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4

科研管理
2022年4卷14期

试谈针对抑郁症群体的一些可视化设计
——以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策划活动“send	me	xxx”为例

张雨诗

中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可视化技术是20世纪80年代提出并应用于计算机领域的一种数据图形和图像处理技术。艺术视觉化所涵盖

的内容也将从普通的信息变成抽象的内容，针对情绪化表达方面作出的视觉化设计也面临着设计复杂、信息传递不

清晰、图文不协调以及内容单调等问题。其中，最需要关注情绪表达的抑郁症群体的相关可视化设计并不常见。针

对其表现形式的思考，本文试图从抑郁症群体的角度探讨可视化设计与数字媒体技术相结合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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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visual designs for depression groups
—Take the planning activity "send me XXX" of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in San Francisco as an example

Zhang Yushi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Hubei Wuhan 430074

Abstract: Visualization technology is a kind of data graphics and image processing technology which was put forward 

in 1980s and applied in computer field. The content covered by visualization will also change from ordinary information 

to abstract content. The visual design for emotional expression also faces some problems, such as complicated design, 

unclear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incongruous graphics and text, monotonous content and so on. Among them, the related 

visual design of depressed people who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emotional expression most is not common. In view of its 

manifesta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combining visual design with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pressed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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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可视化技术是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应用在计算机

领域中的数据图形化、图像化处理技术。在一般的信息

数据处理方面，数据可视化可以理解为包括信息可视化、

信息图形、知识可视化、科学可视化及视觉设计等方面

的，通过利用图形、图像方面的技术与方法来帮助人们

理解和分析数据的技术手段。

本文尝试以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策划活动“send	

me	xxx”为例，通过对于抽象情感的表达，讨论可视化

设计的一些方法以及需要避免的问题，并进一步探讨可

视化设计在特殊领域的应用的必要性及可操作性。

二、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策划活动“send me xxx”

1.	 活动基本介绍

“当我看到树上开满了鲜花时，我便会猜想那天是否

发生了什么好事情；而当树上挂满了黑色的叶子时，我

也会担心他是否遭遇了什么……”

可视化博主Shirly	Wu根据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

（SFMOMA）策划的活动：参与者通过短信发送“send	me	

xxx”，博物馆就会回复对应的艺术作品图片（图1①1）。

该活动挑选了其中五位参与者，将他们与博物馆在

一周内的短信互动情况绘制成了一棵树，花朵代表积极

的内容，叶子代表中立，枝干代表消极，各部分的颜色

来源于艺术作品图片的颜色。

随着树的长大，可以看到对方在一天内的心情变化，

①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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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展示出的树是繁花满枝还是枯枝败叶则可以将抽象的

心情情绪以具象且美观的方式呈现出来。

图1  活动详情解释

2.	 结果分析

图2  活动结果展示

如图2②1所示，展示了一位参与者一周的“情绪树”

的情况，可以看到在周五周六这两天情绪变化较少，且

处于不太积极的状态，而在周一、周四和周六则是枝繁

叶茂的，情绪丰富且积极向上。整体来看，这位参与者

的状态还是非常良好的，几乎每一天的树上都有些许的

花朵开放，整体较为欣欣向荣。

这一可视化的应用，将情绪、心情这一非常抽象的

内容以图案的形式呈现出来，非常的直观并且美观。

三、信息可视化设计及可视化中存在和需要避免的

问题

1.	 信息可视化

信息可视化（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的英语术语是

由斯图卡特·卡德（S.Card）约克·麦金利（J.Mackinlay）

和乔治·罗宾逊（G.Robertson）于1989年提出；2005年

卡德等学者对信息可视化做出了更进一步的定义：“信息

可视化试图通过利用人类的视觉能力，来理解抽象信息

的意思，从而加强人类的认知活动。借此，固定知觉能

力的人类就能驾驭日益增多的数据和信息。”信息可视化

是利用计算机图形学和图像处理技术，将数据转换成图

形或者图像进行可视化表示，并进行交互处理，以增强

用户对数据更深层次的认知和理解。

人类将各种各样的抽象信息和数据用图形图像来表

现的行为有着悠久的历史，人类很早就开始使用各种视

②图片来源于网络

觉图形来表示信息。上个世纪初出现的利用图形图表的

表达方式来呈现抽象信息和数据的方法。70年代英国设

计师特格拉姆第一次使用了信息设计(Information	Design)

的术语，用以区别传统的平面设计和	以表现抽象信息

为中心目的的设计。1987年，布鲁斯·麦考梅克、托马

斯·德方蒂和马克辛·布朗所编写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报告中发表了《科学计算机中的可视化》一文，强调了

科学研究领域利用计算机对科学数据进行可视化的必要

性，后来演变成了可视化领域的一个分支——科学可视

化（Scientifie	Visualization）。随着人类进入信息社会，信

息设计的内涵和技术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数据

量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最初的“小数据”到现在的“大

数据”，这意味着人们很难手动理解数据。其次，随着计

算机图形学和人机交互技术的发展，图形的生成越来越

依赖于算法和软件，这为设计师提供了更强大的表现力。

而且，随着数据的爆炸式增长，人们不能再仅仅依靠大

脑来理解数据。他们需要通过交互来挖掘、分析和总结

数据。

信息可视化更加注重抽象的、高维数据。由于此类

数据一般不具有固定的空间位置属性，所以通常需要根

据不同的目标需求，决定数据元素在空间的布局。所以

说，信息可视化更需要可视化设计师发挥主观能动性，

挖掘出更清晰、有效的表现方式。并且针对一个问题通

常有多种表现方式，需要设计师来选择。

2.可视化设计中存在和需要避免的问题

在当今社会中，可视化因为“数据”应用于各行各

业，尤其是互联网行业，各式各样的图表信息为互联网

的“大数据”提供了不同的表现形式。并且如果只是简

单的设计，在现代科学技术的飞快发展下，人工智能也

可以实现，并不需要再重复的花费“人力”来完成这些

简单的工作。但是作为设计师而言，可视化设计并不仅

仅是将文字变成图表那么简单。甚至有的时候不一定是

将文字进行转化，也会遇到一些抽象的难以直观感受到

的现象需要进行可视化设计，这时一个好的设计就显得

尤为重要。因此，以下问题是需要格外注意的。

（1）设计繁复，传达信息不明确

在当下社会中，设计难免面临“美的设计”和“实

用主义设计”的矛盾，导致许多设计看起来精美繁复，

实则内容空洞或者难以表达中心思想，而“极简主义”

的追求又使一部分人“钻空子”，简单是简单了，内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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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了。因此，在可视化设计时，不仅要兼顾信息表达

和观赏性，可视化传递的信息也要非常明确。对于设计

中，设计繁复但内容表达不清晰的作品就需要进行中和，

设计风格也应该与主题相似。

（2）艺术可视化设计时图文不协调

当今正处于信息时代下，“碎片化”内容的获取已经

成为人们主要的信息获取方式。那么在可视化创作的时

候，作为艺术抽象部分的设计，不像是图表那样含有大

量的文字信息，更多的是感官信息的获取，那么，文字

是否有必要出现在艺术可视化的设计中呢？这是一个值

得思考的问题，在可视化的画面中，出现文字上似乎是

一件不协调的事情，但是有时候少量的文字信息和合理

的设计说明更能辅助人们来获取相关信息。艺术虽然是

抽象的，但是传达内容也需要能让人理解，不论是直观

地解释或者是隐晦的提示，都是需要让人能够获取到信

息的，否则这将是一个失败的作品。

（3）可视化设计单调枯燥

社会科学技术在迅猛发展，传统的平面化设计正在

受到较大的冲击，从高校专业划分中就可以看出，专注

平面设计似乎已经是跟不上社会的步伐了。因此，在可

视化设计是，需要避免单调枯燥的画面表达，需要结合

当下的数字媒体技术，进行创新性表达。例如，将可视

化创作的过程“动”起来展示，或者借用当下全息投影、

AR（增强现实）、VR（虚拟现实）等技术给人们营造身

临其境的效果，让人们更加直观的感受主题。

四、抑郁症群体可视化设计形式展示

根据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SFMOMA）策划的活

动引发相关思考，其运用树的形式来表现对人情绪的反

馈。那么，作为当今社会下日益关注的话题——抑郁症，

可以针对其进行一个可视化表现来让社会直观的感受到

这种心理疾病被关注的必要性。

当今社会下，心理健康这一话题得到越来越多人的

关注，但是仍然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心理疾病只是无病

呻吟，不需要关注，但是从如今高校中层出不穷的事件，

甚至于中小学生的一些心理疾病的产生，还有在疫情的

压力下以及互联网的高度发达导致的一些悲剧来看，向

社会普及抑郁症的需求迫在眉睫。此时，如果单单只是

数字的呈现，可能引起重视，但是仍旧很难引起大众的

理解和共鸣，因此艺术可视化在其中的作用可谓是至关

重要。

抑郁症群体主要是情绪的变化，很多人可能在一整

天甚至一周情绪都处在低落的状态里并且抑郁症群体除

了有直接可以反映出其严重程度的一些行为以外，还会

出现一些因为害怕与社会脱节而出现的一些掩饰行为和

拒绝进行沟通的表现，有些抑郁症患者甚至会“久病成

医”，由此在进行诊治的过程中隐瞒自己的病情。由此来

看，可视化设计可以借鉴树的形式来表达，让抑郁症患

者不需要直观表述，减轻患者的心理压力的同时也可以

运用信息收集的方式进行情绪变化的记录，可以是一个

记录当时心情的APP，在情绪产生变化时做下记录，最

后根据信息的汇总来制作情绪树。这样不是白纸黑字或

者其他直接记录的方式首先减轻了患者的压力，其次也

尊重了患者的某些隐私，只是记录了其心理变化，并不

需要患者对自己的病情或者经历的事情进行叙述，避免

了对抑郁症患者的二次伤害，也能提高其配合程度。而

一些不清楚自己是否有心理疾病的人，也可以通过情绪

的记录来进行自我判断来及时就医，也不用担心害怕因

为向他人倾诉来增加自己的心理压力。其实，除了树的

形态，颜色也是经常被用来代替心情的，可以通过不同

颜色的油墨滴落在白纸上的效果来反馈情绪的变化。例

如用黑色代替悲伤，用黄色代替高兴，用淡蓝色代替普

通等。最后可以根据画面来看出是怎样的倾向。例如浓

重的黑色反映出其病症的严重，而明亮的黄色显示这个

人积极乐观。颜色掺杂中可以让人直观的感受人的心理

变化。以此类推，用天气也可以表达，是晴空万里还是

乌云密布呢？

最后可视化的呈现，可以将因为情绪变化慢慢制作

成情绪树或是其它表现形式的过程记录下来，制作成动

图让观看的人有着直观的体会。可以是一棵树慢慢枯萎，

也可以是一张白纸渐渐变成浓稠的黑色，也可以是长久

的阴云密布让人心情压抑，渴望阳光。当然，除了平面

的表达，或许还可以借用AR、VR技术来让人更加直观

的体会，深陷黑暗的痛苦，只有处在其中才能深刻感受

到吧。利用沉浸式体验，给抑郁症群体一个自由的空间

去任他营造，而感受者通过沉浸式体验来看到他人的内

心世界，感受病人的痛苦和无助。通过这样的方式引起

多数人的共情感，来呼吁社会关注心理健康问题，正视

心理疾病的存在。

五、抑郁症群体可视化设计展览构思

根据以上内容的思考，针对针对抑郁症群体的可视

化设计也可以通过数字媒体展示的形式来举办线下展览。

展览中可以由平面展示，动态展示和互动装置三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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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整体可以由狭长的走廊的形式呈现。首先在展览

入口张贴静态的情绪可视化海报和一些关于抑郁症群体的

情绪展示相关的绘画作品，在深入到中间部分，利用投影

进行情绪树或者其它可视化形式的动态展示，最后到沉浸

式感受区域，邀请一些抑郁症患者志愿者来将他们自身的

真是情绪感受来进行描述，再由设计师进行设计，利用

VR设备来进行一个沉浸式体验的空间创造，让参观者可

以通过这样身临其境的感受来直观的了解抑郁症。

最后，整体的展览布置，除了狭小空间的营造，还

可运用昏暗的灯光，压抑的音乐进行辅助，让参观者可

以投入到展览中来，深刻感受抑郁症群体的无助，引发

参观者的共鸣，来呼吁社会对心理健康问题进行关注，

真正的重视心理疾病的预防与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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