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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中國數字藝術大展以「可能世界」為題，分為「太
空史詩」「寰宇大觀」「仿生格物」「無盡洞天」四

個板塊，從12,000餘件報名作品中遴選出210件參展作品，
類別涵蓋CG繪畫、數字影像、交互藝術、混合現實（AR、
VR、MR）、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以及其他與數字
技術深度融合的藝術作品，是對過去十年中國數字藝術實
踐、創作與教育的集中梳理和展示，呈現出藝術與科技深度
融合之下產生的、面對藝術界與社會的新質生產力。
「本次大展是對過去十年中國數字藝術的一次集中梳理和
展示，它呈現出新時代藝術與科技深度融合所催生出的一種
新質生產力。數字藝術從媒體中發掘創意，從技術中發現人
文，超越既有的學科界限，生來就跨界、破圈，並極大地拓
展了我們的時空想像。」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首屆中國
數字藝術大展組委會主任高世名說。
中國美術家協會分黨組書記、駐會副主席馬鋒輝強調：
「首屆中國數字藝術大展的舉辦，不僅能夠進一步推動數字
藝術在中國內地的發展，也能促進國際藝術交流與合作，為
全球藝術文化的多樣性和創新性貢獻中國力量，使得過去與
未來，本土與世界建立更好的連接。」

構建「可能」世界檔案
現實世界由無數種「可能」交織而成，當數字技術與現實
世界相碰撞，無盡的「可能」被激發和創造出來。在數字化
時代，數字技術正以擎天架海之勢塑造着人類社會和文明的
形態，並不斷革新着藝術面貌與創作方式。展覽可謂打破了
類別與面向的壁壘，啟發思想、認知與視覺生產的共振。
走進展廳，可見人工智能、生物藝術、生態藝術、遊戲藝
術、混合現實創作、數字技術繪畫、動畫、影像藝術匯聚於
巨幕之中，從肉身體驗到機械生命，從數據生活到數字文
旅，從太空史詩到元宇宙洞天，從未來科幻到數字考古……
通過對文化圖景的重新編碼與數字化轉向，展覽呈現出藝術
與數字科技的深度融合，時空跨度與視野宏大，勾畫出美學
經驗、感受力與技術所激發的新的時空想像。
展覽現場，雕塑互動作品《造物》引人注目。觀眾站在屏
幕前，戴上腦電波意念控制器，便可用自己的實時腦電波在
屏幕內塑造一個立體的三維雕塑，並通過3D打印終端輸出
雕塑。雕塑的形態、生成速度以及最終呈現的形態，皆受觀
者當時腦電波的變化影響，生成獨一無二的藝術形態。策展
人于朕評價道：「這個作品趣味探索了人類大腦直接創作雕
塑的可能性，體現了數字技術對傳統美術創作的賦能。」

數字呈現航天與歷史文明
在展覽中，國家天文台的「深空」研究帶來了一種新的航天

文化，重新喚醒了中國人對星辰大海的慾望和熱情；中科院國
際大科學計劃「DDE深時數字地球」開啟了我們對行星歷史和
生命演化史的前沿探索，也推進了我們對人類世的深度反思。
中國美術學院創新設計學院計算藝術研究所所長胡曉琛和

團隊帶來的作品《太空光源》，以太空大科學裝置為主題，
探討未來科學實驗的可能性。胡曉琛介紹說：「我們希望通
過裝置硬件的交互，以及數字媒體影像的方式，模擬太空的
真空環境、極高溫和極低溫的自然條件，展現大科學裝置在
太空中的形態、原理以及成像結果。」同時，胡曉琛團隊也
與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央博」數字文化藝術博物館、阿里雲
（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呈現混合現實作品《何以文
明——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成果數字藝術大展》，首次利用數
字化技術構建移動化、全沉浸、交互式的時空框架，實現
「崇龍尚玉」紅山遺址、「文明聖地」良渚遺址等10個中華
文明探源工程重點考古遺址復原的線上展出，通過自由探訪
文明成果、親身體驗祖先生活，再現「中華何以五千年」的
偉大輝煌。

傳統文化數字化大有可為
北京黑弓文化傳播帶來的動態、交互作品《2022北京冬奧會

開幕式》相信觀眾不會感到陌生，這場震撼全球的視覺盛宴由
張藝謀執導，陳岩擔任美術總監，而視效總監王志鷗則帶領黑
弓作為視效總製作團隊，團隊歷時三年多打造，充分運用數字
媒體特點，呈現極致的冰雪美學與中國式浪漫。剛剛擔任中國
美術學院AI中心主任的陳岩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表示，AI
中心將與全球200多家藝術院校聯盟，從藝術自信入手，探索
人工智能的發展，「中國的數字藝術在全球其實是領先的，北
京冬奧會開幕式已經打開了一扇門。我們的數字技術要與全球
同步，現在我們正把各種傳統藝術方式搬到屏幕上，無論從藝
術還是技術方面來講，都會大有可為。」
在中國美術學院創新設計學院教師俞同舟的數字影像作品

《數據會知道屏幕嗎：數據靈光》中，以深圳天際線城市屏
幕為想像，探討在人工智能、物聯網與智慧城市的發展進程
中城市智能網絡中「心」的誕生，是對其依賴算法與腳本
「存在」狀態的省思與發問。
而《情緒幾何》4.0版本則是中央美術學院藝術與科技方向

教授費俊、數學家許晨陽以及心理學家劉正奎跨學科合作的藝
術實驗項目的階段性成果，作品邀請觀眾站上交互台並與之互
動，觸摸者的情緒會通過心率等生理數據採集設備記錄並計算
出來，生成一個個「因人而異」的情緒化動態三維圖形。

數字技術正以新理念數字技術正以新理念、、新業態新業態、、新模式全面融入人類經濟新模式全面融入人類經濟、、政治政治、、文化文化、、

社會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各領域和全過程生態文明建設各領域和全過程，，為人類生產生活帶來廣泛而深刻的影為人類生產生活帶來廣泛而深刻的影

響響。。中國數字藝術發展已經持續了二十餘年中國數字藝術發展已經持續了二十餘年，，成為當代最富探索精神和前沿成為當代最富探索精神和前沿

意識的藝術領域意識的藝術領域。。近年來近年來，，隨着數字智能科技的日新月異與藝術教育的開放隨着數字智能科技的日新月異與藝術教育的開放

實踐實踐，，它更加成為社會和公共文化領域最受矚目的藝術現象它更加成為社會和公共文化領域最受矚目的藝術現象——數字藝術在中數字藝術在中

國藝術界已然蔚為大觀國藝術界已然蔚為大觀。。 ◆◆文文、、攝攝：：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茅建興茅建興 杭州報道杭州報道

引發年輕人關注的「數字國潮」也進入到數
字藝術大展的展廳，並匯聚了眾多CG（計算機
生成圖像）繪畫「大神」：蔡銳輝《宇航員升
級計劃》以航天七大系統作為切入點，基於元
宇宙世界觀下的風元素進行了解構與重構；劉
益紅團隊《仿生材料的「達芬奇密碼」》，以
褶紋冠蚌外殼結構啟發了仿生材料設計；蔡健
《百鳥朝鳳系列》以當代「百鳥朝鳳」為精神
內核，利用傳統與現代、理想與現實、實境與
幻境的衝突切換，企圖以象徵或隱喻的手法開
啟一個現實而又充滿無限可能的世界。
多款交互藝術作品引得觀眾紛紛體驗，在寓
教於樂中感受中國傳統文化的魅力。如來自南
京德基藝術博物館的參展作品《金陵圖》，在
清代馮寧所作《金陵圖》的基礎上，將新興科
技引入文物數字化，創新「人物入畫，實時跟
隨」的互動觀展模式。觀眾可以領取一個手
環，選擇一個角色，「出生」在畫中，並與畫
中人交流互動。
而靳軍的交互藝術作品《描摹或共生：今日

珍禽圖》靈感來源於傳世名作《寫生珍禽
圖》，觀眾可通過交互科技親手繪製屬於自己
的珍禽飛鳥，與名作中的群鳥相映成輝。作品
力求創建一個跨越時空的創意平台，每個人都
可以成為藝術家，體驗古今雅集的藝術韻味，
感受時空的奇妙融合。
廣州美術學院學生鞏華傑則創作了《鈞彩疊
鳴》交互藝術作品，作品將鈞瓷「窯變反應」
釉色的變化作為視覺主體，建構鈞瓷、古琴和
人三者之間的互動，古琴7條琴弦、10階震動
頻率通過計算機數字算法會產生幾十萬種排列
組合方式，生成獨一無二的鈞瓷色彩。
AIGC（生成式人工智能）也第一次進入了官
方展覽的序列：如屈非塬團隊的《基於AIGC
的齊白石動態國畫藝術展》以齊白石的草蟲、
花木、禽鳥、水族等作品為素材，基於Stable
Diffusion訓練生成數字影像，旨在展現創新與
傳統的融合之美；劉鑫、吳靜遠的《編舞，建
築，人工智能》構建了一個系統，以動作捕捉
數據為主要輸入，結合一系列參數化形式運算
和人工智能紋理，在抽象身體上與空間中生成
不同層次的「皮膚」；曾真的《共書竹風》通
過與人工智能協同設計的一套融合了漢字結構
與竹枝竹葉形態特徵的竹風字體，構建虛實混
合交互方式，引導大眾重溫書寫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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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時空想像

展覽同期還將舉辦以數字藝術為主題的六
場研討會，教育與藝術界、數字藝術大展藝
委會、行業及產業專家、各大專業院校嘉賓
學者圍繞「數字藝術的社會需求與人才培
養」「中國科幻的視覺開發」「與AI一起進
化」「數字藝術與產業」等議題展開討論。

其實，高世名早在2010年創辦中國美院跨
媒體藝術學院伊始就號召：「從媒體中發掘
創意，從技術中發現人文。」他表示，數字
藝術是科技人文，是媒體技術所驅動的新創
意的開啟，它正在重塑我們的生產方式和文
化景觀，開啟感知與創造的全新維度。數字

藝術大展生發出一段跨時空的回響，建立了
一個關於可能世界的檔案，用以收藏古今中
外、芸芸眾生那些形態萬千的世界幻想，共
同探索數字維度的世界可能與可能世界。
首屆中國數字藝術大展由中國美術家協
會、浙江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中國美術學
院共同主辦，每兩年舉辦一屆。本次展覽將
持續至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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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舉辦數字藝術主題研討會

◆《造物》探索大腦直接創
作雕塑的可能性。

◆《情緒字符編碼》將甲骨
文以多種形式和可能性融入
現代日常生活中。

◆CG繪畫作品《大鬧天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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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中國數字藝術大展首屆中國數字藝術大展
以以「「可能世界可能世界」」為主題為主題。。

◆◆觀眾體驗交互藝術觀眾體驗交互藝術《《鈞彩疊鳴鈞彩疊鳴》。》。

◆◆《《太空光源太空光源》》以太空大科學裝置為主題以太空大科學裝置為主題。。

◆◆觀眾在觀眾在《《描摹或描摹或
共生共生：：今日珍禽今日珍禽
圖圖》》中繪製屬於自中繪製屬於自
己的珍禽飛鳥己的珍禽飛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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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中國數字藝術大展亮相首屆中國數字藝術大展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