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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敏敏：科技与艺术总在山顶重逢
本报记者 李霜

人物介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年
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巡礼

100

李敏敏，现任四川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四川美术学院视觉艺术中
心主任，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协会理事，《当代美术家》常务副主编，中国
美术家协会会员，入选“重庆英才·名家名师”计划，荣获第七批重庆市高校骨
干教师，第四批重庆市高等学校优秀人才等。她较早开展艺术（设计）与科技
的互动融合研究，在科技发展对艺术（设计）的产生方式、传播方式以及人才培
养模式等方面带来的要求与变化开展了较为深入的探索，承担国家艺术基金
“艺术与科技跨学科创新型创作人才培养”项目，主持有省部级项目7项，横向
课题7项；出版著作10部，主编了“艺术与科技”译丛、“艺术与科技”等系列丛
书5套；公开发表学术论文23篇，其中CSSCI论文9篇；举办“艺术与科技跨
学科创新型创作人才培养成果展”。

19世纪法国文学家福楼拜曾有句
名言：“艺术越来越科学化，科学越来越
艺术化，两者在山麓分手，有朝一日，将
在山顶重逢。”科学与艺术就像从不同
方向攀登同一座山峰的两个人，共同奔
向人类向往的最崇高理想境界——真
与美。而今，四川美术学院当代视觉艺
术研究中心主任李敏敏教授带领团队
正在攀登这座“真与美”的山峰，探索科
技与艺术水乳交融的一面。

艺术与时代的对话

艺术与科学的融合并不是今天才
有的新现象，从文艺复兴以来，艺术与
科学就在不断地互动融合。从哥白尼
的日心说到乔托的透视画法，从牛顿的
苹果到塞尚的苹果，从爱因斯坦相对论
到毕加索立体主义……一组组生动的
例子让李敏敏深刻感受到了科学与艺
术之间的共通性。

为什么会选择艺术、设计与科技的
跨学科这样一个研究方向？“艺术要与
时代进行对话才不会成为空中楼阁。”
李敏敏认为，现今社会，艺术无法回避
科技发展带来的变化，需要从形式语言
到表达内容上对科技的发展作出回应
与反思。

“科技让艺术的生产方式、创作手
段、传播方式、接触方式等都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李敏敏举例，在创作形式方
面，以前雕塑是实体的，现在艺术家可
以通过科技手段，创作虚拟的雕塑；在
创作内容方面，有的艺术创作者将人的
脑电波和艺术相结合，通过技术手段探
测人类脑电波的改变，再把脑电波转换
成视觉艺术作品；在艺术传播方面，以
前欣赏艺术只能在一个实体空间里，现
在VR虚拟现实技术将人的视觉进行延
伸，网上就可以进行观赏体验。

恰如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科技带
给艺术的不只有好的一面，也给艺术创
作者带来了新的挑战。“艺术家和人文
学者需要了解新技术带来了新可能。
如果不了解新技术，如何同它对话？如
何进行反思与批评？如此这般，我们对
它的反思也是相当浅薄与无力的。”李
敏敏认为，从事艺术设计，需要与新技
术建立对话关系，才能创造出有价值
的艺术作品。

2016年以来，四川美术学院当代
视觉艺术研究中心持续关注跨学科融
合方向，特别是艺术与科学、艺术社会
学两个研究方向，2017年新建了艺术
与科学研究所，就科技为艺术带来的机
遇与挑战进行深入研究。此外，中心每
年还作为承办单位举办了四川美术学
院“哲学—艺术—科学”高水平全国性
学术论坛，该活动曾受到光明日报、人
民网、艺术中国等媒体的深入报道。今
年4月17日至4月18日，主题为“技术
世界与多维未来”的第四届“哲学—艺
术—科学”论坛即将在四川美术学院举
办，知名哲学家、科学家与艺术家们将
从各自不同的角度探讨今天的技术现
实与未来生活的可能性。

感性与理性的花火

艺术和科技，一个是感性的代名
词，一个是理性的代名词，这两者的融
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家人和养老机构可通过特别研发
的App端查看老人位置信息、实时健
康状态等实时守护老人；适老化的智能
家居能让老人的日常生活更轻松，缓解
身体衰老带来的不便……这是李敏敏
团队正在进行的项目，关于智慧康养场
景下的适老设计。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一个人的
事，而是一群人的事。李敏敏带领的设

计团队强调的是老年人在社会中的关
系，因此整个项目从简单设计一个具体
的物品，变成了共同探究如何在激活老
年人的社会关系、促进实现积极老龄化
的创新。

一堆沙子是松散的，可它和水泥、
石子、水混合后，比花岗岩还坚硬。“除
了服装设计、产品设计等川美相关院系
的团队外，我们还同重庆大学自动化系
的专家团队合作，在合作过程中，发挥
不同的专业特长，共同解决老年人所面
对的实际问题。”李敏敏说。

“前期调研我们会下很大功夫，调
研对象除了老人外，还包括家属、康养
机构管理者、护工等，虽然调研时间会
历时好几个月，但将为我们的设计打下
良好的基础。”李敏敏介绍道，“按照进
度，我们会在2022年完成整个项目，到
时候会有环境设计方案、数码与交互平
台、智能家居设施、可穿戴设备等一系
列的设计产品和服务方案。”

“当然，在合作过程中，我们也有摩
擦，这是每个团队早期合作都会出现的
小矛盾。”李敏敏说，“做设计的老师们
可能愿意在某些阶段保留不确定性，而
从事技术研发的老师更强调每个阶段
的确定性，这些都是艺术和科技融合阶
段擦出的点点火花。”

“生物技术、网络技术、虚拟现实
技术等技术的发展，给艺术和设计带
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也需要
不断学习，才能跟得上艺术与科技融
合的脚步。”在登山路上，李敏敏从不
懈怠。除了大量浏览书籍外，李敏敏
更是把项目当成课堂，把团队当作
老师。

“我们团队里面有各种各样的
分工，包括市场调研、项目策划、产
品设计、软件开发、服装设计等。
一路走来，我们互相学习，一起
进步。”李敏敏谈起自己并肩作
战的队友更多的是一种自豪感，
就像一个木桶一样，每个人都发
扬自己的长处、互相补充，才能装

更多的水。
除了从队友身上“取经”外，李敏

敏认为，跨学科团队合作时也能有一
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从事机械化、触觉
艺术等研究领域的专家同我们交流的
时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很好的学习机
会。”通过一个又一个项目的累积，如今
李敏敏为记者介绍虚拟现实技术、人工
智能、物联网等新兴技术在艺术领域的
应用时深入浅出。

学科与人才的发展

四川美术学院已经承担了多个国
家艺术基金的项目，学院下属的当代视

觉艺术研究中心作为重庆市人文社科
重点研究基地，本身是一个跨学科的学
术平台，聚集了多元背景的专家学者、
研究人员。

科学让艺术呈现了形式的多样化，
艺术让科学不至于变得那么冰冷。
2018年，四川美术学院当代视觉艺术
研究中心又成功申请了国家艺术基金

“艺术与科技跨学科创新型创作人才培
养”项目，在艺术与科学的联姻方面作
出了进一步的探索。

“当时，我们从全国各地遴选了20
名学员，除了视觉艺术相关专业外，还
有计算机等工科和音乐等其他人文学
科的人才。”作为艺术与科技专业方向
带头人，李敏敏一直致力于培养跨学科
创新型艺术人才。

“授课内容大致分为三部分：哲学
课程、科技课程、艺术课程。这三个板
块整体上形成理论人文、技术实践、艺
术创作相互支撑的完整体系。”李敏敏
介绍，除了学院遴选发生改变外，学科
的课程设计、课程内容也相应发生了
变化。

“在技术实践层面，进行了触觉艺
术、电子音乐、多媒体互动艺术的创作
和技术讲授，并邀请了具有企业背景的
专家进行授课。”李敏敏说，“虽然，学生
不能在短暂的时间内对于科技很精通，
但是他们在艺术创作时，至少能知道还
有哪些可能性。”

“科技让学生进行艺术创作时有了
更多的选择，也为我们的人才培养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李敏敏感叹道。因此，
为了让艺术适应时代的需求，培养与时
代的对话者，川美新设立了一个研究方
向——艺术与科技，而灯光设计就是这
棵大树上的一个分支。

这个专业方向聚集了包括周波教
授在内的多名深耕光艺术创作与研究
的专家，已经培养了一大批深受行业欢
迎的光艺术专业人才。用多彩眩目的
光艺术打造城市形象，照亮城市灰空
间；用“光艺术+科技”的方式，用光怪陆
离的灯光营造虎溪校区“时光通道”；将
罗中立的油画《父亲》用光投影技术将
其“搬”上黄桷坪涂鸦墙……在四川美
术学院八十周年校庆期间，艺术与科学
学科方向的周波教授带领团队，整合校
内外资源，用光上演了一场场超炫酷的
演出。

人才，就像是木材，培养它贵在持
久以恒，使用它贵在用其所长。四川美
术学院当代视觉艺术研究中心自成立
以来，积极营造包容、灵活、鼓励探索的
大环境，搭建高水平的跨学科交流平
台，推动研究员们关注前沿研究，培养
学生跨学科创作的能力，在探索科技与
艺术融合的路上不断前行。

▲“艺术与科技跨
学科创新型创作人才
培养”项目的成果展。

◀展出的艺术品。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