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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范昕

最近一段时间，以数字艺术为关键

词的艺术展览在国内成为热点。单单在

上海，便有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上海分

馆的“集光片羽”、M50创意园的“视锥深

处：元宇宙超感艺术展”、复星艺术中心

的“步天歌”、王小慧艺术馆的首届上海

数字艺术博览会等此起彼伏。还有大量

数字艺术作品散见于各大展馆，艺术主

旨动辄主打“赛博朋克”，厅内LED屏幕

随处可见，流光溢彩，热闹非凡。

虚实共生、人机互动、超感体验、

专属定制……当数字技术融入绘画、摄

影、雕塑、装置等众多艺术领域，以AI、

AR、VR、XR等新兴方式不断促成线上

线下的跨界合作，人们的确看到科技与

艺术相互碰撞所带来的更多可能。与此

同时，当下数字艺术创作显现出的鱼龙

混杂也是不可回避的。本该“卷”起勃勃

生机的领域，在不少时候却偏偏陷入某

些“套路”，甚至只剩“元宇宙”等空泛的

概念或噱头。这不禁促成业内思考，什

么样的数字艺术才是真正有价值的，才

是能够照见未来的。

数字奇观成新趋势，丰富
观展体验

数字艺术在近年来的活跃，一些新

趋势呼之欲出，拓展着人们对于艺术的

认知，也丰富着人们的观展体验。以高

科技投影技术结合艺术创作的沉浸式艺

术体验，便是人们日益熟悉的一种。科

学艺术展“步天歌”中，三位艺术家通力

合作，以超大圆形展厅营造出“天体乐

章”。踏入这个空间，观众能感受到巨大

的玫瑰星云向自己涌来。这一数字媒体

互动装置甚至将深空天体转化为声音，

让包括视障人士在内的每一个观众，都

能聆听5200光年之外传来的数据，感受

宇宙终极的浪漫。

在数字艺术作品的孕育中，交互设计

也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由此带来的虚实

交融、人机互动，对观众而言是全新体

验。上海当代艺术馆的第八届动漫美学

双年展“你好，米菲！”中，有一枚二维码可

谓最新奇有趣的作品。这是蔡士光的

《一起玩ARTOY》，通过扫描，以盲盒形

式生成一个通向异次元空间的虚拟3D

米菲，可以行走在展馆的各个角落，还能

与观众合影——米菲的平行宇宙在体验

的意义上产生了。在聚焦数字时代人类

生存图景的群展“集光片羽”，墨西哥艺

术家拉斐尔 · 洛扎诺-亨默的互动装置

《双边时间切分器》将走近的观众切分成

多个重影定格，通过分裂叠加呈现不同

的人在时间流中相遇、覆盖、混杂、消失。

独一无二的专属定制，同样是数字艺

术的专利，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个性化需

求。首届上海数字艺术博览会上，亮相

展馆广场壮观的“椅阵”：张周捷带来的

一系列数字椅，即为实现高度个性化、限

量收藏级的数字艺术限量家具。展览现

场，一台优链3D云阵相机则可为每位观

众创建虚拟的3D数字分身，用AI合成另

一个“自己”，开启专属的元宇宙大门。

数字化创作道“宽”且长，
避免套路化才能打开更多可能

显然，数字艺术通往的是令人期待

的“蓝海”。然而在其通往蓝海的过程

中，涌现出一些浮躁：时下出现在大众

视野中不在少数的数字艺术作品质量并

不乐观，技术与表达的融合度不高，作

品承载的深层思考不够，距离实现真正

意义上的“元宇宙”还很遥远。

作为艺术发展新方向的数字艺术，

其实已悄然陷入一些“套路”。有业内人

士告诉记者，沉浸式艺术体验可谓最容

易复制的套路，借助声光电等技术手段

构筑万花筒般千变万化的场域。这类艺

术创作由日本新媒体艺术团体teamLab

在十多年前开先河，不仅呈现视觉奇

观，展开实时反馈，也隐藏着对于人类

生存的提问。类似的沉浸式体验，在时

下的很多展览中比比皆是，但绝大多数

属于teamLab作品的“低配版”，有时

连互动都做不到，仅止于网红打卡的拍

照背景板，甚至让人头晕。美术馆从业人

员陈静默（化名）告诉记者，时下的数字

艺术作品虽然外表炫酷，但相似度很高。

他举例说，很多作品热衷于主打赛博朋克

或是潮玩卡通主题，前者围绕宇宙、航空

等故弄玄虚，后者将萌趣形象简单转码为

视频，但都看不出太多思考；很多作品的

呈现形式无非就是投影和屏幕，难以将观

众真正牵引至虚拟氛围。

科技始终推动着艺术的发展，无论

中国古代冶炼技术为青铜器艺术的发展

插上翅膀，还是锡管颜料的出现为西方

印象派绘画赋能。在业内看来，搬来

LED屏或是装上机械臂，只是浅层次的

数字艺术。数字技术更应当以自身的媒

介特性塑造新的艺术形式。陈静默坦言

他理想中的数字艺术，是像《三体》电视

剧中主人公穿戴“V装具”沉浸式体验虚

拟世界那样。艺术评论家傅军认为，数字

艺术需要处理好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关

系，比如依托于一些特殊的物质材料，丰

富人们的感知，加强互动性。也有专家提

出，期待有数字技术作为加持的艺术创

作，能够更深地介入人类认知、生产方式

变革、未来教育、设计创新、可持续发展

等领域展开多元对话和思考，探讨艺术与

科学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深度融合、创新

协同。

虚实共生、人机互动、超感体验、专属定制，数字技术正在加速融入众多艺术领域

数字艺术：乱花渐欲迷人眼，有多少照见未来

对比往年一窝蜂上马的势头，今年以来婚

恋类综艺热似乎“降温”不少，多部续作与衍生

节目的口碑热度均未能超越往年。不过，令人

欣慰的是，告别单纯复刻偶像剧的“婚恋综

艺”，眼下几档节目的类型、模式却较之以往更

为多元，也试图走向情感话题的“深水区”。作

为老牌明星夫妻观察节目，《妻子的浪漫旅行

6》播出历时三个月于近日收官。作为其“售后

定制”节目，《恋爱到结婚的距离》则尝试以七

日为期展开“婚前辅导”。《再见爱人2》虽然因

嘉宾表现一度引发争议，但目前仍是综艺领

域对于情感议题讨论最有深度的节目之一。

其衍生节目《又见爱人》正在播出，试图以“回

访”形式延续IP价值。而主打“30岁以上”陌生

人社交的《半熟恋人2》，试图告别单纯“磕CP”

“撒糖”，打造“成年人恋爱指南”。

理想很丰满，但在实际的呈现与反馈中，

还存在这样那样的落差。作为情感观察样

本，多个节目的嘉宾遭受观众的激烈攻击；而

分娩疼痛体验等原本值得倡导、引人思考的

节目环节设置，通常只有浮光掠影的拍摄，很

难在舆论场掀起更理性的讨论。

某种意义上来说，真人出镜的婚恋综艺，

比起虚构的影视剧，对于大众，更有直观的启

示与借鉴性。那么，提供何种参考或是反思样

本，就对主创提出更高的要求。面对探索进程

中暴露的种种得失，上海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

员谈洁表示：“当下婚恋综艺能够面对两性关

系中的现实冲突与矛盾，有其特殊的价值和意

义。两性关系是多面的，综艺节目不能只满足

于为观众营造梦幻泡泡。期待综艺创作慢慢

摆脱对于影视的复刻，以及对既有成功恋综的

生搬硬套，拥有更多元的表达。”

“真实”的显与隐

“张婉婷 窒息”“郑钧 窒息”，令人遗憾，

《再见爱人2》与《妻子的浪漫旅行6》在舆论场

的流量“高光时刻”，竟是由观众对于嘉宾的负

面观感。前者在小事里动辄歇斯底里与爱人

争吵；后者因多次无视妻子的交流，被网友归

结为“婚姻中的冷暴力”。一贯以“撒糖”“秀恩

爱”为营销话题的婚恋综艺，以这样一种姿态

挺进大众视野，似乎成为观众的“不能承受之

重”，以至于用“窒息”来形容这种不适观感。

这种“过分真实”与此前营造浪漫爱的氛

围“偶像剧式恋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而

不少昔日的“CP党”观众，变成了“拆CP大

军”，评判着节目中的嘉宾是否相爱相配，在

亲密关系中孰是孰非。一部分观众在他们身

上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糟糕伴侣”的映射，以

此认定爱情与婚姻的“高风险”与“不可控”；

而另一部分观众则对于这种面对镜头的无视

感到匪夷所思，将其归结为嘉宾炒作、节目炮

制话题的结果。

“镜头前必然有表演与掩饰，没有必要探

求‘真人秀’的‘真’是否绝对真实”，在谈洁看

来，过分追究“真人秀”中的“真”没有意义，相比

于引发对嘉宾个体的“审判”来为节目制造热

度，当下婚恋综艺更应引导观众看到情感的多

面性。从相亲速配模式的《非诚勿扰》到一度

盛行的“偶像剧式恋综”再到当下尝试深度探

讨两性关系的《再见爱人2》，恋综的模式演进，

也反映着社会大众对于更高质量亲密关系的

期待。“不管影视作品还是综艺，当下的爱情故

事已经无法像《情书》《东京爱情故事》那样，去

重塑一代人的爱情定义与理想范本。”谈洁认

为，这其实是好事，当我们对于爱与爱的对象

的标准不再单一，也就促使大众更加关注个

体、关注内心。而反过来，这也对做情感节目

的主创提出非常高的要求，不仅要寻求节目的

可看性，提供有利于情绪激发或是表达沟通的

场景；同时也要兼顾对于嘉宾的心理辅导，让

节目回归“治愈”“温情”的正向价值底色。

而同为影像创作者，导演周洪波则看到

“真实”背后隐藏的巨大情感能量。“让我一个

中年男人在深夜看得泪流满面”，这是他对

《再见爱人2》的“观后感”。而这也或多或少

指向了此类节目在当下综艺市场的稀缺性。

观看过程中，周洪波对歌手苏诗丁与舞者卢

歌相爱却因各种原因渐行渐远的故事尤为唏

嘘，他甚至一度考虑将其改编成影视虚构作

品，因而特别留心其中夫妻的对话与冲突。

然而，随着观看的深入，他很快就放弃了这样

的想法。因为“看似简单日常的对白甚至争

吵，其实是由多年镜头外日常生活的积累而

来，抛开了这样的前提，将其交由演员呈现，

很难将其背后蕴藏的丰富情感‘重现’出来。”

而这，也道出未来节目可以提升的方

向——唯有处理好真实“显”与“隐”的尺度，

才能让观众从“是非对错”的讨论中挣脱，从

而“指认”出有别于烂俗偶像剧所长期“垄断”

定义的爱情，建立更加成熟健康的亲密关系。

“提纯”的得与失

采访中，周洪波还敏锐地提出当下婚恋综

艺的常见做法——提纯。所谓“提纯”，既指场景

安排与呈现周期上的，这类节目通常以两到三周

为期，以旅行或是群居的方式将嘉宾置于相对封

闭的环境之中；也指目标设定上的，身处其中的

嘉宾或是为寻找伴侣、或是为解决婚姻问题而来；

节目主创还对内容进行了提纯，听不到对于社会

热点话题的见解，或是各自工作经历的诉说，所有

的对话都只关乎爱情、婚姻，关乎“我和你”。

好的一面是，每对夫妻的问题都得到高度

聚焦，通过引入专业力量抽丝剥茧，让观众同嘉

宾一起，经历一次次不断深入的婚姻咨询。《再

见爱人2》难得地在婚恋综艺中引入一对老年

夫妻艾威与陈美玲。二人原本是朋友圈里的

“模范夫妻”。他们爱情长跑多年，婚姻中又在

对方事业低谷或是健康危机互相给予支持，然

而步入老年，却选择分开。丈夫艾威将二人婚

姻终结归结为妻子在身患重病后沉迷打麻将不

疼惜自己身体、无视伴侣感受的“自私”行为。

彼此相爱却因为如此“小事”和荒谬理由离婚，

观众一度难以置信，猜测这只是丈夫掩盖自身

其他问题的借口。

而随着节目中嘉宾、好友、主持人、心理专

家等人轮番上阵的深度谈话，艾威逐渐意识到

自己对伴侣健康的高度关注，恰恰忽略了对方

的心理感受。而选择离婚，他对外宣称是对妻

子打麻将行为的失望，实际上是无法承受面对

伴侣终会离世的一种“逃避”。

基于这样对于亲密关系的认知重建，才让

二人在节目中的复合令人无比动容。当身患重

病的陈美玲挑战爬山以至于产生高原反应，艾

威终于感受到对方愿意为自己不顾一切的爱，

彻夜照护中，他放下执念，握着对方的手，轻声

耳语“不离婚了，威威知道你尽全力了”。他们

的破镜重圆，也让观众意识到，在我们曾听说的

那些相濡以沫的“爱情神话”之中，也会有犹疑

与彷徨，唯有拨开层层表象矛盾，才能找到内在

动因，回归毫无保留的爱与陪伴。

当然“提纯”也会引发心理学上的孤岛效

应。尤其是在陌生人恋爱综艺中，当嘉宾带着

“交友”的明确目标被“投放”到节目录制的“闷

罐头”，情感波动更剧烈，尽管更容易发酵出观

众期待的“纯爱故事”，但脱离了社会关系与现

实依托，在节目营造的浪漫封闭环境所建立的

情感关系也更脆弱，使之成为“仅节目可见”的

营业式情侣。

《半熟恋人2》之中，男嘉宾孟昭博与女嘉

宾在短短几天里迅速经历了“相识—相恋—闹

别扭”的过程，直言“在（嘉宾集中居住的）小屋，

很多事情、很多东西会被放大和加速”。而这种

“放大”与“加速”不只是因21天的拍摄周期，同

样也来自于“上节目找伴侣”的强烈心理暗示。

因而他在第一天对于心仪对象“世界上另一个

我”的兴奋，很快在第一次约会中因为忽略对方

感受而打破。如果仅仅凭借爱好、语言习惯就

认定对方是“世界上另一个我”，那么节目试图

提出的“恋爱中选择与自己相似的人是好事吗”

的话题也就成了“空中楼阁”——毕竟不管是节

目组还是“孤岛”中的嘉宾，对于“相像”的定义

都过于草率了。

回到最初的问题，我们该如何从综艺中“指

认”爱情、习得“爱情”？当下这些步入“深水处”的

节目，交出了第一份答卷。然而思索与追问不该

因热度或口碑低于预期而止步于此，其不只考验

主创与嘉宾，同样也留给了屏幕前的每位观众。

《再见爱人2》《半熟恋人2》等婚恋综艺集中播出，模式多元但口碑两极化

我们该如何从恋综中“指认”爱情 马王堆汉墓曾是震惊中

国乃至世界的重大考古发现

之一，它是西汉初首任轪侯、

长沙国丞相利苍的家族墓

地，由三座墓组成，共出土珍

贵文物3000余件。其中一

号墓中出土的利苍之妻辛追

夫人遗体，外形完整、全身润

泽，创造了人类防腐技术的

奇迹。

今日起，来自湖南博物

院、该汉墓出土的138件珍

贵文物亮相闵行区博物馆，

《汉 ·无极——马王堆文物精

品展》以实物与多媒体技术

结合的方式，展开一幅西汉

初期的生活图卷。这是马王

堆汉墓文物首次集结来沪，

它们带观众领略2000多年

前的社会风貌，也呈现当时

人们对于宇宙、天地、生命的

探索与理解。

据统计，马王堆汉墓一

共出土了722支遣册，其中

350余支是与吃有关的，其

内容与竹笥、陶器和漆器内

盛放的食物相印证，让人们

了解西汉初年的大致饮食情

况。轪侯家族生活在汉初

“文景之治”时代，从此次展

出的一组食物遣册，可以看

出其官高禄厚的生活华贵非

凡。遣册中记载的食物种类

涉及主食、肉食、瓜果蔬菜、

饮料、糕点等百余种，烹饪技

法有煮、蒸、烤、炸、煎、炒

等。以主食为例，单单是米

饭，就有白米饭、麦米饭、黍

米饭、黄粟饭等。菜品的种

类也很多，烧烤类的有串烤

鲫鱼、裹烤甘薯、烤狗肝等；

煎炸类的有煎焖雁、煎焖野

鸡等；蒸菜类的有蒸泥鳅、蒸

鳜鱼等；肉汤类有鹿肉咸鱼笋白羹、鹤肉芹菜羹等。餐后

小点中，鸡蛋小米饼、蜜糖稻米糕等是必备。

一副朱红色菱纹罗手套则形象地反映了汉代贵族

妇女实用手套的基本形制，以及彼时纺织、印染、刺绣、

编织工艺的高超水平。这副手套长25cm、上口宽

8.2cm、下口宽9.9cm，出土于辛追墓。该墓出土三副形

制相同的丝质手套，是我国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这

副手套是直筒无指式。掌面刺绣“信期绣”图案，指部、

腕部均用绢。掌面部分的上下两侧饰千金绦一周，绦

宽0.9厘米，绦面分成三行，左右两侧为雷纹图案，中间

为篆书白文“千金”字样及明暗波折文。“千金”指其值

抵千金，十分昂贵。用篆文作织物装饰图案，在我国尚

属首次发现。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简牍，均为战国至汉初的

文献抄本，内容涉及哲学、政治、军事、天文、地理、医

学、历史、艺术等领域，多为“焚书坑儒”幸存，而后又失

传的佚书，是研究秦汉文化思想、科技成就、书法艺术

等的珍贵一手资料。比如，此次亮相的帛书《天文云气

杂占》，以朱墨两色绘出了云、气、恒星、彗星等各种天

象图，约250幅。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31幅彗星图，

它们形态逼真、经得起科学推敲，表明当时的人们对彗

星的观测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帛书《五十二病方》

是迄今所见最早、最完整的古医方专著，比较真实地反

映了西汉初期以前的临床医学和方药学发展的水平。

帛书《黄帝四经》则让久已失传的道家重要学派重见天

日。该帛书是抄录在《老子》乙本前面的四篇古佚书，

分《经法》《十六经》《称》《道原》四篇，共存174行，

11000余字，主张刑名之学，强调刑德兼施，依法治国，

是与《老子》同源异流的道家重要学派，为纠正历史上

“黄老”混同的谬误提供了可靠的史料依据，具有重要

的学术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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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启哲

■本报记者 李婷

（上接第一版）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尽力

防范化解数据安全风险。

全国政协委员、金杜律师事务所高

级合伙人张毅围绕构建和集成完善“数

据要素生态圈”，建言“数据合规赋能数

字经济”，建议加快布局数据合规产业，

尽快形成产业高地，保障数据要素合规

高效流通，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

新动能。

调研足迹遍布大小乡村，全国政协

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

研究院副院长张文明聚焦乡村振兴，建

议适当约束“过度规模化”和“投资热”。

“希望结合企业的科技能力，在双碳

领域提出更多思考，承担大国责任。”全

国政协委员、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冷伟青关注传统产业的数字

化转型，建议将绿色低碳转型融入到企

业制造端，形成综合智慧能源解决方案，

让天更蓝、水更清。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上海市委专职

副主委汪胜洋提出持续推进稳就业等措

施的建议。全国政协委员，春秋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煜认为，

推进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全国性立

法可谓正当其时，建议以法律形式落实

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所需要的营商环

境、市场环境和舆论环境。

聚焦创新驱动，建言自立自强

以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是贯

彻新发展理念、破解当前经济发展突出

矛盾和问题的关键所在。围绕这一话

题，委员们从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方面

积极建言。

从事基础应用研究的全国政协委

员、致公党上海市委副主委司徒国海在

调研中发现，高校科技成果很难进行“一

次性”转化，他呼吁加强对科研项目“从0

到10”阶段的支持，更好地把创新技术用

于产业化，助力产业技术升级和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

研究所研究员吴蓓丽同样关注科技创新，

这次她带着两份提案前往北京。一方面，

她建议持续加强对传染病性疾病药物的

研发支持力度，推进建立药物研发研究平

台；另一方面，她聚焦科研人才队伍建设，

为本土科技人才培养建言献策。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大学副校长汪

小帆把会前调研重点放在博士生人才培

养上，准备在大会期间提交一份关于工

科博士生教育改革的提案。他认为，作

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主阵地，博

士研究生教育应该根据研究方向特点，

也需要在博士生招生和培养方式等方面

加强教育、科研和企业间的联系。

紧随社会热点，回应群众关切

关注民生福祉，回应民声所呼，细微

处的用心映射着委员们履职初心。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骨科主任张伟滨关注医疗

领域的话题，聚焦“三级医疗体系的重塑

和功能定位”提出观点和建议。针对医学

科研成果转化难的问题，他也带来“破除

困境，促进医疗科技成果转化”等提案。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师范大学校长

袁雯聚焦地方高校发展。地方高校如何

发展某种程度上决定了高等教育的质

量。她呼吁，让地方高校有更多的发展

平台和机会。

让学生们拥有丰富的课外活动体

育锻炼，一直是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

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射击射箭运动

中心主任陶璐娜关注的内容。这次全

国两会，她将结合调研，建议推动激光

射击在校园普及，让人工智能赋能青少

年课外活动。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来伊份股份有

限公司总裁郁瑞芬今年带来了两件与

“吃”有关的提案，一则关于推动食品行

业高质量发展，另一则聚焦儿童食品安

全健康。“希望在全社会努力下，让青少

年儿童更健康地成长。”

“线上平台采取低价法则争取流量，

图书折扣越来越低，出版社为生存，只能

通过不断提高定价来维持基本的利润空

间。”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朵云轩集团有

限公司总经理朱旗关注到出版行业“高

定价、低折扣”的困局，这导致图书定价

整体虚高、内容创新后劲不足等问题。

他建议，加快推动图书价格立法，规范图

书市场。

在沪全国政协委员抵京参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