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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感官时代的艺术创新与再设计 
◆王晓杰 

（辽宁广告职业学院） 

 
摘要：设计是一种来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的创作活动，它会对人们

的各种社会行为起到一定的规范引导作用，我们一直在提倡把握设计思

路“创新设计”、“绿色设计”、“环保设计、”“节能设计”、“人性化设计”，

我们都可以将他们综合到和谐的设计中去。而在这个视觉、嗅觉、听觉

都要求高度品质的时代，想要把艺术体现的有深度、有文化、有冲击力，

那么就必须对历史有深入的了解，对生活有深刻的体会，对设计有高度

的提炼，并把这些感受都融于各个艺术表现的细节设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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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进步，网络科技的快速发展，人们的审美需求跟
着在不断的改变和提高，对现代艺术的表现形式也是越来越新
颖，人们在追求高品质设计的同时，对“视觉”、“触觉”、“听觉”、
“味觉”、“嗅觉”的五感体验也成为艺术设计创新的依据。感官
是设计中的图像，它可以成为一种时尚，可以借助各种设计元素
和风格以及现代工艺、材质等形成新的艺术形式，使设计作品在
平面、立体上获得体量感、质感和新鲜感，甚至变得更富人情味。 

一、多样化的表现形式 
现代设计通常是按照美的形式法则，通过一定的设计思维和

设计方法，把造型视觉元素重新组合，充分发挥设计者的想象空
间，并利用多种风格和各种表现手段来完成创作。创作过程中，
为了满足大众的视觉感受，还要大胆尝试各种材料和工艺的运
用，并掌握它们的性质和特点，将其优越性发挥到极致，同时使
设计者的作品表现形式多样化，且更具艺术魅力。这样的设计作
品既不怕天马行空，也不怕胡思乱想，因为一件具有创作性的作
品的产生，离不开大胆的实践和勇于创新的精神。 

二、民族文化是创新的根本 
创新是创造新的、富有时代精神、符合现代审美意识的全新

的民族艺术形式。但在现代的艺术表现也是在探讨前人在造物的
实用性与审美性等方面的统一与协调的基础上发展的。民族文化
艺术中的线条、构图、色彩、工艺等都反映出民族的深层文化内
涵和审美意象，而这些与民族的哲学、文学、历史、民间文化等
密不可分，这些文化背景在我们的设计表现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
用。近年来，中国民族元素被国际看好，而我们正处在一个空前
变革的时代，一方面是振兴中华，挖掘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艺术遗产的思潮日益高涨；另一方面是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
文明，伴随着高科技发展所涌现出来的各种思想意识观念，新艺
术流派和新的设计技巧和工艺的冲击。这些情况说明作为设计者
在设计中应该加强民族文化意识，将民族文化的精髓渗透到艺术
创造中去，融合民族文化和人文精神，从中国元素的“形”的提
取与衍生、“意”的沿用与延伸和“势”的把握与传承，继承和
发展优秀的文化资源，并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使设计作品具有灵
魂、生命力和中国特色。 

三、科技是实现创新的驱动力 
社会在不断地发展和演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在不断地创

新，艺术设计的表现手段也更趋于多元化。现代科技革命使人们
的生活进入了网络信息的社会，计算机技术在艺术设计领域的应
用越来越广泛，它的辅助设计为艺术表现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之
更加适应时代的发展和商业竞争需求。网络时代的艺术设计将是
设计思维与科技手段相结合的新的艺术创作手段。现代应用计算
机进行设计的软件有很多，如平面设计的软件有：PHOTOSHOP、
ILLUSTRATOR、CORELDRAW 等常用软件；建筑三维设计的软
件有：3DMAX、MAYA 等软件。用计算机软件进行设计即可以
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客观事物，也可以再现人们头脑中幻想出来的
世界，整个设计的过程中不需要任何物质上的材料就可以设计展
示出一个从二维到多维度的空间。 

科技创新是生活质量的重要保证，但要想提高生活品味，就
要靠艺术设计来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是与设计艺术的水平
成正比的。时代在飞速发展，社会在不断地进步，感官时代的艺

术设计也应该是随着科技发展的脉搏而变化，不断地发挥着其特
有的魅力。 

四、创新与再设计 
现代的设计创新，感官上的刺激其实就是“新、奇、特”，

而在新的色彩、新的组合、新的功能等方面都是设计艺术和产品
创新、再设计的重要趋势。 

1.新的色彩 
五彩斑斓的色彩通过复杂的组合、重叠、变化来让画面出

“彩”，很多的视觉作品通过计算机软件操作完成了很多这件设
计作品，缤纷的色彩固然是一种设计的表现手段，容易唤起人们
对这个多彩世界的憧憬，但同时也忽视了单一色彩的个性，破坏
了色彩与环境的和谐。除了五彩缤纷的色彩，黑与白也一样是表
达我们情感的颜色，而且有时黑与白的颜色运用产生的效果，要
比通常多色彩的表现更能引起观众的注意。 

2.新的组合 
从古典到后现代，人们始终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寻求完美的构

成形式，结构平衡、空间平衡，进而达到受众心理平衡，这些组
合形式上的美感都加强视觉作品表现力和感染力的基本因素。不
同色彩表现的组合，不同视觉画面的组合，不同材质肌理的组合，
不同工艺制作的组合及一些另类的组合形式都是为了给受众留
下视觉印象深刻的手段之一。 

3.新的功能 
随着科学技术新成果的不断出现和新材料、新工艺的不断发

明，设计师在功能和形式设计方面的自由度更大了，可以设计出
小型的且能穿戴在身上的产品。于是，一批又一批新的艺术形式
出现了，看的形式、工作的形式、娱乐形式的“随身看”、“随处
坐”、“随时玩”的新设计出现了，在新的设计形式改变的同时，
产品的功能和内涵也发生着一定的改变，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
方式也因此得到了改变。新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因为某种既定的
功能而设计的。功能是由新的生活方式决定的，社会快速发展的
新形势下隐藏着许多潜在的、有待开发利用的功能，以满足现代
人们的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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