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绘画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
复数性，这一特征使得它的传播与
收藏更为便利。但就是因为数字绘
画的无限可复制性，使它的稀缺性
和权威性难以得到保证。但是数字
绘画与传统版画一样，虽然可以无
限复制，但又有可控性。那就是像
版画一样用编号来控制数量，防止
用纯技术手段作批量化、流水线化
生产。

数字技术为艺术领域带来前
所未有的变化类同于当年印刷技
术给版画带来的革命性变化。鲁
迅美术学院绘画艺术学院院长徐
宝中说，从绘画艺术实践角度来
看，以版画为例，不管是中国的雕
版技术，还是西方的铜版画、石版
画，都与印刷技术发展密切相关。
印刷技术给版画创作提供了可利
用的条件，而印刷又与社会传播有
关。当下数字技术已广泛应用在
文化艺术领域，但技术如何为艺术
服务，技术如何为艺术人才培养服
务，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核心内容。
数字技术给艺术带来的能量，远比
传统印刷技术给版画艺术带来的
能量大，传统印刷技术强调手头的
功夫和能力，如写实和非写实的能
力，而数字技术把动手的能力、思
考的能力、科技本身提供的技术能
力三者合而为一。

数字技术为艺术领域带来革命
性的变化，对艺术发展、人才培养对
高校艺术教育作用很大。

2018 年，国际学院版画联盟将
“数字版画”正式确认为版画门类之
一，为“数字版画”正名。徐宝中
说，“数字版画”被确认为版画一个

版种后，意义非凡，因为“数字版画”
有了一个艺术身份，所以我们在进
行教学、展示、传播时都更有依据。

辽宁大学副教授刘洪澍说，对
数字版画身份的界定到数字艺术的
身份认同再到大众化的艺术，需要
一段时间的磨合，也需要艺术界的
共识与尝试。从传统艺术观念来
看，数字艺术大概念的提出及这次
展览让人们对“纯架上”艺术有了颠

覆性认知。艺术观念和思维上的变
革，主要体现在一种认同感，尤其是
艺术界对新领域的认同是以前从未
达到过的。这一次展览作为辽宁省
第一届数字艺术展，这种尝试和融
合是以往无法想象的，是辽宁艺术
走出去的好机会。这种创新是辽宁
艺术实现超车或者与国际接轨的绝
佳机会。

从绘画到数字绘画，从雕塑到
数字雕塑，从摄影到数字成像，从
装置到数字空间，从新媒体、网络
艺术到虚拟现实，数字技术已经
应用于鲁迅美术学院教研和创作
的多个学科领域。张世俊说，从
学院教学角度看，数字绘画需要
一个更好的成长空间。数字绘画
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它涉
及此次展览上看到的绘画形式、
绘画形态等，未来的发展空间会
非常大。

鲁迅美术学院实验艺术系主任
张丹说，当代艺术首先是与当下最
前沿、最先进的技术相结合的艺
术，其次是和当下最前沿的哲学美
学、思维方式相结合的艺术，以及
对最前沿的材料发现与应用的艺
术。从学科发展角度来说，在设
计、美术学都能看出艺术与科技的
融合，可以看出国家对数字艺术发
展的重视。前几天，数字艺术与区
块链实验室成立，八大美院作为主
节点，其他艺术院校作为分节点，
目的是将全国艺术院校的数字艺术
连成网，形成交流沟通平台。数字
艺术可以深入社会，比如艺术改造
乡村，各种艺术节的举办，在国际
上已经成为趋势。

数字技术为艺术领域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对艺术发展、
人才培养、艺术教育作用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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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剧一评 YIJUYIPING“视觉辽宁——数字艺术展”研讨会在沈举行

当艺术与数字技术相遇
本报记者 杨 竞 文并摄

■ 数字艺术如何从传
统文化当中汲取营养，
如何赋予传统文化新活
力，如何在文化推广中
发挥作用？

当下，数字技术经历了前所未
有的发展，已经融入经济、文化和
我们日常生活的各层面。近年，艺
术领域出现了数字化新趋势，那
么，艺术在与科技的碰撞中，会出
现哪些新趋势？数字艺术如何与
传统艺术融合共生？8月末，在辽
宁文学院、辽宁美术馆（辽宁画
院）、鲁迅美术学院等主办的“视觉
辽宁——数字艺术展”研讨会上，
专家们围绕数字技术对艺术创作
与艺术教育等的影响、数字艺术创
作与数字艺术批评的关系、艺术的
大众化与生活化、艺术的未来发展
趋势等话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刚刚结束的“视觉辽宁——数
字艺术展”是我省数字技术运用到
艺术领域的一次集中展示。该展
由辽宁省文化集团、鲁迅美术学
院、省美术家协会主办，辽宁美术
馆承办。举办这样大规模的数字
艺术展在我省尚属首次，在全国也
少见。此展将前沿数字艺术带入
大众视野，带来由数字技术构建的
沉浸式艺术感观体验和对科技的
重新思考。因为展览品质高，受到
广泛关注，展览结束前举办了“视
觉辽宁——数字艺术展”研讨会。

数字艺术是一种使用数字技
术创作或呈现的、具有一定独立审
美价值的艺术形式或艺术过程。
数字艺术是一个艺术大类，其中包
括数字装置艺术、数字雕塑艺术、
数字空间艺术、数字绘画艺术等。

数字技术是否改变了我们对
传统绘画的认知？鲁迅美术学院
绘画艺术学院版画系第一教研室
主任张世俊说，传统绘画中，人们
需要画案、画纸、笔墨等作色彩点
染，而数字艺术创作，只需要一台
安装有各种绘图软件和修图工具
的电脑，显示器代替了画纸，鼠标
代替了画笔，艺术家可以根据所诉
求的艺术效果选择不同的输出方
式，形成不同的视觉语言呈现。

在艺术创作领域，数字技术带
来的不仅仅是创作媒介和手段的
革新，也给创作思路带来新思考。

研讨会上，鲁迅美术学院人文
学院院长杨波说，看完这个展览，

第一个想到的问题就是数字艺术
对当今学术话语中的艺术本质有
着新的启示。众所周知，从上世纪
60年代开始就出现了计算机绘画，
时至今日，计算机可以参与到服装
设计领域，也介入音乐、文学、舞蹈
等艺术领域。这说明在现在的艺
术生态当中，数字艺术已经是必然
的构成成分。那么，如果我们把数
字艺术理解为一种新的艺术样式，
从发展时间上来看已经不是新事
物，但还是会引起一些新思考——
在我们的艺术板块中如何看待数
字艺术，它给我们塑造的艺术环境
跟我们的感知之间是否有新的连
接方式等。第二个，数字技术对艺
术创新来说，作用到底有多大，艺
术创新发力方向应是向内，数字技
术只是辅助性的作用。

无论传统绘画还是数字绘画，
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作品背后的创
作意义，才是艺术绘画最宝贵的品
质。数字绘画要有生命力、立得住、
走得远，艺术的含量远比技术的含量
更重要，这一点才是核心竞争力。

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吴玉杰
说，数字艺术是一种融合艺术，我
们欣赏数字艺术、畅谈数字艺术，
其实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和以往
不一样的审美空间。技术是为艺
术服务的，但是技术本身应该变成
一种理念沉淀在创作主体的思维
深处，那么这样创作出来的艺术，
才真正地成为数字艺术。数字技
术为艺术提供无限宽广的空间，数
字艺术更要求创作主体能够形成
数字艺术的自觉，这点是非常重要
的。还有一点，数字艺术改变了传
统的欣赏展览方式，这种完全的沉
浸式欣赏，实际上是在梦境里边。

沈阳音乐学院副教授李娜说，
当数字技术融入艺术中，就把艺术
的边界打开了，把创作空间、创作
理念颠覆了。新的技术应用到艺
术后，形式本身也成了内容，为艺
术创作带来无限可能。数字技术
对艺术本质究竟创新多少，应该体
现在创意方面，如何用不同方式表
现同一题材，创意在其中起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

举办大规模数字艺术展在我省尚属首
次，此展将前沿的数字艺术带入大众视野

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技术如何
创新，思想才是艺术真正永恒的价
值所在。数字技术的艺术形式，不
会取代传统艺术，二者会变为一种
融合共生的状态。这是研讨会上，
专家一致赞同的观点。

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看，艺术的
核心不仅仅是艺术语言与形式的表
达，更是思想的呈现。

数字艺术不仅在文化推广中起
到积极作用，甚至也为传统文化注
入新活力。数字艺术如何从传统文
化当中汲取营养，如何赋予传统文
化新的活力？

辽宁大学教授刘巍说，我们可
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视觉、听
觉元素，如可以把中国传统绘画、戏
曲和民间艺术的表现形式与手法，
包括皮影、年画、古典文学、诗词歌
赋、戏曲京剧、民族音乐等运用到数
字艺术的创作之中。可以从中国传
统文化中提取题材，历史典故、寓言
故事、历史人物、历史遗存等都可被
借鉴到数字艺术创作之中。比如此
次展出的张世俊的《子见·三百像》、
李秋实的《文化演绎》、宋伟的《文化

状 态·书 系 列 组 画》、漆 琰 玲 的
《LOVE》、何咏宜的《万物生灵》、许
毅博的机械动态装置作品《一》等。

吴玉杰说，数字艺术如何从传
统文化当中汲取力量和资源，怎样
把中国传统文化在数字艺术中表现
出来，让数字艺术成为具有民族特
色、符合中国气质的数字艺术，它才
有可能在未来的世界数字艺术领域
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辽宁大学副教授张守志说，国
家非常重视数字建设，从这个角度，
结合我们的日常数字艺术实践，有
两个大的思路，一个是跨界融合，国
外有一个多媒体设计师做了一个展
览，将中国的戏曲服饰和人物脸谱
做成了数字艺术，在国际上产生了
广泛影响，这就是跨界融合的最好
案例。这种时空再造和定格性呈
现，其实都可以结合在艺术创作实
践中去。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创新性
发展、创造性转化，能够把我们中国
传统文化结合数字艺术的形式推向
大众，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科
技的融合。另外，可以“文旅融合”，
中央戏剧学院的一个教授刚刚拿到

世界级大奖，他将数字艺术的空间
设计和传统的道家理念结合到了一
起，经过他的融合，将中国传统文化
的魅力一下子释放出来。

杨波说，艺术的大众化，今天我
们用数字艺术的方式，实际上给它
插上了翅膀，艺术规划、艺术接受，
今天变得非常之严密，有了更多的
可能性，那问题在于我们的艺术家
如何更好地去实践这种艺术的大规
划，艺术本身到底如何走出象牙塔。

艺术与技术结合的核心是审
美，时代赋予它们不同的内涵，新工
具的产生也带来相应新的制作方式
和审美标准。

研讨会上，吴玉杰提出数字艺
术创作与数字艺术批评同步问题。
她说，数字艺术已经给我们呈现出
一个视觉盛宴，那么我们的数字艺
术批评在哪儿？它现在能不能与数
字艺术创作同步，这实际上是一个
非常迫在眉睫的事情。如何让数字
艺术批评成为真正的批评，能够与
数字艺术创作相协调，同步起作
用，那么我们的数字艺术才会走得
更远。

数字艺术如何从传统文化当中汲取力量和资源，让数
字艺术成为具有民族特色、符合中国气质的数字艺术

“视觉辽宁——数字艺术展”吸引了大量年轻观众观展。

数字插画《LOVE》体现母爱情怀。

小观众沉浸式观展。

若说人生幸事，除了金榜题名、他
乡遇故知……还有年逾花甲时，朝身
边喊一声“妈妈”，还有人回应：“哎，妈
在呢！”

今年中秋节，电影《妈妈！》登陆各大
院线。这部电影还未上映时，在各大网
络媒介及社交平台上便掀起一阵阵好
评，其反套路情节的设定，更是成为这部
影片最吸睛的亮点。

《妈妈！》由导演杨荔钠执导，与
《春梦》《春潮》共同组成其探讨中国女
性内在精神、情感纠葛的“女性三部
曲”。《妈妈！》讲述的是在一个高知家
庭中，一位 85 岁高龄的母亲，在晚年照
料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女儿的点滴日
常。影片中饰演母亲的演员吴彦姝，
也凭借精湛的演技，在不久前结束的
北京国际电影节中摘得“天坛奖”最佳
女主角奖。

一想到展现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生
活的电影，我们便会联想到在 2021 年
获得第 93 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改编
剧本奖的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
以及在 2014 年上映的《依然爱丽丝》、
2019 年由中野量太执导的影片《漫长
的告别》。

然而，与这些影片截然不同的是，
《妈妈！》并没有采取传统意义上的剧情
模式，即由子女或家人照顾患有阿尔茨
海默病的父母或长者的情节，而是安排
由耄耋之年的母亲陪护患病的女儿的
剧情。从某种意义而言，这种反套路化
的情节设定，更利于实现具有起伏波动
层次感的情绪渲染，进而拨动观者的心
弦。

影片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是在
结局时，母亲用轮椅推着病重的女儿，
行走在涨潮的海滩上，层层海浪慢慢涨
起、堆叠，推向沙滩，而母女俩则在这涌
动的浪花中相拥、欢笑。这一组极具诗
意性且富含浪漫感的镜头，不仅为影片
构建出一个相对开放式的结局，而且这
一大海的意象也与影片的标题紧紧相
扣。因为影片的片名《妈妈！》是包含有
双重指代效果的词汇，一方面，“妈妈”如
同文字符号一般，指涉某一个亲人，而另
一方面，这一特定符号，也可以指代那如
海水、如浪潮般深沉又汹涌的母爱。这
份沉甸甸的爱，不论子女发生什么变
化，都将无条件地包容他们，并贯穿他
们的一生。

不仅如此，《妈妈！》这部影片较为引
人注意的，还要数对母女二人碎片化的
日常生活呈现。导演意图通过这些碎片
化的情节安排，让观众管中窥豹，近距离
感受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及其家属在琐碎
生活中的苦与乐。

然而，略显遗憾的是，这些碎片化
的日常叙事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因为从本质上，这部影片就陷入了由过
度艺术化而导致情节失真的怪圈。可
以说，从某些角度分析，《妈妈！》这部影
片是在向《困在时间里的父亲》致敬。
两部电影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而且，在
剧情延展的过程中，两部影片也都大量
运用心理蒙太奇来制造出幻象、回忆与
梦境等场面，进而呈现阿尔茨海默病患
者认知错乱，以及秩序缺失的精神世
界。但是，与《困在时间里的父亲》相
比，《妈妈！》对于剧情张力及人物性格
塑造的把控，就显得功力不足了，这也
是导致其情节稍显失真的症结所在。
这里的“失真性”并非指情节不真实，而
是指过多艺术化处理并没有更好地作
用在剧情及人物塑造上。

在《困在时间里的父亲》中，剧情是
与人物塑造紧密贴合的。影片虽然呈
现出大量碎片化以及看似无序的日常
生活，但这样的艺术化处理是为了能让
观众设身处地地站在阿尔茨海默病患
者的视角上，感受他由时间错乱，记忆
混淆、缺失而产生的茫然与无助，以及
他由这些错乱的感知而做出的攻击性
言行。而影片《妈妈！》，相对来说，则并
未合理地处理好碎片化日常能够带来
的剧情张力，没能实现用有限的情节，
容纳更丰富、更有深度的精神内涵。因
此，在影片后期的情感升华中，前面极
力铺陈的，人物在病情中也能有很唯
美、浪漫、童真的一面，就稍显单薄、苍
白，且力度不够了，观众也不能从这样
的情节中，与人物产生更多的感性联
结、建立更有意义的理解。

同样，在《妈妈！》中，这些过于琐碎
且关联性不甚紧密的日常情节，也成为
观众情绪沉淀的阻碍，往往还未完全酝
酿出可以触动人心的泪点时，便迅速转
场到下一个情节，并且还存在为了制造
情节关联而刻意渲染的嫌疑。这种蜻
蜓点水式的叙事方式，更是没有精准且
深入地把握住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生活
的重点，因此，也无法引发更多的情感
共鸣。

虽然《妈妈！》在叙事结构的搭建上，
还有一定问题，但这部影片却是将观众
视线聚焦在社会热点问题以及需要特殊
关怀群体的生活上的一次重大尝试，更
具社会性价值。

（作者系香港城市大学博士、中国田
汉研究会戏剧委员会委员、中国戏剧家
协会会员）

母爱深沉如海
——我看电影《妈妈！》

柳逢霖

■ 近年，艺术领域出
现了数字化新趋势，
那么，艺术在与科技
的碰撞中，会出现哪
些新趋势？

■ 数字技术带给艺
术的是创作媒介和手
段的革新，还是给创
作思路带来新的思
考？

■ 数字绘画要有生
命力、立得住、走得
远，艺术含量和技术
含量哪个更重要？什
么才是核心竞争力？

■ 随着技术创新，数
字艺术能否取代传统
艺术？二者关系如
何，是融合共生还是
各自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