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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建立在交互式的数据世界背景下，传统的交流方式早已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快捷的数字化交流系统。不可否认

的是甚至连人类和其他自然物种都有数字化记号，作为代表，线上的虚拟数据与真实的物理环境早已融为一体。换句话说，是一种难

以割舍的关系，一种模糊与混淆的复杂体。数字化进程丰富了人类的物质和精神世界，虚拟化的真实现状改变了原来的界限。在信息

过载的时段，事实变的模糊又过分精确，所有的数据或者知识可从数据库中清晰的获得，但这种接收方式是强迫的。在这种状态下人

类的社会自我认知度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被迫位于数字信息的框架之中，而且这种压迫感是不得不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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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摘要

本文讨论的重点放在信息中，围绕数据、设备和数字产品，

体验其中的相对离散、独立的状态与信息过载带来的人类危机。

在这篇论文中，同时通过一个实际项目来完成补充，滞留数据的

搁浅 The Deluge of Stranded Data( 作品在奥地利电子艺术节

Ars Electronica 展出 )，一个三维数据下的交互网站。批判性讨

论这一状态转变的同时，本文会仔细调研和探究以上这类关系中

人性失语的部分，围绕与用户息息相关的数据进行阐述，回归人

性，并以一种简洁的视觉交互式语言进行思辨表达。

2数据危机

2020年，累积公共数据总量呈指数级增长，智能设备和新

的数据层峦迭出。人类甚至需要创建全新的单位来对其进行量化。

自动化和机器学习正在承担全球制造业大约三分之一的工作。人

类作为制造者与使用者，包括设计与应用在内的运输、统计，技

术等，旨在让更好地服务于用户的需求。定位数据和人类之间关

系的准则，首要目标是确定否是为了推进科技而推进科技。在一

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时期，重视意识、价值、以及与时俱进变得尤

为重要。人类首要面对的科技对立面就是“人工智能”，科技如

今变得更加感性而不是理性，我们在创造未来的同时也需以感同

身受的方式关注人类自己。解决此类问题从设计方法入手并寻找

到同理解决方案，并且希望得到观众的认可与共同反思。

世界是复杂矛盾的，任何事情都有对立面，信息危机，虚假

数据，真理泛滥，机器取代，劳动不稳定，个人和全球危机, 假
新闻，真相危机，信息超载，信息爆炸，复制泛滥，行业竞争 , 危
机无处不在。社会正在改变，指向信息、数字化和虚拟化。信息

的发布和传播缺乏控制机制的原因是互联网自由化的发展模式。

随着信息爆炸时代的到来, 我们正面临着种种的问题。共享使信

息交流更加方便, 追求效率的同时人们会忽视隐私。为了数据而

创造数据，真假信息，重复和虚假信息，暴力和色情信息随处可

见。信息过载的现状充斥着这个社会，随意并且无情的遮盖了人

的生活。

作为自然生物，信息的接收和处理面临巨大挑战，其原因是

人脑处理数据的能力是有限的，当数据远超过自我能力时，接收

者会面临抉择，伴随情绪和社会压力，接收者会接受数据亦或者

是被信息反蚀。信息价值出现问题的原因是大量的数据冗杂以及

极低的质量。信息接收者或处理者迫于这种压力，被迫接受无用

的信息和额外做功，这种超载和负荷的处理方式普遍存在社会现

象中。

设计思维是解决当今复杂问题的方法。设计思维的目的是发

展创造性的相关想法，并对用户负责，以期找到对未来有积极影

响的解决方案。当处理未来项目或问题时，设计思维的重点在“解

决问题”的基础上。伴随着“以人为中心”的设计，当它涉及到

人的需求和可持续问题时，随机应变的就变得更加重要。可持续

问题虽然与环保有关，但是“可持续”问题更多的是与人类生存

的持续性有关，即主需求。通过对数据的研究分析并根除弊端，

才能够解决社会和商业的良性发展与需求。设计目的：围绕着可

持续性设计，以人为本原则，和批判性思维。围绕人类及其环境，

作为设计师考虑到可持续，人性化意义和社会环境压力。

3为真实的世界设计，绿色设计思维

阅读(Papanek，1971)在《为真实的世界设计》中提到绿色

设计思维和人类生态与变革。Papanek认为设计行业应当是与生

活相互关联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设计如何能够减少污染、过度

拥挤、饥饿、过时和其他现代弊病。并带领我们远离“浪费社会

的迷恋物”，走向道德和环境负责的设计新时代。遵循作者的结

论，最好的改变方法是学习通过为企业机构工作，之后通过影响

设计工作或者教育来达到改变的目标。

设计目标：识别问题-理解问题-解释再设计-转化自我身份-
思辨定位-潜在问题拓展-责任感设计-原型设计-创造真实设计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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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可持续。设计者将自己转为用户，以感同身受的身份去考虑

交互流程，改变既定理解，接受他们在生活中艰难时刻面临的宽

容的思维方式，明确自己的社会定位，为用户负责，为自己负责。

4审视数据，数据可视化和审美哲学

经过数据的分析和设计后，一个系统的，全面的框架逐渐形

成，依据数据可以对新产品进行评估，数据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

关键的作用。但需强调对有效性的数据验证，以及在形成组织和

排列之前，要首先考虑框架功能性。

数据可以扩展美学，历史上 , 讯息和表现必须要透过纸张。

如今数字科技将信息从物质之中解放开来，变为一种固定性的表

达存在。基于数据可以创造趋势亦或制造恐慌。信息图形是基于

统计学的抽象提取。可视化总是一种解释，数据可视化以一种直

接和主要的方式构成知识。大多数信息可视化都是伪装成呈现的

解释行为。接下来的任务是对于数据项目的探索，感知其潜力，

数据正在无形的潜入我们的感知世界。争议出现在这些图形语言

是否服务于“人”。

根据（Goatley，2019）在 Atmospheric Disturbances作品

中提到污染数据既不是“事实”，也不是全部可见的 ; 无数据可

以真正证明这一观点。将两个传感器放置于不同的位置，同时间

读取的数据结果一定不是相似的。空气污染本身也随着城市的节

奏、天气模式和人类的活动而变化。

反思:数据不是唯一的证据。为了反映这些数据的位置和部分

性质，可以人为干预，防止任何单一的整体观点的左右演变的过

程。 Goatley给了我一种全新的发展方向，使用技术和数据美学

作为方法论，批判性话语发表声明和观点，读者能够理解科技驱

动社会中隐藏着的虚拟谬论。通过艺术实践表达作品，加深观众

的深层次理解，并重新寻找和审视自己的角色。

根据( Ikeda, 2006) 在 datamatics数据统计艺术项目，看不

见的数据正在侵蚀着世界，这种状态是悄无声息的，作者在不断

的探索这种潜在可能性，通过实验去验证并实现纯数据的利用。

解构声音、视觉甚至源代码，实时程序计算和扫描被用来创建新

的序列，挑战和探索人类的感知阈值。在我的项目中可以借鉴纯

数据，作为来源并且输出互动性的声音或者视觉语言，考虑将信

息，时代和空间结合在一起。

5数据库设计

选择二进制的理由是计算机的传输、计算和转换都是二进制

数，关和开的两种状态可以表示 0和 1。一切字母、数字或符号

都被转换为唯一的字符。在系统中，二进制直接用于逻辑实现。

选择这个概念作为一个切入点。模型为带有属性名称的椭圆，链

接到包含该属性的二进制实体。外形包含多个标准化的数据元素，

所有数据和关系都被一 起检索 ，以确保 稳定性，以此模拟数

字世界。

根据（Granovetter，1973)的研究受到启发，那些真实的物

理反倒没有那些弱连接的数据产生更大的价值。两个陌生人之间

的“注视”关系，这种与熟悉的陌生人的关系也被称为“ 看不

见的关系”，在信息数据化的社会中却有低成本和高回报的传播

效率,比如 facebook 和 Instagram。利用这个概念作为连接条件，

创造一种密切的和剥离的互动关系。

体验过程主要分为两个主要阶段 : 第 1 阶段:体验者具备

按照自我意识进行控制的能力，能力体现在体验者可以随意控制

二进制的球体，方向，位置和大小以及力量布局等。体验者此阶

段作为完美操纵者进行判断。 第 2阶段：体验者无法彻底按照

第一阶段进行自我意识控制球体，但局部环境的控制是可获得的，

球体作为造物主的身份，开始在人类设限的范围徘徊，并且与人

类主观反映产生冲突。

6批判性设计总结

学习批判性思辨的理解形式，创作者可以站在更高的方向思

考自己作品，亦可从背面反思作品所真正表的东西和错误的环节。

经过观众的反馈，项目被重新的修改更新， 概念方面，球体代

表数据的属性和设计规范。当出现整体爆炸时，数据检索模式进

行复杂的联接，合并和排序。作品在后期更新了数据结构 ，结

合了物质，时间和空间模拟，抽象表示和模拟表示结合在一起。

将动态计算机生成使用二进制呈现。 库存沉积，复杂联接，合

并和排序，最终变为独立体。

通过对于编程语言的研究，数据被客观改造，在这个维度下，

观众的体验感增强，解决了项目初期的过分直白。通过对视觉成

分的精心分层来反映数据，产生了视觉空间以及极快的帧速率和

可变的深度，引导观众继续挑战并看待整个数字化环境，遵循自

己的理解思路，感知阈值的变化，体验信息超载和负荷与人类灾

难的体验关系。

7结论

滞留数据的搁浅(The Deluge of Stranded Data)项目考虑到

当代资本化，信息和工业自动化的现实状态，虚拟与物理的隔阂，

融合与剥离共同存在特殊情况，解释一种难以割舍的关系，一 种

模糊与混淆的复杂体，数据的进程通过多个维度表达。人类的物

质和精神世界受到了来自数据的碾压式覆盖，虚拟和真实现状改

变了原来的界限，变得模糊又过分精确。这种数字化的关系区别

于商业模式的中的买卖关系。通过作品交互式的冲突，体验者希

望获取救赎，并且不得不作出及时选择。体验者会受到来自数字

世界的操控，从而进行自我领地意识的反思。当人类和其他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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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种都作为数字化的记号时，数据成为了人类理性思维的代表，

反思自己作为被迫接受的用户，从共同的框架之中剥离出来，在

信息过载与人类危机的状态下，人类需要重新思考社会自我认知

度，回归人性，与数据做好积极地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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