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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化新地标油罐艺术中心开幕，全球知名艺术团体teamLab在上
海的首次个展“teamLab：油罐中的水粒子世界”无疑是亮点中的高光点。

被公认为是当今国际艺术界最为重要的现象之一，沉浸式艺术以新颖的
方式结合了视觉艺术、科技、音乐、建筑、空间设计及剧场体验等多种艺术门
类，在世界范围内有效地重新塑造了艺术与公众的动态关系。如同重回母体，
又如跌入无垠的宇宙，这些放大感官吸引的艺术品，恰到好处地利用了观众现
场体验的欲望，一种将艺术和现实联系起来的欲望。在现场，通过艺术，观者
得以探索人类与自然，自身与世界的真正关系。

重筑!关系"拓展体验
!"#$年的龙腾大道远没有今日的热闹，

但余德耀美术馆的门口却从早到晚排着长
龙，由英国设计团队兰登国际打造的大型互
动装置艺术作品《雨屋》第一次在上海艺术爱
好者面前展示了浸入式艺术独有的魅力。在
#$%平方米的空间中，观展者可自由地在雨中
穿梭、嬉戏却不被淋湿，这份体验打破了传统
展览的观展模式：即无可替代的参与感。

&''( 年，法国策展人、评论人尼克拉·布
西欧策划了一个名为“交通”的展览，并在展
览的图录中第一次提出了“关系美学”的概
念。作为 !% 世纪末最重要的艺术概念之一，
“关系美学”正是以“体验”为核心的浸入式艺
术的发源。追随布西欧的理论，法国跨媒体艺
术家菲利普·帕雷诺又提出了“作为媒介的展
览”。而后，一批艺术家致力于将每个展览转
化为一个不断发展的、情境化的体验过程，探
索展览作为一个单个的、具有连贯性的物件
的可能性，而不是作为个人作品的集合。以此
去拓展人对于个体与艺术、与世界的“关系”
的认知。在数码科技还没有如当下一般登峰
造极之时，艺术家们在宏大的空间用一系列
的表演艺术、影像作品、雕塑、光、声音艺术等
引导及控制着观展者的体验与感知。因为人
们早就可以从网上轻易地获取绘画和雕塑的
高清图片，却很难完整地复制一份由声、光、
影等共同构成的“体验”，这自然也成了人们
必须“在现场”的理由之一，成为了美术馆吸
引观众的“制胜法宝”。

较早借助影像大获成功的作品还包括克
里斯蒂安·马克雷的《钟》。这部创作于 !%#%

年的《钟》是一部时长 !)小时的蒙太奇电影，
由数千个电影片段天衣无缝地拼接在一起，
在洛杉矶艺术博物馆首展时，每一块屏幕前
都排起了长队。整个作品充满了叙事情节，但
打破传统和常规，它没有开始和结束，完全由

观看者来决定并进行组合，每个观众都是电
影中的一个角色，每个人都可以走进故事的
内部，四处走动，选择自己的视角，自己的观
看方式来体验何为“时间”。每个人的每一次
观感都是个人的、独一无二的，呼应了观众要
求与艺术品互动的欲望，重建了观众与艺术
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浸入式艺术打动人心
的秘诀。

是艺术还是科技景观
《雨屋》装置是由水、注塑贴砖、电磁调节

阀、定制软件、*+追踪摄像头、钢梁、水处理
系统、格栅地板组成的，打造出现场魔术般场
景的是背后的高科技。

已建立了 &,年，如今 -./01/2的团队有
)%%人，每个成员都是“超级技术专家”，他们
不仅包括艺术家，还有计算机工程师、数学
家、建筑师、34动画师、音乐人等跨学科人
才。其中，'%5的成员是提供技术工作的。事
实上，-./01/2创始人猪子寿之本人也是一个
彻底的理工男。在东京大学就读信息工程研
究生时对自然语言处理和艺术产生兴趣，创
立 -./01/2数字创意团体的推动力源于在法
国卢浮宫的一次参观。人们拥挤在画作前只
为了一睹达芬奇名画《蒙娜丽莎》，但却不能
真正欣赏到艺术之美，这是传统绘画艺术的

局限。专业背景和直觉告诉他，数字技术的发
展会给艺术创作，乃至创意产业带来颠覆性
的变化。“我想通过把数字技术介入艺术，向
人们展示，人与艺术的关系可以是积极的，人
与世界、人与人的关系也可以是积极的。”猪
子寿之把想法变成了现实，并且大获成功。

新媒体时代，“关系美学”衍生出“体验
至上”，推动着艺术家们更加积极地利用技
术，诉诸人类的感觉和想象，为观者创造令人
愉悦的“梦境”。正如在 -./01/2的作品中，人
和艺术作品的边界被打破了，人可以成为作
品的一部分，甚至是创作者。在同一个空间的
参观者，也不再是彼此互相打扰但毫无联系
的陌生人。每个人都是艺术品的共同创作者。
“-./01/2感兴趣的是艺术的边界如何在数字
技术的帮助下被拓宽。”猪子寿之表示，“通过
将科技与艺术相连接，也许可以让人们的生
存变得更加积极。科技是人道主义的，数字化
的概念本身就是去拓展人类的表达。”

关注生命哲学启发智慧
近期在上海展出的草间弥生“爱的一切

终将永恒”艺术展中，波点女王同样为上海观
众奉献出了自己知名的浸入式艺术作品“无
限镜屋”系列。艺术家使用镜子、数百盏灯泡、
16+灯，甚至在地板上也会增加元素，以产生

一种无穷无尽的反射，创造出无限的空间幻
觉，令进入者沉入无限冥想。草间弥生已经为
这个系列创作了 #,个不同的版本，“载满生
命的光辉”“百万光年之外的灵魂”“灵魂的
智慧”……从命名上即可了解，作品所承载的
是艺术家对宇宙和人生在当下的感受和思
考。

延续至今年八月的展期中，油罐艺术中
心整个 $号罐内部空间整体被打造成了一个
“水粒子世界”。自古以来，“水”这个复杂而深
邃的表达就是人与世界关系的最佳隐喻，当
观众身处其间，作为一颗水滴的“我”与作为
汪洋的“世界”的现实感涌来，人们瞬间被投
入到一场绵延、壮观的奇境中。世间万物都存
在于一个漫长、没有边界的，脆弱而又不可思
议的生命延续之中。这个实时演算的作品展
示了 -./01/2团队关于生命的脆弱及美丽的
艺术诠释。

同时在油罐艺术中心展出的还有《黑色
浪潮：迷失、沉浸与重生》《生死无止尽，此刻
即永恒 77》《无常的生命，时空交汇之处诞生
新的时空》以及《圆相》，或许是出于物理形式
的特征，浸入式艺术不约而同地将主题聚焦
于对于生命哲学的探究。面对这个前所未有
地开放、同时却也充满了自我封闭与隔阂的
人类新时代，艺术家们借助于模拟还原虚拟
世界，使观赏者最大限度地与实体空间互动，
用激动人心的交互感来冲破日常人与他人、
与周身世界的隔阂感，人们得以突破自身与
自然界，以及自身与世界之间的界线，在独特
的感官体验中激发出人类心灵原有的敏感与
活力。老少咸宜、通俗易懂，出于这种初衷和
创作的原发动力，评论界对艺术界的这项尝
试报以了相对宽容的态度：浸入式艺术的流
行并不会贬低其严肃性。数字技术使我们将
艺术从物质中解放出来，并使之能够跨越边
界，它拓展的不仅是技术学科层面的，更是心
灵的边界。

跨越边界万物生
! 吴南瑶

从浸入式艺术展走红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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