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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分析新媒体时代图形艺术的发展态势和分形图形的传播优势，将分形理论与现代图形创作方式相结合，

探讨分形理论在数字化图形中的应用表现，实现传统图形在空间秩序、形态结构等方面的数字化转变，为数字化图

形的创作提供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和多样化的表现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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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means of analyz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graphic art and the dissemination advantages of fractal

graphics in the new era of media，the fractal thought was integrated into modes of modern graphic creation.The

application implementation of fractal theory in digital graphics is discussed to achiev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graphics in such aspects as spatial order and formal structure.And expanded thinking space and diversified

expressive techniques are provided for the digital graphic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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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随着数字媒体的不断介入，受众视觉范围

的深度和广度也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扩大，技

术的变革必将引起艺术形式的创新。图形作为信息

传达的主要方式，在数字化时代需要寻求一种全新的

形式去适应新媒体的发展。如何变革传统图形的创

作方式，打破以往平面、静态的图形设计模式，使其向

多维、动态的数字化转型，是当下所面临的重要课

题。分形艺术图形作为一种新兴的数字艺术，为艺术

设计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和创作手段。分形

图形具有无限细分、相似与自相似、动态的平衡等艺

术特征，其独特的构成形式、空间形态以及动态样式

符合数字化图形未来的发展趋势。研究分形图形的

审美特征和生成方式，并将其应用到传统图形创作

中，不仅有助于图形设计方法的革新，而且拓展了数

字图形艺术的表现空间，使图形艺术在新媒体技术平

台上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

1 分形结构

视觉范式的发展与转变集中体现为从理性的、中

心化的、有秩序的视觉观念，向感性的、非中心化的、

碎片化的视觉观点转变 [1]。过于理性和标准化的图形

已经不能满足当下受众的审美需求，人们更倾向于关

注那些新奇、精美、富有视觉冲击力的图像。分形图

形具有反复迭代、无限细分的复杂结构，分形元是其

基本构成单位，分形图形的产生也可以看作是分形元

从单体到群体的群化过程。而计算机中数字信息的

生成也是以“0”和“1”为基本单位，通过不同组合演绎

出复杂的信息结构，其本质也是通过一种符号的运算

实现无数变化的可能性[2]。可见，只要给定一个作为

单元体的基本图形元素，再按照一定的形式秩序将单

元体进行无数次的重复和迭代，就可以创造出无限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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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花样繁多的具有分形特质的图形。将图形艺术与

数字技术相结合，把单元图像数值转换为计算机编

码，再利用软件程序进行自动化复制、处理与创作，从

而可以实现传统图形创作方式的数字化转型。

1.1 在传统图形中的应用

分形图形和传统图形具有相似的审美特征，但是

分形图形具有更加细分化、多样化的构成形式，相对于

传统图形具有更强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将分

形结构运用到传统图形中，首先要打破传统图形原有

的形式结构，对其形态进行分解，以形成相对独立的单

元体，然后再将单体图形按照分形图形的视觉秩序进

行聚集与繁殖，使传统图形元素在有序与无序之间不

断变换、重组，从而演绎出全新的结构秩序和艺术形态[3]。

分形图形见图1，将传统图形的单体元素和破碎的、繁

复的分形图形样式相结合，生成了更为精美、丰富的视

觉效果。这种经过破碎、重组之后的单体图形可以根

据需要随意组合，创造更为灵活多变的图形样式，可用

于纺织物设计、壁画设计、建筑装饰等领域。

传统图形纹样在构成形式上具有相对独立性，这

为传统图形的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转换提供了充足的空

间。将传统图式与现代设计元素相结合，对构成该图

式的单体图形元素进行替换，利用分形软件的无缝拼

接技术，也可以创作出具有现代形式意味的传统图

形。创新型传统图形纹样见图2，将自然题材的摄影照

片进行分解，提炼出蝴蝶翅膀、花草、果实等单体图像，

通过切割、镜像、重复、叠加等手法，将这些单体图像按

照传统图式进行群化重构，使传统图形从几何化的、纯

理性的设计风格向感性的、多样化的设计风格转变。

利用分形软件对传统纹样进行二次创作，不但继承和

发扬了传统艺术的精髓，也顺应了传统图形的数字化

转型，拓展了传统图形的设计思路和表现空间。

1.2 在现代图形中的应用

视觉形态的结构关系在创意表达中具有决定性

的作用，视觉结构的重建和视觉秩序的再生是对艺术

形式的新的演绎和诠释。参照分形图形中分形元迭

代重复的构成法则，将现代图形中的基本元素利用重

复迭代的构成方式，通过多方位、多角度的组合尝试，

让抽象的形态符号按照一定的视觉秩序不断迭代、扩

充和深化，即可构成新的艺术形态[4]。玛丽莲·梦露头

像见图 3，将英文字母按照人像的明暗结构进行疏密

有致的群化重构，使文字与图像之间建立起内容与形

式上的关联，创建了一个具有数字化特征的人物图

像。图像符号多元化组合的创作方式，不仅适用于平

面图形的改造，同样也适用于立体图形形态的塑造。

具有分形特质的雕塑见图 4，将“铅笔”作为单元体进

图1 分形图形

Fig.1 Fractal picture

图2 创新型传统图形纹样

Fig.2 Innovative form of traditional graphics

图3 玛丽莲梦露头像

Fig.3 The picture of Marilyn Monroe

图4 具有分形特质的雕塑

Fig.4 The fract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culpt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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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重复叠加，通过群化组合、意向重构的方式将其组

建为动物造型，使单体形态和整体形态之间达到某种

语意上的转换，从而赋予作品新的意义，引发观众的

联想。个体形态群化重构的创作方式体现了图形元

素从“简单”到“复杂”之间的转换，符合当下艺术品快

速复制、批量化的生产模式，降低了艺术品的制作成

本，提高了创作效率，同时也可以激发设计者的想象

力，使艺术作品呈现不同的风貌，达到“以一治万，由

万归一”的艺术境界。

2 分形空间

传统印刷媒介的图形大多以二维形态为主，通过

透视、明暗、色彩等手法表现假象的立体空间。数字

媒体中的图形样式需突破二维图形单一的组织法则

和几何形式的局限，打造多维的、全景式的观看样式，

向多维空间形态拓展[5]。分形空间不仅是多维的还是

分维的，分形空间的不断迭代，可以分割出无限微小

的空间，营造多维空间效果。

2.1 分形软件直接生成

分形软件 Structure Synth具有强大的三维图形编

辑功能，它所生成的分形图形有着无限细分的空间结

构。设计师可以直接运用 Structure Synth软件对单体

图形元素进行再创作，使图形在生成的过程中完成从

平面向立体形式的转变，打造更为多元化、多层次的

视觉空间。分形图形“曼德尔球”见图5，是由一个原

始球体（分形元）通过同一方程式的反复迭代运算而

产生的，该球体的整体形态不但具有对称均衡、和谐

统一的形式美感，而且其局部也有着更为丰富的空间

结构，对其局部进行无限放大就可以在细节之处看到

更为精美的细节，随着视点由远至近的变化可以呈现

出动态的视觉美感，引领大家去探究事物神秘的微观

世界，特别适合表现动态三维图形内部的纵深空间[6]。

另外，还可以利用 3D打印机将多维分形图形制作成

立体实物模型，用以描绘和展示非几何形的、不规则

的破碎形态，拓展三维图形的表现和应用空间。

2.2 分形空间的应用拓展

分形图形的空间结构是无穷嵌套、反复迭代的，

将分形空间的构造规律应用到单体图形的群化形态

中，能使图形在结构秩序和形态样式上达到多维空间

效果。如《Pascal 三角》，见图 6，是利用计算机语言

Pascal 计算生成的具有分形特质的多媒体互动装置作

品，该装置整体为金字塔造型，由 1000多个三角架重

复连接搭建而成，金字塔的内部空间被无数个三角架

细分，三角架的内部空间依然可以用更小的三角架进

行填充，以此规律反复迭代，该装置可以在横向、纵向

空间中无限延伸，并且在延伸的过程中其整体和局部

之间始终保持自相似性。该装置利用互动技术，借助

荧光有机玻璃材质使光影和色彩在空间中不断变换，

观众可以通过触摸或声控感应，从各个角度欣赏到细

分的三维空间带来的秩序美感。

3 分形动画

新媒体语境下的图形艺术需要更为丰富、多元化

的表现手法，才能引起受众的关注。传播媒介的数字

化、多样化以及受众的多元化，也促使图形艺术由传

统的静态、单向的视觉传输转变为动态、双向互动的

形态构架[7]。

3.1 分形动画的优势

分形图形的动态形式主要表现为分形动画，分形

软件Ultra Fractal是创作分形动画的最好工具。Ultra

图5 曼德尔球

Fig.5 Mandelbulb

图6 空间装置作品《Pascal 三角》

Fig.6 Installation works＂Pascal Tri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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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ctal在技术上比Flash，3Dmax，Maya等动画设计软件

更具优势。传统动画中的动态效果是由无数个关键帧

逐步设定出来的，一部动画片的完成，其动态实现部分

需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成本，而在Ultra Fractal软件

中只要选择了特定的指令和相对应的数学公式，通过

调整函数值控制动画的循环次数和时间以及场景的动

态数值，即可轻松打造精彩的动画效果。分形动画也

可以对自然形态进行模拟，展现更为细腻的动态画面[8]。

分形动画作品《风萤婆娑》见图7，其变幻莫测的动态造

型，自然流畅的动态效果，带给观众更为强烈的视觉美

感。目前，分形动画已被应用于影视特效、舞台美术、

影像装置等多个动态视频领域。

3.2 动态交互图形的应用

动态图形与用户的交互体验相结合，才能使图像

信息的表现方式更加生动，才能更加符合新兴互动媒

体的传播需求。分形图形的创作过程本身就是一种

动态交互的过程，只要提供一个分形交互平台，即使

不懂艺术的人也能够通过特定组合的数字公式创造

出新奇的图形，降低了图形设计的技术门槛，拓展了

人机交互的应用空间。将分形图形的生成方法精简

化、模式化，开发出简易型的分形图像处理软件并安

装到手机或电脑中，用户就可以利用该软件对现有图

像进行分形处理，从而生成具有分形特质的艺术图

形。数码交互作品《上海，我能请你跳支舞吗？》见图8，

通过动态捕捉、分形解构等数码交互技术，将高耸的

建筑进行碎片化分割，进而转化为模仿观众肢体语言

的软性图像，由观众的动作轨迹引导建筑形态的重

建，使原本冷漠的建筑产生随机性、拟人化的互动形

态，表达了人与建筑空间之间互为因果的哲学关联。

基于分形理论的动态交互图形突破了传统图形

单一化、标准化的设计模式，使图形创作呈现多样化

的设计风貌，也使用户在创作过程中获得心理满足感

和全新的主观体验，体现了互动媒体娱乐化的传播特

性。此外，传统在线交互艺术为了保证图像的质量，

往往需要花费较长的传输时间，而基于分形理论所生

成的交互影像利用数据压缩技术对图像进行高压缩

比编码，不但可以使作品保持精美、高清的画质，还能

够实现较快的数据运算和数据传输，充分体现在线交

互的高效性和即时性。

4 结语

新兴媒体的传播特性正在改变图形艺术的审美

趣味和创作理念，使得图形艺术的发展更加趋于数字

化、虚拟化和多样化。分形理论强调整体对部分的依

赖性，它超越了传统构成学，揭示了艺术形态新的构

成规律。分形艺术图形不仅丰富了传统的图形样式，

更是以新技术、新方法、新理念引导着图形艺术的数

字化转型。随着图形数字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分形艺

术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但目前对于分形的研究

大多仍停留在理论阶段，分形艺术还需要与软件技术

的开发、分形艺术作品的产业化、商品市场的推广等

密切配合才能够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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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分形动画作品《风萤婆娑》

Fig.7 Fractal animation works＂Whirling Fluorescent Wind＂

图8 数码交互作品《上海，我能请你跳支舞吗？》

Fig.8 Digital interactive work＂Shanghai，May Invite You to

Dance with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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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的反射力，作用于人的视觉器官形成的一种表达方

式。它通过图形的体态和造型的展现，能够使人准确

判断和理解信息。

视觉传达设计图形语言以其特有的方式表达信

息，是任何其他形式所代替不了的，它主要用于“人”

（产品制造商）与“人”（消费者）之间的信息沟通，服务

于商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其魅力的影响是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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