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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时代下的反思
Reflection in the “Unmanned”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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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无人”时代的到来，面对科技进步给人类

带来的生存变化，迫使我们重新反思人存在的意义和状态，

以及技术和人类之间的关系。本文试图以艺术生产、批评写

作和策展实践探讨在“无人”时代下艺术所面临的新的问题

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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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ming of “Unmanned”times and the threat brought 

about by technology and science, we are forced to reflect on the meaning and 

condition of human existenc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human. This article tries to discuss new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of art in the 

“Unmanned” times with art creation, critical writing and curating practice.

Keywords: human, technology, art

随着人工智能（AI）在语言识别、图像

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相关技术的不断进步

以及应用领域的不断扩大，AI已经不可避免

地渗透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随着无人机、

无人车、无人超市……的出现，我们似乎通

往一个“无人”的时代。在艺术领域中，谷

歌公司的AI“深梦（Deep Dream）”实现

了模拟人类神经网络进行绘画创作，阿里公

司的AI“鲁班”可每秒制作8000张海报设

计，AI实现的智能化技术也在影响着当今的

艺术发展。在“无人”的时代下，AI是否会

替代人？是否能够替代艺术家？智能化无人

技术是否会使人类走向毁灭？随着“无人”

时代的到来，面对科技进步给人类带来的生

存变化，迫使我们重新反思人存在的意义和

状态，以及技术和人类之间的关系。基于

此，深圳市关山月美术馆主办的“2018·在

路上——中国青年艺术家作品提名展暨青

年批评家论坛”系列学术活动希望通过以

“unmanned”（无人）为关键词，对“无

人 ” 时 代 下 ， 人 工 智 能 技 术 对 艺 术 的 影

响，以及人类与科技的当代关系进行反思

与讨论。

在艺术的发展过程中，以人的存在为核

心的思想始终主导着艺术的发展逻辑。在面

对“无人”时代的当下，科学与新技术的发

展使得人类面临自我价值、意义等问题的挑

战，坚守人文主义阵地的艺术领域如何保持

对资本和全球化结合下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

的警惕？“2018·在路上”项目试图以艺术

生产、批评写作和策展实践探讨在“无人”

时代下艺术所面临的新的问题和挑战。策展

是连接当代语境与艺术生产的一种思想行

动。展览通过“自在”“诘省”“无人”三

个方面切入，陈述艺术与科技之间的当代关

系，以及人作为个体在当下的生存状态。艺

术家王觅、刘佳玉、沈凌昊、罗苇、梁半的

作品以一种接近超现实主义的潜意识状态，

对个体在当代关系中的存在状态进行阐述。

他们既没有强调主体性介入，也没有刻意抽

离主体性的存在，所表现出的“自在”状态

是人类在面对智能时代的当下对自我状态的

感知。01小组（梁链喜、陈荣彬）、于瑜、

王恩来、卢杉、田晓磊、刘影、李琳琳、张

晓影、陈抱阳、林欣、金江波、周长勇、徐

子薇、海晓龙、董大为、曾建华16位艺术

家以不同媒介的作品构建了“诘省”版块。

诘省意味着个体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观照。人

类在创造科技、利用科技的同时，如何对技

术保持警惕，如何与之共生？基于对当下处

境的个体诘省，艺术家以自身的判断对人与

技术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思考。参展艺术家

mannifold小组、邓悦君、劳家辉、林妙玲、

蔡宇潇、马正阳+Yuri Kuzmin、郭锐文、曹

雨西在新媒体技术的影响下，运用机械动

能、编程、VR等技术手段展开对“无人”

的探讨。“无人”并非绝对意义上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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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人文主义强调以人的存在为基础的

艺术史的发展过程中，“人”有其存在的历

史和意义。“无人”或许意味着与“人”合

二为一，正如中国传统绘画以“明心见性”

的本质追求，将人的精神与自然融合，表现

出寄情于景，寄情于物的艺术精神，以“无

人”反映“人”之存在。

艺术批评是贯穿于艺术史与艺术生产

的理论场域。“在路上”论坛通过对人类在

“无人”时代下的当代处境及艺术的未来发

展方向等问题进行探讨，希望以有效的对话

机制激活新的知识生产。论坛邀请了北京画

院副院长、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全国美术

馆专业委员会理事吴洪亮，天津美术学院影

像艺术系主任、副教授张锰，《美术》杂志

副主编、中国美术家协会策展委员会副秘书

长盛葳，中国美术学院媒体城市研发中心副

主任宋振熙，《艺术与财富》主编、大道艺

术基金执行董事朱小钧，北京空间站艺术总

监、独立策展人付晓东，香港城市大学创意

媒体学院博士生、独立策展人麦安，深圳美

术馆策展人、公共教育部主任游江。八位活

跃于国内的青年批评家以不同的角度对“无

人”时代的艺术生态以及人的存在意义等问

题进行探讨。

北京画院副院长吴洪亮以“回——艺术

的生发与传播”为主题进行阐述，从自身的

策展经验和展览案例分析出发，探讨传统与

当下、与未来之间的逻辑关系。他分享了如

何通过对齐白石研究与大数据技术、数字美

术馆的结合生成新的研究逻辑，并将“戴云

个展项目”中将雕塑与电脑编程技术结合，

“牡丹亭”“沧浪亭”展览项目如何融合展

览、作品、空间逻辑、传播方式等，对传统

和当代的新的连接方法以及科技与艺术结合

的可能性进行探讨。

天津美术学院影像艺术系主任张锰以

“从日落而息到带电作业”为题，从美术

学院的系统进入到新媒体、多媒体领域。他

认为中枢神经的延展是新媒体艺术的核心，

新媒体艺术中枢神经涵盖了人工智能相关要

素，新媒体的到来使生活变得非常快捷方

便，同时艺术为我们提供一种自由。他从新

媒体与当代生活的关系、新媒体与公共艺术

的关系、人与社会的总体关系等方面，以宏

观和细微解说的方式，阐述新媒体如何为

世界、社会、公共范围、个人内心和学术

服务。

《美术》杂志副主编盛葳以“视觉机器

到人工智能”为题进行论述，他从艺术史的

角度剖析视觉机器技术和媒介革新与艺术发

展之间的关联。在他看来“AI是不会将艺术

家取而代之的，尽管它已经取得显著进步，

但在今天和可预见的未来，无论是现实意义

的技术上还是哲学层面的观念上，这都还不

现实。”“除非人文主义以及建立于其上的

资本主义、自由主义通通坍塌，人类社会的

底层结构发生质的变化，而不是‘公共领

域’‘景观社会’这一类型性质的变化。这

当然有可能发生，因为人文主义并不天生就

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或者AI进化为超级AI，

而不是图像识别、风格转换、有限创造这样

的‘小儿科’，这意味着超级AI能够对包含

AI自身在内的人类社会，以及政治、文化、

经济等影响艺术史进程的所有因素作出全面

而充分的判断。但如果这真能实现，超级

AI就不再是AI，而是上帝。但在可预期的未

来，AI可能会成为改变艺术既有范式、塑造

艺术新范式的重要参数。”

《艺术与财富》主编朱小钧以题目“无

人的未来，无人可解”出发，提出三个关于

艺术的问题：第一，如果我们的年轻艺术家

不是艺术明星的话，是否还能站在舞台的

中央？在无人的时代，年轻人还有什么新的

玩法？如果我们的观念、作品跟不上技术的

更新变化，我们会不会被时代所淘汰？针对

这个问题，朱小钧认为年轻艺术家需要把对

社会的观察和责任，有效地在作品中转化，

观念先行于技术。在频繁创新的“无人”时

代，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明星。第二，对

于艺术家而言，要远离无效社交，结交“超

级伙伴”，包含艺术产业链条上的各个环

节——策展人、美术馆、画廊、艺术经纪

人、拍卖行等，艺术家要建立一个可以和外

界连接的方法。第三，对于年轻艺术家来

说，追逐市场流行的趋势，可能永远会在潮

流之后。技术不能成为人的羁绊，要坚持自

己最擅长事情，最后一定能成功。

中国美术学院媒体城市研发中心副主任

宋振熙以“从不消逝的遭遇”为论题，以人

类史和艺术史的发展过程切入，阐述人类在

“非人”与“人本回归”的状态反复遭遇。

他指出：“随着人工智能的到来，主体性在

艺术圈也慢慢缺失。我们有三方面困境：一

是资本的自动化。二在虚拟世界里人是否已

经开始消失？三在技术的干预下，人从创作

中抽离，用智能化的语言开始创造艺术。从

人本出走再到人本回归，再到现在一个面临

‘无人’的状态，在肉身消失的过程中，我

们仿佛有了一种更为淡然的状态。在我看

来，我们和技术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我们

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在某种语境之下，我们

是否应该先讨论资本、技术、人三者之间的

关系。”

北京空间站艺术总监付晓东以“非人”

为题，她指出随着新科技的出现，看起来和

很多人无关的科技事件，使我们进入了一个

共同话语，我们因为人工智能下棋赢了人类

的智商而开始反思人和自己肉身的关系。在

此背景下，她从2002年开始组织艺术家和

科学家从生命科学、天体物理学、天文学、

核电站、基因测序、潜意识的研究等二十多

次跨学科访问的经验和感受出发，结合所有

的知识和现象，以各个学科的角度对人类即

“非人”进行探讨和佐证。

香港城市大学创意媒体学院博士生麦

安以“虚拟人物的反思”为题，通过对电

影《银翼杀手》《钢铁侠2》《明日边缘》

《虚拟偶像》《未来学大会》和初音未来等

虚拟人物的状态进行论述和探讨。她指出人

创造了科技，由此给人类带来很大的自由，

但是发展到今天人被科技控制，甚至沦落到

一种类似囚犯的处境，甚至呈现出一种迷失

的状态。

深圳美术馆公共教育部主任游江从观

察与再现的视觉模式进化过程阐述人类在艺

术中对主体性的认知模式的改变。他指出：

“在古典的视觉模式下，视觉主体是一种试

图全面认识‘我’的阶段。但是在17、18

世纪的暗箱模式下，又让位于技术本身。绘

画的真实性遭到质疑，视觉主体由于技术的

‘真实’受到了一定的压抑。到19世纪，在

光学仪器、立体视镜的推动下，以及在历史

主义和演化论的思想模式影响下，在社会政

治转变和机器复制时代图像泛滥的现实下，

我们的感知性和视觉性之间发生了一种断

裂，人们开始反思技术性发展下新的视觉影

像，主观视觉模型变成了一种优先的模型方

式。当下新媒体艺术的主体性不在于艺术家

本身，也不在于艺术本身，而是在于艺术的

受众。艺术家希望受众走进艺术的场域。”

在“无人”时代的当下，是人类重新

审视自身价值和意义的重要契机。我们所感

受到的担忧和危机感源于人类作为独立个体

对自我价值、独立意识的缺失。我们应该重

新审视自身，思考什么才是我们作为人类所

独有的。只有人类才需要表达自身的价值和

存在的意义，个体的创造力和感知能力是AI

始终无法达到的。机器智能或许会影响艺术

的未来发展，但它始终无法替代“人”作为

个体对社会、对生命的感知。在艺术的发展

中，以人本主义思想为基础的艺术史进程始

终以人的存在为核心，艺术不能被技术限

制，我们应该重建我们的感受力和创造力，

与人工智能从对抗走向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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