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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目观木之为“相”。“看相”是透过“面”而观“命”，洞悉人事的前因后果、过

往将来。作为一门混合了天文、地理、人文、医学等领域的古老技术，它是对事物表

象的摊平与展开，使其显露真相。有真亦有“假”，而假象之“象”也并非完全的虚

假，它指向事物在人们想象中的样子，是虚拟的局部样貌。就如“象”字本身是指长

了长牙的野猪（豕），而非大象本身。本次展览希望由“象”观“相”，借由艺术家

的实践看向一个包含了科技、产业、开发者、创作者、市场等复杂环境的媒介生态系

统。这次，我们看相不看人，只想一探媒介之相。 

 

这是一次集中讨论“媒介工作”的现场。作为一个专注于科技艺术生态的非营利策展

机构，我们所处的视角或许更多是如何缩放我们的研究方向。缩小谱系以纵观技术、

产业与新媒介之间同步发展的关系，放大以看到每一类型创作者的工作流。“看相：

空间媒介生态学”作为一个立体的、分布式的、组合式的项目，邀请了与雷电所有过

多次合作的六组艺术家，共同呈现自己对不同空间媒介的研究脉络与方法论。分别从

人与拟态场域的交互关系、图像技术与空间计算、屏幕作为视觉化媒介、对复古媒介

的考古与新实践、以及联通物理与虚拟的数码物等线索切入，所有作品与工作内容将

通过展览空间的“中心工厂基站”作为连接点，如同物流分拣一般，将不同的信息汇

总并分散入微。艺术家们随着技术迭代、产业更新、跨界需求而丰富自身的创作与实

践，通过机械、数码物、代码、化身、赛博城市等不同介质，与产业、技术、生态链

接。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项目？在普遍认知的当代艺术史中，对艺术家和其创作的梳

理大多基于风格、媒介、时间等方面，而并没有将注意力放在他们与当时社会生产之

间相互影响的关系。是因社会需求而有了创作，还是因为点子触发了新的业态？其实

追根溯源，洞穴壁画是为了记录原始部落人类的生存活动；穹顶画出自人们对天空和

神明的向往；全景画是对身临其境的追求，可以用来激励出征前的士兵们。近代的全

景电影（Sensorama 西尼拉玛全景电影系统）中实现了多台投影联动的巨幅画面，激

发了今日沉浸式空间和设备的出现。这些需求从古至今一直存在，对策也一直在出

现，只是并没有在结合艺术与产业的视角下梳理其整体生态。本次展览也从制作上体

现了淘宝、闲鱼等这类下沉的市场产业链对记录和考古中国媒介发展的重要作用，并

且提供多种落地策略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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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沉浸式展览、沉浸式媒介、科技艺术、跨学科合作等这些关键词通常会被醒目

的标注在一场结合了多种媒体的展览/项目宣传中。这成为了现在品牌、产业端、市

场、政府文旅、美术馆等各需求方、供应商所关注的焦点。这些新媒介的产生牵引着

不同行业的发展与变动。对于机构及创作者来说，对新媒介的关注与研究代表了什

么？是寻找出路，还是创造出路？这显然已经不是单一的艺术创作，而是各类行业的

交叉工作。这些工作和生产的过程，都共同讲述了空间媒介的生态。而这整个生态就

是媒介背后既抽象又真实的全息面，从看片面的“象”到看立体的“相”。是一项总

体方案的落地，更是一场参与者的协作共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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