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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艺术的设计思维和审美价值的探索
刘　磊

（南京传媒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2）

摘要：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技术与文化意识相互融合，并在文化艺术领域中有了广泛的应用。数字艺术成为当前的一种潮流文化，

推动了文化艺术领域的发展。随着人们对艺术认知形式的广泛接纳，数字技术也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艺术创作中。本文以数字艺术为研

究对象，探究数字技术的设计思维和其审美价值。论述了数字艺术中设计思维的分类，同时阐述了数字艺术及其主要特点，并结合数字

艺术的发展，探究藏品领域的发展情况及数字艺术的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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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科技不断丰富人们的生活，极大地提

升了当代人的生活质量。其中数字技术与文化艺术的融入，形成

了新的数字艺术，并在艺术领域中拓展了新的艺术分支。同时，

数字艺术在当代的发展中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如在影视领域，

掀起了一场数字艺术的狂潮，给人们带来了全新的观影感受。此外，

数字艺术在我国传统文化领域的并序融合，也促进了传统文化的

发展，使其在原有的基础上实现了创新和发展，并且借助其独特性，

给人们带来了不一样的审美体验，逐渐成为艺术领域的宠儿。

一、数字艺术与艺术藏品

人们对未知事物的探索从未停止过。在我国的古书中就有对

未知事物的探索记录，比如在《陆九渊全集·杂说》中记载“四

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在老子的《道德经》中记载：“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诸如此类的描述还有很多。同时，在 1990 年，钱学森院士在致汪

成为的手稿中，就已提到“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并欲

将它翻译为具有中国味儿的“灵境”，使之应用于人机结合和人

脑开发的层面上，并强调这一技术将引发一些震撼世界的变革，

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大事。

现阶段，在需求的推动下，数字艺术已经逐渐发展为一种艺

术藏品。首先，在价值储藏方面，基于稀缺属性而进行价值储藏

基于算法生成的数字藏品，具有唯一的产权。产权是构成稀缺性

的基础，而不可复制的稀缺性是用户购买或储藏数字藏品的主要

驱动因素。其次，人文认同也是促使其成为艺术藏品的驱动元素

之一，基于艺术属性产生人文认同以艺术类的数字藏品为主，人

们购买它就像购买传统艺术品一样，是基于对这个数字资产的艺

术价值的认可。再次，生产要素配置，基于功能属性的生产要素

配置，比如区块链游戏内的数字资产：用户需要购买数字藏品才

可以参与到游戏生态，因此这类数字藏品更多的价值在于生产要

素配置。最后，社交货币需求，基于社交属性而产生身份认同的

需求大部分需求是基于对某 IP 或个人的身份认同，这类数字藏品

更多地体现出社交货币属性。

二、设计思维的分类

数字艺术的诞生亦是由人类天马行空的思维从无中带出有来，

因此数字艺术里充分体现着设计者的设计思维。

数字艺术创作本身就需要设计者在作品中标新立异，以此使

其区别于其他的艺术作品。这就需要创作者有独创性思维。数字

艺术的设计不仅需要设计者有缜密的思维，还需要他们有丰富却

灵敏的想象力。由于数字艺术的特殊性，使得数字艺术的设计思

维区别于其他，其表现出来的特征是所有数字艺术研究者进行创

造的原动力，并且在此基础上才能创造出艺术作品。

总体来说数字艺术的设计思维可以分为：

独创性思维，数字艺术设计者通过打破常规，借助已知的事

物和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出未知的事物，并将其转化为艺术的形式，

成为艺术作品，使观赏者眼前一亮。在进行独创的过程中，数字

艺术设计者需要以开放性的思维为桥梁，注重将不同的思维联系

起来，对其进行融合和设计，以此将自己的想法变为现实。

联想性思维，在数字艺术设计中，设计者需要借助联想，针

对数字艺术的主题、形式以及色彩等，进行充分的联想和想象，

以此在数字世界进行自由的创作，能够将不同的元素联系起来，

构建成有灵感、有创意、有感染力的数字艺术作品。在联想性思

维的基础上，设计者才能数字技术与艺术创作联系在一起，才有

数字艺术这一类的作品。

批判性思维，批判性思维是数字艺术创作者提升作品质量的

关键思维，其贯穿于整个数字艺术的创作过程。在批判性思维下，

设计者能够根据设计创意的要求，不仅反思自己，调整和修改自

己的思维，提高设计思维活动的效率。数字艺术创作者只有树立

了批判性思维，才能不断优化自己的设计。比如，现阶段人们越

来越多的应用数字艺术对传统文化进行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弘扬

了民族文化，在原有的基础上融入了数字化的时代特征。在此过

程中，数字艺术设计者需要不断对其两者的融合进行改良，使深

层次的文化传统和理念与当今一日千里的科技手段在不断的碰撞

中实现传承与创新。

发散性思维，在发散性思维中，数字艺术的创作者能够突破

常规，在有限的设计元素下求异和举一反三，从而使作品具备深

度和广度，是设计者进行筛选和创作的关键。比如，当前借助数

字艺术展示我国悠久历史和文明的作品，再现了我国传统建筑的

魅力。这种数字技术与传统文化相互融合的形式，充分体现了设

计者的发散性思维，为艺术创作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数字艺术的特点

数字艺术研究者将艺术创作与新技术融合。数字光年与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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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建筑团队合作，一比一大小搭建唐长安城的数字建筑沙盘。

用户可共同参与该城的规划和建设，在虚实互动中感受更加全面

立体的历史风貌。数字化技术让中国传统建筑在数字空间生动再

现，联动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未来，将孕育大量新的消费场景，

对线下实体经济具有辐射效应。还会有更多文创作品依托数字化

技术进行传播。推动数字藏品的创新形态与实体经济结合，有利

于创新历史文化的传承方式，推动文创以更被年轻群体青睐的形

态持续发展。

通过对经典复生传承创新通过数字享生技术，向世界展示我

国悠远的历史与文明。打造“中国形象”虚拟 IP、促进中华文化

对外传播。首先，将传统文化、时代精神、新兴技术三结合。其次，

保护传承传统文化。最后，利用 AR、VR、数字享生等技术手段

对文化进行再创新。

通过释放想象累进收益创作的灵感推升，AI 技术能实现个性

化价值奖赏，从而激发艺术家创作灵感。虚实流动的艺术特质拓

展人类的审美疆域，并丰富艺术创作生态。权益的多维保障：数

字藏品更易确权且收益为累进制，使作者获得更坚实的权益保障

与高速的财富积累。易用性的显著提升：数字艺术作品更易获取

和保藏。传统艺术收藏要经历复杂的流通环节，存在较高的流动

风险和保养成本，而艺术藏品能即刻交易，永续存在，更有利于

艺术藏品的传播和保值。从艺术品到数字藏品，稀缺性的地位不

仅没有下降，反而提高了。

稀缺造梦炫耀标榜现实世界中文化品牌的塑造与推广受到

数字世界的流量影响。奢侈品也可以突破创造力的界限，并提供

现实生活中不可复制的体验。Gucci 在 Roblox 平台开放了 Gucci 

Garden 空间，启动了艺术花园体验的虚拟活动。Roblox 用户能仅

以 1.2 美元至 9 9 美元的价格购买限量版 i Gucci 配饰，装扮自己

在平台上的虚拟形象。在这个艺术花园中，用户可以看到同空间

的其他人并与之互动。

四、数字艺术和数字收藏品

数字艺术是引起大家对于数字藏品关注的主要源泉 2021 年 3

月，数字艺术家 Beeple 的作品《Evervdays.The first 5000 davs》以

6900 万美元在英国拍卖平台佳士得成交。同年 5 月 20 日，加密艺

术家宋婷的作品《牡丹亭 Rêve 之标目蝶恋花——信息科技穿透

了「我」》在中国嘉德拍卖行以 66.7 万元成交。在众多的艺术作

品中，奢侈品是最快速进入到数字藏品的行业。奢侈品是最为符

号化的商品，而数字藏品本质上就是一个消费符号，因此其本身

的特点就与数字藏品有着较高的契合度。

《Evervdays.The first 5000 davs》

五、数字收藏与美学

随着社会的发展，艺术藏品融入了更多的金融元素，使艺术

藏品不再纯粹，康德认为审美是一种无利害关系的活动，但现如

今审美和利害关系越来越近了，甚至可以描述为“金融化审美”。

而鲍德里亚则相反，他认为人们在消费中获得某种个特定的符号

认同，使得审美具有利害关系。传统审美、高雅艺术以及普通艺

术之间的界限模糊了，好想人人都可以享有，但又无法人人参与，

艺术无所不在，但同时艺术死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明显颠覆了

传统的美学观念，它打破了审美的无功利原则，让审美活动进入

了日常世俗生活，由精神层面进入物质层面，由精英化转变为大

众化。这种审美观念的转变的革命性不言而喻，但是我们需要警

惕的是审美的泛滥，美的艺术的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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