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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数字媒体艺术与蒙古族文化的融合策略，在优化新媒体数字艺术创作的同时进一步促

进蒙古族文化的传播与传承。方法 厘清新媒体数字艺术与地域文化的关系，结合蒙古族文化中的图案、

色彩等元素对新媒体数字艺术与蒙古族文化的融合路径进行探讨。结论 中国的新媒体数字艺术要打造

自己的品牌，既要借鉴外来的先进文化和技术，又要有自己本民族、本地域的文化特色，要将民族文化、

地域文化与新媒体数字艺术加以融合，才能使数字艺术设计更具生命力，使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得以进

一步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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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of New Media Digital Art and Mongolian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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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feng University, Inner Mongolia Chifeng 024000, China) 

ABSTRACT: The work aims to explore the integration strategy of digital media art and Mongolian culture, so as to opti-

mize the creation of new media digital art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spread and inheritance of Mongolian culture. The rela-

tionship between new media digital art and regional culture was clarified, and the integration path of new media digital art 

and Mongolian culture was explored by combining the elements of pattern and color in Mongolian culture. To build its 

own brand, China's new media digital art should not only learn from foreign advanced culture and technology, but also 

develop its own national and loc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nly by integrating national culture, regional culture and new 

media digital art, can digital art design be more vital and national culture and regional culture be further inher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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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崛起，加之国家鼓

励政策的支持，数字艺术在国内产生了巨大的轰动。

如何在国内发展新媒体数字艺术，提升数字艺术的发

展水平，使中国的数字艺术赶超发达国家，成为了当

前的重要话题。中国的新媒体数字艺术当然可以借鉴

国外的数字艺术理念，但是不能一味地跟随国外的脚

步，而是应该有自己的特色，要有本民族的文化自信[1]。

为此，将新媒体数字艺术与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结合

起来十分有必要。 

1  艺术创作与地域文化的关系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固定区域内所形成的具有

本地特色的文化被称为地域文化，其表现特征包括气

候差异、生态特点、语言区别、气候差异、传统习惯

等方面。由于和周边的环境相互融合的缘故，地域文

化带有极其鲜明的地域独特性[2]。地域文化是产生优

秀艺术作品的沃土，从地域文化特色中生长起来的艺

术作品，极具精神内涵，具有激动人心的感染力和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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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旺盛的生命力[3]。在辽阔的内蒙古草原上，蒙古族

世代聚居此处，形成了具有地域性特征和民族风情特

色的蒙古族文化。蒙古族文化不但有着悠久的历史和

传奇色彩，且开放、包容，具有世界性。蒙古族地

域文化与新媒体数字艺术的有机结合，可以使现代

艺术更加丰富，并且着力发挥内蒙古自治区的地理

优势和文化优势，能够有效推动蒙古族文化的传承

和发展。 

2  蒙古族地域文化融入数字媒体艺术的意义 

引入新媒体数字艺术，可更好地展示蒙古族文化

的丰富内涵。蒙古族地域文化，不但包括蒙古族的自

然地理、建筑居所、饮食生活、器物用具等物质方面

的内容，还包括宗教信仰、民俗习惯、审美特点等精

神方面的内容，涵盖领域宽广。而这些，恰恰是蒙古

族民众的生活方式以及其意识形态的反映。数字媒体

艺术融入蒙古族地域文化，可通过结合现代设计，将

蒙古族独特的文化元素，衍生出更多别具特色、具有

传承意义的作品[4]。这一方面可为蒙古族文化的繁荣

添砖加瓦，有力提高地域影响力，另一方面也扩大了

民族风格艺术设计的范畴。另外，还可以发挥新媒体

的作用，充分形成传播影响力。 

新媒体数字艺术与蒙古族文化融合所形成的艺

术作品，在蒙古族文化传承方面有着多重优势。首先，

数字艺术作品可让由于各种因素而消失不见的自然

和人文景观得到还原，给观众以极大的视觉冲击[5]。

其次，数字艺术作品还可以充分满足观众的视听需

求，调动其观赏的积极性，同时，也更加符合现代人

的审美情趣，易于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众的接受，给

其绝佳的审美体验。再者，数字艺术作品便于互动，

让实现更新奇、有趣的参观方式成为可能。总之，数

字艺术因其极高的实现能力，是现代科技蓬勃发展的

必然产物，它在保存、复制和传播等各个方面都占据

优势，是现代艺术的必经之路[6]。 

3  数字媒体艺术与蒙古族文化的融合策略 

为了探寻数字媒体艺术与蒙古族文化的融合策

略，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分析，一方面是将蒙古族文

化中的元素与数字媒体艺术融合，另一方面是将多类

型数字媒体艺术与蒙古族文化融合。 

3.1  将蒙古族文化中的元素与数字媒体艺术融合 

在将数字媒体艺术与蒙古族文化的融合过程中，

应该对蒙古族文化的符号进行深入挖掘，从而提炼出

最具蒙古族民族特点和视觉冲击力的元素和符号，比

如蒙古族元素的图案元素、色彩元素等。为此，本文

主要就图案和色彩这两种元素展开分析。 

3.1.1  图案元素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蒙古

族文化中的图案。结构整齐匀称、有装饰意味的花纹

或图形被称为图案。作为艺术设计的基础，图案在艺

术作品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长期的生产和生

活当中，蒙古族民众创造出了极为宝贵和丰富的各

类图案和图形。这些图案图形已经沿用了千百年，

其承载着蒙古族文化丰富深厚的精神内涵和多姿多

彩的审美情趣，无论是在蒙古族文明历史上，还是

在蒙古族的文化宝库当中，其都占据着非常重要的

地位。因此，在数字媒体艺术设计当中，蒙古族图案

图形不可或缺。在具体的艺术设计当中，要掌握对蒙

古族图案图形的实际表达能力，就必须要深入学习、

透彻了解蒙古族图案图形的造型特征、色彩运用等基

本知识，以及在实际应用当中图案图形的各类变化特

征及规律[7]。 

在对蒙古族图案图形的具体运用方面，最忌讳照

猫画虎，将图案图形或文化元素直接“拿来主义”。

在使用这些文化元素时，首先作者必须要充分、透彻

地了解蒙古族文化，这样才能明白图案图形的深刻内

涵，总结归纳其特征以及对应的含义，在将其融入设

计作品的时候，要充分发挥创新精神，做到完美契合。

例如，华夏银行的主体标志是一件充分融合了民族文

化和现代科技特征的优秀设计作品。其灵感来源于红

山文化中被称为“华夏第一龙”的玦型黄玉龙形器，

通过巧妙的创新设计，成功地体现了高贵诚信的银行

品质。在对蒙古族图案图形的学习之时，对图案图形

的来源、含义以及应用习惯风俗要达到透彻的理解，

方能更好地应用于作品的设计当中。 

3.1.2  色彩元素 

色彩就是光线照射到物体后使视觉神经产生感

受而有色的存在。色彩在民族识别当中是一个鲜明、

直观的视觉符号，这是因为民族在经过长期的生产、

生活之后，逐渐形成了自我独有的色彩观念和色彩文

化[8]。不同的民族对相同的色彩甚至有着截然相反的

感受和认知。例如，有的民族所崇尚的色彩在另一个

民族的文化当中可能是最忌讳的。因此，色彩在不同

的民族文化当中被赋予不同的含义。色彩在数字媒体

艺术设计当中占据着非同一般的地位，它体现了作品

的风格，也是传递给观众、用户让其体验和感受作品

价值观的最为直观的因素。之所以要学习蒙古族民间

色彩美术，就是要深刻理解和掌握色彩在其民族中的

精神特征，从而更好地运用于现代艺术设计当中。在

具体的学习当中，第一，要充分了解色彩的民族性，

懂得不同颜色所体现的不同民族心理，例如，蒙古族

最为推崇的颜色是白和蓝。第二，蒙古族色彩通常都

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代表着强烈的情感因素，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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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作品的时候，要注重其所具备的内涵，做到作品风

格统一。第三，蒙古族对高纯度的色彩情有独钟，特

别喜欢能给人以强烈冲击感的鲜艳色彩，这是蒙古族

的装饰特点。同时，虽然色彩对比强烈，但是蒙古族

民间美术的设计作品风格却非常和谐，这需要作者具

备极其高明的手法和有层次的审美情趣，是非常值得

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3.2  将多类型数字媒体艺术与蒙古族文化融合 

3.2.1  引入 3D 动画，弘扬蒙古族文化 

目前，智能手机的普及率正在稳步上升。《2013

移动消费者报告》显示，中国智能手机的普及率仅次

于韩国，已经将英、美远远甩在身后。与此同时，五

花八门、丰富多彩的手机类游戏层出不穷，完全可以

利用这种方式让民族文化得到弘扬和发展[9]。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和飞速迭代，

三维动画模拟技术横空出世。三维动画也被称为 3D

动画，可以真实地模拟实物，还可以无限操作，目前

已经作为关键性的工具，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如教

育、娱乐、医学等。三维动画在影视广告制作上的作

用尤为显著，因其别致的展示效果让客户竞相追捧[10]。 

3.2.2  将虚拟现实技术与蒙古族文化深度融合 

所谓虚拟现实技术，简称 VR，是利用计算机生

成一种模拟环境，并通过多种专用设备使用户“投入”

该环境中，实现用户与该环境直接进行自然交互的技

术 [11]。在新媒体数字艺术与蒙古族文化融合的过程

中，虚拟现实技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些民族文化

（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了时代久远、自然灾

害、人为因素等影响，在传承与发展上会面临着很大

的困境。利用 VR 技术则可以将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

进行数据的保存与处理，甚至可以进行建模复原。为

此，要将虚拟现实技术与蒙古族文化深度融合[12]。 

4  新媒体数字艺术与蒙古族文化融合过程中

需要规避的问题 

蒙古族文化是非常独特的民族文化，是中国民族

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新媒体数字艺术与蒙古

族文化融合过程中，可以借助数字艺术的手段将蒙古

族文化表现出来，以数字化的艺术形式延伸蒙古族文

化的表现空间，促进蒙古族文化的传承。但是与此同

时，也要注意到在新媒体数字艺术与蒙古族文化融合

过程中，有一些问题是需要加以规避的。 

4.1  规避蒙古族民俗文化艺术本身对数字化新手段

的排斥 

蒙古族民俗艺术更多地强调手工技艺，追求传统

的古朴之风，在与数字化手段结合的时候，可能会产

生一些封闭和排斥，为此，在融合的过程中，要认识

到任何艺术门类都应该是同一的。因此，要规避蒙古

族民俗艺术创作的封闭与对新技术的排斥。 

4.2  规避数字化艺术一味追求时尚而忽视传统 

如今，很多数字艺术设计作品都过于追求“国际

化”，认为国际化就是时尚，而传统的地域文化、民

族文化则“不时尚”。其实，这种数字化艺术一味追

求时尚而忽视传统的问题也是需要加以规避的，民俗

与传统亦可以非常时尚。时尚需要内涵，而非空洞的

形式[13]。 

4.3  规避对技术的重视以及对蒙古族文化的忽略 

数字化艺术创作采用的是一种高新技术，在创作

手段、制作工具等方面显得新颖且独特，在信息传播

过程中呈现立体化、全方位的态势。因此，在一些设

计者的设计过程中，数字艺术更注重于技术的创新层

面，而忽略了对民族文化、本土文化的重视和民俗内

容的表现。为此，也要积极规避对技术的重视以及对

蒙古族文化的忽略。 

5  结语 

在本文中，笔者从艺术创作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入

手，探讨了蒙古族地域文化融入数字媒体艺术的意

义，分析了数字媒体艺术与蒙古族文化的融合策略，

并就新媒体数字艺术与蒙古族文化融合过程中需要

规避的问题展开了探讨。中国的数字艺术要打造自己

的品牌，就要立足于本土的文化，将数字艺术设计与

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结合起来，发挥本民族文化的

优势，使数字媒体艺术更具厚度，可以避免走很多

弯路，能够为发展中国特色的数字艺术事业提供良

好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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