“生意赛道”。

整体上看，元宇宙将成为承载人类
未来生活方式的数字新空间，是人人都
会参与的新世界，助力个体摆脱物理世
界现实条件的约束，在数字空间中成就
更好的自我，实现价值最大化。但也有
互联网人士指出，元宇宙不应只是现实
世界的翻版，更不能是现实中让人不满
的部分的翻版。试想，当人们将虚拟现
实、移动通信、人工智能等诸多信息技术
热门领域全与元宇宙建立关联时，其热
度一再升温，却未能呈现出一条具体
路径，难免被质疑是否流于“营销话
术”或资本逐利惯性操作？经济学家
朱嘉明提醒，媚俗化、庸俗化、功利化，
是眼下需警惕的三种认知倾向，“比如，
对元宇宙臆想过多，认为其无所不包；
或解读过于简单；过早、过急期望元宇宙
产生所谓的商业价值等”。在伦理、垄
断、算法、隐私、沉迷、知识产权等方面，
元宇宙也不同程度存在风险。理性看
待新一轮技术革命及其社会影响，或许
也是网生态“原住民”们不可或缺的生存
素养。

互联网流量红利见顶后的下一增量市场？科技巨头争做“头号玩家”引发出版界关注

“元宇宙”浪潮来袭
互联网巨轮如何拥抱新风口

音乐人用脚丈量祖国的山川大河和乡间小路，会发掘出
怎样的故事？由海峡卫视、东南卫视、腾讯视频联合制作的大
型户外音乐旅行综艺《中国这么美》正在热播，该节目以“纪
实+音乐”的形式，每期邀请一支乐队或一位音乐人，在一草
一木中发现自然之美、人文之美，歌唱平凡的人间。

作为国内首档聚焦“中国式生活美学”的纪实类综艺，《中
国这么美》播出之后，在腾讯视频上的点击量已经破千万次，
“充满着烟火气的细节”成为网友热议的高频词。对此，华东
师范大学戏剧影视学专业副教授刘弢表示，这部作品将流行
音乐置于田野沟壑的天地间，把音乐作为影像中的自由间接
引语，试图探索一种中国式的生活美学，启迪观众如何更好地
生活，如何珍惜当下，给了慢综艺创作者新的思路。

看似最平凡的生活下，有着最诗意的美学

在福建政和以砍竹为生“乡土玩家”老宋的家里，痛仰乐
队的成员们观赏着老宋亲手做给妻子的“原木手作滑轮车”礼
物，听老宋夫妇讲述二人的游乐园——山野、树木、溪流；云南
建水古城里，“怪才建筑艺术家”罗旭一边调侃自己的人生，一
边给音乐人展现烤肉的厨艺……不同于聚焦名秀风景的旅行
类纪录片，《中国这么美》没有虚构一个诗情画意的世外桃源，
通过乐队成员与民间书法家、制茶人、独立创作者、手工艺人
等近百位人物相遇，观察乡村角落平凡中国人的生活。

在走访的过程中，乐队成员感受到平凡人身上的非凡力
量——囿于深山的老宋夫妇虽文化有限、金钱匮乏，却保持着
自由和童真；毕业后毅然回乡村任教的叶相美，以及用自己的
嫁妆帮助丈夫追梦的乡村书法家陈木金之妻，即便曾经遭受
生活的磨难，仍能以乐观的心态去面对未来；有机会赚很多钱
的罗旭，本着一颗纯粹的心，拒绝了多次商业机会……弹幕上
“平平淡淡才是真”是网友对于这些平凡人心境的艳羡。

在质朴的土地上，即使渺小的群体，只要懂得生活，那么
生命就有独特的魅力。他们生活中洒脱的栖息方式蕴藏着诗
意的美学生活，值得被歌唱。这些有血有肉的平凡人在生活
中找回了本真，顺应了那句——“人，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

音乐成为探索人性抒发生命感悟的载体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安栋表示，在旅行综艺中加入音乐的
元素，或是在音乐类综艺中加入旅行的元素，已经成为当下流
行的综艺创作思路。“慢综艺与好的音乐相结合，可以增加节
目本身的色彩”，正如安栋所言，贯穿《中国这么美》的歌曲让
节目成为人物与音乐交相辉映的情感之旅。
《中国这么美》节目中，习惯了在镁光灯下用音符和歌声

传达情感的音乐人，摒弃了艺人的身份，前往中国各个角落挑
战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人敞开心扉交谈，从乐队演出的
经历到昔日生活的捉襟见肘，从对故乡的思念到与父母相处
的点滴。
“音乐使综艺讲述的蜂蜜、野兔、木马、木槿花炒蛋等平凡

人生活中的一点一滴都生机盎然。”刘弢说。“让我欢乐一点，
让我欢乐一点，不要让疑问留在心间”，痛仰乐队的一曲《再见杰克》抒发了他们对于
老宋夫妇平淡却富足的精神世界的羡慕；“莎菲娜，莎菲娜，只有我才懂得你珍贵”，
是陈木金对妻子的告白；几乎包揽乡村小学所有课程的叶相美用最美好的青春年
华陪伴山区里的孩子，一曲《愿爱无忧》寄托着她给学生一个无忧童年的希望……
弹幕上的一句“让人发自内心地产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观众与节目中人物的共
鸣，也见证了节目的故事性、叙事艺术性和情感性的高度统一。

自然之美、人情之美、人性之美……这些关乎“美”或“人”方方面面、抽象的内
容，在音乐这一载体下，以形象的方式表达出来。美在芸芸众生，美也在人心。乐
队成员将旷野作为舞台，让嘹亮的歌声在天地间回响，让音乐回归自然。他们把最
纯粹的音乐献给祖国大地上的广袤山河与万千生灵。他们歌唱一草一木，也歌唱
最平凡的人间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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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贺寿昌《璀璨南京路》。
②林冲（荷兰）《上海欢乐夜》。
③黄阿忠《南昌路·秋》。

■本报记者 汪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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