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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在当今这个大数据的信息消费时代，科技革命成果的影响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

而作为视觉文化艺术重要部分的设计艺术，其设计成果的展陈、推广方式也在由传统的线下空间实体

体验向以二维码、APP 为代表的线上移动互联网平台的微虚拟空间转型。方法 结合移动互联网平台上

设计领域中提供的体验为例，以图像学的理论对其分析。结论 不同类型产品的 APP 为其设计提供移

动互联网虚拟展示空间平台的全新的试验场，也形成了全新的美学特征，探讨在大数据图像泛化时代

下设计价值维度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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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hift of Design Value Dimension in the Era of Large Data Image Generalization 

YANG Fan  
(Chongqing Publishing Group, Chongqing 400061, China) 

ABSTRACT: In the information consumption age of big data, the fruits of technical revolution are sinking into every aspect of 

people's every-day life.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s of visual culture, art design′s ways of exhibiting and dessimating 

its products have shifted from off-line practice in real space to on-line practice in virtual platform, which has made possible by 

such thecnologies as 2-dimmentioanl code and APP.  Combined with the experience in the design field of mobile Internet plat-

form as an example, it analyzes the theory of iconography. The APPs of various kinds of products have provided a new experi-

mental field to mobile internet virtual exhibition space platform, form new aesthetics characteristics and discuss the shift of de-

sign value dimension in the era of large data image gener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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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艺术作为一种人机交互式的体验将产品与

消费者连接起来，而传统的设计产品展陈方式正是

为这种连接提供体验的场域，但在大数据集成时代

的背景下，以淘宝、微信等为主的 APP 软件提供的

移动互联网平台成为设计艺术的试验场，这也预设

着设计艺术传统实体感官式的体验向以虚拟图像为

主的 3D 体验转向[1]。这种基于大数据时代的变动为

设计艺术价值维度的转向提供了契机，和以虚拟图

像为主的设计艺术研究的新视角。 

 传统设计艺术展览提供以设计师灵感为创意的

设计实体成品作为媒介，但在今天资讯信息爆炸的

大数据时代下，移动互联网平台设计艺术展陈方式

则是提供利用计算机或软件重新编码后产生的机械

数字图像[2]。移动互联网平台上的设计展览可以扩大

设计产品资讯的传播路径，用 快的速度将 大配

额的设计资源进行整合，使消费者便捷地了解有关

设计艺术、设计师作品的讯息。然而，移动互联网

平台上提供的设计展览为观众提供的展览体验功能

差，会造成设计师灵感和样式被轻易地模仿，造成

作品相应的泛滥化和贬值。 



第 37 卷  第 14 期 杨帆：大数据图像泛化时代下设计价值维度的转向 179 

用图像泛化的理论阐释大数据媒介时代影响下

移动互联网平台上的设计艺术作品，探讨大数据图

像泛化时代下，新兴移动互联网平台展览中设计艺

术成品艺陈模式下设计价值维度的转向[3]。 

1  图像泛化理论 

图像泛化理论属于门类派系纷繁复杂的图像理

论中的分支之一，它是在科技发展浪潮的影响下由

手工向机械技术图像过渡时产生的，世界从文字语

言转向了以读图为信息获取手段的视觉文化时代。

这里主要涉及的图像泛化理论主要有三类：米歇尔

图像理论、波德里亚图像理论、皮尔斯图像理论。 

米歇尔的《图像理论》通过对元图像即图像自我

指涉功能的论述，说明图像转向具有自身基础，并通

过讨论哲学中语言对图像化的种种焦虑，进而指出

“这种要保护‘我们的言语’而抵制‘视觉’的需要，

就是表明图像转向正在发生的一个准确无误的信号”
[4]。宣告着“语言学转向的”终结，同时为“图像学

转向”指明了方向，图像可以成为一种信息参数配比

的媒介传播工具，可以为移动互联网平台上的提供计

算机参数配比的设计产品虚拟图像[5]。 

法国图像理论家波德里亚对于图像泛化的主要

论断是“拟像”，用通俗的语言描述说：“传统的观

看方式，为了获得一个形象，就需要先有一个场景，

也就是一定的距离，没有这个距离，就不会有观看，

也就是传统展览方式在会展中心等实体场域中所提

供的观赏距离，正是那一作用使事物得以呈现或消

逝。” 然而，电视、电脑和手机的出现改变了形象

的表象性，数字图像已经不再是这一意义上的形象，

波德里亚发现，“电视、电脑、手机等利用技术形成

的数字图像是反场景的，将表象性的“形象”经过

去真实化而转变成为无现实指涉、无深度模式的“拟

像”[6]。波德里亚将图像化作为日常生活审美化 重

要的推动者，也就是将传统设计产品的实体感官体

验转向以线上平台数字图像为主的虚拟体验。 

2  图像泛化与移动互联网平台上的设计产品 

   展示 

2.1  大数据图像泛化时代背景 

从 19 世纪开始，伴随着摄影术、图像复制技术

与电视的发明，图像也逐步媒介化。然而随着科技

的发展，到今天视像已经明显式微，替代它的是今

天充斥着人们日常生活各个角落的互联网数字图

像。设计艺术的产品展示也在数字图像媒介潜移默

化的影响下逐渐对其产生认同和依赖。在大数据互

联网信息时代的媒介网络里，图像改变着人们感知

时空的方式，互联网数码图像操纵着人类的眼睛，

这带来对之前构建的传统设计成果展示体系的巨大

冲击[7]。根据个人需求选择设计产品时，可以摆脱单

一参加各种实体展销会与推介体验活动的模式，大

数据时代下的互联网平台为人们提供了大家需求的

各种信息，人们只要在手机等移动终端工具上利用

APP 软件就可以轻易获取自己需要的设计产品资讯。

和传统的实体场域空间的感动体验相比，人们可以

更舒适、便捷地获取和选择设计产品。移动互联网

平台的全名共享也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

式，也预示着大数据图像泛化时代下设计价值维度

的转向。 

2.2  移动互联网平台上的设计产品展示 

大数据图像泛化时代的背景下，传统设计成品

的展陈方式也在由会展中心的实体场域空间向以线

上移动互联网平台所构筑的虚拟空间转型。以淘宝

（见图 1）、微店等为主的移动互联网平台成为设计

师灵感成果 新的展场，设计产品的消费群体通过

APP 可以轻松地获取设计产品的灵感来源、产品数

据、实物图片与试用方法的具体操作视频等产品的

全面信息。 

 

图 1  淘宝手机 APP 页面 

Fig.1 Taobao mobile APP home page 

人们在面对一类需求的设计产品时，以淘宝等

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平台会用 优配比为人们选择

出相对应的设计产品，人们在结合个人的喜好和预

设价格后选择 适合自己的设计产品[8]。和传统实体

空间场域的设计产品展销会比起来，消费者获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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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资讯的途径更加便捷、多样化。人们不用在展销

会上花大量的时间去听展销人员进行产品介绍与实

体体验，但在移动互联网平台上，人们只能获得各

类视觉的测评资讯，因为无法获得其他的感官体验，

所以要基于自身的判断来对设计产品进行选择。像

小米、锤子等手机设计产品，都没有实体的营销体

验店，都是通过移动互联网平台进行产品的发布、

推广与销售[9]。锤子手机官网首页见图 2。锤子手机

销售页面见图 3。 

                       

 

并且移动互联网平台上的设计展示产品可以更

快捷地推出设计师，但如何在资讯泡沫中找到真正

有良心的设计产品是人们在全球化进程和消费主义

泛滥的当今社会中，需要面对的巨大挑战。设计产

品更新换代的频率更加迅速，因此很多设计师用重

复的设计理念来完成产品更替。很多青年设计师在

移动互联网平台上的设计作品可以被他人轻易借鉴

与使用。这样的设计模式会造成艺术品相应的泛滥

化和贬值。 

3  结语 

在当今这个充斥着肉身享乐的消费时代中，科

技对艺术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移动互联网平台上的

设计产品展示更加简约性、便捷性，因此更容易被

大众观众所接受与了解。然而，人们也失去了对设

计产品的感官体验过程，移动互联网平台上的数据

库，使得设计师的各种设计概念和灵感可以被轻松

模仿，这也就势必会造成相应的设计产品的泛滥化

和贬值。设计价值的维度也由传统实体空间的体验

价值向构建虚拟空间的产品信息体转变[10]。 

在大数据图像泛化时代下，移动互联网平台上

的设计展示产品面对着机遇与风险的双重挑战。大

数据时代背景下的移动互联网平台上的设计展示产

品不应该成为艺术家获得灵感与素材的工具。对于

设计师来说，坚持自己的设计理念，从生活中去寻

找自己设计的灵感，不在虚拟的技术数码图像中迷

失自我，不成为时代的盲流。那么这样的设计不仅

是鲜活的、生动的还是有责任和负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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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锤子手机销售页面 

Fig.3 Smartisan sales page 

图 2  锤子手机官网首页 

Fig.2 Smartisan official website 
home p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