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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设计中当代艺术语言形式的运用与发展，探讨顺应社会多样化发展与数字时代的艺术

与设计趋势，以及对现代社会生活产生的深远影响。方法 以历史与社会的角度，通过案例分析，依次
从当代艺术创作的设计特点、当代艺术与设计之间的转换、当代艺术的先锋实验性、设计对当代艺术语

言形式的运用 4 个方面展开研究，分析当代艺术与设计之间不断借鉴与交流形成动态转换的特征，由此

来阐明当代艺术语言形式给设计带来的促进与启示作用。结论 随着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推进，当
代艺术与设计的转换日益显著，当代艺术语言形式使设计焕发出新的活力与生机，给社会发展带来了独

特的功效，设计对当代艺术语言形式的运用体现了现代信息时代的需求，同时也为艺术与设计互融发展

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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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aims to study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art language forms in design, and to explore 

the trend of art and design in the digital era and its profound influences on modern social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and society, through case study, the research was carried out from four aspects: design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

porary art, transformation between design and art, pioneer experimental nature of contemporary art, and application of 

language form of contemporary arts in design. It deeply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ynamic transformation formed by 

constant reference and exchange between contemporary art and design, to clarify promo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con-

temporary art language form to design.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global economy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art and desig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remarkable. Contemporary art language forms make design 

develop with vitality, and bring unique effects to social development. The application of design to contemporary art lan-

guage forms reflects the demand of modern information age, and provides new ideas for development of art an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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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100 年来, 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迈进，

因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引发的价值观和带来的生活

方式转变令人惊叹。现代生活中，物质越丰富，精神

越空虚；科技越发达，个人的生存空间越受限，人们

正处在一个多变而游离的时代。艺术与设计向来有着

密切的关系，却一直被各自的职责划得泾渭分明。今

天的艺术似乎不再是一杯纯酿的酒。现代设计作为新

兴学科应运而生，被认为是连接艺术与技术的纽带，

而且逐步成为与社会、经济、消费、时尚等密切相关

的一种文化现象。值得一提的是，当代艺术所显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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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放特征，已渗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其艺术语言

形式频繁为广义上的设计所运用，因此，艺术和设计

在新时代里有了新的涵义，它们彼此间的“转换”变得

多样而活跃，当代艺术语言形式在设计中，相互融合

与推动，使人们获得到不同以往的启发与可能。 

1  当代艺术创作表现的设计特点 

1.1  设计语言进入当代艺术中 

21 世纪以来，当代艺术以强烈的颠覆态度和出

位的表现不断拓展着新的艺术语言、挑战着未知的世

界。当代艺术家们乐于制造设计中常用的符号化象

征，使带有强烈设计性的直白表达方式有了用武之

地，当代艺术中的设计特点越发明显。其中， 为突

出的是对美的认识转变。在当代艺术语境中，通常意

义上的美不再是确定的，艺术品的创造与欣赏没有了

单一、绝对的标准，更多的是用概念化的语言来表达

观念与思想。尤其是 90 年代的代表人物达明· 赫斯

特，作为“英国年轻艺术家”运动的领军人物，国际当

代艺术界无法绕开他。达明· 赫斯特善于挑衅观众、

重审观念、搅动市场，他的干涉已经不是简单的艺术

形式，其作品可以如偏执狂般将药片井然有序地摆放

在玻璃器皿内；也可以恶心到把苍蝇与蛆放置在真实

的牛头上叮咬，这些惨不忍睹的表达让人在视觉与心

理上受到强烈冲击。不论是质朴还是邪恶，往往讨论

的主题是关于生与死、美与丑、神圣和亵渎等。他把

概念主义从艺术边缘引进主流，从中可以看到，具有

设计性的语汇极大地丰富了当代艺术的表现手法，使

缺乏美感的风格得以展现。正如后现代思想家们所提

出的日常生活单调、刻板、重复、无趣，工具理性、

精英文化以及体制权力对日常生活进行了极大地控

制，只有艺术能承担救赎的使命，弥合生活和艺术之

间的界限[1]。  

1.2  当代艺术语言的“日常化”特征 

在后现代的消费社会中，当代艺术的另一特征，

即日常化、游戏性的传递创造了新的文化现象，当代

艺术家们把艺术扩大到日常生活领域。美国艺术家杰

夫·昆斯经常从商场里搬来日常用品、玩具等，或是

用大众化的形象来进行拷样，并且宣称他的作品不包

含隐藏的意义，“气球狗”见图 1，“郁金香花束”见图

2。实质上，其作品代表了对时代文化的认同，把艺

术更加地世俗化，他将波普艺术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这种消费品与艺术品的对换，消解了艺术的崇高性，

彻底打破了艺术与设计的界限。艺术品既可以是商店

里普通大众触手可及的生活日用品，又可以是美术馆

内供人欣赏的艺术品，这引发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强调将艺术设计的范畴扩大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大

众生活时刻被设计所包围，其结果是商品的使用价值

不再具有支配作用，取而代之的是抽象符号价值的提

升。可以说波普是促使艺术与设计相融合的主因，其

中，广告设计是符号生产的重要手段。某种程度上，

广告遮蔽了商品的真实性，符号的意义被无限放大，

人们享受到的是日常审美化带来的虚拟价值。全球经

济化的今天，消费者不是为了满足实际的功能需求而

消费，而是为了取得某些附加值，为存在于符号系统

中的符号意义而买单[2]。  
 

 
 

图 1  “气球狗” 
Fig.1 "Balloon dog" 

 

 
 

图 2  “郁金香花束” 
Fig.2 "Bouquet of tulips" 

 

1.3  当代艺术与设计的语言融合 

现代设计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物质世界，现代

生活的丰盛正是来自于应接不暇的视觉冲击，人们对

于设计的要求变得更为复杂。充斥着感官刺激的虚拟

与色情，带有魔幻、媚俗色彩的视觉文化大行其道，

无疑，这种审美趣味的转变直接影响到当代设计与艺

术的审美取向，通过哗众取宠的方式，极大地扩充了

人们的审美心理[3]。当代艺术的表现方式不断被应用

到设计作品之中，并受到年轻消费者的追捧。然而，

日常生活的含义在扩展，普通人对现实的要求是提高

生活品质并获得价值的提升，这显然又有大众回归到

小众的趋向，也就是消费市场的多样化现象日益显

著。就如列斐伏尔所说：“让生活变成一件艺术品。”

现代设计师们在进行设计创作时，在考虑设计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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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性同时，还要强调艺术的个性化特征，因此，今

天的设计师要解决的不仅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且

要解决物与人的关系，来满足人们不断变化着的艺

术、文化与心理的需求。如果说，设计中的理智与艺

术中的放任已经相互消弭，那么，设计远非是简单的

艺术加技术，应该说，设计与艺术正在经历跨学科的

转变，它们之间的语言转换将会越来越频繁。 

2  当代艺术创作与设计之间的相互转换 

2.1  当代艺术家与设计师的角色转换 

显然，今天的艺术家仅仅停留在自我意识中是远

远不够的，创作主题也由直觉感知更多地被当下的社

会、经济、文化、全球化等焦点问题所替代。甚至，

对于当代艺术中的佼佼者，仅用艺术家来称呼似乎太

受局限，其角色涵盖到思想家、发明家、策划者、设

计师、导演等。另一方面，新技术的推陈出新给当代

艺术的创作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诸如电影、视频、

音频、装置、交互、表演、文本、新媒体等，已成为

艺术家们常用及随意组合的创作媒介。这免不了需要

运用策划来操作，至此，设计思维顺理成章地渗透到

艺术活动中，换而言之，当代艺术本身就是一种设计

行为[4]。艺术家逐渐摆脱了以往单纯的创作，而是进

行一系列有规模地设计、策划和统筹，并且显示出群

体智慧的力量。蔡国强就是兼具艺术家与设计师双重

身份的典型，在思想、观念上他是一个艺术家，而在

策划与组织活动上，他又是一个出色的设计师。作为

焰火演示的总设计，无论是他在奥运上《大脚印》的

“火药”艺术见图 3，还是作品《天梯》见图 4，都引

爆了东方文化。可以说他的作品是设计与艺术的形

式转换，是东西方艺术的碰撞，所产生的陌生感使

得东方哲学魅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在全球西

方化的艺术语境下，其作品能脱颖而出并成为世界

关注的焦点，这与他所扮演的多重角色分不开。同

时，蔡国强的表达媒介与操作方式也给予了设计界

很多启示。 
 

 
 

图 3  《大脚印》 
Fig.3 "Big Footprints" 

 

 
 

图 4  《天梯》 
Fig.4 "Sky Ladder" 

 

2.2  当代艺术与设计创作过程的转换 

当代艺术的创作过程，不仅意味着摆脱了对客观

事物描摹，而且以披露的方式与现实无限接近。从表

现形式上，人们已经很难区分艺术创作还是广告设计

或平面设计，很难界定新媒体艺术还是新媒体设计，

分不清现代雕塑、建筑还是装置艺术等。当代艺术的

创作过程与设计的过程也十分相似，由收集素材、信

息，经过分析、提炼形成概念， 终将其表现出来。

随着新技术的出现，更强化了人们从直觉中获得一种

新认知的能力，以特有的记录方式来体验生活的创新

感官能力。当代艺术与设计利用高科技和新媒体的技

术完成作品，使艺术与技术达到高度融合，两者创作

与执行过程的转换更为容易。然而，艺术与技术的关

系不是简单的对等关系，而是双向的互动关系。新技

术作为一个高效、便捷的辅助工具，是当代艺术与设

计实现的一种手段，它提供了实现创意的无限潜能，

近年来新媒体技术应用于传统工艺而焕发出鲜活的

生命力就是很好的例证[5]，因此，当代艺术与设计需

要互相借鉴各种艺术活动经验，可以通过人类感官等

人性化的技术来感知、交流与传播信息[6]。将设计纳

入强烈的当代艺术的视角来加以审视，从文化理念中

构建现代设计的内容，使人们可以获得普遍追求科技

与情感的平衡，而这种平衡有助于先进技术创造出更

适合人类生存的方式。  

3  当代艺术语言的先锋实验性 

3.1  当代艺术观念对现代设计的影响 

实验仿佛注定是当代艺术的特权。各艺术门类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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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相互交叉尝试，以期寻找到新的突破。从一个艺术

活动的整体来看，当代艺术家运用富有创意的方法来

折射社会的各个侧影，促使人类对生存思考与人性追

问。德国当代艺术家约瑟夫波依斯是具有开拓性意义

的人物，他的概念艺术包括哲学、政治学、社会学，

作为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极富影响力的行为艺术家，

把艺术完全变成一种社会的行为，他的社会雕塑思想

完成了现代艺术的形式革命，让公众参与到整个过程

当中，极大地拓展了当代艺术的边界。艺术创作的使

命感是体现当代性的重要方面。英国当代艺术家赫斯

特在 1991 年创作了《在某些活的人的心目中不可能

的物理死亡》见图 5，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作品，他用

一个巨大的金属箱，内中以福尔马林溶液泡着一条巨

大的鲨鱼标本[7]。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的冲突极为

强烈，这样的作品超越了娱乐的范畴，触及到社会学、

人类学、博物学等。当代艺术也引发了为人服务的方

式探究，现代设计理论对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等问

题的关注日益增强，这就从设计伦理观上极大地深化

了设计的思考层面，推动了现代设计观念付诸于社会

实践中。 
 

  
 

图 5  《在某些活的人的心目中不可能的物理死亡》 
Fig.5 "Physical Impossibility of Death in the Mind of Someone Alive" 

 

3.2  当代艺术与设计的互动体验 

当代艺术作品的价值在于借助看得见、摸得着的

实体形象，把个人情绪传递给观众，再通过互动后被

重新定义，这体现了当代艺术思想的包容性。与观众

保持距离已经不是艺术欣赏的唯一途径，艺术家移交 
 

给观众一部分主动权，让观众参与并表演， 终达到
共同完成作品的意义，这使得当代艺术更受关注。随
着新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艺术家运用新媒介与观众
作沟通互动，使互动艺术成为当代艺术的重要表现形
式之一，而这种互动形式正是现代设计所提倡的一种
新方向[8]。芝加哥千禧公园的皇冠喷泉见图 6，艺术 

   
 

图 6  芝加哥千禧公园的皇冠喷泉 
Fig.6 Crown Fountain of Chicago Millenium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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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普伦萨采集了大量芝加哥市民的面部影像，用两块

电子屏竖立在广场上，当脸部“吐水”的时候，水便从

屏幕中流出，这样的公共艺术让民众参与，寻求一种

双重互动的方式来感受芝加哥独特的城市文化，产生

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力。今天，文化消费已变为了一种

消极的逃避，消费者在接受文化的过程中以乐趣为主，

受众在消费主义的大力倡导下变得盲目拜物[9]。利用

现场性与时效性，让观众主动参与其中获得体验、引

发思考，今天的设计与当代艺术更为接近，让受众、

消费者站在舞台的中心，通过向公众展示反映生活的

本质与态度来达到可持续性、更广泛的商业传播效应。 

4  设计对当代艺术语言形式的运用 

4.1  设计借助当代艺术沟通方式引爆新媒体 

沟通带来隔阂，交互造成疏离。互联网的诞生果

真把人们的距离拉近了吗？实际上，在这个以移动互

联网、数字技术为标志的崭新时代，每一个消费者就

是一个媒体，人人都是艺术家已经变为事实。人们不

得不正视媒介传播的变革和数字化信息技术的日异 
 

月新[10]。移动互联时代是以粉丝经济、小众狂欢来驱

动商业运营与管理，通过不断升级来提升商业价值。

中国在微博、微信、论坛、贴吧风起云涌的同时，个

人媒体扩张也不断推进，面对大众出现了小众，如今，

一些小众产品、小规模效应也能引起轩然大波，就如

低成本、抓眼球的 H5 小游戏，竟然一夜火爆无比[11]。

设计可以借助当代艺术好似不经意的情境来达到偶

发性的个体体验，将隐藏的观念一层层地剥离出来呈

现给观众，再推波助澜到群体效应。社交媒体已成为

当下不容忽视的沟通平台，设计需要整合传统媒体与

数字媒体之间的关联。2017 年宜家在加拿大店内发

起的“Cook This Page”活动见图 7，以鼓励使用宜家厨

具和食品。向顾客推荐了一系列用食品安全墨水印在

可烹饪羊皮纸上的简易食谱表，按说明在羊皮纸上配

制食物， 后将其卷起并烘烤。结合社交媒体制造亮

点话题，18 个地点提供的所有 12500 张羊皮纸食谱

在数小时内被抢走，使宜家简单、有趣的品牌理念深

入人心。在新的传媒时代下，过量、过度的信息早已

使大众审美疲劳，应该通过新的沟通方式，来重审设

计，从而引爆网络平台。 

   
 

图 7  宜家“Cook This Page”活动 
Fig.7 "Cook This Page" activity of IKEA 

 
4.2  设计运用当代艺术语言形式进行跨界策划 

显然，消费文化的需求成为艺术与设计跨界合

作的内在动力。设计师的困境是致力于提升生活品

质的同时，又不断增加商品附加值。设计更需要一

种超乎寻常的引导力，通过不同领域的的资源整合，

寻找新鲜点来吸引有太多选择的大众。人们可以看

到，今天设计所面临的挑战在于不断追求扩张、潜

藏的心理特征，把熟悉的东西变得陌生，引发好奇

心推动大众的参与和分享。新世纪，科技的进步将

理性与感性的撞击带入到各个设计领域，各学科的

界限变得越发模糊，跨界使消费者所购买的产品具

有某种特定的文化和精神内涵，在消费过程中产生

了愉悦的情感体验，这已成为当代设计发展的新趋 

势。平面设计师出身的施德明表现尤为突出，他不

单为滚石乐队、路瑞德获奖专辑等设计过封套，还

涉足电影置景、家具、海报及书籍设计等各个领域，

他宣称的“有尺度的大胆设计”中充斥着当代艺术语

言的挑衅与怪异，作品《我一生中所学到的东西》

和《当下更好》见图 8。人们所看到的狂热艺术语言

背后是理性的设计策划。他被誉为全方位发展的国

际艺术家，更充当起媒体明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

点。应该说，当代艺术语言形式在设计作品中的频

频运用，使跨界合作的倾向更突出，从某种程度上，

消弱设计的实用性与目的性，由艺术家式的出轨方

式来结合周密的商业策划已演变为现代市场涟漪效

应的通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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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作品《我一生中所学到的东西》和《当下更好》 
Fig.8 "Things I Have Learned in My Life so Far" and "Now is Better" 

 
4.3  设计运用当代艺术思维达成社会使命 

今天，无论设计还是艺术，其核心就是创意，它

将成为各个行业中 关键的能力，而不仅是作为商业

利润 大化的工具。2012 年多个国际广告大奖颁给

了这样的作品：世界上延续时间 长的哥伦比亚革命

武装力量，有 6000 游击队仍在哥伦比亚丛林中。哥

伦比亚国防部委托广告公司，要求想一个办法遣散剩

余的游击队员。由于他们隐藏在丛林深处，传递复员

消息十分困难。由于圣诞节是一年中感情 丰富的时

候，所以一项为期四天“带圣诞节入丛林”的行动实 

施，在丛林深处选择了一棵 25 米高的树用灯装饰。

当游击队靠近树时，运动传感器使它照亮，显示出横

幅标语：“如果圣诞节能够来到丛林，你可以回家了。

复员吧！圣诞节一切皆有可能。” 结果，331 个游击

队员放下了武器复员。这个活动显示了创意的感召力

与网络的力量，通过世界各地的视频、网站、社交网

络和博客，吸引了国际主流媒体进行报道。对于国家

内部冲突，政府首次采用了人性化的方式来解决。

2016 年，哥伦比亚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签

订了和平条约。为纪念这一历史性事件，广告公司为

教 育 部 开 发 了 一 个 创 意 ， 回 收 由 国 有 武 器 制 造 商

Indumil 停用的实弹制成钢笔，分发给该国的领导层，

子弹钢笔见图 9。Bullet Pens 传递了“教育超越战争”

的理念。今天，评价设计作品的优劣除了着眼于基本

功能与商业价值，还应考虑更大的命题。创意设计无

所不在，其广泛性与主动性在不断延伸，设计可以通

过全球化语境，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解决社会难题、

抚慰心灵，甚至凝聚人的力量。 

 

  
 

图 9  子弹钢笔 
Fig.9 Bullet pens 

 
5  结语 

当代艺术的形式与观念可谓层出不穷，由于审美

标准变得模糊，在纷繁复杂的表象下，不乏庸劣之作

混迹其中。然而，不论如何变动，其本质仍是发掘人

类自由与纯粹的精神。艺术家不再需要借助人们习惯

的裁体，以其独特的方式展现了一种带有设计的理性

思考。而设计虽然依旧以功能与实用目的为前提，却

悄然形成了与传统、历史、文化和自然及意识形态相

联系的复杂文化态势，并转换为了新的价值取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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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挖掘当代艺术中的激情来揭示隐藏的市场潜能。

随着社会多元化发展与数字时代的到来，艺术与设计

的转换在经历了各自的演变之后势必会更加活跃，始

终不能停止的是对世界的探索与人性的反思。设计中

当代艺术语言形式的频繁运用，将更多地体现出社会

价值与责任感。总而言之，艺术用燃烧自我的方式发

出光亮，设计便是那个不断加注的燃料，它们之间的

互动激发出了这个时代的精神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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