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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通过研究新媒体语境下影像艺术的多元化表现，探讨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影像艺术表现形式

的多元化。方法 针对新媒介对当代影像艺术产生的影响，包括真实与虚拟的完美再现、媒介交互对艺

术表现力的提升以及新媒介对影像艺术的无界性推动等方面对影像艺术的多元化表现进行了分析，认识

到媒介性是当代影像艺术的主要特征之一。新媒介的介入提升了人们的视觉互动体验，革新了人们对视

觉图像的认识。结论 新媒介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改变了艺术家的创作理念、创作手段和创作方式，还

拓宽了影像艺术在视觉艺术领域中的作用，对当代影像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使影像艺术在数字时代

背景下获得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推动了影像艺术在新媒体语境下的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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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ersity of Image Art in Context of New Media 

ZHANG Hui, SHEN Yao-yao 
(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n 710054,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ims to explore diversified forms of image ar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media era by researching 

the diversified performance of the image art under the new media context. In view of the influences of new media on 

contemporary image art, diversified performances of the image art were analyzed from the perfect real and virtual repro-

duction, the improvement of artistic expression through interactive media, the promotion of unbounded image art through 

new media and other aspects. It was realized that the media was a major characteristic of contemporary video art. The in-

tervention of new media enhanced our visual interactive experience and changed our awareness of visual image.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new media not only changes the artist's creative ideas, creative methods and ways, but also 

broadens the role of image art in the visual arts. It brings new challeng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image, 

makes the image of art win more possibilities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age and greater development space, and pro-

motes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image art in the context of new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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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背景下，科技水平飞速提升，出现了

众多的新媒介。新媒介在文化娱乐，信息传播和互动

交流等方式上，彰显出极强的独特性，极大地影响了

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也让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了

极大的转变。正如新媒介关键概念中提及的，新媒介

是通过“数字化表征”运作的[1]，数字媒介以互联网

技术为支撑，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过程中，覆盖了

多个不同的领域。在我国艺术领域的发展过程中，影

像艺术的发展因其特有的媒介艺术性与自身的时代

性特征，成为了我国社会领域中较为重要的艺术形

式。新媒体时代的数字化、网络化、交互化所带来   

的真实与虚拟的完美再现使人们获得全新的视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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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也使得现代影像艺术具备更多的文化性与无界性

特征。 

1  真实与虚拟的完美再现 

在影像艺术的发展过程中，真实记录的特征是其

重要的艺术表现组成部分[2]。这种真实性所带来的艺

术表现力是其他表现形式所不能企及的。数字时代背

景下的新媒介逐渐改变了影像艺术的表达方式，使艺

术与科技的融合更加充分，而虚拟性是新媒体语境下

影像艺术的一个更重要的本质特征。这个特征是传统

艺术所不具备的，也是艺术家不去思考的。影像作品

的虚拟性表达是艺术家对物质现实世界和人类心理

世界的反映。它促进了影像艺术的多元化发展。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影像艺术作品的创作迎来

了新的变革，例如法国艺术家 Clement Briend 的作品

《柬埔寨树灵》，见图 1。该影像就是通过大型投影

仪进行投影、创建和删除，通过全面优化光线的流动，

从多个角度和层面将街道上的真树与虚拟的石像完

美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真实而又虚拟的现代影

像，其拍摄原理见图 2。这种借助新媒介的创作方式，

实现了影像艺术真实与虚拟的完美再现，推动了三维

立体图像的全新探索。2017 年，笔者在丽水摄影节

上借助 3D 全息投对“丝路长安·数字唐陵”这一艺

术创意进行了策划和展览，唐陵 3D 全息投影见图 3。

此作品以 3D 技术为支撑，从不同层次、不同视角和

不同路径，完美地实现了唐陵雕塑的虚实结合，使人

们对唐陵文化的了解更加直观，让观众对古代历史文

明有最真实的体验。影像不再只是限定在被观看的二

维空间视觉，新媒介是实现新图像艺术的特殊表现方

式，这种将真实与虚拟完美结合的场景，让观众进入

交互联动的信息场域，感受身临其境般的艺术体验。

这是一项关于影像艺术的重要数字化实验。发展到今

天，影像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作品的虚拟化和由

此带来的真实艺术体验[3]。 

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媒介的发展打破了影像的某

些局限性，实现了向全新三维图像类型的拓展，使影 
 

 
 

图 1 《柬埔寨树灵》 
Fig.1 "Cambodian Trees" 

 
 

图 2  拍摄原理 
Fig.2 Photography principle 

 

 
 

图 3  唐陵 3D 全息投影 
Fig.3 3D holographic projection of  

Tang Emperors' Mausoleum 
 

像在虚拟构建技术的支撑下，由“画框”转向为现实

生活场景，影像艺术就此具备了明显的三维空间属

性。相对于二维图像所带来的个人体验，图像变得更

具震撼力，观众对图像的认知变得更为深刻。同时，

观众作为主动介入新媒介作品的一个部分，其角色不

应该只是观看者，也应该是作品交互过程中的一分

子，感受着全新的立体视觉空间。 

新媒介的运用让人们认识到一种影像艺术形式，

一种由技术衍变出来、具有不同寻常的视觉表达方

式。它所产生的效果是与传统视觉审美体系截然不同

的。它是一种全新视觉模式，是一个综合视觉、听觉、

触觉等多维语言的感性空间。影像艺术能使人们深深

感受到图像的无限伸展性，同时也能让人们产生许多

关于影像艺术创作方面的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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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唐陵 360全景 
Fig.4 3D Panorama of Tang Emperors' Mausoleum 

 

2  全方位的图像展示 

在新媒介刺激下，影像艺术的发展具备了极强的

多样化属性。在此属性的支撑下，其创作理念和创作

方式得到了极大的改变，图像的展现方式就此变得更

加丰富。这极大地推动了影像艺术作品媒介交互性的

增强。如今科技发展迅速，催生了新型传播环境，带

来了影像创作创新，形成了具有互动艺术语言的新型

影像艺术形式[4]。西安理工大学科研团队借助于 360
全景展现技术对“数字唐陵”APP 进行了设计和开发，

对唐陵雕塑艺术品进行全面、生动的展示，唐陵 360
全景见图 4。此作品采用摄影手段把唐陵拍摄成不同

画面。接着，在计算机技术的支撑下，利用这些画面

进行动画的制作。在程序开发和运行过程中，演示动

画内容。最后，将唐陵雕塑的数字信息显示于移动终

端上。在作品展示上，360全景图像技术得到了广泛

的运用，能够在左右滑动的操作过程中，对唐陵不同

角度的画像进行呈现和展示。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

展，当代影像艺术不断变革和创新，使得影像艺术的

传播更加迅速，互动更加流畅。影像艺术强调的是运

用数码技术和网络技术，将不同的事物链接起来使之

产生联系。影像艺术的“交互性”是艺术家利用数字

媒介的网络传播性特征和技术性特征，带来新的视觉

体验和视觉转换。通过具有延伸性创意的数字化艺术

作品，将艺术家的创作思想与观念与观众产生交互的

关联，以加强观众对艺术作品的参与性，使艺术家、

作品与观众三者之间形成有机的整体，缺一不可。数

字化技术手段下的唐陵文化遗产，不仅是古代历史的

见证，也是中国文明最重要的物质载体，更是文化、

艺术的传承[5]。 

新媒体时代背景下，影像艺术的发展水平得到了

极大的提升，新媒体技术能够全面地展现图像的内

容，带给观众全新的视觉和媒介体验。这种即时传播

以及与人零距离接触的特性，已经完全影响和改变了

影像艺术传统传播的概念。艺术家应在了解影像艺术

变化特点的基础上，认真探究新媒介语境下影像艺术

的多元化表现，将影像艺术的价值发挥到极致。 

3  全新的视觉互动体验 

如今看来，新媒体语境下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艺术

数字化、信息化为影像艺术在视觉美学中的互动提供

了更多的可能性，带来了全新的视觉互动体验。例如

台湾艺术家黄心健的作品《上海，我能请你跳支舞

吗？》，见图 5。《上海，我能请你跳支舞吗？》充分

体现了观众与作品的互动。黄新健把美术馆展厅转换

成了一个公共空间，将艺术空间打造成轻松舒缓的社

交空间，使观众仿佛在虚幻的舞池中游走，可以在其

中翩翩起舞。作品在互动机制的辅助下，将现实中的

高楼大厦演变为和人伴舞的生动图像。在观众舞蹈动

作变化的过程中，建筑面貌也随之转变。此作品表达

了作者对自身行为与城市空间因果关系的思考。这是

一种全新的尝试。在观众与作品的连结、融入、互动、

转化和呈现的过程中，该作品充分体现了影像艺术的

交互性，还衍生出了全新的视觉互动体验。罗伊·阿

斯科特说过：“在互动艺术的简史中，从定义上看，

观看者的参与一直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互动艺术作

品变得越来越不受限制，没有一个最终的目标[6]。” 
 

 
 

图 5 《上海，我能请你跳支舞吗？》 
Fig.5 "Shanghai, Can I Ask You to Dance?" 

 

这种与新媒介相结合的全新互动方式，不仅兼顾

了传承与创新，而且方便又快捷。这种互动方式有利

于影像艺术在新媒介语境下的广泛传播，能更加容易

地被人们所接受，也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学习，是新

媒体时代下一种不可回避的发展趋势。新媒体语境

下，影像已不再仅仅停留于记录对象，它俨然已成为

探索世界、讨论问题的媒介，这也是当代影像和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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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的区别所在[7]。随着科技水平的提升，影像成为

新媒体时代下视觉文化交流的一种方式[8]，“互动性”

也成为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新媒介的显著特征。它彻底

改变了传统影像作品与观众所保持的观赏距离、身体

距离和身心距离，使观众在与影像作品的互动中也成

为艺术表现的一部分，因此，信息科学技术的快速发

展和普及，使得影像作品的表现形式得到了极大的丰

富，新媒介逐渐成为影像艺术最方便、最快捷和最有

效的传播途径和艺术载体。它不仅为当代影像注入了

新的活力，而且还极大地提升了影像作品的视觉互动

体验。 

4  影像艺术的无界性发展 

就现今的影像艺术而言，不同的艺术类别存在极

强的相关性，不同艺术门类并没有清晰明确的界限。

当代艺术的鲜明特征即为无界性，这也成就了其发展

的多元性和丰富性。随着新媒介的产生和发展，数字

图像逐渐改变了影像的制作、传输和消费方式，艺术

家对媒介的运用和创作方式也在不断地发生改变[9]。

在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中，艺术家不仅可以把影像当

作创作的手段，也可以把影像作为一种媒介来看待、

组装和处理，从而获得对同一作品的不同表现形式，

《丝路长安·数字唐陵》见图 6。唐建陵三维扫描多

角度渲染见图 7。图 6 和图 7 这两张作品所呈现的是

同一座石狮雕塑的影像。虽然它们都是通过三维扫描

所获取的，但是得到的影像截然不同。《丝路长安•

数字唐陵》是关于唐建陵石狮雕塑的皮肤二维展开

图，图 7 是唐建陵石狮雕塑的三维扫描图。在同一场

景下，艺术家的创造潜力被充分激发，传统的影像创

作思维被打破，在现代数字媒体技术的支撑下，中华

传统美学思想得到继承和发扬。 
 

 
 

图 6 《丝路长安·数字唐陵》 
Fig.6 "Silk Road Chang'an & Digital Tang Emperors"  

Mausoleum" Production: Zhang Hui 

 
 

图 7  唐建陵三维扫描多角度渲染 
Fig.7 3D scan multi angle rendering of mausoleum  

built in the Tang Dynasty 
 

影像艺术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媒介或艺术。在数字

媒介的基础上，它还打破了艺术作品在创作方式上的

局限性，在艺术观念、表现形式和表达方式上具有更

加广泛的融合性。艺术家运用数字媒介和技术既可以

创作影像艺术，也可以是装置艺术，这是中央美术学

院艺术家缪晓春在“无限 Limitless”展览中展出的新

作，即《新立方主义——火》见图 8。该作品给观众

带来神秘的视觉冲击。装置原理见图 9，整个展览中，

小展厅的四周是架高的走廊，中心展示的是一件立方

体的影像作品，在该立方体的前、后、左、右、上 5

个面都同步投放着一个作品。整个作品犹如一个炼狱

般的立体世界被切割。缪晓春将 5 个视觉角度的影像

作品进行了分别制作，并同时投射到一个立方体上。

他把 5 个画面精确地连接在一起，构成一个立方体的

整体世界[10]。这种“立体主义”的表现方式，充分体

现了艺术家借助新媒介来诠释和释放自我，以及他们

对当代社会及艺术人生的真诚思考和象征性表达。这

种影像艺术表现形式的多元化，为新媒介艺术的创造

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图 8 《新立方主义——火》 
Fig. 8 "New Cuboism: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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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装置原理 
Fig.9 Photography principle 

 

这种与新媒介相结合的传播方式，不仅兼顾了传

承与创新，十分方便快捷，而且有利于打破影像艺术

的边界，推动影像作品在新媒体语境下的无界传播，

是新媒体时代下一种不可回避的发展趋势，因此，新

媒体语境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全面参与、无界传播、可

复制性等特点[11]。它激发了艺术家以开放、发展、理

性和非线性的思维方式创作全新的影像作品，因此，

艺术家应看到影像艺术不再仅仅是一种局限于模拟

功能的冷漠数码创作方式，也应是一种符合当代形

势，回归人类欲望与纯粹本能的创作途径。艺术家们

的作品将由此带来无限的可能性。 

5  结语 

影像是一种表达艺术的媒介，是一种承载艺术家

观念的载体。它所包含的美学基础实际上是影像艺术

发展过程中艺术家在媒介运用时所形成的视觉经验。

逼真的影像来源于自我认识，是审视生活最好的表达

方式，也是摄影作为艺术所追求的至高境界[12]。新媒

体语境下影像艺术的多元化表现，是当今信息时代社

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艺术家对影像艺术表现形式

的新探索。这种新型的艺术形式不仅可以丰富和提升

人的审美经验，还能进一步开拓影像艺术的视觉表现

空间。无论是新媒体艺术还是新媒介支撑下的影像艺

术都是新兴的艺术形态，还处在不断演变的过程中，

需要全方位地探索、研究与实践，也需要更深入的学

习与思考。希望影像艺术在新媒体语境下能够焕发 

出更加璀燦的光芒，给人们带来更丰富的视觉体验和

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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