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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终结论”论点相似，艺术的终结并不是意

味着艺术的消亡，而是艺术对于人的精神来

说“跌落神坛”，不再有过去那种必需和崇

高的地位的观点不谋而合。

结语：NFT艺术的明天，泡沫还是浪潮？

NFT艺术是在新一轮技术浪潮下，催生

出的艺术新载体与新形式，在技术和美学的

背后是一种强烈时代性的体现。诞生于媒介

融合中的NFT艺术，从技术层面上看，它是

区块链上独一无二身份的代码；从媒介层面

看，它是艺术领域非物质性的新媒介载体，

在创作媒介、文本媒介、传播媒介上呈现出

新的艺术特征，从而也带来相关主体角色与

关系的延伸；从心理层面上看，它是特定文

化语境下的情感消费的产物。可以说，NFT

艺术的诞生是数字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

然产物。

在NFT处于野蛮生长的现阶段，仍然充

斥着泡沫和恐惧，但这并不意味NFT艺术只

是营销和商业的噱头，其背后除了作为价值

赋能的载体，带来的是更深层艺术生态圈的

共振与变革。NFT艺术去中心化的本质与多

元艺术表现形式，某种程度上也正在影响着

艺术生态圈各节点从宏观的艺术市场环境到

微观的艺术品所有权变化。

“NFT的价值实现指向元宇宙。”［19］

就目前来看，NFT艺术仍处于探索发展阶

段，NFT艺术价值承载以及最终形成样态

是浪潮还是泡沫仍有待时间的沉淀，这句

话从侧面印证NFT艺术是面向未来的。未

来随着NFT技术与艺术更深的融合，对于

NFT艺术研究的路径与视角也将会更加的

多元与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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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跨媒介的综合材料艺术多元化融合的视觉语言表达
On the Visual Language Expression of Multi Media Integration of Comprehensive Materials and Arts

殷海华　Yin Haihua    

摘要：综合材料艺术和现代设计跨媒介融合

发展研究出了新的课题，跨媒介的综合材料艺术

多元化融合的视觉语言研究需要艺术家结合现代

科学技术满足当下时代视觉艺术的创新表现和设

计思维方法，这就促进了综合材料艺术家的观念

表达在不断改变，引导综合材料艺术家从多元化

跨界融合的思维角度审视和理解综合材料艺术语

言。 静态影像图形作为媒介已经满足不了艺术家

对综合艺术的视觉张力追求，数字技术为当下综

合材料艺术的创新带来了更丰富多元的的跨媒介

视觉语言，力求在艺术史长河中获得当下时代的

艺术语言表现特征。

关键词：多元融合，跨媒介，数字技术，综

合材料，视觉语言

Abstract: A new topic has been developed with the cross-media integration of 

mixed media art and modern design. The research on visual language under the diversified 

integration of cross-media mixed media art requires artists to combine moder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eans to achieve innovative technology performance and design 

thinking methods of visual art in the current era, which has promoted the constant 

change in concept expression of mixed media artists. Artists of mixed media are guided 

to examine and understand the artistic language of mixed med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luralistic and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As a medium, static graphics can no longer meet 

the artist's pursuit of visual tension in comprehensive arts. Digital technology has brought 

more varied cross-media visual language to the innovation of contemporary mixed media 

art, striving to obtain the artistic language express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rrent era in 

the long history of art..

Keywords: multiple integration, cross media, digital technology, comprehensive 

materials, visual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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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媒介材料和视觉传达设计技术释放

了综合材料艺术的各种可能性及多元融合的

语言。美国艺术评论家罗伯特·休斯指出，

“我们与祖辈不同，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我们

自己制造的世界里”“艺术要是适应不了这

个环境，恐怕就会沉没”［1］。数字技术时

代对视觉艺术新的表现手段的探索和研究是

一代代艺术家在继续进行的，艺术家作品思

想的表达离不开设计思维的语言，视觉语言

是设计思想的一种重要表达方式，语言被看

作是艺术的符号，符号影响到艺术家的创作

思维方式。这就促使综合材料艺术的媒介语

言跨界融合不断得到丰富并力求获得本时代

的表现特征。每个时代的艺术创作都是有针

对性的，很多展览和作品根植于艺术史背景

之中，针对当时的艺术创作环境不断提出的

挑战，随着艺术的多元化发展，综合材料艺

术审美的视觉张力由表现客观造型转向注重

对语言形式的探索。结合观念的力度，数字

技术对当代艺术而言，也对跨媒介艺术的表

现方式、传播方式和媒介的接受方式产生了

影响，改变了艺术的创作方式和艺术欣赏的

方式。

跨媒介的艺术形象势必反映着某种情感

概念，诸如在绘画、设计、装置乃至声音和

图形视觉中，数字幻象都能设计表现着虚与

实的可感界线的语言，艺术家的作品，幻象

与非幻象是一种感官和心理的体验。静态和

动态影像都为媒介材料的艺术更新了视觉效

果，采用多种媒材进行创作的艺术作品契合

了现代人丰富的视觉经验，其主要特征是间

接性、复数性、空间价值性，这种媒介与其

他画种的不同语言也在于此。同时跨媒介艺

术创作者对轻松、简洁、自由、精致的艺术

创作手法更加崇尚，影像图形为媒介的综合

材料艺术跨界实验精神与数字技术介入平面

绘画和装置艺术的内涵。

 一、跨界融合的视觉语言表现形式

艺术视觉语言包括媒材、文字、动作、

声音、图像等，多元化视觉语言是数字技术

时代艺术思想观念的表达方式。 综合材料

艺术图像视觉语言的背景、色彩、表现手

法、文本等都是图像的上下文关系，在材料

艺术语义系统中，重要的是媒介材料之间的

相互关系，而不是媒介元素本身。数字技术

用它特有的强大功能给艺术家的艺术创作方

式、思维方式，创作观念和审美趣味等方面

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对综合绘画媒介材

料发现、创造与综合运用具有无限的发展空

间，数字技术时代下的影像材料将更加丰富

和充实视觉艺术上的语言，带给绘画艺术语

言的无穷魅力，在绘画艺术创作手段上也具

有丰富的潜能。数字技术专业的绘画软件的

出现，丰富的视觉效果使影像材料已经在数

字艺术和传统绘画、装置之间发挥着越来越

重要的中介和桥梁作用。

现代数字技术颠覆了综合绘画材料艺

术的各种“媒介材料和形式”的再现，在

视觉关系之间跨界融合创造多元化视觉张

力，使得视觉语言表现形式越来越丰富。

希尔德布兰德明确了一个重要的概念：

“视觉空间价值是指这样一种东西的价

值，纯空间感独立于所含物组织与功能的

感觉。让我们取一个通过明确对比而得到

的视觉表现形式。不同的明暗对比得到的

视觉表现形式通过特定的关系和各自的位

置，不同的明暗度影响了观众，仿佛他们

真实的模仿着物体——一个仅为眼睛而存

在，用其他无关的因素构成和协调得以产

生。”［2］简单来说，数字技术为手段设计

的影像材料成为艺术语言的载体，其自身的

审美特质和媒介作用为绘画艺术创作开辟了

广阔的新天地。尽管有时它作为主体的一部

分不是艺术作品中审美价值的全部，但是，

在数字图像时代下的艺术创作中对它的选择

也只是艺术表现的需要,而它却真真实实地

表达影像图形为媒介的绘画语言中不可缺少

的部分。每个人对影像材料的认识、感受及

所采取的应用形式都会千差万别,在绘画艺

术创作中，也许是对数字影像媒材的心灵感

受，在选择过程中就已经形成了创作构思与

灵感冲动。

在艺术家手里，影像图形的编辑处理

只是辅助手段，结合绘画随心所欲表达自己

2. 梁蓝波，《吟月》，多媒体舞蹈作品，2014

观念和思想才是真正的目的，影像图形为媒

介在当下数字图像时代显得尤为重要。影像

图形的创造和设计在创作开始时就已经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成为媒介材料语言与思想表

达的沟通手段。发展到当下，部分艺术家

和设计师跨界实验启用了裸眼3D、全息、

视错觉艺术、虚幻引擎5（Unreal Engine 

5），布兰德（Blender）等很多新软件新

手段，新媒体艺术部分的设计创作是在当

时已经固有的成熟硬件条件支持下，通过

创新重组的技术手法，对视、听、触等感

官进行艺术设计，也就是说，跨媒介综合

材料艺术中，它最终需要艺术家和设计师

的灵性、感性和同理心来发挥作用。宇宙

与万物、抽象与具象、舞蹈与书法等方面

均作出了有深度的挖掘与表现。

比如著名艺术家梁蓝波先生的多媒体舞

蹈作品将中华文化的瑰宝诗、书、画在艺术

作品中三者结合且相互衬托。数字技术时代

的跨媒介多元化艺术语言创作被赋予了更多

的可能性，通过数码媒体、场景装置和舞蹈

者的肢体語言，各种视听元素交错融合，生

发出新的诗境，传达出神秘、博大、雄健的

精神气象。观众可从这种身临其境的体验中

感受到一种超越時空媒材的、跨越传统与现

代的当代多媒体水墨艺术的魅力。

综合材料艺术结合现代科技手段需要原

创力、想象力、时代感，跨媒介多元融合

作品所承载的思想性是作品的重中之重，

我们应该正视艺术的内在要求，逐步提高

自身的修养、保持对生活的敏感度。多元

化语言是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艺术家表达

创作自身的重要途径，跨媒介的再设计与

再表现, 不仅仅是数字技术的手段，更是文

化精神的根植、智者的眼、观念的介入，

是追求艺术作品的思想和心理生命的力

量，以及新视觉语言表现的张力，不少艺

术家正把各种新材料与新手段引入到多媒

介、有空间价值的作品中。

二、跨媒介创作应用的情境表达

跨媒介艺术创作是指传统艺术，如油

画、版画、雕塑、壁画结合新媒体，比如声

音、动画、影像相结合所作的艺术作品。对

于跨媒体艺术创作的理解，主要是看艺术家

想表达的内容是什么，形式是围绕内涵而来

的。 艺术家要了解每个媒介的特性，比如

说新媒体的特性，它的呈现方式可能多用于

表现一些沉浸类艺术，例如声音元素、影像

视觉元素。数字技术与绘画传统技法高度融

合，跨媒介的综合材料艺术创作中，各种先

进技术手段也无时无刻不在自身发挥着新媒

介的作用，成为视觉传达中的重要表现形

式。艺术观念和思想情感获得空前的释放，

丰富的形式和技巧在综合材料艺术的展示空

间得到拓展，产生了新的视觉语言和风格。

时代的发展进一步强化了心理表现，

更新了视觉效果，为满足现代人丰富的视觉

感受，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正把各种新材料

与新手段引入平面性的绘画作品中。一个

艺术家应该善于驾驭不同的媒介来表达自

己对新时代的理解。关注新的媒介，运用

现代的手法来研究中国传统的审美是很多

艺术家一直感兴趣的方向，也是研究的重

点。在综合材料方面的创作，也有很多中

国艺术家运用西方现代的创作手法表达中

国文化精神和审美特点。

 随着数字技术的日益完善，艺术家在

创作研究中不断探索和努力， 特殊的裸眼

3D视觉的呈现效果，材料与高级配色凸显

艺术视觉的张力之感，让人远远便能被作品

吸引。有的作品是全镜面材料，走进展厅就

是一道穿越时空的隧道，而展厅就是未来时

空，地面是Led屏幕投射，展现艺术家创作

的影像图形视觉效果，让观众在参观作品的

同时和艺术家作品互动，让人仿佛置身在科

幻世界。观众不再需要3D眼镜，也不需要

带VR设备，环绕式的视觉图像给人逼真的

3. 梁蓝波，《吟月》，多媒体舞蹈作品，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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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一。跨媒介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具体

性，即不是抽象的概念把握，而是具体生动

的形象观照。具体性同时表现在社会生活本

质与丰富多彩的表现的统一上面。

三、 跨媒介的观念性实验表达

一件艺术品的观念表达与该作品的材料

有关，也与作品采用的媒介语言表现有关。

艺术的内涵一旦在艺术家的头脑中形成，媒

介语言的最终形式就已确定， 越来越多的

艺术家更加乐于将作品观念连接受众的思

想，综合材料艺术在抽离了对色彩、造型的

真实模仿以后，当代艺术的跨界研究不是消

除语言的艺术，而是释放了语言的各种可能

性的艺术。

中国当代艺术的后现代方式的主要表现

之一是针对中外传统经典概念、范畴，以及

中外美术史上的经典之作给予挪用、戏仿与

篡改，跨过传统艺术分类，实现不同领域的

嫁接，来表达自己的艺术观念。换言之，在

视觉艺术的范围内，对经典概念和图像的重

新理解与改变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后现代方式

最显著的体现。“由于艺术语言原创性不再

是形式主义陌生化，而是将曾经是陌生化的

语言进行观念化差异的组装、利用、挖掘与

修正，在无意义差异性语言的现场结出意义

明确的当代艺术的语言果实。当代艺术不是

消除语言的艺术，而是释放了语言的各种可

能性的艺术。” ［3］

随着数字技术发展，综合材料艺术特性

和美学观念必将日趋复杂，正如综合绘画艺

术的表现种类和样式也会继续演变。影像图

形为媒介的跨界融合，它的学术方向是致力

于将影像和绘画之间的界限模糊，如果说影

像艺术的方向是通过影像的语言来创造独立

的、流动的空间，那么综合材料艺术的跨界

融合正是影像媒介通过图形设计，借助跨媒

介的方式，用全新的艺术实验来营造视觉语

言的空间价值，构建诗意的想象力和生命活

力，把观众融入到由多元化视觉所创造的作

品情境观念中去。正如贡布里希所说：“艺

术史并不是一部技术不断进步的历史，而是

一部观念变化的历史。”［4］

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先锋

艺术家琼·乔纳斯(Joan Jonas)跨越了媒

介之间的界限，将声音、文字和绘画结合在

视频表演和装置中。艺术家的早期作品经常

与文学对话，探索与性别相关的神话和文化

原型，而最近的项目则致力于解决我们与自

然世界的复杂关系。

乔纳斯的表演和杰作《复活》（2010-

2013）的灵感来自冰岛作家哈尔多尔·拉

克内斯1968年的小说《冰川下》。表演融

合了小说中对自然的诗意和纪实性思考，

以及视频投影、现场绘画、物体和音乐，

营造出一种冰冷的、超凡脱俗的氛围。作

品将艺术家和钢琴家杰森·莫兰（Jason 

Moran）的演奏结合古代和现代的技术，

以树枝和粉笔作为绘画工具，展现艺术家

的身体和手的闭路视频投影。《复活》中

的意象充满了自然和人类试图渲染或把握

自然世界之间的张力。乔纳斯从2012年到

2014年在德国卡塞尔、纽约、米兰、巴黎

进行了这项工作，最后，她在MFA现场使

用了绘画工具。录像和雕塑装置《冰绘图》

（Ice Drawing，2012）是复活的一个组成

部分。它的特点是乔纳斯用墨水和冰创作了

一幅抽象画（这是她在表演中进行的一个动

作)。在这里，投影机的光折射通过一组悬

挂的水晶，溢出整个画廊和人们的身体。每

一个片段都揭示了光的所有光谱成分，包括

人眼难以察觉的颜色。被折射的星群连接在

一起，我们看着墨水洒在一个纯净的表面，

冰融化，动画讨论在快速变化的情况下生命

的脆弱性。

在当下后全球化时代环境中，艺术家更

深一步在思考虚拟与现实如何以作品为载体

实现共情、互动，从而达到机械情感与人、

环境之间的深层交流，它改变了传统的艺术

表达与欣赏思维模式，给人视觉上的震撼，

以互动的形式达到人与机械间的互动交流，

更好地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传统媒介缺

乏数字技术，是不可能做到这点的。在多元

文化和多元媒介并存的艺术现状下，一切材

料都成为艺术创造的源泉和媒介。

综上所述，数字技术时代的综合材料艺

术多元化视觉语言研究在“质地”的表达、

“界限”的超越、“观念”的呈现、“形

式”的探索等方面对未知及不确定性有待进

一步实验。跨媒介材料语言情感的背后，探

索形式与内涵有更为久远、深刻的内容，然

后按照历史的真实进程和逻辑去揭示各类艺

术的实质，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会取得更大的

突破。但跨媒介综合材料艺术的探索视野不

仅固定在情感这一层次上，艺术形式是情感

符号的片面，正如朗格所提出的“有表现力

的形式”概念，或经过其改造的“有意味的

形式”概念均成为艺术哲学研究上的有用概

念。 当下，综合材料艺术创作的青睐者们

面临着当今数字动态图像无处不在的挑战，

创造新的视觉形象以创新的姿态跟上科学技

术和时代发展的脚步、中国综合材料艺术媒

材精神内涵的建构，以时代语言精神呈现内

容，跨媒介多元融合是围绕数字时代研究综

合材料艺术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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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式体验。在展厅中，有一些综合材料艺

术装置倒置在银幕中，“浮现”如浮雕般的

图形图像。这些带有互动性的图像让受众在

视听的感知中沉浸于科技带来的震撼体验，

也进一步拓展了艺术作品的创作空间。随着

技术和观念的不断完善，跨媒介多元融合艺

术与科学技术相辅相成，将会有更多视觉张

力强的艺术视觉融入我们的生活，冲破被屏

蔽的真实世界，将影像、符号、技术媒介、

东西方文化等融合建构新的实验，丰富视觉

艺术的情境世界。

《以光建造》（BUILDING WITH 

LIGHT）是一个与来自十个不同社区组织的

学生合作制作的装置作品。这些波士顿年轻

人与艺术家朱莉·玛蒂尼（Julie Martini）

一起工作了七个多月，创造了一个彩色图案

的光塘灵意。这些图案来自MFA（波士顿

美术博物馆）的收集和在儿童俱乐部的观察

收集，在这个项目过程中，孩子们尝试了不

同的透明和半透明材料，包括破璃颜料、玻

璃纸、偏光滤镜，培养皿和塑料瓷砖，以创

建四个不同的元素并进行安装。每一个元素

都与MFA系列中使用光作为材料或主题的

艺术作品相关联。在众多提供灵感的作品

中，有克劳德·莫奈的鲁昂大教堂的绘画、

崔正华的照明装置《炼金术》、蒂凡尼彩色

玻璃以及MFA本身的建筑。展出的最后一

件艺术品是由玛蒂尼设计并组装的一个重复

几何图形的图案网格，与美洲艺术馆的建筑

和遍布波士顿的无数网格相呼应，建筑与光

是从城市裁剪的片段，从背后照亮创造一件

建筑艺术作品。这个装置反映了整个项目的

主题和问题：为什么艺术家对光感兴趣，他

们如何在他们的工作中使用光？光的科学和

光的艺术有什么联系？光是如何改变一件艺

术品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重复模式

是什么？我们在博物馆和它的艺术品中是否

看到类似的图案等。艺术家最重要的工作之

一就是观察他们所生活的世界，这是该项目

最大的雄心，鼓励孩子们睁大眼睛在他们的

世界里寻找灵感，并注意到他们周围经常被

忽视的东西，它当然与真实的生活有别。就

像朗格关于幻象的论述不过是从心理学角度

说明了这样一个反映过程，艺术的内容特征

取决于反映对象的特殊性和把握方式特殊性

4.《以光建造》（林德家族基金慷慨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