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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绘画注重精工细绘、突出艺术欣赏、强调感性表达，数字绘画倾向流水生产、追求商业应

用、倚重理性思维，二者在创作方式、价值追求、思想情感等层面冲突明显，在审美共性、情感表达、

发展基础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在数字时代背景下，数字绘画与传统绘画在中国风绘画艺术的风格

表达方面融合度较高，并借助文创作品这一流行载体展现具有时代审美特点的绘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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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绘画以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为底

色，在岁月的洗礼与打磨下，积淀了厚重的底

蕴，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数字绘画是互联网信

息技术与绘画艺术共同作用的结果，是绘画艺

术在现代社会的延伸与发展。随着数字时代

的到来，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重要改变，

文化艺术领域同样受到深刻影响，以便捷、高

效、低成本为典型特征的数字绘画，与传统绘

画的关系更为复杂微妙。关于传统绘画与数

字绘画，我国学者已形成较为丰富的研究成

果，多以二者之间的特性对比和融合分析为

主，也有部分学者结合装饰画、插画、文创产品

等具体应用领域，对传统绘画与数字绘画的融

合发展进行了阐述。总体来看，当前研究成果

多侧重数字绘画对传统绘画图案、技法等方面

的继承，研究视野相对狭窄，且缺乏在某一绘画

风格下对传统绘画与数字绘画的对比研究。鉴

于此，本文拟在分析传统绘画与数字绘画的典

型冲突、契合表现的基础上，以近年流行的“中

国风”为切入点，结合当前市场反应良好的文

创产品，进一步剖析数字绘画与传统绘画的融

合表现。

　　一、数字时代背景下传统绘画与数

字绘画的典型冲突

　　在数字时代背景下，传统绘画与数字绘画

的产生背景、目标基础明显不同，二者在不同维

度和层面上存在诸多典型冲突。在创作方面，

传统绘画精工细绘，数字绘画流水生产；在价值

追求方面，传统绘画忠于艺术，数字绘画契合商

用；在情感表达方面，传统绘画依赖感性表达，

数字绘画顺应理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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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精工细绘与流水生产的创作差异

在传统绘画中，绘画知识与创作思路是绘

画创作的重要前提，兴趣爱好与艺术天分在绘

画创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所以传统绘画的入

门标准相对较高，更为注重对创作者的选拔与

筛选。在传统绘画的入门标准下，创作者需要

花费大量时间学习艰涩高深的绘画技法，需要

倾注大量心血追求绘画创作的情感融入与思想

表达。在创作过程中，每一次的下笔走势都要

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一旦出现失误，基本

无法更改补救，对于作品而言几乎是致命硬伤。

因而，多数传统绘画领域的名师大家硕果寥寥，

多数创作者终其一生难有扬名之作。而在数字

时代背景下，高深难懂的绘画技巧被做成电脑

软件，数十载的学习生涯被浓缩为短期速成的

软件应用，无论是对色彩、光线、明暗的把握，还

是对创作思维、灵感的捕捉，都在电脑系统的程

式化应用下变得较为简单。创作者只需在具备

绘画基本功的同时，熟练掌握各类绘画软件应

用功能，即可不拘于时空限制开展绘画创作［１］。

数字绘画不仅使入门门槛显著降低、创作效率

大幅提升，而且最大限度保证了绘画作品的稳

定性，不同创作者基于数字化工具创作出的作

品甚至别无二致。不可否认，创作方式是传统

绘画与数字绘画最鲜明的冲突之一：传统绘画

讲求精工细绘，凝结着创作者的劳动付出与思

想情感，是创作者艺术态度的集中表达；数字绘

画追求效率稳定，在批量化生产下能有效满足

市场对绘画作品体量与质量的双重要求。

２．艺术欣赏与商业应用的价值对决

传统绘画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相对

隔绝的状态，欣赏者大多通过美术馆、画廊、画

展、书报杂志等渠道欣赏画作，其传播渠道狭

窄、方式单一，容易受到客观环境的干扰和影

响。普通人缺乏欣赏画作的有效途径，基本不

具备欣赏画作的审美与动力，绘画作品成为影

响小部分人群的艺术形式。在该背景下，欣赏

者对绘画作品的态度审慎恭谨，会以看待艺术

品的眼光欣赏、解读绘画作品，更细致地揣测创

作者的构思与情感。同时，传统绘画的稀缺性、

独特性使其更具艺术魅力，提升了绘画作品的

收藏与流通价值。数字绘画作品以便捷、高效

的传播形式迅速渗透人们的工作生活，与早期

传统绘画中欣赏者设法主动接触作品不同，数

字时代人们被动接受绘画作品的冲击，大量绘

画作品在海量网络信息的裹挟下难以吸引受众

的目光停留，即使能对受众形成吸引优势的作

品，也大多停留在视觉冲击层面，无法获得受众

更多关注。不过数字绘画的产生与发展并不以

突出艺术价值为第一追求，而是为了实现更广

泛、多元的商业应用，以获得更丰厚的市场回

报［２］。所以，传统绘画与数字绘画的冲突更像一

场艺术与产品的较量，这种较量在数字化社会的

必然趋势下不断弱化，无论是传统绘画还是数字

绘画，都倾向于兼顾艺术特性和商业价值，以形

成更广泛、深远的传播效应。

３．感性表达与理性思维的情感背离

传统绘画创作是艺术家倾注大量时间与精

力的复杂过程，创作者既要心灵手巧，又要感情

丰满，完美表达出绘画作品的表象与内涵。实

际上，传统绘画作品是否足够优秀，并非取决于

绘画技艺的娴熟与高超，反而更加依赖创作者

情感的爆发与渲染、思维与灵感，甚至与创作者

的成长经历、生活经验密切相关。这种基于作

者状态的记录式创作模式，有效传递了创作者

的思维与情感信息，切实降低了作品本身的失

真度。正因如此，传统绘画过程充满了偶然性

与不确定性，其中偶然性更多时候体现在创作

过程中的“灵光乍现”，是创作者绘画灵感的具

体表达，充分展示了艺术本身的生机与活力，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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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了绘画作品可贵的生命张力；不确定性进一

步体现了传统绘画的复杂与不易，创作环境、材

料处理、笔触运用等内外部因素都可能对绘画

作品产生影响，这种不确定性使绘画创作更加

生动、更具灵气。数字绘画依托各类数字技术

进行绘画创作，无论是创作过程还是最终成品，

都表现出较高的理性思维。但是，在电脑鼠标

代替传统画笔的同时，数字绘画明显抹除了创

作者的灵感与情感，创作过程如同化学实验一

般，在不同软件功能的组合下寻求最佳表现效

果。所以，数字绘画的作品表达更多停留在视

觉层面，情感表达处于缺失或不够丰满的状态。

数字绘画技术在简化创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

方面表现出高度理性，为创作者节省了大量时

间和精力，也为其进行更有价值的创作探索提

供了便利。

　　二、数字时代背景下数字绘画与传

统绘画的契合表现

　　从审美角度来看，传统绘画和数字绘画都

是基于创作者头脑加工的产物，作品反映的现

实美中皆渗透着创作者的审美思想。从情感表

达角度来看，传统绘画和数字绘画都体现了创

作者的思想观念和情感态度，只是数字绘画的

情感需求较低、表达较薄弱。从发展历程来看，

数字绘画是以传统绘画为基础的技术性创作，

在造型规律、作品风格方面承袭了传统绘画的

诸多特征。

１．传统绘画与数字绘画的审美共性

艺术作品能给人以视觉享受，源于作品所

反映的现实美。这种美不是临摹与翻版，也不

是堆砌与重叠，而是在创作者的选择与取舍之

下，以更鲜明、更集中的形式呈现在受众眼前。

无论是传统绘画还是数字绘画，作为一种艺术

表现形式，它们都有对表达美的基本追求，也表

现出了相通、一致的审美共性。首先，绘画作品

对美的表达无所不及。就传统绘画而言，中外

美术作品对现实美的反映贯穿古今，不同时代、

不同国家的创作题材和绘画风格迥然不同，但

对现实美的表达从未改变。无论是自然事物的

美，还是人物的美，抑或社会事物的美，都在创

作者的审视与重构后跃然纸上，为广大受众提

供了一种感悟现实美的思维、方式和途径。数

字绘画起步相对较晚，短暂的发展历史难以为

绘画艺术赋予更多生机和张力，但以传统绘画

为基础的数字绘画对现实美的展示依然十分普

遍，不仅在题材对象上表现出与传统绘画高度

一致的广泛性，而且在数字化创作模式下表现

出更丰富的数理美和逻辑美。其次，绘画作品

对美的表达集中且深刻。绘画作品反映出的审

美意象都是经过创作者头脑改造的产物，未经

创作者审美认识和精神情感加工的绘画对象多

是普通大众眼中平淡无奇的客观事物，只有创

作者进行要素提取、布局构思，并注入思想感情

和审美理想后，客观事物之美才得以呈现和强

化。以矢量图形和像素位图为基础的数字绘画

看似绝对的理性与程式化，但创作者在处理创

作素材的过程中，同样需要在头脑中对表现对

象进行加工处理，以期达到更集中、更深刻的审

美表达效果。

２．传统绘画与数字绘画的情感表达

尽管传统绘画与数字绘画有诸多不同与矛

盾之处，但二者都有对情感表达的基本需求。

传统绘画从主题选择到背景铺陈，从构图布局

到色彩搭配，从笔锋走势到水墨渲染，既是创作

者绘画技艺的集中体现，也是创作者思想观点、

情绪情感的多维表达。例如，在承载着中华民

族文化基因与艺术灵魂的国画中，山水、花鸟、

树木这些极为常见的描绘对象在不同作品中具

有不同的造型特征与内在灵性，这是因为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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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将人性化的思维情感赋予自然万物，在情感

融合中借笔墨传情达意。所以，即使是同一个

创作者，在不同环境与心情下创作出的作品也

不相同。实际上，传统绘画表现出的情感张力

更多来自创作者的生命体悟。不少名师大家花

费数载时间于自然之中，看似闲云野鹤、寄情山

水，实则用自己的双脚丈量每寸土地，在叹服于

大自然精巧绮丽的同时，体悟自然万物的生命

奥秘，进而在绘画作品中保持自我的纯粹性，为

作品注入无限的自由感和创造性。虽然数字绘

画是技术发展与商业需求催生的结果，但这并

不代表数字绘画作品绝对缺乏情感表达。尤其

部分知名画家对数字绘画发展的审视与思考，

为作品注入了新的感情与思维。例如，波普知

名画家安迪·沃霍尔以知名女星玛丽莲·梦露

的头像为创作元素，通过照相丝网漏印技术和

套色技术对图像进行二次加工，创作出同主题

的多色系作品。这种基于重复并置的创作模式

突破了艺术的高雅定义和唯一性，弱化了艺术创

作对逼真写实的过度强调。单调、无聊、重复的

数字化作品画面，既是对传统绘画的内在突破，

也是对商业社会人们疏离、冷漠的情感刻画［３］。

３．数字绘画对传统绘画的继承与发展

虽然数字绘画与传统绘画具有典型特征差

异，存在难以忽视的矛盾冲突，但并不意味着二

者完全割裂，相反，数字绘画是对传统绘画的继

承与发展。首先，数字绘画以传统绘画为基础。

无论数字绘画依托何种媒介、创作方式，始终属

于绘画艺术的一种形式，并未完全跳脱传统绘

画艺术的覆盖范畴。一方面，数字绘画需要把

握艺术造型规律，对形体、颜色、肌理、构图的剖

析本身就源于传统绘画，可以说传统绘画的造

型规律为数字绘画提供了根基与养分，使得数

字绘画与计算机制图、纯粹的商业设计区分开

来，这也是数字绘画对创作者并非完全没有绘

画基础要求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传统绘画在

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艺术流派和作品

风格，这对数字绘画的题材选取与手法运用具

有重要导向作用。以不同风格的数字插画为

例，唯美风格追求人物造型的细腻完美，努力渲

染流光溢彩、如梦如幻的背景环境，这种基于感

官刺激的美感享受与洛可可艺术的理念和手法

高度一致［４］；写实风格以人物形象、环境背景的

高度还原为追求，与传统写实绘画如出一辙，且

在三维空间的构建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具有

良好的受众基础和市场反响。其次，数字绘画

突破了传统绘画的诸多局限。以色彩效果为

例，传统绘画的色彩相对较为有限，创作者要想

得到特殊的画面效果，往往需要经过复杂的调

色过程，结果却不一定能达到其心理预期；数字

绘画则不同，软件系统内置的常用颜色模式超

过百万种，画面色彩渲染达到前所未有的丰富

与细腻，极大程度满足了创作者的色彩需求［５］。

此外，数字绘画在创作、存储、传播等方面的独

特优势，进一步突破了传统绘画的局限和桎梏，

为绘画艺术的大众化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数字时代背景下传统绘画与数

字绘画的中国风表达分析

　　 中国风是当前社会日益火热的潮流之一，

在绘画艺术领域的应用也较为广泛。数字绘画

与传统绘画的融合，在中国风绘画中的应用较

为广泛，尤其在以中国风为基调的文创设计方

面，传统绘画为数字绘画提供了坚实基础，数字

绘画对传统绘画进行了积极创新，二者也通过

合作配合使中国风设计焕发新的生机。

１．新兴绘画工具与传统绘画语言的充分结合

从以中国神话为蓝本改编的动漫电影，到

以传统文化为依托创作的动画作品，从以中国

历史朝代为背景的网络游戏，到以各类古风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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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为衬托的经典美文，数字绘画广泛应用于各

类文化作品之中，并在中国风表达方面具有良

好表现。错落有致的亭台楼阁、诗意朦胧的山

水意境、古色古香的烟雨小镇，数字绘画无论是

对场景的描绘，还是对环境的刻画，都力求能达

到与传统绘画相媲美的视觉效果。可以说，数

字绘画是新兴绘画工具与传统绘画语言的充分

结合，而且数字绘画明显保留了传统绘画的艺

术追求［６］。以中国画为例，骨法用笔是其基本

方法，形神兼备是其审美表达，而在此之上还有

“气韵生动”的极致追求。数字绘画可能无法

体悟骨法用笔的绝妙，但优秀的数字绘画一定

是力求能够表现“气韵生动”的作品。以数字

交互作品《江洄》（见图１）为例，背景动画部分

运用的是中国水墨画的表现语言，创作者通过

改变笔刷的深浅、软硬和墨色的浓淡，使画面呈

现出远近、主次、虚实之变化。错落排布的荷

花、浓淡相间的荷叶、微波荡漾的水面，加上自

在游动的鱼儿，使现代数字技术与传统绘画技

法完美融合，充分表达出了中国水墨画的笔墨

意蕴。传统中国画造型简洁、形象传神，不倚重

写实、不拘泥于形似，强调通过画面营造独特意

境，在平面化的布局章法下讲求物体内在的

“势”，使受众在有限的画面空间内无限延伸思

绪与想象。数字绘画也不是冰冷的技术产品，

而是有温度、有性格的艺术作品，数字化创作虽

图１　江洄（游美玲）

并未恪守传统，但以传统绘画的语言形式、笔墨

精神为滋养，将创作者的绘画经验、生活阅历融

入作品，以敏锐的洞察力和感知力捕捉事物细

节，使绘画作品成为表达情感的载体而非支配

情感的工具［７］。

２．传统绘画艺术与时代审美取向的相互

磨合

穿汉服、听国风音乐、看国风综艺、赏古玩

文创，近年来掀起的国风热潮吹遍神州大地，也

一次次惊艳了世界，喜欢标新立异、强调个性的

年轻人尤其青睐国风，这既是国风文化的价值

回归，也是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审美取向相互

磨合的结果。在数字绘画与传统绘画的融合发

展中，数字绘画以传统绘画为基底，通过对传统

绘画的要素与特征进行适度创新，从而使新的

绘画作品更符合时代审美要求。以故宫文创产

品为例，早期产品设计喜欢直接照搬传统美术

图案、纹样，产品与消费者之间始终存在距离

感，这使得文创产品在视觉层面难以和消费者

共通互动。而在数字绘画的创作导向下，后期

文创作品开始基于市场需求进行大胆创新，在

体现传统艺术、文化的同时，注重对时代特征与

消费心理的把握。部分故宫文创产品对传统图

案进行抽象化、简化处理，甚至在产品中加入互

联网流行元素，也有文创作品在色彩的组合与

搭配方面做出积极探索，以迎合时代审美需求。

例如，文创产品“点翠款·手提袋”（见图２），

其设计灵感来源于点翠凤穿牡丹纹头面，设计

师在保留蓝色和橙色的主色调的基础上，通过

调整色彩比例、降低色彩饱和度的方式，呈现出

与原图案雍容华贵特点截然不同的美感，为手

提袋赋予了自然、流畅的生活气息［８］。所以在

数字化时代，传统绘画为数字绘画提供了题材

与灵感，数字绘画在传承与创新过程中，为传统

绘画赋予了时代气息，使传统绘画以契合现代

审美的姿态重新绽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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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勤学：数字时代背景下传统绘画与数字绘画的冲突与融合

图２　点翠款·手提袋

３．传统绘画技艺与数字绘画技术的默契配合

在当前社会发展环境下，文创产品成为新

的消费热点，中国风热潮势头正盛，当中国风遇

上文创设计，必然会引起不同寻常的社会反响，

而在“中国风＋文创”的设计发展中，传统绘画

与数字绘画共同携手打造优秀作品成为必然。

数字国画系列文创是我国文创产品设计较为热

衷的类型之一，充分体现了传统绘画与数字绘

画的相互配合，也收获了良好的市场反响。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底，支付宝以八大山人经典作品

为核心，创作了支付宝皮肤数字文创产品，将

《荷花翠鸟图》《荷花图》《竹雀图》等文雅古朴

的中国画嵌入数字应用之中，用户在红包封面、

支付宝付款码等应用场景中，能感受到浓郁雅

致的古风古韵。该文创作品在设计过程中，首

先以传统手绘形式创作水墨山水风景画，通过

结构布局、立意设计、色彩搭配等技法突出国画

作品的自然清新与气韵生动；然后对手绘作品

进行数字化处理，着重处理画面细节、调整色彩

比例、增添装饰元素，从而在保留原作品文化底

蕴和悠远意境的同时，加强绘画作品与现代社

会的连接、互动；最后，将设计好的绘画作品印

刷在皮质和麻布等不同的材质之上，形成或清

新自然或典雅端庄的手提袋作品。基于数字国

画的文创设计，是传统艺术与现代科技的深度

结合，传统艺术为文创作品奠定了文化底色，现

代科技为文创作品增添了时尚元素。由此可以

看出，数字化时代数字绘画与传统绘画的融合，

可以是传统绘画为数字绘画提供创作滋养，也

可以是数字绘画对传统绘画进行积极创新，还

可以是二者互动合作开发新产品。

４．数字技术推动传统绘画的广泛传播

数字技术不仅能从传统绘画中吸取创作优

势，而且能为传统绘画的传播推广作出积极贡

献。首先，数字化使传统绘画走向开放多元。

数字化时代，创作者不再处于完全独立、封闭的

状态，基于互联网空间的海量信息和丰富资源

为绘画创作提供了积极参考，同行交流与市场

反馈也为创作者的技艺提升创造了重要条件。

尤其在互联网环境下，绘画作品不再是展览馆

里的艺术品，而是以更普遍、更直观的姿态进入

大众视线。受众不再受限于时空限制，可通过

数字化渠道与平台自由欣赏绘画作品，可以在

网络空间发表与绘画作品有关的看法和意见，

经过互动反馈后为创作者提供更多思路与灵

感。传统绘画在现代社会具有更广阔的表达空

间，能够在契合市场审美需求的前提下进一步

提高影响力［９］。其次，数字技术丰富了传统绘

画的流通形式。一方面，数字技术增强了绘画

作品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内在联系，使传统绘画

的商业价值得以有效释放，图书出版、商业广

告、动漫游戏、数字电影等数字绘画应用成熟的

领域，逐步出现经过调整改造的传统绘画，数字

油画、新兴画廊、外框装裱等产业迎来新的发展

契机，美术馆、收藏家、拍卖行也因传统绘画关

注度的提升再度遇热。另一方面，数字绘画与

平面设计、工业设计等广泛结合形成的作品渗

透人们工作、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极大程度

满足了受众的视觉需求和娱乐心理。在市场娱

乐化趋势不断加强的背景下，传统绘画不再局

限于纯美术的范畴，逐渐呈现出与受众预期相

贴合的直观、清新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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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结语

　　总之，传统绘画与数字绘画的矛盾冲突不

可忽视，二者内在的契合性与一致性也不容否

认。在数字时代背景下，数字技术渗透每个领

域和角落已成为必然，文化艺术领域同样无法

规避数字化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对此，传统绘

画也应以更开放、包容的态度迎接新事物和新

变化，以适应数字时代的市场需求；数字绘画应

在传统绘画中汲取营养、丰富内涵，使作品在具

备突出视觉效果的同时，更具思想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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