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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术家》（以下简称“当”）：

请问您是否有喜欢或欣赏的艺术家、艺术作

品？

王孟昌（以下简称“王”）：我觉得

当代艺术发生的时候，跟我们的生活可能隔

得太遥远了，所以我对当代艺术几乎没有什

么了解。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张晓刚老师的

“血缘系列”作品，但就是看不太懂，我没

法准确说出他要表达什么。说到喜欢的艺术

家，那些比较古典的，或者历史书、教科书

上提到的艺术家，我会稍微熟悉一点。但是

对于现代、后现代比较有名的艺术家，我能

够说得上名字的可能就没有了。可能有一个

原因就是现在分工太细。一个艺术家的生活

范围、概念、语言和表达形式，对于另外一

个领域的人来讲，可能根本没办法理解，或

者说你想表达的那些问题在我这个领域里面

不存在。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画素描，或者

美术作品描写的那种生活情景，可能对我们

这一群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人来讲无法理解，

所以没办法跟他产生共鸣。甚至我觉得艺术

家们是不是根本不把我们当作受众，根本就

瞧不上我们欣赏美术作品的能力。我们会想

你们为什么选择这个题材来画，而不选择(另

一个 ) 我们能理解的题材呢？比如说现在中

1974 年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而毕

加索在讨论立体运动，两位大师一位用数学

定义，一位用绘画和雕塑，从不同的视角讨

论时间和空间的问题。从创造性上来讲，科

学家和艺术家没有本质区别。庞茂琨教授的

《第二次触摸》画作中，将文艺复兴时期卡

拉瓦乔的《圣徒托马斯的怀疑》的局部人物

替换成机器人，反映出数字化、智能化时代

里，我们对人机关系的好奇、困惑和焦虑。

近些年，关于人工智能与艺术实验探讨越来

越多。“下一个伦勃朗”项目中利用人工智

能对364张伦勃朗画作中的人物性别、衣领、

胡须、年龄、帽子、面部向右等特征进行识

别和运算，生成并且推断了下一张作品可能

的面貌。关于这件 AI 创建的作品，网络上

有人开玩笑说，难道这是一个通用艺术模仿

器？

在新的时代语境下，设计的内涵与外延

已经完全超出了传统专业目录的描述。生物

设计、体验设计、组织设计、响应式设计、

思辨设计、计算设计……从这些描述来看，

设计对象越来越复杂，设计的边界也呈现出

越来越多交叉融合的模糊性。从 1959 年到

2015 年，对于“设计”的定义、目标甚至

设计组织名称的变化上，可以看到大设计理

念的发展变化。设计学院围绕社会主题型设

计教育，希望构建从一个微观到中观到宏观

的教学体系，将民生经济、社会问题、行业

趋势和产业技术等融入到各个不同阶段的课

程中，在社会主题命题下唤醒和培养学生的

社会责任感。

设计和数据。DIKW是在信息科学和知

识管理方面非常经典的模型，而这个模型第

一次出现却是在1934年艾略特的诗歌《The 

Rock》中：“我们在哪里丢失了知识中的

智慧，我们又在哪里丢失了信息中的知识”。

有意思的是，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摇滚音

乐先锋人物弗兰克·扎帕也在歌曲中提到“信

息不是知识，知识不是智慧”。娜塔莉·米

#1
国有很多“码农”( 注 : 指 IT 从业人员 )，

能不能有美术题材来反映码农所关心的一些

课题呢？这中间可能缺乏一个桥梁来连接，

所以我觉得互相交流比较重要。如果能在作

品和码农之间搭建一些桥梁，让他们进入到

作品的空间里来，这样“码农”这一领域的

人也能够欣赏作品，而不是远远地看着一个

不理解的东西。

当：作为算法专家，您提到理工技术有

很多规则，严谨、理性，艺术则是自由的，

请问艺术是否有给您的专业带来某些影响或

启发？

王：我刚才可能回答了一部分，因为

现代艺术跟我们的工作相对非常遥远，但是

我们的工作里面有一个比较终极的指向，就

是提高现代人的幸福感。我们的工作主要还

是从物质和效率的层面去提高。那么如何从

艺术的层面去提高呢？可能我们很多人会想

到，比如说用电脑去作曲，希望能够在音乐

的形式方面去丰富。但是从事理工科的人可

能对于艺术为什么能够让人感觉到幸福缺乏

理解。我觉得今后需要不同领域的人，比如

做计算机的、做数学的，共同协作去改善人

们的生活品质、幸福感。我觉得需要去探索

巴赫收集了大量的气象和天文数据，并将这

些抽象数据诠释成色彩斑斓的三维编织作

品，随后与音乐家合作改编成了乐谱进行音

乐演奏。瑞典统计学家汉斯·罗斯林以 200

年中 200 个国家的公共卫生数据，动态展

示了全球经济与国民生活质量的变化，用生

动的数据来讲述世界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发

展。不同的学者对抽象数据的复杂性呈现了

不一样的思考和表达。对于艺术院校来说，

我们通过各种课题训练让学生感受和理解数

据、信息、知识与现实社会生活的联系。

设计和智能交互。这个智能手环设计案

例是用传感器和手机应用来实现小朋友的想

象力。他们只要带上手环，通过蓝牙连接智

能手机，传感器就能分析孩子们的动作，让

家里的每样东西发出与他们的动作相匹配的

虚拟音效，变成有趣的玩具。我们可以设想

数字智能产品如何丰富人与人的交流，如何

建构新型的关系。我们的设计课题里会聚焦

到工作和生活场景来建立对技术的认知，所

思考的不完全是技术本身，更希望去建立完

整的设计思维，去探查人的行为和需求，让

创意和技术能够很好地贴合起来。在和华为

技术有限公司“智慧出行”校企联合课程中，

我们共同去理解社会、经济、技术以及文化

对整个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产生的影响，从

广义交互的理念探索人、车、路、网的关系，

以此来发现更多的未来设计可能性，这也是

华为公司当时和我们合作中特别赞赏的一

点。

设计和 AI。在达利博物馆的沉浸式项

目案例中，最有价值的可能不是如何训练AI

的算法来学习和模拟达利，而是这些技术产

品嵌入了真实生活后给人们带来的惊喜。对

于中国文化传承的标志之一的汉字，我们也

进行了AI+ 创意实验式探索。在中国传统书

法书写中，即便同一个字也有不一样的形态

和情绪，因此呈现出令人沉浸的艺术之美。

我们尝试用对抗式生成神经网络算法，将AI

作为一种协同工具进行字体创意设计。机器

学习会呈现出具有算法特点的特征结构与形

态，我们会利用设计师进行筛选后再设计，

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计算生成。

关于社会责任。这些年团队开展了为安

全而设计、医疗健康设计等课题研究。我们

尝试去了解医疗服务的特点，从医护全流程

去理解医患双方的行为与需求。在整个过程

中，设计需要在真实场景里从任务、目标及

人的行为等整体交互关系当中探讨设计原则

和设计方案。在关于殡葬服务设计的研究中，

内地殡葬服务无论是服务形式还是商业模式

都显得非常的边缘化和滞后，面对这样一个

错综复杂的系统性问题，我们设想一种新的

商业模式来搭建一个合法、合理、合情的第

三方整合式服务平台，用畅通的渠道和可选

择的服务来平衡多方利益关系，最终的核心

还是问题意识的培养、同理心的建构以及社

会责任意识的提升以重新审视设计的价值。

在老年智慧康养的课题研究中可以

看到，很多可穿戴设备、惯性传感器、

VR+EEQ+tDCS等都可以应用在相关疾病

治疗上，一些高校也正在进行新技术的探索。

很多老人生理上退化，被孤独环绕，失去活

力，失去认知，到最后失去尊严，现实场景

里的很多问题却并不是简单用技术能去解决

的。很多设计在源头上并不是以尊严和体验

为中心，我们需要反思究竟什么是为真实的

世界而设计？设计不光要考虑个人的即时体

验，还应该考虑更长远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建

构。在这样的理念下，我们希望将医患双方

体验置于设计过程的中心，并与临床目标和

过程保持一致，最终能够使双方获得更多的

尊严感和获得感，从而回归医学本质，提升

医学人文温度，创造出更多人本的、人性的

设计改良与创新。

出幸福感的来源，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到

底是什么打动了人？然后怎样能够通过各种

技术的手段，能够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幸福？

比如说《蒙娜丽莎》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能

不能让更多的人在不去卢浮宫的情况下，也

能感受到在卢浮宫看到《蒙娜丽莎》的那种

震撼。它背后有没有什么科学上的解释？或

者有没有可能把这种稀缺性高品质地复制过

来，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这种震撼。因为有很

多人没办法去卢浮宫，或者有些人即使去了

卢浮宫，但是现场人太多，他根本就感受不

到。谷歌做了一个线上的博物馆项目，可能

观众看着也非常震撼，但是跟你在现场看到

原作的感受肯定还是不一样的。这背后的原

理是什么？本雅明提出来“光晕”这个东西，

但也没有解释清楚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存在，

它的科学解释是什么？我觉得这可能是从事

艺术和科学的工作者们可以探索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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