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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虚拟化的视觉流变探考 
刘鑫 

（渭南师范学院） 

摘要：依托于现实生活的审美活动在“互联网＋”的影响下，出现了审美活动向网络虚拟空间的引申，呈现出虚拟化的发展趋

势，审美在网络虚拟空间相应地形成了虚拟化的审美活动。由于互联网技术的符号传达主要借助于视觉，因此审美虚拟化逐渐发展

出与现实审美差异存在的视觉传达模式，构成了网络虚拟审美场的视觉审美赋码。本文从审美虚拟化的时代背景出发，从视觉间性、

视觉信息、视觉整合三方面考察审美虚拟化的视觉流变过程，从而形成审美虚拟化后，视觉传达发展变化的整体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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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趋势在当代社会生活的普及，网络技术支持

下的虚拟化生活逐渐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互联网“＋”

生活的组合促进了虚拟与现实的多元对接，主体在现实与虚拟的空

间融合中实现意义构成，诠释生活。互联网为人类生活提供了另外

一套认识世界、掌握世界的方式，为人们提供了虚拟空间中理解世

界的可能性，在逐渐发展的网络技术支撑下，互联网的虚拟边界逐

渐扩大，逐渐渗透至现实生活、与现实生活形成有机补充，从而开

始覆盖人们的现实生活。在互联技术的不断进步下，人们超越了享

受虚拟技术的生活便利，开始从思想意识层面掌握与捕捉虚拟的观

念理解。 

审美虚拟化在人们对虚拟的思想意识解读中逐渐形成，突破了

原本以现实生活为基础领域的审美活动，走向虚拟与现实的综合理

解，开始对网络虚拟空间审美的思想挖掘。以互联网为平台，审美

面对审美活动在网络世界的具体行为，构成了虚拟化的审美理解，

形成具有鲜明网络特色的审美活动。由于网络技术中，视觉信息占

据了重要地位，审美虚拟化的变革带来了审美视觉传达的发展变

化。为适应审美的虚拟化发展，审美的视觉传达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以满足网络审美的特殊性，反映了网络虚拟化对审美视觉传达的适

配性改造。在虚拟空间的维度，审美虚拟化发展将审美主体、审美

对象、审美模式三个主要构成要素进行了虚拟化的针对性变革，审

美出现了虚拟空间的衍生发展。 

一、审美主体：审美虚拟化的主体间性构成 

在现实空间中，审美活动的产生发展具备较为强烈的真实情

境，现实生活中的主体依据自身的现实审美体验刺激审美活动的产

生。在现实审美中，主体往往既是现实生活的主体也审美主体，呈

现出二重属性。审美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完美呈现，审美并没有与现

实截然分开，主体既是生活的主体，也扮演者审美的主体。由于二

者关系密切，审美经验往往直接从现实世界获取，逐渐消弭了审美

与现实的距离。主体往往在生活中可以利用审美情感的跃迁作用完

成对现实生活的审美感受，主体与对象之间的距离贴近，因此主体

在审美中直接可以观审自身，在审美对象中找寻自我的存在，生活

主体与审美主体并不截然分离，往往是同一主体在差异环境中的针

对性裂变。生活主体与审美主体的视觉传达符号系统可以共享，主

体由于距离贴近，视觉传达的间性并不突出，审美与生活在现实审

美中保持着自然而然的统一。 

网络虚拟技术的发展，将日常生活的相关信息由主体个人体验

转化为虚拟数字符码，主体对于虚拟空间的审美需要依靠视觉对于

虚拟符码转译建构起虚拟世界的审美活动，生活主体由于网络技术

的要求不能直接进入审美活动之中。因此，主体视觉依靠现实生活

所积累起来的审美经验不足以支持审美主体的产生，生活主体与审

美主体需要跨越视觉符码的界限才能够完成审美交流。虚拟技术的

视觉传达条件拉开了生活与审美的距离，审美的虚拟化使得生活主

体不能直接进入审美虚拟空间，需要借助网络虚拟语言进入，原始

的生活“元”主体在网络语言的过滤中被解构，原始的生活“元”

视觉符号需要完成转码后才能进行虚拟审美。因此解构后的所形成

的网络虚拟主体产生转码后的视觉传达方式，在生活主体之上产生

了审美间接主体。由于网络世界的相对独立性，主体的间接性体验

延伸了审美主体与对象的距离，催生了视觉传达的间性构成，主体

在虚拟世界的距离延伸中构成了主体间性，出现了对原生生活主体

的“他者”观审，审美虚拟化突出了主体在距离引渡下的裂变考察，

视觉介质的网络化重构也促进了间性主体的自我差异理解。在审美

虚拟化中主体间性驱使视觉传达出现了由“我”到“他”的转变，

审美视觉从“我看到”的体验性过渡到“他们看到”的共享性。区

块链技术消解了“我”在审美世界中的绝对主体地位，重塑了沟通

与交流之下的“他们”主体。这样的主体间性存在，打破了视觉传

达的单向维度，审美快感的心灵狂欢从个体的自我解读转向群体的

共性理解。 

审美虚拟化的体验中，主体的间性改变了现实审美视觉传达的

基本方式，从自己出发为主转向维系群体理解为旨归。审美视觉传

达在互联网技术中出现了改变与发展的原初动力，由于虚拟世界的

群体审美共性条件限制，美从生活主体心灵的精神契合，转向了沟

通交流的顺畅进行。 

当今网络空间对于人的审美建构呈现出多元化的渗透模式，这

种模式解构了传统现实空间中的主体存在，主体的言说与意义建构

因为网络虚拟媒介的渗透出现了层次上的分隔。主体在现实空间与

虚拟空间之间进行裂变，原生主体与虚拟主体之间的空间缝隙拉

大，主体的自我认知与对象识别在虚拟网路世界中无法简单合一，

需要在现实空间中进行主体的意义整合，在渗透后的网络虚拟空间

中进行主体意义的重组，在虚拟与现实空间中的变化运动中完成主

体的重构。审美在网络世界的虚拟化发展，将主体在审美活动中的

意义存在内置了主体空间转化后的自我识别环节，主体在成为虚拟

化的审美主体之前，需要首先对于自我的意义信息进行主体化的顺

利读码，从而在主体通过虚拟符码认识主体的过程出现了“现实主

体-虚拟主体”的主体间性。较之现实审美的主体距离，审美虚拟

化的主体距离较长，对于审美主体的生成条件也更为严苛，大大激

发了审美虚拟主体在审美活动中的自觉主动性，审美感性情感交流

出增加了理性的意义把握。感性与理性交融的间性主体对于审美活

动的视觉传达也由此脱离了简单的视觉直观勾勒，表现出意义符码

在视觉领域的转译与对外输出。间性主体的视觉将直观视觉形象结

构为系统的意义负载点，应用于网络虚拟空间，而审美主体的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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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虚拟空间是通过对于视觉意义负载点进行虚拟规则化地排

列组合后形成对审美对象的形象完善的。 

二、审美对象：审美虚拟化的视觉信息介入 

在生活世界中的视觉养成更多地依赖先天的视觉感官条件与

现实世界的视觉观审训练，视觉传达过程多集中于从具象到具象的

模式。生活世界中，具象实体的丰富存在致使生视觉传达倾向于主

体视觉对于具象的直接反映，具象到具象的审美情感牵连成为生活

审美的主导模式，视觉直接图像的情感植入推动了生活审美的顺畅

进行，视觉图像在生活中的实体存在，使得弱化了感觉到知觉的意

义过渡，“元”视觉的具体形象捕捉可以满足审美的基本需求。 

主体间性在审美虚拟化中的间性改造，突出了虚拟审美的主体

特殊属性，差异化的审美主体促进了审美虚拟化后的审美对象改

造。由于主体需要在审美虚拟世界完成自我意义的识别，那么通过

虚拟识别建立的审美主体也倾向于关注和考察经过信息符码建构

的审美对象，信息化言说的审美对象更加吻合主体间性的虚拟主

体，审美活动的交流虚拟化地衍生为主体与对象的信息沟通。在审

美虚拟化后，审美世界产生了与现实世界的裂变，主体解读网络虚

拟空间的审美活动时，需要通过间性主体完成知觉到视觉的情感联

觉。此时，主体展开审美活动的前提在于对于网络信息符码的理解

与吸收。因此，审美虚拟化的视觉中引入了信息编排的内容中介，

主体需要在识别足够且充分的网络信息之后，才能完成审美意义的

发现与凝练。审美虚拟化的视觉不在局限于具体形象的直接传达，

而是走向了信息流的顺畅表达与沟通。互联网络空间中，存在自身

特定的信息符码语言，有别于生活语言，最初为信息编码，主体视

觉初期不能直接成像，需要借助信息符码的破译完成对审美对象的

二次重构，导入主体认知，形成信息意义负载的视觉图像。与现实

空间的视觉直观相比，审美虚拟化后的审美对象需要主体进行间性

的二次改造，也需要经过间性改造的主体对审美对象进行信息化的

二度观审。审美虚拟化后，对象的一次外在表现直接地表现为信息

系统，这样的审美信息既成为现实与虚拟审美地分界，也构成间性

主体顺利进行虚拟对象的平台。间性主体在审美对象信息的顺利解

读中，完成审美信息转换的二度审美，将信息还原成“类形象”，

从而进行审美活动的正常审美。 

审美活动在网络虚拟空间中的特殊性，将审美信息的顺畅表达

推上了重要位置，审美的视觉传达需要解构为相应信息，在信息传

递的基础上衍生出审美主体的虚拟化感官，从而完成虚拟空间的信

息审美。审美虚拟化后的视觉传达并非是简单意义上的“生理-心

理”信息转化，视觉改造为“生理-信息-转译-心理”的虚拟化过

程，视觉传达的直接性在虚拟网络空间中被消解，转化为信息中介

的间接构成。视觉不再只是利用生活体验之后的感觉直接把握，而

是建立在信息铺设之上，超感官的意义审美，视觉传达成为信息转

译中的高级审美传达，在虚拟性的信息暗示中，产生现实空间向虚

拟空间的联觉效应，从而以“类知觉”的方式建构虚拟世界的审美

对象。审美虚拟化的视觉传达，外在表现为信息片段的主体认识捕

捉，调动主体的间性审美意识，内在表现为虚拟情境下的情感联觉

的信息变形。视觉主体间性的生成推动了审美视觉的信息构成，在

审美虚拟化中体现了信息把握之后的意义存在。 

三、审美模式：审美虚拟化的视觉模拟传达 

生活审美中，主体所获得的审美感知，可以利用生活体验与感

官的相互配合，顺利地完成视觉表达。“言、象、意”的关系在生

活场景中天然地统一在一起，由于视觉接受与认知时的直接具象

化，视觉传达也通过直接具象加以表达，整体过程基本不受影响。

生活空间与审美空间在审美活动中保持着统一，此时的审美感受可

以进行主体视觉的直观传达，属于现实世界的审美超越，意直接赋

予象之中，视觉传达象裹挟这意的输出，主体在理解和接受的过程

中不需要进行二次转化与转译。 

审美虚拟化的发展，在主体二次审美与对象信息介入的环节强

化了审美主体与对象的审美间接性，由此产生的审美模式有别于现

实审美的传统模式，而是在现实审美基础上通过信息编绘所形成的

模拟世界。它属于现实世界的虚拟化“影子”，但却拥有与现实世

界截然不同的视觉传达面孔与模式，在对审美信息的模拟中串联起

审美活动的展开。网络世界的虚拟审美，主体的审美感受首先表现

为现实生活并不存在的虚拟信息符码，这样的审美体验传达从直观

走向了模拟信息传达。网络世界培养的具有间性主体不同于现实生

活的具体主体，大量虚拟信息构成的网络空间中存在主体对虚拟信

息的解读与二次转码。视觉传达过程中，主体首先通过一系列网络

虚拟符号，反映在间性主体的认识世界，通过认知世界的二次整合，

才能形成审美活动的整体理解。尽管虚拟世界的审美也存在现实的

影子，但存在信息构筑的“二次元”世界，始终保持着与现实生活

较大的审美距离。因此，网络虚拟空间有自己的信息编码、解码的

技术条件与规则，其中审美虚拟化的视觉传达也超越了生活审美的

直观具象传达，出现虚拟审美的模拟传达。 

审美虚拟化的视觉模拟传达，其意义并未落在其中的某一现实

直接指射，而是以现实为蓝本的模拟信号，通过同一信息体系中主

体的意义解读，进行审美的情感暗示，调动审美主体在意识联觉中

进行审美活动。此时的“视觉”不仅仅是主体在现实世界的“看”，

而是扩容了“看”的延伸边界，需要间性主体在信息识别之中出现

“读——看”的行为。审美的虚拟化改造了视觉本身的工作机制，

嵌入了其中的信息平台，审美的发现与接受均需要在信息平台上完

成对现实世界的模拟感受，视觉传达利用信息模拟了生活具象的

“影子”，在思想意识的作用下，主体在“影子”的模拟中勾连起

审美活动的展开。 

“互联网＋”在当代社会的普及，改变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方式

与习惯，网络世界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逐渐加强，网络虚拟空间也

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认知。当虚拟世界利用信息技术的强大不断构建

与完善之时，勾连起人们对于虚拟世界的感性关注，虚拟世界中的

情感渗透开始出现，因此审美形成了有别于现实生活审美的虚拟化

发展。视觉作为审美感觉最为重要的感觉器官必然在这样的审美变

革中发生着信息化的熔炼，出现了一系列的发展变化。作为现实生

活审美的有机补充，审美虚拟化后的视觉传达构成对生活的二度解

读，扩充了审美活动的普遍展开。 

（本文为渭南师范学院 2021 年度横向科研项目“审美视觉传

达中的符号图像意义输出”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2021HXXM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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