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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信息网络技术为支撑的数字化媒介艺术，汇集了图形、影像、 

声音、文字等交互信息，其图像建构朝着动态化和交互式方向不断延伸，视 

觉、听觉、触觉、嗅觉等多种感官同时参与，不同的设计语言相互协同融汇 

成新的图像信息传播模式，图像的形式不只限定在单一媒体上，更趋于多 

向度的演绎，为图像的多样化扩张和集成化传播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它改 

变了人们的审关方式，激活了图像架设的创生性，也不断地刷新文化形态 

的符号印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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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媒介形态和图像的不断涌现使原本不 

能实现的想法变为可能。以信息网络技术为支 

撑的数字化媒介艺术，汇集 了图形、影像、声音、 

文字等交互信息，其图像建构朝着动态化和交互 

式方向不断延伸，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多种 

感官同时参与，不同的设计语言相互协同融汇成 

新的图像信息传播模式，图像的形式不只限定在 

单一媒体上，更趋于多向度的演绎，为图像的多 

样化扩张和集成化传播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从而 

改变了人们的审美方式，激活了图像架设的创生 

性，刷新了文化形态的符号印迹。 

一

、媒介协同化的数字架构——_I一  

以数字传播技术为支撑，各种传媒的传播速 

度、传播量及传播模式都发生了空前的变化。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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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数字技术的影响，媒介艺术的设计语汇得到了 

很大扩展，如交互娱乐设计、网络结构与界面设 

计、多媒体设计、应用软件及数字设备显示界面 

设计等，设计形式从单视角的二维空间拓展到多 

维空间，数字传播媒介表现出更广阔的空间和更 

大的优越性，视觉语言可以从多维的角度运用多 

元化的手法来表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帮助人们 

从多个视角考量设计。科技所扮演的角色就是 

促使人类与自然相生相伴，人们认识到数字技术 

是实现设计构思的重要手段，如利用色彩移动产 

生的“光效应”以及声波的刺激和其他各种感官 

配合有助于表现作品的内涵，以此感染接受者， 

从而实现更有效的传达。 

融合数字技术的新媒介艺术无论在设计思 

想上还是在视觉空间上都有了新的拓展。当我 

们创作或拍摄 3D影视、MTV或观念摄影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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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采取新媒体艺术手段，用非线性表现后现代话 

语，重组时空，虚拟现实，重新架构事物的关系和 

语义。借助于多媒体数字技术，一反传统媒体的 

线性叙事方式，把静态效果转换成动态效果，更 

能增添人们的兴趣从而引起更多的关注。更为 

重要的是，不同媒介的革新发展对艺术设计影响 

很大，极具挑战意义。当今许多艺术设计是利用 

电脑和数字技术完成的，信息化、数字化的发展 

是大势所趋，利用媒介协同与数字架构既能从软 

件工具中获得艺术畅想的资源，同时还会带来设 

计思维和观念的创新。̈ 在新媒介艺术的影响 

下，人们正审视着开创新文明社会的理想，在生 

存状态、自然环境与技术之间寻求着平衡 ，其 目 

标始终指向科技的人性回归，Ⅱ乎唤着科技与文化 

审美的交融。因而，数字技术与人文设计的融合 

呼声越来越高涨，新媒介已完成了传播思想与信 

息的华丽转身，从而艺术地、个性地、有效和协同 

地成就信息传受的链接，真正地扮演了文化创意 

的主角 

二、图像意蕴的再转换豳圈霉簟囊曩 

在数字化媒介艺术中，图像的语义与图形设 

计有一定的转换性，在信息呈现基础及视觉构成 

元素上有着相连性，传统视觉强弱、节奏、平衡以 

及协调等形式美的规律在数字媒介图像设计中 

仍发挥作用。数字图像设计的特点就是通过将 

文本、图形、影像、动画、声音等各种媒体资源融 

汇于一体，未丰富内容的传达效果。这不仅扩展 

了信息传达渠道，而且在应用中不断拓展，起到 

设计文化的先锋引领作用。融入数字技术的图 

像媒介艺术，相对于传统媒介具有更大的优越性 

与转换空间，使得艺术创作与设计变得更加高效 

与便捷，传播途径和传播空间更加广泛。 

设计是一个束敛与发散并用的过程，数字图 

像构造的变异是以人们熟悉的物象为本体，为达 

到新颖、有意味的传达效果，采用新媒介、新材 

质、新手段来完成的。首先，数字图像是视觉设 

计在新的媒介技术支持下的创作成果，是文化脉 

搏的奔腾和艺术情感的共振，如同新媒介对传统 

媒介的承继一样，数字图像转换与传统图形之间 

也存在延续性，基于新媒介的图像转换在很大程 

度上承接了传统视觉造型的静态元素与影像艺 

术的动态规律。其次，数字图像作为一种新的信 

息传达形式，它与传统传播媒介的设计程序有所 

不同，它不是单向发展，而是呈现出相互融合、重 

构转换的多向性。数字图像的设计是与时代特 

征、经济状况、技术手段紧密联系的，图像的意蕴 

会体现出混交转换的趋势。 

新媒介已融入大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数字图 

像为设计者提供 了一种全新的艺术表现形式。 

这种图像有着基于数字媒体所特有的图形界面、 

动态交互及功能转向等特征，为设计师提供了实 

现创意的无限空间，它在带来设计过程的无限演 

绎和艺术想象的同时，也极大地影响着设计风 

尚、设计思维方法，使视觉文化形态发生日益深 

刻的多向度转换。 

三、信息集成的交互式传播薯奠——_  

以往的视觉传达方式多是静态的、单一的， 

覆盖面与信息传播路径有限。较之传统的纸质 

和电子媒体，基于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网络信 

息媒体、图像互动媒体具有更多的传播方式和更 

高的传播效率，它使信息传播的范围和速度都产 

生了革命性的跨越式发展，它强大的传递、沟通、 

分享信息的能力冲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不 

论人们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将设备连接网 

络，就可以将图像与信息传送给他人或获取外界 

信息。商家在互联网上只需花极少量的广告费 

用，就可以将他的产品图样在全球宣传；设计师 

可以与远在异国的同行交流设计心得⋯⋯新媒 

体的出现为图像领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信息传 

播途径。 

人类接受信息的通道是多感官的，综合 了 

视、听、触、嗅、味的认知才能使了解事物的过程 

趋于完善。传统媒介是一种单向的信息传递，传 

统图像设计主要依靠二维空间的形状和色彩，而 

数字图像设计侧重于叠交、连接和转换。网络媒 

体及数字影像与传统印刷品相比不易“阅读”，而 

较适合“浏览”和“互动”，在传播、显现、操作等 

方面也有着很大的差异。英国艺术家、新媒介艺 

术的先驱罗伊 ·阿斯科特认为：新媒介艺术最鲜 

明的特质为联结性与互动性。新媒介艺术创作 

需要经过 5个步骤，即连接、融入、互动、转化、呈 

现。首先必须将作品与网络连接并全身心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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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而非仅仅远距离地观看)，然后通过网络系 

统与他人互动，这将导致作品意向转化，最后出 

现全新的影像与经验。随着新科技的应用，手机 

电影离我们越来越近，观众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图 

像艺术创作中来。_3 

多媒体技术是将传统的、相互分离的各种信 

息传播形式(如文字、声音、图形和影像等)有机 

地交叉、置换及融合在一起，进行各种信息的处 

理、传输和显示。由于数字化对新媒介艺术的支 

持，图像的交融和表现范围得到了充分的扩展， 

传达的方式也丰富多彩，图像趋向于综合，它涵 

盖了人类多种感官与媒介的交互。如一些新的 

橱窗广告设计，一旦有路人经过，广告内的人物 

便会立即舞动起来，直至路人移步、离开才停止， 

这些可与受众产生感应与互动的艺术作品也是 

图像设计艺术表现的新尝试。数字图像设计的 

典型特征是交互式审美，它一改传统艺术形式中 

作者与受众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使创作者与观看 

者之间可以互换和互动，在不同的时空和语境中 

进行审美交流。 

多元媒介的集成化传播是图像设计的发展 

方向和趋势之一，综合了多元媒介的图像设计将 

拥有更强的视觉文化表现力，信息传达更切实有 

效，将新媒介融入图像艺术领域是一种审美进程 

的飞跃。 

四、结语 

随着数字传播的普及，数字图像设计艺术以 

其综合性、互动性、虚拟性等特征在给人们带来 

新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追 

问和冥想，引发了关于技术与人性、传统与时尚 

等方面的诸多思考。与数字图像设计相关的文 

化生态与创意机制值得关注，多元化与包容性变 

得越来越常态化。在当今这个以互联网为代表 

的数字化新媒体时代，迫切需要创新设计理念， 

赋予视觉文化新的内涵与风貌，使图像更好地融 

入到新媒介中，也使传统的符号元素获得新的生 

机。随着新的媒介艺术的深度介入，艺术设计借 

助图像转换业 已冲破平面设计 的樊篱，在新工 

具、新空间、新精神中展现出神奇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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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创新点】指出运用数字化媒介艺术建构图像演 

变的虚拟共享平台，可实现当代视觉价值形态与传统 

符号图式的相互交错、重组和意义转换，创造出新的 

语言形式与传播效果，从而为图像的多样化扩张和集 

成化传播提供更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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