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公众对精神世界的

追求和美好生活的向往越来越

显现出高品质的需求，文化艺术

也从视觉美化、审美提升，发展

到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新阶

段。在面临各种压力与心理危

机的今天，关注人们的心理健

康，提升人们的幸福感，成为当

代艺术和心理科学领域重要的

时代任务。

舒压艺术融合了心理健康和

公共艺术，探索适合中国社会发

展阶段和学科创新的艺术疗愈之

路。它在互动和体验中连接情

感。以往的艺术作品在创作中无

需过多考虑公众的观感、感受，而

今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在关联

紧密和共享的场景中，人的个体

意识开始觉醒，通过舒压艺术的

互动和体验，继而产生情感连接

（人与人之间最好的连接就是情

感），使观众获得观察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看到艺术的转换和创作，

做到1+1＞2。

它链接艺术、科技与心理，

实现多元跨界与融合。现今社

会 常 把“ 科 技 ＋ 艺 术 ”和“ 科

学＋艺术”混为一谈，科技仅作

为技艺和手段，使冰冷的机械

零 件 与 观 众 进 行 肢 体 上 的 互

动，而不能真正对情绪、心理产

生效应。以场域空间体验为表

现形式的舒压艺术，不同于以

往的艺术——为了艺术而艺术，

也不同于以往的艺术疗愈——

借艺术手段治疗心理疾病，更

不是浮于表面的技艺应用，而

是深入研究艺术、科学与心理

学的原理，使科技与艺术的结

合越来越紧密，艺术家将用更

多前沿科技手段进行创作，并

充分融合艺术学与心理学前端

理念，达成“艺科心”的有机统

一，为更好地解决科技与艺术

的关系问题提供了相对共同的

价值观，最终实现艺术、科技、

心理三个领域，甚至未来更多

学科领域的跨界融合。

舒压艺术是心理学家希望

找到一条解决心理问题的道路，

“关系重塑：双重肖像”展览正是

艺术创作与心理治疗合二为一

的创作实践。展览阐述了如何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待艺术，在社

会层面艺术家、艺术作品和观众

如何进行关联，以及他们之间的

关系如何被重塑，重塑怎样的关

系，以何种方式进行重塑等。展

览的亮点与特色之一，在于展览

路线的精心设计，使整个观展过

程形成一件独立的作品。除了

与展览主题息息相关，展览路线

蕴藏着舒压艺术内在的逻辑结

构，它遵循科学原理，并强调在

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的沉浸式互

动体验中，帮助参与者获得心理

知觉，释放情绪。

当观众在进入到展览现场

中，场域对观众来说是进入式

的，交互装置《瞬间的心跳证明

你还活着》，通过数据监测将参

与者的真实情绪进行视觉化输

出，经历情绪的可视、可见、可察

觉之后，参与者对自身内在的情

绪状态进行重新审视与重新调

动，完成观看与思考的循环往

复。此时，上件作品给内心带来

的复杂波动渐趋稳定，实际上也

在完成着控制与被控制的调节

机制。

《固体的液体》中，“面具”作

为一种人格，成为人类参与社会

活动的必需品，投射着人的个性

与特质。参与者感受并体验纯面

具化世界的同时，通过琉璃与背

后的世界相连接，即与人的真实

内心世界相连。《即时的洞穴》中，

隐喻“洞穴”的快递箱，作为重要

的时代符号，一方面为公众提供

便捷，另一方面也隔绝了公众与

现实世界的连接，从某种意义上

寓意着人类的行为退化到深居洞

穴的概念，让观众更多地察觉到

世界背后的隐喻，进而达到内外

的转化，解构自身的压力，助力观

众的身心健康。这件作品利用舒

压功能，从图像传递出众多信息，

有意识地将心理学以及艺术疗愈

理念植入到作品之中，形成与公

众的良性互动。

最后，当参与者离开展厅，

又将视野延展到开放的领域，与

作品《我们的岛屿》进行互动。

当参与者离开后，阴影在雕塑上

留下痕迹，在阳光的照射下逐渐

消失，象征着残留在参与者体内

的负面情绪彻底消除。与最初

的作品《眼里尽是光》中的负面

情绪的震撼性遥相呼应。在阳

光下，观众体内的负面情绪被全

部净化，形成完整的舒压流程与

体系。

舒压艺术是充满实验性、充

满未知的过程，艺术疗愈对艺术

创作本身的发展具有进步意义。

舒压艺术作品在未来会继续深

入，它不仅仅对于创作、展示有所

影响，或许对艺术生态也会有所

改变。不管在展览策划层面，还

是艺术创作与公共教育层面，舒

压艺术对整个艺术生态里的各个

板块，其实都在提出思考和问题，

并带来更多的可能。

（曲威、张天成 协助整理）

让艺术从眼睛走入心灵■

刘正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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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

“科学”和“艺术”始终是人类认

知世界的两种重要方式，也是人

类对生活最高的感受形式与再

现形式，但两者之间有本质的不

同。科学追求事物的本质规律，

习惯于以逻辑思维和抽象简化

的符号对自然世界做出解释；艺

术则以生命情感的律动为表现

基础，常通过自身的审美经验，

以生动且具体可感的方式表达

对世界的感悟与观察。如今，我

们步入信息数字化时代，我们的

生活方式逐渐被新媒体产品和

平台改变的同时，也滋生了新的

艺术表现形式。

20 世纪 60 年代，伴随新兴多

媒体交互技术和先锋艺术的高

速发展，“新媒体舞蹈艺术”应运

而生。作为一种以数字化科技

创作出的创意艺术作品，强调多

元化的艺术表现，其最鲜明的特

质是在视觉呈现的过程中具有

强烈的实时性、交互性和体验

性。它致力于提升整个系统与

观者之间的互动，强化观众的审

美体验。

科技的高速发展势必会影

响艺术家的创作意识，为艺术

作 品 呈 现 带 来 新 变 化 。 北 京

2022 年冬奥会的成功举办，让

全 民 乃 至 全 世 界 感 受 喜 悦 和

感动的同时，更对冬奥会开闭

幕 式 上 科 技 和 艺 术 的 极 致 结

合深受震撼，纷纷感叹于科技

力 量 对“ 中 国 式 浪 漫 ”的 演

绎。《构建一朵雪花》是北京冬

奥 会 开 幕 式 中 唯 一 的 舞 蹈 表

演 。 观 众 的 视 线 被 裸 眼 3D 虚

拟现实技术效果引导，飘落的

雪花向场地中心汇聚，通过镜

头的运镜，可以清晰地看到舞

蹈演员们手捧的雪花中心写着

来自不同国家代表团的名字。

再以科技手段加持，以蒙太奇

化的结构设计上演了橄榄枝护

佑小雪花并将其编织成一朵属

于人类的大雪花，晶莹剔透地

在舞台上飘荡，使全场瞬间进

入如诗般洁白纯净的意境。这

场表演创意实践使科技和艺术

的交织已然不再单纯处于跨界

合作的状态，或者说不仅仅是

科技参与舞蹈创作，而是两者

极致的融合。我们发现，此时

观者的视像焦点已经从舞蹈身

体的本体语言开始逐渐向科技

呈现，或者是向科技与舞蹈表

演的互动上转移。

自从多媒体艺术在上个世

纪末进入世界舞台，围绕这一新

型 艺 术 形 态 的 讨 论 就 未 曾 停

止。尤其进入本世纪，多媒体艺

术发展迅猛，这不免会让我们开

始思考其是否会对传统艺术表

现形式构成冲击。更有新媒体

舞蹈作品开始尝试对舞者动作

进行数据采集，再通过后期电脑

制作对采集的动作自由重组和

再造，最终实现“无舞者”的、奇

幻的“屏幕上的舞蹈”表演。但

是，舞蹈的唯一媒介就是身体，

它需要通过肢体动作来塑造形

象、表情达意，这也是舞蹈不同

于 其 它 艺 术 门 类 最 关 键 的 因

素。可当如此虚拟化的舞蹈直

接取消舞者登场或者将舞者在

舞台上的作用边缘化、模糊化

时，舞者“活”的身体变为了灰白

色的点和线，不仅改变了其动作

的质感和风格表现，更颠覆了传

统的观演模式。相较之下，仿佛

赋予了“物”一种生命感，但却使

人类本然的生命黯然失色。正

因如此，这种形式的艺术作品是

否能被定义为“舞蹈”也存在一

定的争议性。

但 是 ，2022 年 北 京 冬 奥 会

闭幕式的成功实践，并没有被

数据采集式的多媒体舞蹈表演

新形式局限。以及 2022 年春晚

舞 蹈《只 此 青 绿》“ 沉 浸 式 ”的

“赏画舞台”，还有由 B 站、河南

卫视联合出品的《舞千年》，均

突破了新媒体交互表演的传统

观念。尽管舞蹈《只此青绿》在

春晚舞台上的表演时长仅有六

分钟，但却在短暂的时间内营

造出了中国传统美学圆融清逸

的哲学意境。舞台中央驱动的

圆盘装置时而交错旋转，时而

同向移动，与时空交错的舞蹈

叙事结构相呼应，舞台台口处

裸眼 3D 技术的“水波”效果更

是向观众展开了一幅动态的山

水画卷，以一种“破圈式”的方

式使舞蹈进入到了全新的艺术

表演阶段。这是一次科技与艺

术、理性与感性、虚拟与现实的

融合，但同时更是当代审美和

当代科学技术对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的转化。多样化的高科技

不仅创造出了戏剧化的空间环

境，更消弭了观众可能会因对

舞蹈语汇的不熟知而导致的对

艺术作品的“阅读”障碍，在科

技与舞蹈融合的新境界中，观

众能获得一种通感式的全新审

美体验，由此达到精神与视听

觉共同的享受和满足。

如果说，科学代表人类对真

理的向往，那么艺术就代表人类

对审美的追求，前者的主要任务

是超越人体的局限性，后者则关

系到了人的精神世界。如今，随

着我们的生活进入信息数字化

时代，科技与艺术出现了某种微

妙的整合趋势，不仅一次次地相

遇、相互渗透，更是从跨界走向

了交叉融合。其综合进程实际

上也是人类对自我和世界的认

知、探索与期许。在滋长新的艺

术表现形式的同时，也对传统艺

术的发展与创作提出了全新挑

战。（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

院博士）

当科技与艺术交织■

张紫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