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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行诗河，照进来”
这场展览邀你在摄影艺术和数字艺术的
交互中感知诗性精神

◎ 记者 刘 青 主办方供图

11月2日，备受期待的第四届影像西

湖艺术现场在浙江美术馆开幕。展览由

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浙江省

摄影家协会、浙江美术馆承办，旨在探索

数字化、人工智能时代背景下，山水影像

与诗性精神的演化融通。

本次展览免票，展期为 11 月 1 日至

11月15日。

展览以“两行诗河，照进来”为主题，

在前三届展览关注“图像与观看”“图像

与生活”“图像与人文”基础上，特别探讨

了“图像与机制（技术）”的辩证关系。展

览总体分为“牧光之河”“无定之河”“浮

光照影”三大板块，汇聚了来自中国、加

拿大、日本、韩国的 32 位艺术家，作品涵

盖了静态影像、装置、多媒体视频、古典

工艺摄影、数字艺术、AI 生成图像作品

等，形态丰富、实验性强，引领观众进入

艺术家之于人文山水新的想象与思考。

聚焦艺术与技术的有机融合

开幕式上，浙江省摄影家协会主席

王小川表示，本次展览突显了在新质技

术加持下，影像作品更加多元的面貌与

立意，以及影像艺术丰富的延展性与可

塑性。展览作品总体围绕山川、河流、水

系等大山水概念展开，是对影像媒介向

外延展的又一次尝试，对浙江人文诗兴

精神的又一次凝练，更是对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一次艺术探讨与展望。

策展人马思琦介绍了展览情况，其

中“影像西湖艺术现场”以“牧光之河”和

“无定之河”这两条虚拟河流为线索，象

征着艺术与技术的双重探索。“牧光之

河”，代表着人文现实与诗性精神的交

融，它游历于水面之上，捕捉着自然与人

类活动的每一个瞬间。而“无定之河”，

则潜藏于水面之下，它代表着数字艺术、

智能交互与媒介激流的力量，它挑战着

传统，激荡着创新。展览不满足于仅仅

展示艺术作品，更希望构建一个平台，让

艺术与技术在这里碰撞、融合，产生新的

火花。

浙江摄影立足之江大地，推出了一

大批坚守人民立场、反映时代风貌的摄

影精品力作，打造了一支屡创佳绩、可亲

可爱的“摄影浙军”。参展艺术家代表陈

吉楠认为，此次展览，是一次对影像艺术

深刻内涵和创新实践的探索。“影像西湖

艺术现场”虽然以西湖为名，但时至今日

它早已摆脱景观文化的束缚那样。

作为创作者，也早已出走“影像西

湖”概念的版图，以一种游牧的状态，不

断拓展着影像的边界。比如，艺术家范

献鑫的影像装置《假山》用算法编辑天空

和园林，探讨数字风景如何塑造视听感

知与记忆。艺术家武子杨作品《巴石河

2030-6plus》利用 CG 渲染构建了一条来

自 2030 年的河流，模拟了一场未来世界

的生态危机。艺术家陈抱阳作品《翩翩》

是将代码输入两个巨大的机械臂，机械

臂拉扯的轻纱在空中摇曳，绘制出精密

的曲线与波纹，呈现了影像艺术丰富的

延展性与可塑性。

“从看见开始”的互动与体验

自相机与试剂将光蚀刻成影那一刻

起，创造者们如同时代生活最敏锐的感

受器，从未间断对影像本体的思考与争

论。无相机摄影、视像艺术、数字信息技

术、AI 制图的历史实践将“摄取照片”进

化为“生成图像”。技术流变与当代艺术

的融合，正在对人们的感官知觉和主体

意识进行新一轮开发与整合。

图像探索与诗性精神是影像西湖艺

术现场一直以来关注的命题，在第一届

“非常西湖”中重塑图像观看，第二届“行

走观察”中弥合市井间隙，第三届“来回

山居 之间”中寻觅文人精神，完成了图像

与观看、图像与生活、图像与人文三次诗

性影像风格的探索。艺术的现场与现场

的艺术，始终围绕并生发在西湖这一方

多情多姿的水体周围。

艺术感受、艺术表达和艺术创造由

此已经进入新纪元了吗？新质技术能走

向新的“人学”，成为创作主体吗？

对此，本次展览还特别设置成为一

个可观、可坐、可游、可玩的线下沉浸式

艺术现场。观众可以与作品来一场趣味

知足的“艺术互动”。比如，在艺术家胡

介鸣的三屏互动影像《水上水下》中，影

像内容会根据观众距离的远近而变化。

当观众站在作品前时，屏幕便会“注满

水”，呈现出一个荒诞奇幻的水下世界，

而当观众离开时，画面又恢复了平静。

此外，在展映单元，观众可以惬意地坐在

蒲团或大大小小的鹅卵石沙发上，沉浸

在视觉与身体交织的观影体验中。展厅

内波光粼粼的置景、科技满满的装置，以

及展厅尾端特别定制的主题印章，皆为

观众提供了拍照打卡的趣点。

“艺”起话共富，
“塘河杯”首届艺术乡建“十大优秀案例”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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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塘河杯”首届艺术乡建“十大

优秀案例”发布活动在浙江省嘉兴市海

盐县举办。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杏坛镇青田村

的青田范式、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西村

乡大南坡村的大南坡计划、贵州省遵义

市桐梓县羊磴镇的羊磴艺术合作社、重

庆市北碚区柳荫镇的村社艺术·柳荫计

划、温州市瓯海区山根音乐艺术小村、嘉

兴市海盐县澉浦镇六里综合艺术村、四

川省宣汉县白马镇毕城村的白马花田营

造社、丽水市莲都区古堰画乡艺术乡建

项目、衢州市柯城区沟溪乡余东村、江西

省萍乡市湘东区湘东镇江口村获得十大

优秀案例。

“一盏青灯，点亮一个村”“淳安县梓

桐镇‘蚁巢’式艺术乡建”等获得十大优

秀短视频。“中国艺术乡建二十年：本土

化问题与方法论困境”“美术助力乡村振

兴中的人民观念及实践”等获得十大优

秀理论研究文章。发布活动上，入选代

表进行了分享。

2023 年 6 月，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与浙江省乡村振兴局、中国美术学

院、四川美术学院开展“塘河杯”首届艺

术乡建优秀案例征集活动。征集期间，

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50个艺术乡建案

例、136 个艺术乡建短视频、22 篇艺术乡

建理论研究文章。经过专家评审，产生

十大优秀案例、十大优秀短视频、十大优

秀理论研究文章。

作为“正在做的事情”，此次活动是

实践的总结，也是新的起点。

入选的艺术乡建十大优秀案例呈现

出典型性、创新性、可持续性的特点。其

中既有青田范式、羊磴艺术合作社等当

代艺术家主导的艺术乡建项目，也有地

方政府主导的文旅融合成功案例，如江

西省萍乡市湘东区湘东镇江口村、嘉兴

海盐县澉浦镇六里综合艺术村等，还有

白马花田营造社为代表的高校团队艺术

乡建实践。

不同的案例深入挖掘本地历史文化

资源，呈现出丰富多样的样貌，形成各具

特色的艺术乡建模式。比如村社艺术·
柳荫计划是在20世纪中国乡村建设运动

发源地的重庆市北碚区展开，接续了中

国乡建先贤足迹，形成了乡村艺术化、艺

术乡村化的模式。可以说，十大优秀案

例在推动乡村物质富裕、精神富足上做

出了多样化的探索和创新，对蓬勃开展

的艺术乡建实践带来了借鉴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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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子杨《巴石河 2030》（截帧），有声影
像，CG建模_动画，8'30
▲武子杨《巴石河 2030》（截帧），有声影
像，CG建模_动画，8'30

▲展览现场

▲范献鑫《假山》，三屏影像装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