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乐艺术论文(优质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优秀范文，欢迎大家分
享阅读。

声乐艺术论文篇一

摘要:设计思维的独特性和视觉表象的新颖性是创造性设计思
维对视觉引导的双重表达。在具体的设计实践中,创造性思维
与设计的视觉形式都是同等重要的,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
内在联系。从创造性设计思维具有的几个特征来表述与视觉
的关联性,进而寻找到设计思维和视觉形式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设计思维;视觉元素;想象力

所谓创造性设计思维,是一种凸现人类新思维和影响人们生活
及社会发展的实际体现;是一种突破常规的思维动势,去打破
旧的或固有的精神桎梏并创造出许多令人惊叹的奇思妙想的
设计品,为人类的生活和行为所用,这就是思维的创造力,同时,
创造性设计思维更是依附于人类的生活、行为、需求、理想
而形成的一种具有导向性、前瞻性和实用性的思维体系,它以
视觉的形式呈现出来,又以视觉设计的方式传达出新思维的具
体内涵,从而,使视觉设计更直接更准确地表达人们的各种欲
望和思想。因此,具有创造性的思维才是让视觉设计体现其真
正价值的内在力量。

一、创造性设计思维与视觉表现的相互关系

设计思维,这种意识形态的东西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变得更
加具有社会性,同时影射出愈来愈多的文化概念和时代概念。
在现代文化和商业的变奏中,视觉设计从形式上的二维转变成



理念上的多维,从静态到动态,从动画到游戏,从视频到网络等
等的宏观拓展和微观蔓延,已经跨越了它原有的形态,打开了
设计从平面到空间,从单一表现到多元整合的新领域,新形态
和新观念也随之产生,从而形成了多元化的设计形式。创造性
设计思维是我们得以在这个领域里生存和发展的原动力。

设计思维与视觉表现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性。设计思维直
接引导着视觉传达的信息含量以及信息传递的视觉形式,视觉
的表现则要充分表达出设计思维的内涵和整体构想的可能性。
这里就自然涉及到一个新的领域——视觉领域,在这个领域里,
新思维被经过艺术化处理的视觉图像形象地表达出来,进而强
化视觉形式的可读性和吸引度,增强视觉表现的新颖性和独特
性,才能更准确更深刻地意识到一种创造性思维诞生的真正价
值和实际意义。创造性设计的思维过程就是视觉再现的过程,
也是不断发现和挖掘事物间显性或隐性涵义的过程,是将这些
内涵进行重组、重构和置换的过程。设计是一种对思维的视
觉表达行为,我们对设计的理解就是对视觉图象和视觉语汇
的`破译,对设计的感受即是对视觉表象的心理反映。

二、创造性设计思维的特征及其对视觉的引导作用

独特性和新颖性是产生视觉停顿和视觉吸引的关键，《魏
书·祖莹传》云:“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意为文
章应有自己新的立意和构思,创造出一种独特的风格。“新”
是设计者永远不变的追求,“创意”是艺术设计的灵魂,更是
一种艺术素养和设计经验的综合体现。设计思维的独特性和
视觉表象的新颖性是创造性设计思维对视觉张力的双重表达。
无论从视觉形象层面还是从意识形态层面上来分析一件设计
作品,创造性思维与设计的视觉形式都是同等重要的。好的设
计要在精心创造的协调性和灵活性中间找到平衡,使其中的一
些精妙之处能够显现出来。独特而新颖的设计思维和视觉形
象无疑就起到了这样的视觉引导作用,从而引起人们心理的共
鸣。这是视觉设计对受众的最表层最初始的视觉刺激和心理
引导,产生这样的刺激之后便使得人的视线在视觉图象上产生



停顿和舒缓的状态,进而产生视觉吸引。

声乐艺术论文篇二

互动艺术是观众参与作品的一种艺术形式，以现代科学技术
为支撑，结合艺术化的表现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的互动艺术
作品。互动艺术并不是简单的艺术与技术的叠加，而是更好
的利用技术传达作品的理念，让观赏者从被动的欣赏作品到
主动参与作品，体会作品。本文从分析互动艺术的特征出发，
探究互动艺术的变化发展及如今互动艺术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审视互动艺术特有的艺术魅力。

互动艺术；技术；交互

（1）什么是互动艺术。互动艺术是让观赏者亲身体验参与的
艺术作品，是传感技术，电子艺术和互联网艺术相结合的多
元化艺术。在互动艺术作品中，“互动”即为创作者、观赏
者及作品中事物的互动。互动艺术的表现形式受到观赏者的
影响，甚至观众也能成为作品的其中一个部分。互动艺术作
品可通过感应器让参与者的行为动作使作品做出相应的回应。
通过这种形式参与者便有了选择的权利，同时与作品有了对
话交流的过程。

（2）互动艺术的特征。互动艺术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它是创作者的创意及理念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产物。互
动艺术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交互性，强调观赏者与艺术作品相
互沟通，共同参与。互动艺术最大的特征就是艺术与技术的
结合，互动艺术以多媒体技术、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等现代
科学技术为支撑，让观赏者通过走动、触摸、动作、发声等
方式亲身参与到互动艺术作品中，不仅能够使观赏者更深刻
的理解作品和创作者意图，而且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1）思想转变推动互动艺术发展。从六十年代开始，人们不
在满足于传统的艺术作品传递的精神交流表现形式，而是开



始寻找一种艺术作品与观赏者能够更为活跃的联系，想要改
变传统艺术主体与对象之间单向线性的传播方式，形成双向
带有交互性质的整合传播艺术表现形式。早在1957年马赛
尔·杜尚在他的书中就写到“一个创作活动不是由所有艺术
家单独来完成的，因为观众会建立一种对于作品和外部世界
在辨认上和他的鉴定解释上的联系，通过进一步增加他自身
的想法继续促成创作活动”，“这是观众来创作的作品”。
特别是1962年在于拜多·依考的著作中提出了“开放式的作
品”这一观念，一种观众参与的意识逐渐开始苏醒。创作者
开始希望作品离开展厅、画廊，同时也出现了能让更多的人
接触到的街头艺术，并且以集体创作、共同参与的方式创作
了大量的作品，是更多的观赏者逐步的参与到艺术作品中。
并且，在六十年代初产生的激浪艺术阐释了另一种艺术思想，
倡导抛弃传统的艺术观念，确认了互动媒介的重要存在，确
认了观众和表演者的娱乐性而取代高雅的现代艺术的严肃性
和神圣性，确认了日常生活中简单的和习惯性的事情和行为
与艺术的内在联系。在同一时期出现的行为艺术也推动了交
互艺术的发展，此时的艺术家以自己的身体为基本材料的行
为过程中，通过艺术家的自身身体的体验来达到一种人与物、
环境的交流，同时经由这种交流传达出一些精神内涵，营造
出观者与艺术家的精神共鸣，他们讲求一种身体与精神之间
的存在关系。这些新兴的观念与艺术形式与互动艺术都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

（2）技术发展开拓互动艺术空间。从六十年代起，艺术家的
创作引进了计算机工具，利用计算机技术所呈现的效果为艺
术家创作增加了新的灵感，为艺术的设计创作打开了一种新
的空间。艺术家利用计算机程序代替传统工具进行艺术创作，
不断地探索技术所能为艺术创作带来的无限可能。艺术作品
中运用静态与动态图像的结合，文字与声效配合等多种元素，
运用装置或网络等多种方式来表现、发展、保存。九十年代
后，随着新媒介、新材料的开拓和其他数字技术的发展，互
动艺术逐渐被推到大众面前。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使互动艺
术作品的形式更加多样化，观赏者参与互动的方式种类也越



来越多。目前，互动艺术作品运用的主要技术是图像、声音
处理的相关技术以及捕捉人体动作及相关信息的传感技术。
互动艺术一直不断的运用各种新兴技术探索创新观赏者与作
品之间的交流互动，使观赏者不断走入作品，从观赏者与作
品的被动互动，到让观赏者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某种途径探
索作品的主动互动，最后使观赏者自己可以随意控制所加信
息的适应互动，成为作品的参与者来完成与艺术作品的互动。
正如比尔·维奥拉所说“技术构成了任一艺术性活动的一把
钥匙。这同时是一种方法和一个障碍用以表达我们的创作想
法。这种压力是完全地对任一件艺术作品至关重要的。”

互动艺术是借鉴了艺术和运用技术方法结合实践的综合体，
同时体现了艺术蕴含的美和技术创造的美。但互动艺术并不
是简单的艺术与技术的叠加，而是更好的利用技术传达作品
的理念，让观赏者从被动的欣赏作品和虚无的精神享受到主
动参与作品和身临其境的体会作品，借助高科技、新媒介、
音乐等各种元素，既发挥了结合了艺术的优势，又创作出新
的艺术表现形式。对于互动艺术的观赏与理解是视觉、听觉、
触觉全方位的理解体验，这种更加直接的切身体验存在与人
机互动之中，从而使人们在观赏交互艺术作品时获得更深刻、
更强烈的互动体验，产生更加强烈的兴趣。如柏林艺术
家sweza利用二维码做了一个街头卡带录音机项目。将手机
扫过海报上收音机的二维码后，用户可以把自己的智能手机
变成卡带机的一盒磁带，从一张录音机海报上演奏出音乐来。
如今，更多的艺术家们现在开始利用最新科技让他们的作品
变得更加互动，与周围的人和环境产生更多的联系。这些新
的互动作品制造出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很多互动艺术存在
于街道及人群聚集的地方，而正因如此，作品显得更加真实。
如eyebeam涂鸦实验室（graffitiresearchlab）的作品，创作者
利用数字投影与大楼互动，作品利用点绘画系统，通过亮起
的窗户生成画作，观众可以在街道上观看作画的过程。又如
来自lummo的作品lummoblocks将“俄罗斯方块”投影在公
共广场的巨型屏幕上，玩家可以通过在广场上的走动来移动



和翻转方块，路过的人们看到方块高垒起来，大概也会十分
想要参与这项游戏吧。也有许多创作者让文件分享来到了街
头，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现usb的存在，任何公共场所的洞和
缝隙都成为交换文件的地方——mp3，你没写完的小说，艺术
作品等，每个人都可以下载你留下来的东西。而这一切正是
互动艺术作品内涵的高科技所实现的，是互动艺术与传统艺
术表现上的最大区别，也正是互动艺术所特有的吸引力。然
而互动艺术的美感并不是简单的靠技术来支撑，互动艺术作
品是触及人们心灵的，延伸到参与者的意识与思想，互动艺
术的美是涉及思想深处的，有不可预测的影响力，给人新的
思考。互动艺术作品以装置硬件为基础，结合相应的技术所
达到的特有的交互效果，使其在很多领域都有较为广泛的应
用。如在各类展览中的应用、虚拟现实中的应用以及人工智
能和网络传播等等。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互联网应用的不断更新必然会对
互动艺术产生巨大的影响，互动艺术作品的创作也有了新的
高度，呈现出更多的表现形式和交互功能，为艺术家的创作
开阔了视野，同时也带来挑战。这就需要设计者运用其独特
的设计思维和创作理念进行创作设计，相信更多的互动艺术
作品能够在更多的领域得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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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乐艺术论文篇三

摘要：古徽州地处三省交界处，人杰地灵，徽雕的产生有其
必然的因素，“三雕”有着其独特的艺术价值，在研究中国
文化，民间艺术和文人艺术相结合的方面很值得我们借鉴，
其精湛的技艺，精美的雕刻艺术品更是国之瑰宝，世界的宝
贵文化遗产。

关键词：徽州；三雕；装饰；寓意

根据史料记载，古代的徽州就在现在的安徽省南部，主要分
布于安徽宏村，西递，江西婺源一带，处在三省交界处。徽
雕应用于建筑装饰上，装饰性风格具有浓烈的文化地方特色。
徽雕主要有用于祠堂庙宇，园林民居的装饰的表现上，还用
于室内家具的室内用品。我经常带学生去安徽江西写生考察，
逐渐了解了徽雕这一门独特的雕刻艺术。

徽州的“三雕”主要指木雕、砖雕、石雕，徽雕之所以昌盛，
有他的必然的原因。首先徽州山林地区，盛产木材。尤其是
各种木材很多，取材很方便，所以他们大量的应用于家庭院
落的装修装饰，例如室内的屏风，日常使用的桌子、椅子、
床、书架、书房。再次石雕之所以非常的流行，就是因为这
地方黟县地处山中，周围有大量的的大理石，这种大理石叫做
“黟县青”被广泛用于村子的建设建筑中，这种石头有它的
独特的艺术价值，经过打磨之后，会出漂亮的线条纹理，不
仅石质坚硬，而且易于雕刻，所以被大量应用。还有就是因
为徽商为了光宗耀祖，他们做了一辈子的生意，回到家乡，
他们用大量的财力来修建祠堂，建立自己宗族，以显示豪华
富贵的家庭背景和显赫的地位。他们用了大量的财力同时也



培养出大量的能工巧匠，使得他们的雕刻技艺在大量的实践
中不断炉火纯青，独秀一枝。最后徽州此地山清水秀，在黄
山脚下，皇室家族的带动和提携，加上先人的智慧古训，走
出一条耕读并举，亦商亦儒，以商养儒的路子，出现大量的
仕途，商道都非常通达的历史名人、达官上卿，他们赚了钱，
发达了又回家乡开学堂，教育后代，他们的发展同步也带动
了此地的文化发展，徽雕就是在这么一个环境下形成的，其
渊源于宋代，到明代清末极为昌盛。

我们首先看木雕，其主要应用于房屋的建构和装饰，古代大
多数采用木质结构建，门窗床多采用了雕刻艺术，通过这种
方式来显示家庭地位。主要体现在门楼、窗户的装饰图案的
地方。下面我们继续分析一下其艺术特点，刻在门上窗上的
木雕形象大多线条流畅，圆润饱满，十分干净利索。线条组
织和疏密节奏飞舞流动。造型上笨拙可爱，夸张变形突出特
点，简洁概括突出特征。外形很整，神情自然传神，动作表
情表达十分到位。寥寥几笔，栩栩如生，左顾右盼，形成经
典的模式。木雕的雕刻题材，有人物，走兽，花鸟，鱼虫，
楼台亭阁等。其中有很多独特的动物，例如鹿，牛羊，蝙蝠，
蟾蜍，喜鹊都进行了典型的概括，很具有代表性。另外还包
括一些植物，如莲花，菊花，梅花，也进行了经典的概括特
征，十分明显。木雕形象同时都进行了点、线、面的平面化
的处理，极具有现代感。木雕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
是经常用比喻的手法或者暗示的寓意，例如仙桃代表长寿；
莲花和芦笙放在一起表示连生贵子；石榴暗示多子多福；把
铜钱和蝙蝠放在一块以为福寿双全；瓶子里插了一把扇子就
是说平生要积善累德；一个小孩儿手指天空代表指日高升；
三宝方天画戟代表连升三级。木雕在安徽徽州一带起到了一
种日常教育的作用，在潜移默化中进行了理学教育，尤其是
对于幼学启蒙十分重要。有些在题材上如渔樵耕读，福禄寿
喜，一些内容上都从书里提取出来，忠孝结义，富贵吉祥，
仙人菩萨，无所不包。有些讲了一个一个的故事，有些是直
接把书籍里边的故事刻出来以教育后人，各种形象的雕刻都
是有其特定的意义和美好的愿望的，如五子登科，平步青云，



百子图，官拜公卿，福禄双收。都是对人生幸福的完美的天
伦之乐的向往。木雕的雕刻十分细腻繁复，讲究艺术美，有
的讲究镂空的效果，镂空的层次很多，题材都在不同平面上
内部中空，层次分明雕刻艺术十分高超。雕刻完之后，为了
保护木雕，也是为了获得最美的效果，木雕表面又多用油漆
彩绘，使得颜色鲜亮明快，内部的形象多用金色或金箔描绘，
金灿灿的光彩艳丽显得有富贵之气。木雕主要采用浮雕和透
雕相结合的方法，借助于流畅的线条，简洁古朴的造型，强
调了对称及富有装饰的现代趣味，徽州的木雕雕刻风格朴实
粗旷，平面突出。一直到明清后期，雕刻艺术日益繁荣，家
家户户都都采用木雕来装饰室内家居。

第二种是砖雕，主要应用于门头上面，门槛，起到装饰作用。
显示门第的不同，家族显贵的作用。雕刻方法十分突出形象，
大都是浮雕，凸显出砖面之上，一般是左右对称成双成对的
形象，镶嵌在大门门头之上，大多是吉祥瑞兽，大象，蟾蜍，
钱币，麒麟送子，莲花，宝鼎出祥云，蝙蝠成双对，而且砖
的外形也不是完全方形的，大多是小扇形，菱形的。这样砖
雕十分灵动柔美，砖雕各种形象的表现也十分精细流畅，形
象中的各种装饰纹案，装饰感十分强烈，而且有着美好的寓
意。形象造型笨拙，有福气之感。构图采用平面并行排列，
形象都处在同一平面上。这样和门头飞檐组合起来，使得门
面很有气派，格局不凡。

第三种是石雕。石雕的代表一就是在西递宏村镶嵌在墙上的
石窗楼窗，很多有圆的、扇形的、菱形的比比皆是。上面雕
刻着精美的图案，有梅兰竹菊图，吉祥瑞兽等等。还应用于
其他的地方，如房屋的台柱门楼，起到装饰作用。石雕多是
小型动物石雕，造型朴实，神态自然，大多是小狮子或麒麟。
二就是牌坊，更具有代表性，是皇帝赐给功臣表彰大臣的，
歌功颂德，雕刻艺术价值更是精湛，西递的胡文光的牌坊最
具有代表性。胡文光在明代嘉庆年间，中状元后来皇帝批准
在他家乡建了这座功德牌坊。以表彰他在当官的时候做了很
多好事善事。胡文光的牌坊有它独特的魅力和价值，是牌坊



和雕刻艺术的完美结合，牌坊上雕刻的吉祥瑞兽，牌坊上有
四个大柱子，柱子下端都雕刻石雕大狮子，狮子刻的非常栩
栩如生，是完整的雕塑，大狮子和小狮子嬉戏打闹。牌坊中
部刻有仙鹤麒麟瑞兽，在牌坊上部刻有天官赐福，仙人石雕，
牌坊有大量镂空石雕，极尽繁复，一般多为透雕，还有圆雕、
线雕等与各种技法的并用，可称为石雕中的精品。

徽州“三雕”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本身在故事题材上
多为民间传说，神话典故。动物图案也多来自于民间传说，
花鸟图案，吉祥图案。徽雕是中华民族民间文化与文人文化
相互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民间艺术。自身体现了民间艺术的特
色，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的演变和发展变化，
是中华民族民间艺人的艺术才华的表现。也是中华民族的优
秀传统的体现，是中国民间艺术的瑰宝，也是中国雕塑史上
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值得我们很好的研究和发掘，以便我
们把它传承下去，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知晓我们传统文化的精
湛和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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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乐艺术论文篇四

音乐艺术作品属于一类有机整体，经过了审美和非审美式的
整合处理。特别是在同一作品当中，这类融合更加有倾向性。
譬如一些轻音乐或是抒情曲艺术作品，重点凸显审美价值，
却对一些非审美价值进行弱化处理。现代音乐艺术展现形式
更加注重审美、非审美价值的自然融合，毕竟只有两者高度
统一之后，音乐作品才显得更为优美动听且富有内涵。归根
结底，就是借助特殊的审美滤镜，来将一些科学知识、道德



价值观等非审美价值要素巧妙地穿插进去，使得音乐作品本
身的魅力增强、内涵更加丰富。

另外，保持音乐艺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关系。完美的音乐艺
术作品，其内容和形式往往彼此关联缜密，相互契合[3]。事
实上，音乐艺术作品在内容上显得比较独特，主题明确，而
为了更加精准、完整地表达这部分音乐内容，就要求适当的
音乐形式作为支撑。所以说，许多创作家都习惯了基于内容
和形式的依存、制约关系来展开补充式创作，利用音乐形式
把控着音乐内容的描述，配合音乐内容锁定音乐形式的筛选
方向，不至于在表现过程中出现情感突兀、节奏紊乱等不良
现象。

声乐艺术论文篇五

摘要：互动艺术是观众参与作品的一种艺术形式，以现代科
学技术为支撑，结合艺术化的表现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的互
动艺术作品。互动艺术并不是简单的艺术与技术的叠加，而
是更好的利用技术传达作品的理念，让观赏者从被动的欣赏
作品到主动参与作品，体会作品。本文从分析互动艺术的特
征出发，探究互动艺术的变化发展及如今互动艺术的发展现
状和趋势，审视互动艺术特有的艺术魅力。

关键词：互动艺术；技术；交互

1、认识互动艺术

（1）什么是互动艺术。互动艺术是让观赏者亲身体验参与的
艺术作品，是传感技术，电子艺术和互联网艺术相结合的多
元化艺术。在互动艺术作品中，“互动”即为创作者、观赏
者及作品中事物的互动。互动艺术的表现形式受到观赏者的
影响，甚至观众也能成为作品的其中一个部分。互动艺术作
品可通过感应器让参与者的行为动作使作品做出相应的回应。
通过这种形式参与者便有了选择的权利，同时与作品有了对



话交流的过程。

（2）互动艺术的特征。互动艺术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它是创作者的创意及理念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产物。互
动艺术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交互性，强调观赏者与艺术作品相
互沟通，共同参与。互动艺术最大的特征就是艺术与技术的
结合，互动艺术以多媒体技术、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等现代
科学技术为支撑，让观赏者通过走动、触摸、动作、发声等
方式亲身参与到互动艺术作品中，不仅能够使观赏者更深刻
的理解作品和创作者意图，而且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2、互动艺术的发展历程

（1）思想转变推动互动艺术发展。从六十年代开始，人们不
在满足于传统的艺术作品传递的精神交流表现形式，而是开
始寻找一种艺术作品与观赏者能够更为活跃的联系，想要改
变传统艺术主体与对象之间单向线性的传播方式，形成双向
带有交互性质的整合传播艺术表现形式。早在1957年马赛
尔·杜尚在他的书中就写到“一个创作活动不是由所有艺术
家单独来完成的，因为观众会建立一种对于作品和外部世界
在辨认上和他的鉴定解释上的联系，通过进一步增加他自身
的想法继续促成创作活动”，“这是观众来创作的作品”。
特别是1962年在于拜多·依考的著作中提出了“开放式的作
品”这一观念，一种观众参与的意识逐渐开始苏醒。创作者
开始希望作品离开展厅、画廊，同时也出现了能让更多的人
接触到的街头艺术，并且以集体创作、共同参与的方式创作
了大量的作品，是更多的观赏者逐步的参与到艺术作品中。
并且，在六十年代初产生的激浪艺术阐释了另一种艺术思想，
倡导抛弃传统的艺术观念，确认了互动媒介的重要存在，确
认了观众和表演者的娱乐性而取代高雅的现代艺术的严肃性
和神圣性，确认了日常生活中简单的和习惯性的事情和行为
与艺术的内在联系。在同一时期出现的行为艺术也推动了交
互艺术的发展，此时的艺术家以自己的身体为基本材料的行
为过程中，通过艺术家的自身身体的体验来达到一种人与物、



环境的交流，同时经由这种交流传达出一些精神内涵，营造
出观者与艺术家的精神共鸣，他们讲求一种身体与精神之间
的存在关系。这些新兴的观念与艺术形式与互动艺术都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

（2）技术发展开拓互动艺术空间。从六十年代起，艺术家的
创作引进了计算机工具，利用计算机技术所呈现的效果为艺
术家创作增加了新的灵感，为艺术的设计创作打开了一种新
的空间。艺术家利用计算机程序代替传统工具进行艺术创作，
不断地探索技术所能为艺术创作带来的无限可能。艺术作品
中运用静态与动态图像的结合，文字与声效配合等多种元素，
运用装置或网络等多种方式来表现、发展、保存。九十年代
后，随着新媒介、新材料的开拓和其他数字技术的发展，互
动艺术逐渐被推到大众面前。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使互动艺
术作品的形式更加多样化，观赏者参与互动的方式种类也越
来越多。目前，互动艺术作品运用的主要技术是图像、声音
处理的相关技术以及捕捉人体动作及相关信息的传感技术。
互动艺术一直不断的运用各种新兴技术探索创新观赏者与作
品之间的交流互动，使观赏者不断走入作品，从观赏者与作
品的被动互动，到让观赏者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某种途径探
索作品的主动互动，最后使观赏者自己可以随意控制所加信
息的适应互动，成为作品的参与者来完成与艺术作品的互动。
正如比尔·维奥拉所说“技术构成了任一艺术性活动的一把
钥匙。这同时是一种方法和一个障碍用以表达我们的创作想
法。这种压力是完全地对任一件艺术作品至关重要的。”

3互动艺术的应用与展望

互动艺术是借鉴了艺术和运用技术方法结合实践的综合体，
同时体现了艺术蕴含的美和技术创造的美。但互动艺术并不
是简单的艺术与技术的叠加，而是更好的利用技术传达作品
的理念，让观赏者从被动的欣赏作品和虚无的精神享受到主
动参与作品和身临其境的体会作品，借助高科技、新媒介、
音乐等各种元素，既发挥了结合了艺术的优势，又创作出新



的艺术表现形式。对于互动艺术的观赏与理解是视觉、听觉、
触觉全方位的理解体验，这种更加直接的切身体验存在与人
机互动之中，从而使人们在观赏交互艺术作品时获得更深刻、
更强烈的互动体验，产生更加强烈的兴趣。如柏林艺术
家sweza利用二维码做了一个街头卡带录音机项目。将手机
扫过海报上收音机的二维码后，用户可以把自己的智能手机
变成卡带机的一盒磁带，从一张录音机海报上演奏出音乐来。
如今，更多的艺术家们现在开始利用最新科技让他们的作品
变得更加互动，与周围的人和环境产生更多的联系。这些新
的互动作品制造出更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很多互动艺术存在
于街道及人群聚集的地方，而正因如此，作品显得更加真实。
如eyebeam涂鸦实验室（graffitiresearchlab）的作品，创作者
利用数字投影与大楼互动，作品利用点绘画系统，通过亮起
的窗户生成画作，观众可以在街道上观看作画的过程。又如
来自lummo的作品lummoblocks将“俄罗斯方块”投影在公
共广场的巨型屏幕上，玩家可以通过在广场上的走动来移动
和翻转方块，路过的人们看到方块高垒起来，大概也会十分
想要参与这项游戏吧。也有许多创作者让文件分享来到了街
头，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现usb的存在，任何公共场所的洞和
缝隙都成为交换文件的地方——mp3，你没写完的小说，艺术
作品等，每个人都可以下载你留下来的东西。而这一切正是
互动艺术作品内涵的高科技所实现的，是互动艺术与传统艺
术表现上的最大区别，也正是互动艺术所特有的吸引力。然
而互动艺术的美感并不是简单的靠技术来支撑，互动艺术作
品是触及人们心灵的，延伸到参与者的意识与思想，互动艺
术的美是涉及思想深处的，有不可预测的影响力，给人新的
思考。互动艺术作品以装置硬件为基础，结合相应的技术所
达到的特有的交互效果，使其在很多领域都有较为广泛的应
用。如在各类展览中的应用、虚拟现实中的应用以及人工智
能和网络传播等等。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互联网应用的不断更新必然会对
互动艺术产生巨大的影响，互动艺术作品的创作也有了新的



高度，呈现出更多的表现形式和交互功能，为艺术家的创作
开阔了视野，同时也带来挑战。这就需要设计者运用其独特
的设计思维和创作理念进行创作设计，相信更多的互动艺术
作品能够在更多的领域得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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