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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式体验受欢迎

数字艺术是用计算机编程，用数码设备
创建或处理，多是通过屏幕呈现图像，表达
思想和观念的一种艺术形式。与传统绘画、
雕塑、装置艺术的物质性不同，数字艺术依
赖于计算机系统控制的显影设备等，其以数
据的形式被存储于设备中，需要被程序读取
和解码才能展示，具有虚拟性的特征。

相较于传统影像艺术，数字艺术更注重
观众直接参与互动的沉浸式体验。艺术家通
过编程读取观众的指令，数据信号传输至计
算机，屏幕上的图像随之发生变化。现在，
已经不仅仅是屏幕，还有很多复杂的机械装
置用以丰富数字艺术的呈现形式。VR和AR
设备是观众体验数字艺术常见的辅助用具。

一般来说，数字艺术在创作上需要艺术
家和编程人员共同完成，前者负责创意和审
定视觉图像，后者负责编程与展览硬件设备
的调试。艺术家既可以通过雇佣编程人员完
成其创作意图，也可以与编程人员达成紧密
合作，成立工作室，共同创作。

如果追溯数字艺术的历史，大抵以上世
纪60年代为始。彼时，德国、美国、英国的
艺术机构开始举办名为电脑艺术的展览。在
中国，改革开放后，这种新的艺术形式传
入，涌现了一批影像艺术家，如王功新、何
介鸣、邱志杰等。

21世纪以来，计算机技术飞速发展，硬
件设备和相关编程软件开发应用日益成熟，
超高清影像录制、播放新设备层出不穷，催
生了以超大画面、超高清投影或屏幕播放为
代表的新的影像艺术。

具有代表性的展览是2014年底至2015年
初，北京林冠艺术基金会推出的美国艺术家
比尔·维奥拉个展“嬗变”。他以当时最高清
像素的录像机器拍摄影像，在展厅中以巨型
等离子显示器播放，通过极其缓慢的节奏展
示画面细节，让观众完全进入一种沉浸式的
超感官体验，无比震撼。

在人机交互方面，2015年，上海余德耀
美术馆引入英国艺术家团体兰登国际创作的
互动艺术装置《雨屋》，具有标志性意义。观
众步入一件面积达 150 平方米的黑屋子，屋
顶的水管一直在“下雨”，而当观众在其中走
动时，其身体上部的水管会自动关闭，形成
人在雨中行走而不会打湿身体的奇妙体验。
其运作原理是用3D跟踪摄像头，实时监控体
验者的动作，把位置坐标发送给计算机，再
由控制系统关闭相应位置水管的电磁阀。鉴

于作品受到热烈追捧，2019年下半年，余德
耀美术馆再次展示了《雨屋》。

这两个展览对中国数字艺术发展的影响
非常大。尤其是沉浸式体验，通过社交网络
平台的传播形成网红效应，很多体验性强、
互动性强，能够产生奇特视觉体验的展览演
变成为网红展，吸引了大量观众尤其是年轻
观众参观打卡。

相较于传统的绘画、雕塑和装置艺术，
观众只能站在防护栏外观摩，参观体验 《雨
屋》 类型的作品，并不需要复杂的知识储
备，自由舒展休闲的观展感受、极强的社交
属性，都是其广受观众喜爱的原因。

因此，今天双年展之类的大型展览，都
会邀约和展示部分数字艺术作品，以扩展作
品的类型与形式，增强展览面向未来的科技
属性，也吸引更多观众。这些数字艺术作品
往往成为展览中的亮点。

数字艺术创作活跃

今天，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
中的重要部分，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应用与实体经济深入融合，中国数字艺术创
作领域佳作频出。

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是胡增鸣、费俊
担纲视觉总监，领衔视觉团队为2023年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春晚舞台进行的整体视觉设计
和制作。团队运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扩
展现实、360度自由视角拍摄、人工智能图像
生成、大数据、程控灯光装置、动态机械装
置等前沿视觉技术，融合性地展示了数字艺
术的魅力。

费俊同时也是一名出色的数字艺术创作
者。他认为，从艺术史的维度来看，科技是
推动艺术语言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艺术与
科技融合是全球性趋势；创造将虚拟与现实
不断交叠形成的混合现实，将是未来艺术家
实践的主要方向。

费俊新近创作的交互装置作品 《水曰》，
是让观众站在湖边一个类似传声喇叭的装置
前，对水倾诉，人工智能和算法通过观众的
声音识别其情绪，湖水会以涟漪的形式，用
更加感官性的方式回应观众，进行“更本
质”的沟通。例如，如果是忧伤压抑的情
绪，湖面会回应以雀跃欢腾的视觉形态；如
果是热烈激动的情绪，湖面则会回应以柔和
舒缓的视觉形态。

2019年，青年艺术家杨泳梁借鉴中国宋
代山水画的图式，创作了数字影像作品 《夜
游记二》。艺术家首先用先进的影视设备拍摄
了澳门 8 天，回到工作室后用计算机程序编
辑，形成混合了绘画、视频、照片和动画等
多媒体形式的影像作品。作品最终被呈现在
澳门美狮美高梅剧院内长69米、高11米的超
大屏幕上。走近作品，观众可以沉浸式地感

受澳门城市融入中国传统水墨山水画烟波浩
渺的意蕴之中，感受现代科技营造的超现实
视觉质感。

还有很多艺术家在借助计算机技术创
作，虽然不能被归入数字艺术的范畴，但与
数字艺术的关系非常紧密，观众能从中清晰
地看到数字艺术的印迹。例如，隋建国扫描
自己徒手抓握的泥团，然后用3D打印机以金
属材料打印出来，形成5至6米长的巨大雕塑
作品；陈琦的版画创作，前期用计算机画图
软件做画稿，分好版后，设定好程序，最后
送到激光雕刻机上直接输出雕刻，后期再手
工印制，以完成大型版画作品。

还有很多艺术家，尤其是青年艺术家，
都在大量使用计算机中的图形软件拼合、处
理和生成新图像，再用绘画的形式将之转换
到画布上，成为自己的创作。这些也是计算
机领域的新技术，在今天乃至未来艺术创作
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走向更深远的未来

伴随着数字艺术展览需求的日益增长，
国内外很多视觉艺术机构纷纷推出自己的数
字艺术作品，也出现了良莠不齐的现象。一
些数字艺术作品缺乏精神内涵，仅有空洞的
影像。其实，数字艺术只是一种语言形式，
其与传统绘画、雕塑、装置并无二致，核心
在于表达思想与精神。

近两年出现了以 Midjourney 为代表的人
工智能机器人，可以基于操作者的文字描述
指令生成图像，其令人惊艳的视觉效果，令
视觉领域的从业者感到危机。尽管如此，人
工智能的创作仍然受限于数据库资源，目前
也还存在局限性。

未来，科技的发展将打开艺术家更多的
思考空间。比如人工智能的新发展，虚拟现
实和增强现实技术对于元宇宙的建构，全息
影像、万物互联技术的广泛应用等。科技发
展为数字艺术创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表现形
式和舞台，但核心仍然是艺术家的思想力和
创造力，是艺术家的精神维度的深刻。

数字艺术虽然可以给观众带来很多新感
知和新体验，但数字艺术作品的展示往往需
要大型展览空间和高造价的设备投入。这些
都制约了青年艺术家投身数字艺术创作的积
极性，也给很多美术馆展览运营的经费预算
带来了较大压力。因此，创作出真正具有思
想深度的数字艺术作品，才能让中国的数字
艺术真正走向更深远的未来空间。

这远比传统的个人绘画创作更加艰难。
艺术家需要跨越多个学科的知识界限，才可
能找到那个结合的点，让观众在休闲体验的
同时，更多地感知到作品中的精神和情感
力度。

（作者系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

青年油画家杜海军是美术界一颗
冉冉升起的新星。作为他的朋友，我
一直关注着这颗新星的运行轨迹。因
为新星可能是常悬高天的恒星，也可
能是瞬间划破夜空的流星。海军的艺
术轨迹方向明确，运行稳健，而且在
稳健中不断呈现出连贯而富于变化的
可能，不断开拓着语言形式新的表现
力。我希望他成为一颗美术界持续闪
亮的恒星。

每颗新星都有它升起的时刻。据
海军自己回忆，2006 年那个炎热的夏
天，他做出人生的一次大胆决定，放
弃了高校教书工作，怀揣着一个巨大
的梦想，来到上海这座大都市。眼前
的上海，摩天大楼林立壮观，人流车
流川流不息。那种心理冲击就像扑面
而来的巨浪。上海在颠覆一个年轻人
审美定势的同时，也重建了他的审美
兴趣。这座城市吸引着海军，成为他
画布上和各种媒介上的主角。

海军看上海，是用三重眼光同时
聚焦的。

他用陌生的眼光，打量眼前的城
市。城市作为全新的审美对象，通体
上下洋溢着新鲜和挑战的力量。陌
生，是劣势，也是优势。因为陌生，
就会想要去了解、去接近，特别是当
你喜欢上它时，就会产生深入它内心
的冲动。对于上海，海军既是一个“在
场者”，又是一个“陌生人”。这是一种
有趣的“纠结”。因为陌生，就新鲜，
就使他能够直观地切入城市的肌理。

他用青春的目光，关注眼前的城
市。上海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城
市，同时也是一座青春勃发、每天都
在生长的城市。它与艺术家有着一种
特别的生命进行时的心灵呼应。海军
特别能感受上海的青春气息，理解上
海的青春气质。因为青春，海军的画
可以强烈展现出一种青年艺术家一往
无前的锐气。

他用艺术的眼光，凝视眼前的城
市。海军很喜欢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
尔维诺和他的小说 《看不见的城市》，
但他的眼光又不同于以语言构建的城
市的文学家。虽然卡尔维诺的思想激
发了海军的灵感，引导他往深处去思
考城市的存在、城市和人的关系，但
文字中的城市，哪怕再感性，也是诉
诸思维的，而艺术则是感性的、直觉
的、形式的。也就是说，海军要把在
文字中飘忽无定、闪烁迷离的“看不
见的城市”，用色彩和画笔重构为“看
得见的城市”。他的艺术眼光是感性
的，更重要的是，是充满创造活力
的，是洋溢着想象光芒的。

陌生的眼光、青春的眼光、艺术
的眼光。在这三重眼光聚焦下，海军
构建了他心中的上海——没有喧嚣的
声浪，代之而起的是一片宁静，人们
静静地穿行于街头；没有十里洋场的
商业繁华，代之而起的是广阔的清
寂，大楼屹立在街区的转角，安详地
张望着世界；没有让人眼花缭乱的色
彩和太过丰富的线条变化，代之而起
的是单纯的平涂、沉静的中间色调、
简约的交错直线和大色块交替的明快
节奏。几乎看不到阴影，虽然写实，
却有意淡化了空间构成的立体感。他
以年轻人的二次元方式“再建”了上
海的都市形象。具体说，海军把立体
的上海平面化了，而且通过理性的安
排，使它有了富于装饰感、略带图案

化的视觉形式。
两年前，海军举办画展。我曾站

在他的外滩组画面前对媒体说：海军
以一个新上海人的视角，对上海人司
空见惯的建筑加以艺术化的表现。《百
年外滩》 系列画作用一种全新的视
角、全新的油画语言和样式，赋予人
们熟悉的上海陌生化的审美效果。

比如他画的外滩，从楼型看，我
们一眼就能辨别出是外滩的哪一栋建
筑。海军将这些建筑图案化地处理之
后，又在每个窗口小心翼翼地植入100
年前、几十年前和当下的生活场景。
这是海军最为喜欢也最为熟悉的一种
都市抒情方式，一种类似于小夜曲的
抒情。这样的处理让画面一下子有了
暖意，有了热情，进而进入了城市的
核心——人。那些占据了大幅画面的
墙体是理性的、坚硬的；窗口里的景
致是温馨的、柔软无比的。那里面有
夫妻的对话，有餐桌边的晚宴，有孩
子在温课……海军为了这些看似闲笔
的小场景，画了大量速写。如果仔细
琢磨，是非常有趣的。这些房子经历
了100年，在今天呈现出一种既有历史
感，又昂扬着时代气息的形象。实际
上，这些大楼现在并不是生活场所，
大都是办公楼。画家的作品，使我们
感受到了这些楼所经历的时间和沧
桑，带着上海这座城市独有的人间气
息和人文情怀。

所以，海军的画初看很冷峻、理
性，但仔细再看，里面实实在在地深
藏了一份画家独特的情怀。每个窗口
都是一部正在上演的人间戏剧，可以
从中听到海军进入这座城市时的心
跳，感受到他的呼吸。这种抽象和具
象、冷峻和热烈、理性和感性的混
合，让海军笔下的城市蒙上了一种好
似近在眼前、又好似远在天边，白日
梦般的梦幻情调。

海军是一个认真思考怎样画画的
画家。作为中国的油画家，他力图把
一些中国书画的技法融入油画中。他
植入到窗口的生活场景，大都带着逸
笔草草的写意情调。他喜欢书法，在
大片墙体的处理上，有意规避西画的
笔触而尽力凸显中国书法的笔调，借
助屋漏痕、飞白等笔法，更加生动地
展现老墙的斑驳，展现岁月留下的痕
迹。他喜欢用系列方式，将自己的绘
画探索一步一步向着纵深推进。同
时，他借助不同的媒介，画布、拆卸下
来的船木、铝板，开拓画法的各种可能
性，延伸自己对城市生存的思考，使
城市在他的艺术空间中走得更远。

看海军的画，我总感到，还有一
个看不见的、始终活跃在幕后的角
色，那就是阳光。海军描绘的街景大
都笼罩在阳光里，外轮廓线在天空下
清晰可辨。这阳光大多不耀眼、不强
烈，带着一种温和温馨的透明感。但
这阳光并不完全是自然光，因为即使
笼罩在万家灯火的夜色中，我们似乎
依然可以感受到来自阳光的暖意。这
阳光其实来自画家的内心。生活中，
海军就是那个走在大街上，阳光而温
和的青年。

海军的城市，屹立在阳光下，是
一片阳光下的风景，在诉说，在呢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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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与现实交叠

数字艺术拥抱未来
魏祥奇

近日，首届上海数字艺术

国际博览会举办，通过沉浸式

光影、交互影像等形式，呈现

十多个国家 100多位艺术家的

作品。

在近几年时间里，数字艺

术迅速成为艺术展览语汇中的

热词。北京、上海、香港等地

都出现了数字艺术专题展，诸

如 2019 年至 2022 年期间，北

京已经举办四届亚洲数字艺术

展。那么，什么是数字艺术？

在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

天，数字艺术又会给当代艺术

创作和展览带来哪些新的影响？

▲ 观众在安徽省美术馆“马克·夏加尔：物色之梦数字艺术展”参观。 李鹏飞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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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众在 2022 年服贸会首钢园区文
旅服务专题展区体验沉浸式数字艺术空间。

新华社记者 韩 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