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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艺术——探索生物学与艺术创作的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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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物艺术（BioArt）是生物学与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借助生物学的知识与技术可以创造出一系

列富有生命力与美感的艺术作品。在新时代背景下，强大的科技发展助推艺术形式的演变。本文探讨了生

物学在现代艺术创作中与生物美学交融的可能性，旨在通过这一跨学科领域解决文化传承困难、生态意识

缺失及艺术教育不足等问题，从而达到有效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人民精神生活及推动社会发展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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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art - Exploring the integration of biology and artistic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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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ioart is the product of the combination of biology and art. With the help of biological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a series of artistic works full of vitality and beauty can be creat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powerfu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has promoted the evolution of art form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ossibility of integrating biology with bioaesthetics in modern art creation, aiming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difficulties, lack of ecological awareness and insufficient art education through this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so as to effectively sprea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enrich people's spiritual 
life and promote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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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生物艺术是一种结合生物学与艺术创作的交叉

融合领域，主要为利用生物学原理与技术进行艺术

创作，是科技艺术的一个分支[1]。当今社会，艺术

与科学的交融已成为一个不可忽略的趋势，其交融

不仅限于技术手段的借鉴，更包含创作理念之间的

融合。生物艺术主要来自艺术的创造性方法，其在

科学教育、传播和实践中越来越受到重视[2]。但生

物艺术由于知识壁垒的限制，从而呈现出在艺术类

别中相对接受程度较低的效果[3]。本文旨在探寻生

物艺术与现代艺术创作中的交融点，综述生物艺术

的发展历程、对社会与文化的影响以及基于生物艺

术的解决方案与实践指南，探讨这一新兴艺术领域

在文化传承、生态意识培养、提高科学素养及艺术

教育中的潜力，使艺术创作不仅成为审美的体验，

更成为文化交流、教育启迪和社会进步的有力工具。 
1 生物艺术的发展历程 
1.1 生物艺术的起源 
20 世纪 50 年代，DNA 被发现后人类进入了分

子生物学时代，艺术与基因工程相结合逐渐产生了

生物艺术的媒介模型，表达了人们对于生命、生态

以及哲学上产生的思考[4]。1933 年，亚历山大·弗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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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Alexander Fleming）通过微生物绘图实验初步

揭示了微生物在美学意义上与艺术创作结合的可能

性，为生物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97 年，爱德

华·卡茨（Edward Katz）是首次提出生物艺术这一概

念的艺术家，也被称为生物艺术的先驱[5]。爱德华·卡
茨指出了生物艺术的特征与生物艺术的两大媒介

（生命媒介与技术媒介），他将生物艺术的概念记

载在《生命标志：生物艺术与未来》中。爱德华·卡
茨认为生物艺术的对象必须是“活体”，非活性物质

不属于生物艺术的范畴。2018 年，策展人魏颖提出

“泛生物技术”这一概念，其媒介包含生物学概念、

生物材料、生物技术及生物数据等，媒介可相互结

合呈现不同表达形式的艺术品[6]。“泛生物技术”这一

概念使生物艺术的媒介选择范围更加宽泛，变成了

一个开放式的命题。在教育领域，生物艺术作为一

种新的教学工具，被引入艺术教育和科学教育中，

旨在通过跨学科的方式加深学生对生命科学和艺术

创作的理解。例如，美国的高校如麻省理工学院

（MIT）和加州艺术学院（CalArts）均开设了生物

艺术相关的课程、中央美术学院数字媒体工作室研

究生“生物设计”的课题及清华美术学院信息艺术设

计系举办 Bio-material 生物材料设计工作坊等推动

生物艺术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 
1.2 生物艺术的国内研究现状 
郭力瑄等人[7]从应用案例、审美体验及服务性

能等多种维度上对生物材料红茶菌与服装艺术相结

合这一创新应用进行探究，从而得出红茶菌生物时

装涵盖的时尚流行演变与生物技术并行的理念。崔

予馨等人[8]通过多个设计案例分析海洋生物与艺术

设计之间相辅相成呈现出的艺术美感。刘志文[9]探

究生物媒介在雕塑创作中的意义以及在雕塑创作中

的实践与应用。程曼雪[10]对生物艺术中生物媒介的

多样性与可持续性进行了阐述，对生物媒介的发展

进行了展望。王丹[11]通过多个实践案例讨论合成生

物学在传统绘画、新媒体、艺术设计领域及后数字

时代中的表达。龚雯莉[12]通过植物纹样在视觉艺术

中的角色探讨生物形态学与视觉艺术之间的融合，

为视觉艺术提供了丰富的创新灵感。郁涛等人[10]将

传统艺术结合生物元素、绘画材料及艺术创作的方

式，深入探讨了综合材料绘画的机制。杨国柱[14]认

为分子美学意义上的有机生物被推进到无机生物及

计算机与信息数据美学后，生物艺术逐渐走向共生

的“整体”生物艺术。 
1.3 生物艺术的国外研究现状 
约翰·r·马拉德通过对生物医学成像发展中的数

据可视化问题进行分析后得到科学家可本身关注视

觉实践的构建与意义[15]。Swain Kelley[16]探讨了分子

生物学与生物材料如何成为艺术创作的核心，同时

也对生物艺术面临的伦理挑战进行了分析。

Mattanovich D 等人[17]探讨了艺术家通过发酵这一

生物过程展示微生物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从而

创造新颖的艺术作品并推动科学知识的传播。Renee 
L Ripley 等人[18]探讨仿生艺术与建筑如何通过自然

界中的结构汲取灵感，从而推动建筑设计的可持续

发展，为艺术与建筑领域带来了创新型的变革。

Sarah J Adkins-Jablonsky 等人[19]探讨琼脂艺术融入

微生物学实验室教学中对教育产生的影响，能够帮

助学生以创新的方式探索复杂的概念。 
2 生物艺术的社会与文化影响 
2.1 生物艺术推动社会观念的变革 
生物艺术拓宽了传统艺术的界限，同时也对大

众的认知与社会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通过利用

生物学原理、生物技术及生物材料，如细胞、基因

及微生物等。生物艺术作品常常迫使观众面对关于

生命本质与生物技术应用的深刻问题。这种艺术形

式激发了观众对生物技术在日常生活中应用的深刻

思考，从基因工程到克隆技术，它们不仅仅是科学

研究的对象，也是社会讨论的热点话题，这些相关

作品常常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通

过对这些议题的探索，生物艺术促进了社会观念的

更新，尤其是在环境保护和生态可持续性等问题上

的意识提升。例如，艺术作品《亲人公园》表达了

人源于自然又回归自然的创作理念。 
2.2 生物艺术引发伦理争议与思考 
生物艺术家的创作理念能够表达其对生物技术

的态度。例如，艺术作品《半活着的担忧娃娃》表

达了艺术家对于生物技术积极乐观的态度；《年轻

的一家》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引发艺术家对转基因技

术消极担忧的态度。生物艺术中常常涉及的伦理问

题是其社会影响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生物艺术作

品可能涉及一部分具有争议的生物技术与生物材

料，其伦理性常常成为争议的焦点。生物艺术通过

其实验性和先锋性作品，成为公众和政策制定者讨

论生物技术伦理和生态责任的重要平台，促使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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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赞美科学的同时保持对其应用的理性态度[20]。 
2.3 生物艺术对传统文化传承的作用 
生物艺术对传统文化传承起到了创新性与跨时

代的推动作用。通过将现代生物技术与传统文化元

素结合，艺术家得以探索传统文化的新表达方式。

例如，许多艺术家在创作中融入传统文化的象征和

符号，将民族文化的精髓与现代科技手段结合，创

造出既具有时代感又保留传统文化内核的艺术作

品。这种形式的艺术表达，不仅延续了文化记忆，

也使传统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得以广泛传播与创新

发展，激发了人们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通过这

种跨学科的融合，生物艺术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再

造提供了新的路径，使其能够在现代科技的背景下

继续发展并适应新时代的文化需求。 
2.4 生物艺术在教育中的应用 
生物艺术的本质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它在教

育中能够推动不同学科之间的协作。这种跨学科的

教育模式能够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使他们在解决

复杂问题时，能运用多元知识进行创新。通过使用

生物材料或生物技术进行创作，学生能够亲身体验

科技如何为艺术服务，并探索科技带来的艺术可能

性。且生物艺术不仅是一个艺术创作的过程，更是

引发学生对生命伦理与科技责任相关问题思考的载

体。 
3 基于生物艺术的解决方案与实践指南 
3.1 技术应用与创作流程 
生物艺术的创作往往依赖于前沿的生物技术，

因此确保技术的正确应用是生物艺术实践的关键。

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应与科学家合作，确保生物技

术的准确应用。这种合作不仅可以提升作品的科学

性，还可以为艺术家提供技术支持，避免技术误用

或不必要的风险。实验室需具备必要的设备与设施，

并遵循国家或国际的生物安全规定，避免对环境产

生负面的影响。 
3.2 伦理规范与社会责任 
生物艺术不仅仅是艺术与科学的融合，更牵涉

到伦理和社会问题。因此，艺术家和研究者在创作

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其作品的伦理影响，制定符合伦

理要求的创作和展示准则。所有涉及生物实验的艺

术作品应经过伦理委员会的审查与审批，确保创作

不涉及违法或不道德的操作，如未经审批的人体实

验、动物实验等。艺术家应主动向观众和公众解释

作品的伦理背景，以增加透明度和公众信任。对于

涉及活体的创作，应遵循严格的伦理规范和技术流

程，确保对生命的尊重。 
3.3 教育与推广 
生物艺术的教育和推广对于普及科学知识、提

升公众艺术欣赏能力，以及培养下一代跨学科创新

人才具有重要作用。在艺术与科学教育中推广生物

艺术，制定综合性的课程，培养学生在艺术创作中

运用生物科技的能力。博物馆、科学中心及文化机

构可以举办生物艺术相关的展览和科普活动，向公

众展示生物艺术的多样性与可能性。开发生物艺术

的在线教育资源，为全球学生、研究者和艺术家提

供学习和创作的机会。开放在线课程、工作坊以及

资源库，使更多人能够参与到生物艺术的创作中，

突破地域和技术限制。 
3.4 创作与展示的可持续性 
生物艺术与生态、环境问题密切相关，因其使

用生物材料的特点，创作与展示必须考虑生态可持

续性。在创作中，应尽量使用可再生和可降解的生

物材料，避免对环境产生污染。作品的生命周期设

计也应符合生态原则，包括如何处理废弃材料、如

何在展览结束后回收或处置生物材料等。艺术家可

以通过生物艺术作品，直接探讨生态环境问题。通

过这样的创作，不仅提高了作品的社会责任感，也

能够引发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 
4 结语 
本文探讨了生物艺术的跨学科特性及其在文化

传承、教育应用及社会责任方面的潜在影响。生物

艺术通过将前沿的生物技术与艺术创作结合，展示

了技术与人文的深刻融合。作为一种新兴艺术形式，

生物艺术不仅革新了传统艺术创作方法，也为文化

传承提供了新的载体，打破了文化与科技之间的界

限，使传统文化在现代科技语境下获得新生。在技

术应用、伦理规范和可持续创作方面，生物艺术为

未来的艺术创作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同时呼吁艺

术家和研究者在创作过程中坚持科技与伦理的平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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