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来构建现在」的问题 

 

1）请描述你所期望的未来世界，你认为它可以实现吗？ 

 

         因为过去三个世纪以来基督教文明大棒加小胡萝卜政策实现的全球一体化遗留下了

巨量的问题，人类世界还很难实现整体同步的发展阶段。如果世界的将来仍然只有靠好莱

坞左派负责出品的彗星撞地球或者第三类接触来团结某种人类共识，拿今天各地区文明间

相互理解的进程来看，很难想象全球会在未来遵循同一套发展标准，来定义经济，社会和

政治实践的目标。可以预期的是总会有人热衷于评估粮票油票上限和零和游戏，只要有人

发预期紧张的横财，国家利益和地区利益之间依旧会催生敌意和冲突。世界只会在鼻青脸

肿后有意愿一起坐下来看星星。 

        科幻电影和古装戏以及民主意识形态让未来不再局限于一个时间概念，而更多的体现

为理念世界的遭遇。这种理念世界会出现两种显著的分化，其一会体现在新兴工业国正以

老牌工业国在冷战过程中系统制造的广告镜像为赶超对象，直接实践自我想象中超级景观

文明，其二是老牌工业国将普遍意识到曾经无数人为之构建的未来其实已经随着那个一枝

独秀的时代成为了过去，不得不开始面对自身和世界关系的重建。 

两种理念世界在相识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的值得研究的化合反应。     

        就外在于个人意志的未来世界而言，期许什么只过是一种感情投资，要它以我期望的

方式实现是类似天文学家接到外星人无线电波的概率，好在我自个儿还有五十年的保质

期。 

 

2）未来是一种乌托邦想像吗？为什么？ 

 

        可以是。理念世界很壮阔，哲学，科学和信仰都可以帮助个人获取理解外在世界的途

径。个体通过社会参与，选择志同道合的人，获取对理念的信心，构建更为完善的经验世

界。从政治经验上来看，乌托邦描绘更像是一种对现实境况的反讽机制，今人对这一概念

的延承除了意识形态价值外，它提供的想象力或许更吸引人。 



    乌托邦之所以在政治学中没能成为理论工具，它的局限恐怕在于自负。因为难免有一

部分人的愿景会和另一部分人的理念会有抵触，这种不兼容状况随时会发展到不可调和。

历史上每当有人自诩正义之后，就没打算为自己的敌人预留多少可以共享的未来。我很怀

疑地球人可以凭借理念开发出一个先验的乌托邦蓝图，充分考虑到了所有人类成员，并且

做出恰到好处的利益分配。即便有这样的蓝图，只能是出于超越人类族群私利的外星文明

或者是未来的超级计算机。可要是真到了那一步，乌托邦的内涵恐怕要加入《独立日》和

《黑客帝国》的桥段来团结全人类残存的未来了。 

        或许正是想象力和展示这种想象力的能耐才使人类社会免于解体，就像当代的我们对

虚拟社会的依赖所示：不同意志人群需要通过社交网络随时抱团，不断自我暗示这个曾经

认定了的无可救药的世界其实已经得到了解药。最后回到问题本身，未来是不是可以在今

天的想象中构建成型？我想可以是，但最好不是，不然我辈青年都该干点啥呢？ 

 

3）你希望未来与现在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如果我将见证某个或若干个技术狂飙的时代，这种不同应该最能体现在这个世界财富

的重新分配上，单位分别可以是地区，国家，阶层和职业。在一个新的产业链诞生之时，

人的观念上很可能需要被激发出新的维度。如果在哲学上克制住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将人

类的未来设定为向机器人过渡，人类的历史不会有什么的不同，仍将是实践人和人，人和

自然的良性关系。除非为了是克服已知的愚蠢，这个世界最迫切的问题很可能不是展望进

步，而是逐步公正。前提是技术和政治能有助于缓解世界对资源紧张的惶恐。 

在满足这一前提的条件下，这个世界的格局会变得更为平衡，民主的实践将从内政转

向国际间。今天的发达国家内部，资本和国家的博弈会加剧，但因为资本渗透政治和媒体

监督权和老龄化，平民政治的意愿能够被现代管理制度顺利消解，阶层流动性进一步变

小；在未来的新晋发达经济体中，如金砖国家，社会活力会逐渐衰退，体制和经济阶层固

化会被相对接受；而未来的新兴经济体，主要是南亚和非洲则会经历混乱和奇迹并生，并

最终表现为工业全球化。  

        若前提落空，现有产业链的全球分工将使今日世界的运行结构更趋于等级森严的金字

塔，行业巨头会在全球进一步垄断资源和市场，资本将高度训化政治，经济，社会生活，



公民普遍退化为消费者，利己主义从国家政策到个人道德都将视为政治正确。对立国家将

大为倾向于暴力解决争端，许多国际组织可能被废除，各政治实体都更无意愿消除不平衡

状况。而这种情形的出现，也将遭致各种形式的政治反击，包括恐怖主义，内战甚至锁

国。在各国内政层面，政权的争夺会更加暴力，民粹强人更容易上台，文化上整体趋于普

遍保守。 

愿景这回事有点接近宗教情感，众人的愿景交汇在一起就可以构建一个乌托邦。天下

的许愿池圣诞树的功能其实都大同小异，都是为了展示一致美好的世界，以此感化人心。

祈愿活动无法提示人如何应对这个世界的不公，没有良策和行动力，一代人的愿景可能还

要由下一代人来继续期许。事与愿违可以怪没爹可拼，池塘里银光闪闪，嬉皮运动和广场

散步总可以聊以寄托。新的思路才具有解决老问题的可能性。想中大奖的人，没准应该最

先排除将才智用在钻研彩票上的想法。  

 

 

4）你认为你的工作对未来有什么影响？ 

 

从改造世界的意义上来说，当代艺术家的工作其实是很乏力的。即使是有两把刷子的

也就得借艺术的名义获得游戏世界的方法。相较于其他行业，艺术家的困难在于当代艺术

很难直接给世界提供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路。一般来说，艺术家和他观众最理想的关系是借

由艺术作品，行动，演讲和著作这些展示目的优先的方式来帮助观众在一个特殊语境内，

暂时忘却造福人类的个体使命，以此获得一种来之不易的，脱离世俗义务后的愉悦，并要

尽力确保不被市井逻辑所破坏。为实现这种神话般的展示效果，艺术是决然需要和普通人

生活相隔离的，凭借这一点，当代艺术作用的对象就非常有限。然而撤展即是撤销当代艺

术赖以生存的虚拟语境，作品被迫将还原成为物，直到下次被展示。艺术家的工作成果更

需要通过收藏才能够充分肯定其社会属性，更确切的表述可能是，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

途径，艺术家不要避讳通过出让作品来交换一个在社会分工中的位置。当代艺术家所需要

的成长环境是高度集权的策展人，媒体，收藏家，美术馆等一整套专业体系的支持，于多

数人时空意义上的未来关联很小。 



拿我自己来比划，未来有点像一个琢磨不透的姑娘，每天她都在靠近我，我表面上可

以不动声色，回家总得做点的分析和推演吧，万一是我单相思了，我也有过准备，不至于

过不去吧。这大概就是我的工作可能产生的主要影响，不过是帮助未来的自己留有自我解

放的机会而已。 

 

5）推荐你认为与未来有关的作品或著作 

 

一些关于未来的作品: 

 

张旭《肚痛贴》，很早的观念艺术作品，领先欧美 1200年，并先后被著名藏家和机构收

藏。 

八大山人笔下的花鸟鱼虫，可以在当代艺术的方法论里讨论。 

黄永砯《中国绘画史和现代绘画史在洗衣机里搅拌了两分钟》，预见了中国当代艺术史上

的许多故事。 

《伏尔泰，阿格里巴，海盗，小卫，马赛，荷马》等等的原作，他们的复制品遍布中国大

小乡镇，为促进中欧理解做出了卓越贡献。 

柯布西耶《300万人口现代城市规划设想草图》，我们当代中国领导人都是你的粉丝。 

库布里克《2001:太空奥德赛》，因为美国人在 2001年被迫忙于别的事儿，所以当年要去

木星的计划只好延后了。 

罗马 Caplitolini博物馆《君士坦丁大帝头像》，2012年的大片《普罗米修斯》解释了

为何人家长成这样，还只剩下头手脚这么几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