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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随着科技与艺术的交叉融合，VR、AR 和 MR 技术在设计领
域中已经广泛应用，如汽车展示设计，游戏设计等等，促使人

们对这项技术进行不断的探索。科技的加持使艺术展示也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首先艺术展示的设计概念及思维方式发生了转变，
再者艺术展示设计从物质转向非物质，从现实转向虚拟，从平

面转向空间，从有限转向无限。同时，观看者能够参与到艺术

展示中，理解并成为艺术展示的重要组成部分。VR、AR 和 MR
技术将会使艺术展示所呈现的体验具有人性化、参与互动性、

设计多样化等特点。

VR、AR 和 MR 虽然有共同点，但其表现形式还是会有所不
同，而在艺术展览的形式上，如何有效而精确的使用技术与艺

术的比例，却始终没有得出一个固定的答案，有的强调应侧重

于技术手段，有的则始终认为更应该着重考虑艺术的展示与创
作，不能本末倒置。这个问题始终处于风口浪尖的位置，但是能

确信的是这个争论是建立在艺术家们对科学信息技术的认可的

基础之上的。但是在艺术展览中如何适合的运用VR、AR和MR技
术，如何发挥其技术在艺术中的优势与特点，这些都是需要分

析研究的问题。

2  理论基础
2.1 VR、AR和MR的概念及特征

“VR通过输出设备（VR眼镜）提供给观看者视听感观的模拟，

并进入到一个由电脑生成的交互式三度空间的虚拟世界，但观看
者所处的现实场景与计算机模拟的虚拟场景是隔绝的，两者可以

毫无关联。”简而言之，虚拟现实可以让设计者充分发挥想象，利

用技术手段重塑物理世界。其信息都为虚拟的，但不一定是即时
性的，可以采用摄像机采集也或以用三维动画制作而成。

“增强现实是将虚拟数字信息叠加在现实世界中，是虚实的结

合；并且现实中的交互行为可以与虚拟信息产生互动。在即时场
景与数字信息进行叠加的同时产生紧密的关联。”它是将虚拟的信

息应用到真实世界中，并将计算机生成的虚拟物体、场景或系统

提示信息叠加到真实场景中，从而实现对现实的增强。增强现实
技术，不仅展现了真实世界的信息，还将虚拟的信息同时显示来，

两种信息相互补充、叠加。

“混合现实（MR）则是将增强现实（AR）中的两类技术进行结
合和延伸，通过具有空间深度解析功能的摄像头对现实场景进行

全方位探测扫描，并在内核中即时建立实景三维模型信息，以构

建全场景的数字模型来确定叠加数字信息的固定位置，达到近乎
绝对位置的稳定效果，通过具有半通透折射屏的头显设备可观看

到界面视窗、三维模型、动画影像等数字虚拟信息悬浮空中并与

现实物体紧密联系，甚至被现实物体遮挡，虚拟数字对象与物理
现实环境并存而且实时交互，达到全息影像的观感体验”。

2.2艺术展览的形式

基于 VR、AR、MR 技术在艺术展览中的特征分析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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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VR、AR和MR技术在各行各业都有广泛的应用，而在艺术方面的应用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本文首先阐述VR、AR和MR技术的概念与异同点，再针对VR、AR和MR在艺术展览中的应用案例来分析比对其特点，最后总结出VR、
AR和MR各自在艺术展览中的特征，给艺术展览的形式进行初步的界定，使创作者在针对不同的艺术展时能够根据展览特点使用相应
的技术进行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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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展览是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建立在艺

术家与公众之间的一种特殊的交流方式，是作品与艺术家的重要
载体。艺术作品通过展览的方式得以呈现，供大众品读与欣赏，被

收藏家珍藏，被艺术评论家评论，并逐渐形成一个集艺术创作、艺

术传播、艺术营销、艺术欣赏于一体的艺术展示系统。
3  研究结果

目前这三种艺术展览形式里，VR及AR的技术十分成熟，应

用十分广泛，M R 相对应用较少。
VR艺术展览形式：VR 技术适合美术馆及博物馆等具有空间

性质的展览，不仅可以还原展览空间或重建展览空间，也能更

好的将艺术品及展示品还原于虚拟空间。而观看形式可以是使用
电脑和手机裸眼观看，也可以借助外部设备进行观看，形式多

样化，制作也方便简单。

AR艺术展览形式：AR技术更适用于平面艺术作品、媒材的立
体化和动态化延伸；AR艺术展览往往需要与线下展览相结合，艺

术家对艺术作品进行AR再创作，以一种新的媒体艺术形式存在。

而使用的外部设备是手机，方便观看与互动，更容易产生观看的
兴趣与积极性。

MR艺术展览形式：MR技术更适合于艺术品个体展示而非艺术

展览整体，单个的艺术品能够全方位进行观看与互动。由于设备
的限制，所创作的艺术作品十分小众，具有针对性的创作与搭建，

并可以进行数字保存。

4结论
VR、AR和MR技术与艺术的结合日益成熟，但技术是服务于

艺术，不能反客为主。“展览的主角永远是内容，绝对不是技术，

技术只是表现即应用的手段之一，应该服务于展览。”但由于VR、
AR和MR技术的特征与对艺术的支持，可以将VR、AR和MR作为新

媒体艺术的一种新的形式，新媒艺术是与传统艺术并存的不同艺

术，新媒体艺术可以创造更多的可能性，技术的加持能够有更多
的扩展与创意。相信越来会有更多的新技术出现，但艺术的本质

是创意的体验与内容。就像打动人们的永远是故事而不是因为技

术与工具。技术不仅要和展览主题搭配得宜，更要着重于如何让
观众走进或者接触展览重点核心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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