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松亮太郎不仅是日本数字艺术界的开拓者，更

是一名导演，由他监制的长短篇作品曾在国际电影节

上获得48项提名和奖项。他希望透过自己的作品，

创造新的价值，带来一场具有故事性的艺术体验。

由他策展的“如海·空间”突破了普通多媒体艺术展现

实和虚幻的界限，更像是一部海洋遇见天空的电影，

在从海底6500米上升至高空423米的过程中，带来

如同观影般的全新垂直沉浸式体验，让人们感受海洋

的未知与神秘、生命的美丽与跃动。

走进水幕步道，从海面逐渐潜入6500米海底，穿

越深海隧道后，便来到传说中的“海洋天堂”。此时，

深海之雪洒满整个空间，继而乘着波浪，在生命之光

的指引下重返浅滩。位于4层的展览讲述了一个在

真实海底世界探索的故事，在深海的旅途中，唤醒沉

睡的发光水母，邂逅可爱的冰海精灵，感受神奇的沙

丁鱼群……94层则想象了一个在云端海洋里畅游的

幻境。展览将从2019年7月13日至2020年2月16

日亮相上海环球金融中心。

故事性如何体现？村松亮太郎解释道：“其实它

跟电影相类似。并不是说，因为我们是借助于数字化

的艺术，呈现的仅仅是技术上的创意。”他希望所有人

身临其境去感受这个展览剧情的铺陈，让观众通过自

我感受，自己去理解生命的意义。

从简单的故事主线来说，展览入口处是浅海，慢

慢更深一步，直到最后抵达浩瀚深海。这就是海洋世

界的一次轮回。这样的主题尝试，多少与村松亮太郎

的个人经历有关。他身兼电影导演、演员以及跨界艺

术家身份，从展览的呈现形态上展现了更多元化的视

听感受和体验。他充分利用五感，全方位展示海洋世

界的神秘，让人们了解生命的轮回和意义。

创意始于多媒体技术，又不局限于技术。村松亮

太郎的视角是理性的。他说，如今，这种借助多媒体

技术和虚拟影像呈现的沉浸式展览刚刚起步，人们对

此充满了新奇。这种情景就跟当年电影特效出现时

如出一辙。现在人们对电影特效早已习以为常，见怪

不怪。这是技术发展的必然过程，到那时，人们反而

不再过分注重技术，而是回归到故事本身，它传达了

什么思想，人们因此又得到哪些感受？

关于生命的追问，是村松亮太郎引领观众一步一

步去探索的答案。展览尾声的反思掷地有声：生命是

何物？生与死，存与逝，现实与虚幻。我们仿佛可以

把拥有完全相反要素的两个世界融合在一起。如果

我们对没有生命的东西同样有所触动，那生命的分界

线在哪里？存在，又究竟是什么？

Q：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上一次展览，也是日本

艺术家借由新媒体技术来做艺术上的呈现，它在

日本是否是比较主流的艺术表现形态？

A：从本身的市场趋势来看，日本艺术确实在

新媒体载体的应用上具有优势。从未来的趋势来

看，结合多媒体技术的艺术形式依然比较主流。

Q：接下来的艺术创作也会以多媒体艺术展为

主吗？

A：我还有很多作品没有带到中国来，像flow-

ers就是以花为主题的展览。这个展览也结合了

一些多媒体技术，但是如果你看过花的展览，就不

会认为那是一个多媒体的展览，它有花的食物，也

有花的味道，结合了身体五种感官的体验，因为强

化的五感体验让多媒体技术被弱化。多看看类似

的展览，你就会发现我的不同表达。

Q：你如何看待多媒体技术在艺术表现形式上

的作用？

A：多媒体技术对展览来说，只是一种工具。

就比如我们去看《阿凡达》，这部电影是借助特效

拍摄的；但是我们去看的是电影，而不是单纯去看

特效。对于我来说，多媒体技术扮演的角色也是

如此。就像NAKED在日本常常被定义为一个技

术公司，但是我并不想单纯强调技术，技术只是我

展现表达的工具，并不需要格外强调技术。

Q：本次展览的主题定义为生命，就你个人而

言，如何定义生命的意义？你想传递给观众什么

思想？

A：如果你仔细去思考，就会发现我们这个世

界，现在真实的东西和虚拟现实的东西，其边界越

来越模糊。就比如说，电话是一种技术变革，你说

它究竟有没有生命？如果没有生命，很多借助电

话完成的过程，也会变得没有意义。这就像我所

说的，我并不想强调技术在我个人艺术展上的重

要性，但反过来想，没有技术又是不行的。因此，

我也可以反问自己：我是如何通过技术来表现生

命这个主题的。在生命里面又可以如何体现技

术？现在它们是互相成就的关系。这就是我的思

考方法，每天让我面对生命中的各种经历，然后追

问“生命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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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海面连接423米高的天际，

当星光点亮6500米深的海底，海

洋与天空相遇，将碰撞出怎样的奇

遇？且看日本艺术家如何用多媒

体技术演绎如海般的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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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米凌空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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