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欲、死亡 + 机器人

                                                                ——中华未来主义的当代艺术路径

    汪民安在《论爱欲：爱的哲学启示录》中指出：“Eros“这个词，在希腊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爱神，

二是基于欲望或者情欲的对一个人的爱。在弗洛伊德意义上基于性的爱，是生命的本能，是一种超越历

史和环境的自然之力，一切外显都被还原为这个本质欲望的驱动。爱与欲望互相混合，是一种人的肉身

可以感知的最强烈的内驱力。在动画《阿丽塔》中是如何界定人的？只拥有人类大脑与心脏的女机器人

战士，不顾一切的反抗，不断的恋爱，挥洒着作为人的荷尔蒙；与此对应的是拥有人类肉身而大脑被人

工智能芯片控制的理性、冷漠、唯利害论的反派军团。爱是一种满足和实现人性的手段，对爱的追求和

给予也是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需求和属性。或许人就是内核被赋予了“爱”这个最深目标的生物机器吧。

一个主体感觉到自由意志的行使，便是为了爱而活，爱着才活着。没有爱所带来的至深的恐惧，就像是

一个机器，成为行尸走肉，如同死一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关于爱的理解，爱的对象也千种万种。在柏拉图的观点中，所谓爱欲，就是去爱美的

对象、美的本质、美的知识，美就是绝对真理。爱欲驱动人欲求不死，死亡就成为了最大的恶，爱就是

抵抗死亡的至善。奥古斯丁认为爱的目标是克服死亡，爱上帝是永恒之爱，是复活和不朽的前提。笛卡

尔借助爱的双方关系的至高性的虔诚之爱来回应奥古斯丁的上帝之爱，斯宾诺莎则是推崇薄伽丘式的爱

的多样性、爱的地理图、爱的逃逸路线，兑现现时快乐。爱让我们充分和敏感的体会当下时间中的每时

每刻，同样也面对死亡这个大终结点充满颤栗。机器人不憎不爱，不死不生，没有自我内在的驱动，只

有关机和重启，只有数据统计和偶然性概率。以此为对应，爱和死即是碳基人类生命所特有的，最后可

以把持的属性。在 ChatGPT 不断迭代的今天，人类对硅基生命进化所带来的被替代的焦虑，不可知论

下对末世的恐惧，世代转换中未来不确定感的迷茫日益加剧，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呢？

    加拿大华裔女艺术家董春华的《Along Together》（2018）以行为艺术摆拍的方式，演绎了一个或诡

异、或温情、或无奈的华人女性在异乡与一台老式机器人共同生活的情感故事。如同电影剧情的海报，

也如同希区柯克的镜头，在唯美抽离的自然乡间的田园风光中，一个又一个悬疑、平淡、危机的镜头逐

渐展开，照片下隐隐透漏着人机共处的莫名的矛盾和冲突。董春华认为，“人类与机器人共存的问题还

没有得到充分的回答，这不仅是现代文明的一个深刻挑战，也是我们全球未来的一个根本性转变。”在

ChatGPT 的视野里，这个问题则早已规划得清清楚楚。如何建立人机共处社区，如何获得人类的好感，

如何治理充满欲望和不可测行为的人类，在我跟 ChatGPT 的聊天里，它们早已准备了体系化的回答和

具体可执行的办法，据说有的已经是花费了大量算力准备好了的切实可行的数据技术。或者，这已经是

我们即将不得不面对的另一个现实。

    香港艺术家温辰旻以中华未来主义的方式，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算法，创建出了无数历史和未来堆

叠的《兰芳现实》（2023）。他将东南亚华人精神家园的文化符号，东南亚华裔历史照片（多数为英荷

殖民者纪录当地土著生活为目的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式的图像档案）作为数据库与未来主义图像互相融合，



创造出另外一个似曾相识，但又怪异离奇的平行时空。温辰旻经历过线上玩家社区在历史策略游戏《文

明 V》“兰芳共和国”模组中的试图打造的兰芳编年史，所构建起虚构民族志的书写方式，提供了一个

让“兰芳国”成为流传百世的海外华人文化想象的机会。作品包含了三个部分：以人类学的考察方式进

行的肖像迭代，历史和虚拟空间场景的时间演算，和东南亚民俗式的机器人崇拜的信仰。温辰旻用“他者”

的超级符号，将现在作为未来想象中的过去，将过去融入现在想象中的未来，建立了一系列的异质妖冶

的文化符号链，建立了一种在特定语句中召唤熟悉，而在其他的更多语言中离散的跨越时空的书写。

    仇越是徐冰教授在央美的博士，她的作品《泥囊》用传统宗教造像的方法，用躯体的外骨骼化的皮壳，

内骨骼金身的显化，暗示了肉体的终结和精神的升扬。她用泥土、稻草掺杂麻，用朴素、原始的手做按

压的方法体会《维摩诘经》和《入行论》，察觉有多少念头和行为只是在服从自己的躯体。我们亲爱的、

虚幻、腐臭又极其脆弱的身体，如何转化成金色的神圣性的永恒的“我”仇越以一种女性敏感的内观和

体验的方式去看待肉身在机器人时代的矛盾与选择。我们能找到那个隐藏在我自身之内的那个升扬的存

在吗？

    杜一晨具有建筑师的背景，他采集了大量的园林、景观、建筑的三维数据资料后，用机器所特有的图

像方式生成了数据装置。层出不穷的制图软件、图形程序，所创造出的电子媒体图像和赛博虚拟空间，

已经不断的刷新我们肉身在现实空间和自然环境中所固有的感官体验。当有了强大的人工智能工具之后，

是否还要用它来模仿和维持传统媒介上已有的视觉经验呢？还是激发出算法逻辑生成所形成的机器图形

所能产生的新的美感经验上的多样可能性？机器语言中，有没有可能形成微妙的、细腻的、复杂的、充

满魅力的视觉经验呢？让机器更像机器，让算法更像算法，它裹挟着我们的过去，成为我们新的自然。

    千玺后出生的王浩宇是最年轻的一位参展艺术家，他的作品《无尽之砥》搜集了海滩上已经被海水打

磨成鹅卵石的玻璃碎片，用机械动力拉杆装置模拟了不断摇摆起伏的海浪般的潮汐。在赛博朋克时代，

我们所面临的必将是一种工业化的自然。工业废料在大自然和时间的淘洗下，通体晶莹圆润，璀璨如宝

石，演化成为新的自然物。我们早晚会用机器来模仿已经全面丧失的自然，如何来欣赏工业化自然之美？

是否通过记忆和感官的触动，也能产生天人合一的诗意呢？

    田晓磊是近几年非常活跃的新媒体艺术家，他的 3D 动画汇集了宗教神话、艺术史、后人类主义、人

机混杂、现实隐喻等众多元素。采用大众化所熟知的典故创作出另辟蹊径的合理而荒诞的场景和隐喻性

形象，是田晓磊的典型特征。他在作品中了建立一个东西方神圣崇拜、古今历史名篇、变种人的狂欢、

太空宇宙的跨越、人机一体的全家欢式的美好的未来世界的景观。在知识爆炸的今天，我们是不是愿意

沉浸在虚拟世界和元宇宙所创建的瑰丽平滑的图景中永不醒来呢？

    《爱死机》这部集合全世界动画家的创作短片一经网飞播出，立刻火遍全网。在这个技术化的时代，

爱和死，依然是永恒的哲学主题，依然是每个人的切肤之痛。机器人来了之后，又会发生什么？设定改变，

规则亦将改变。这个展览的艺术家们以一种中华未来主义的立足点，开启了这个巨大领域的崭新问题，

也以独特的方式给出了自己阶段性探索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