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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感知所处的世界？伊曼努尔·康德、马丁·海德格尔、约翰·洛克、菲利普·津

巴多、梅洛·庞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等人给出了太多跨越不同学科及领域的多样解读。

从思想学家对现象学的思考，到认知科学对知觉的解析，感知所处世界始终是理解我们与

世界关系的核心。身体在世界中的定位和倾向证明了我们是如何感受事物的，而这些主观

的感受也不断塑造着我们是谁。

身处 21 世纪的我们更不能忽略的是，在信息化、数字化迅速发展的当下，尤其在 AI 与

互联网科技的加持下，越来越多的工具带来了扩展和强化感知的边界。肉眼无法看见的细

节可以被捕捉，人类感官以外的感知体验能够被模拟，技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验，却也

让我们不禁反思，人类的感知方式能否在技术的辅助下被替代？而过往认知的框架被打破

时，感知能否获得跃迁？每次跃迁又如何作用于人类不断寻找个体与世界的“真相”？

时至今日，绘画依然是许多创作者表达对世界认知的方式。创作者未必以对科技的抗拒为

出发点，更多借其表达对人类感知潜能的信心。绘画作为一种承载着自身几千年历史的视

觉语言，技术与思想进步也拓展着这一媒介的外延。罗瑟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s）

在电视机普及且观念艺术鼎盛的时期曾提出有关后媒介时代（Post-Medium Condition）

的讨论，即艺术家可以通过突破媒介界限，以跨领域的方式进行创作。那么及至 AI 时代，

绘画是否仍然能在当代艺术领域占据“元媒介”的地位？科技、技术、社会、思想等人文

科技领域的开拓与媒介自身的演变之间是否涌动着跃迁的潜力？

群展“感知跃迁”以万杨、汪晓芙、王志渊三位以绘画为主要创作媒介的艺术家工作为样

本，在回环的现场动线中拓展开每位艺术家在这个时代里的关注。他们的个体经验、兴趣、

知识结构各不相同，又以完全不同的工作方法展开创作。可以看到他们对文学、科技、哲

学等所关注的领域保持浓厚的兴趣，也擅长使用可触及的种种工具进一步探索、研究，由

知识积淀的积累起步，艺术家们在情感、想象与实践的不断平衡中，经由作品呈现出在感

知的层面上的思考。



在绘画实践和与之相关的思考中，汪晓芙试图创造出接近抽象的环境，以可识别的元素作

为线索，引领观者进入“更深的现实”中。她向外探索的过程总是基于阅读、想象、自我

书写的文本以及逐步积累的画稿。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在《黑暗托马》

中的描述与艺术家想象出的“池塘的水面向我睁开一只眼”的意象格外契合，以“眼睛”

为代表性符号出发的观看、思索，达成了自我内部意识与外部世界相连、缠绕、嵌套的通

道，而与外界邂逅不仅是身体上的体验，更是与无限和未知的进阶接触。汪晓芙在面对画

布时，与媒介对话的过程，恰似对如“洞”般真相的探求。正因感知和思考的边界处于流

动、模糊，甚至相互渗透的状态，她将对世界的认知之路视为无穷无尽、不断扩展的过程，

艺术家对色彩、形状和材料的运用进而打破了抽象与具象的边界。汪晓芙将对自然界的观

察、理解和想象以水面、池塘、天空等元素为基础来重新构建。她的创作既是对世界的回

应，也是对自身内心世界的挖掘与表达，在试图抓住感知的短暂与瞬间的不可捉摸中，在

自我意识和外部世界交织中突出着感官体验的跃迁。

这种基于想象的感性的逸出，在王志渊作品中以“风景”般的面貌出现，艺术家对丙烯的

多样运用，让丰富色彩的堆积与流动带来被困时想象的天空。在横向或纵向的结构中，他

的绘画是抽象的颜料痕迹汇聚，也是无意识间回归于近百年艺术史传统的结果。学院教育、

经典绘画于王志渊而言是一个起点，自制工具延伸了他的创作媒介，也让身体与运动融于

创作的过程，因而泛着金属光泽的画面色彩上，质感、肌理仍在笔触的间隙中营造出纵深

的空间。美国观念艺家迈克尔·海泽尔（Michael Heizer）的创作对王志渊的启发则更多

体现于对称性的动作体验中，他将对人类、时间和空间的主观体验的认识和反思，糅合在

形状、质感、比例、结构、秩序等要素的整合下，从而提供了广泛意义上人们对城市的整

体感知。王志渊关注着当下城市生活中充斥的电子产品，以及科技生产引发的产业革命，

因而其创作亦呈现出后工业化时代冷静、理性的特质，而光刻机中不可见光的运动过程则

通过视觉化的想象通向不可知的未来。

在万杨的绘画中，AI 生成图像、3D 打印等技术更为紧密地贯穿于他的创作过程。而对

科幻文学设定、抽象的数学的美感和科技前沿理论等跨学科的兴趣涉猎，也让他在自我限

定规则、打破规则的探索中实现了从想象到视觉表现的转化。斯塔尼斯瓦夫·莱姆

（Stanisław Lem）、H. P. 洛夫克拉夫特（H. P. Lovecraft）等人的文本成为万杨兴趣的起

点，他试图从视觉感知的角度思考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沟通，也在感官层面传递了科技飞

速发展之下对未来想象中的情绪传递。在模糊化的符号建构中，克苏鲁世界反人本主义的

立场又与远古神话体系中的神秘、未知得以连接。此外，康德的认知理论、混沌理论中的

相空间画像、C.T.R.威尔逊的“云室”实验……跨越时代的众多科学实践所带来的认知也

吸引着万杨，他在自己创建的视觉体系和色彩表达中，尝试体现人类有限的三维感知如何

可以跃迁至更高维度的理解。

在技术图像如面纱般包围着人们的现代社会，观看的经验对每个人而言早已不同于欣赏现

实中的自然风光，算法包围着我们的虚无。科技带来了获取信息的便利途径，却也更为庞

杂并充满干扰。始终站在感知与认知交汇的核心地带的绘画，对这场展览的艺术家而言，

是与媒介深度对话的过程，更是超越媒介的尝试，在碎片化数据主导的现实中，绘画提供

了抵抗分散注意力的沉浸式体验。他们的实践更加表明，绘画亦随时代进行着动态的生长，



它唤起我们对当下与未来的思考，也更让我们意识到，更进阶的认知才能带来感知的真正

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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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潇是一名独立策展人，艺术写作者，资深艺术类翻译。毕业于麦吉尔大学美术史专业，

她曾任职于亚洲艺术文献库中国大陆研究员和艺术论坛中文网编辑。她长期关注艺术创作

与观看在媒介进化中的演变，尤其是对于绘画的影响；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时间观念，以

及展示的政治。她近期的写作出版于：《玛丽亚·拉斯尼格：火星来客》；《段建伟：油

画作品》；《冈瑟·弗格：路与径》；《周思维：I Sold What I Grow》；《张雪瑞：物

静光时》；《Fredrik Vaerslev: Renne》等。她的近期策展项目包括:《周力：桃花

源·迹》，坪山美术馆；《奇想之春》，北京拾万空间；《余生记》，深圳红树林画廊；

《众妙之家》，上海天线空间；等。她长期于诸多国内和国际知名艺术刊物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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