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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民间美术是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的灵感源泉。我国民族众

多，各民族的传统艺术表现形式纷繁复杂，具备强烈的本土色彩。

民间美术是一项源自民间生活的艺术形式，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

系密切。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指以数字技术为前提开展的艺术创作。

数字媒体艺术作品既表现出艺术的感性，又表现出科学技术的理

性。将中国民间美术元素融入数字媒体艺术设计，能为两者带来

全新的发展机会。

1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的基本特征

数字媒体是集存储、传递、获取艺术作品信息为一体的媒

介，这种媒介可以分为数字化的文本、影像、音乐、视觉图像、动

画等感官媒介，以及描述这些感官媒介信息的表现方式，这些都

被统称为逻辑媒介[1]。数字媒体艺术作品不但具有艺术作品的内

涵，而且是目前艺术设计技术中富有发展潜力并充满生机的部分。

和其他的艺术作品类型一样，数字媒体艺术具有专业性、集成性

等特征。展开来讲，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有以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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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技术性

数字媒体艺术是与数字技术结合最为紧密的艺术。它利用了

精湛的数字技巧，使各种超乎常人想象极限的可能变成现实。数

字媒体艺术设计依托数字技术产生，在计算机技术的支持下得以

迅速发展。

1.2整合性

在数码信息时代，媒体最根本的改变在于逐渐电子化。现代

电子化资讯处理技术能将语音、绘图、文章、动漫、影片、录像

等内容编译成统一的数字信息，因而数字媒体的制造和传递途径

具有整合性的特征。

1.3逼真性

艺术家应用数字技术创造的艺术形象更加逼真、传神，可以

更好地表现内心的真实思想。

1.4时段性

数字媒体艺术作品一般泛指各类具有时间性的文化媒体艺术

作品，如影视、动漫等。在时间的推移下，信息技术也在不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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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以数字媒体技术为基础的多向互动式电子文化传媒艺术作品

使文化和科学紧密联系，渗透当下生活的各个方面。

1.5大众性

数字媒体作品中包含单纯的艺术品，人们可以将数字媒体艺

术作品应用于生活，因此数字媒体作品具有大众化的特性。

1.6交互性

交互性是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的主要特征，同时也是区别于一

般艺术设计作品的显著特点。交互性加强了观众和艺术作品间的

交互沟通，让观者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艺术作品最终的展示流程

上。这主要是因为数字媒体能将以往静止的艺术作品转化为生动

的交互作品，以此吸引观者的注意力。

1.7商业性

数字媒体艺术作品是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产物。在商业化趋

势不断增强的背景下，这一新兴的艺术形式得以不断发展，有关

人员应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使之在创造商业价值的同时凸显艺

术价值和审美价值。

2  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中融入中国民间美术的策略

2.1融入剪纸风格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剪纸也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艺术形式。

在我国古代民俗节庆、收割粮食时，经常会采用剪纸作为故事

叙述的方式。体现了劳动人民富有情趣的生活方式，装饰较为精

美，是传统民俗文化的精髓和历代劳动者、艺术家智慧的结晶。剪

纸内容丰富，意义深远，堪称民族艺术的瑰宝。将其在现代艺术

设计中进行应用，能够加强动态效果。传统剪纸艺术对色彩的应

用一般表现出强烈的对比色调，而对于同类色、类似色、邻近色

则极少使用。其中，明度的强烈程度是体现色彩的重要途径。常

用组合包括：黄 �红-蓝、红-蓝-绿、蓝-黄-紫、黄-绿-紫-

红、紫-绿-蓝-橙 �黑等。当单一的色彩被黑线或白线隔开时，

剪纸艺术效果更为鲜明突出。例如，将花草、人物、鸟兽通过剪

纸形式进行展现，加强形式灵活性，体现出丰富的中国元素。将

这种民间艺术转化为更具活力的视觉艺术，是对民间艺术传承和

保护的最好手段之一，不仅弘扬了传统文化艺术，也丰富了现代

数媒艺术设计中的元素内涵。

2.2融入皮影元素

皮影艺术是以表演人物动作为主体的剧种，在戏台上，表演

者用动物皮刻制的影偶扮演相关的人物，展示相应的情节[4]。我

国民间皮影艺术形式独具一格，富有民族特色。一方面，皮影戏

中的人物形象体现了皮影戏的思想和美学倾向。另一方面，影剧

中影偶的创作水平也能体现出皮影戏的发展程度。制作影偶的材

料由刚开始的纸张逐渐演变为皮质材料，一些匠人在利用皮质材

料制作影偶时使用彩绘的创作手法，从而更好地丰富了皮影戏的

人物形象。匠人使用多种手法创作影偶，不仅在造型外观上很好

地区分了影偶中的正面角色与反面角色，而且更加完整地展示了

影偶的人物形象。在探索将民间美术融入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的策

略时，设计人员可以提取其中的皮影艺术元素，重新审视皮影艺

术的表达内涵，合理提取其中的相关设计元素。设计人员应具备

一定的创造性思维、探索精神、创新性眼光，进行开放性的思考，

由此更好地将皮影艺术元素与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相融合。我国不

乏经典的皮影作品，设计人员可将其以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的形式

加以呈现，由此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如，皮影艺术经典

画作《桃花源记》采用3dsMax技术呈现皮影艺术中的人物形象，

同时以水墨画的形式展现背景效果，整体的风格十分独特，满足

了当下社会人们的审美需要。在以数字媒体艺术设计呈现皮影艺

术的过程中，在设计场景时，设计人员可以按照画面分镜的需要，

先用人工绘画情境布局，然后通过图像处理软件完成情境数字绘

景，最后按照视听语言的特点绘制整体的情境。

2.3融入刺绣元素

刺绣源于中国丝织。春秋时期，农耕文化开始发展与繁荣，人

们大量栽培桑麻，进行纺织工作。从湖南马王堆汉墓中发现的织

锦编织技艺高超。在纺纱技艺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染色与绣花技

艺出现并发展。早在原始社会的过渡时期，各部联盟首领在举行

重大庆祝、祭祀等活动时，往往身着绣着日月、星星、群山等刺

绣纹样的上衣，以及带有宗彝、藻、火、粉米、黻等刺绣纹样的

下裳，后来发展为十二章服。在现代刺绣艺术作品中，设计人员

探索将其与数字媒介结合，以此传达独特的审美趣味。站在美学

设计的视角解读刺绣，其中除了展现出复杂的花样与色彩，还体

现了现代艺术和传统艺术的相互交织。近年来，设计人员探索将

刺绣元素融入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旨在将刺绣独特的表现形式与

现代艺术形式相结合，从而演绎独特的艺术风格。将刺绣元素融

入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时，设计人员应凸显刺绣的民族性，在使用

刺绣元素前了解刺绣的相关内容与发展历程，掌握刺绣艺术的特

点，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其与数字媒体艺术融合的切入点。同时，

设计人员还应注意避免设计过程流于形式。

3  数字媒体艺术在各类设计中的作用

3.1 建筑设计

建筑设计既是传统设计，也因为人们家居理念的 改变而成

为新潮设计。传统的建筑设计更重视理性的建筑外观、建面规划、

空间布局等，是在利益最大化和空间合理性的前提下进行平面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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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虽然技术含量较高，但缺乏人性美及艺术美。加入数字媒

体艺术后，建筑设计将更符合“人文宜居”的需求。以室内

设计为例，传统的室内设计采用的是平面设计形式，往往只考

虑到水电管道、家具布置、门窗安排，客户虽然能大概知道房

间的布局，但若没有足够的空间想象力，就无法提前感受房间

装修后的情况，也就无法把控自己的喜好，很有可能在装修完

之后才发现不是自己喜欢的样子，又难以再付出时间和精力进行

改造，最终只能居住下去，影响居住体验和心情。采用数字媒

体艺术后，设计师可以将室内设计转化为3D 效果模型，更好

地进行细节展示、色彩搭配、家居装饰应用和设计理念的传

达，也能方便客户审视与欣赏设计师的创作，感受设计师想要

传达的理念并及时进行沟通。此外，一些大型租房 App 也有

针对性地开发了室内 AR 功能，让租房者能够足不出户就能挑

选到心仪的房间，极大地节约了租房者的时间成本。

3.2 品牌设计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益深化，与国际间的贸易关

系日趋紧密，使得企业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为了应对竞争，很

多企业在做好自身产品、服务和管理的同时，想到了从品牌设

计、宣传、企业格调等方面提升自身竞争力，即利用数字媒体

艺术进行品牌整体设计。企业的品牌整体设计包括了视觉形象设

计、视觉形象识别、网络媒体宣传、企业格调等方面。其中，

视觉形象设计和识别包括商标、口号、标识物和标识色等，网

络媒体宣传则包括了图文宣传和音视频宣传，都是数字媒体艺术

在品牌设计中的应用。以“雪王”形象为例，其是食品品牌

“蜜雪冰城”旗下的视觉形象之一，以红白二色为主，整体设

计较为简单，风格偏向可爱，受到产品目标客户— 女性及青少

年的广泛欢迎。品牌方还特意为其创作了主题曲，凭借简单的

旋律和朗朗上口的歌曲迅速火爆，相关视频在各视频平台上的总

播放量已经破亿，为品牌方带来了极强的视觉形象识别效果及宣

传效果。此外，部分品牌视觉形象的改变还体现着品牌整体格

调的改变，如 2021 年，“小米”宣布使用新 logo，其与

旧有logo 的最大区别在于外框从有棱角的方形变为圆滑的方形，

这样改动，一方面，总体改变不大，有利于老客户分辨；另

一方面，将棱角磨平能显示出无害、亲近、可爱之感，暗示

着品牌格调及态度的转变。综上，在品牌设计中应用数字媒体

艺术，能通过多样化且新颖的视觉呈现，帮助品牌更快吸引到

客户的视线，增加品牌透出度；还能借此与其他品牌联动，借

助网络媒体扩大影响力和知名度，以便扩大客户范围，增加收

入渠道，获得更多的利润。

结语

数字媒体艺术是现代数字技术和人们艺术需求不断提升的产

物。现代数字技术为提高艺术表现力提供了技术支持，中国元素

的融入可实现数字技术和传统文化的深度交融。国外数字媒体艺

术设计的案例表明中国元素对于数字媒体艺术具有极大的艺术提

升价值，也有助于突出数字媒体艺术作品的品质，丰富艺术表现

形式。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中融入中国元素还有助于突出中国数字

媒体艺术发展的特点，坚定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的民族立场。中国

文化于此间也借助数字媒体艺术扩大了传播的空间，在融入中实

现时代创新，焕发出新的艺术生命力，坚定全民族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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