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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当代艺术中的“现场性” 
◆蒋一冰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省沈阳市  110034） 

 
摘要：面对纸本印刷和网络媒体的信息传播方式的冲击，人们在快节奏
的生活中习惯用这种加快的获取信息的方式去品鉴艺术，致使许多时候
艺术作品变得清浅无力。该论文试图论述的是艺术作品的组成部分当中
的现场性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本文分别从当代之前与当代之后的现
场性的变化来论述现场性在不同历史阶段中的发展变化。并且从技术和
新兴材料的运用上体现了艺术现场感官形式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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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场性”的变化 
1、当代之前的艺术现场 
当代之前的古代艺术与现代艺术，从某个场所的现场依附关

系转变为独立的展览馆现场展示，从对客观环境的全方位的考量
到独自营造一个艺术现场氛围，艺术作品的现场性受到以下几个
方面的限制。 

首先，人是 重要的参数。人在不同的空间环境中，心理感
受会受到其所面对的实物实际尺寸的影响。该实物尺寸大于人的
时候，观者多处于被震撼的位置；以人的身体大小为尺度的作品，
观者多处于平等与自由的位置；尺寸小于人，观者则多处于窥探
的位置。 

其次，需要考虑观者的多变的视角。在现场的展示过程中，
观者的视角是移动的，对于一个作品的体验存在着一步一步的移
动观看的过程，在这种距离上的变化中，对于现代艺术而言，他
们的观者对于作品会自动形成一个从整体到细节的理解过程，甚
至在这个过程中还能产生视错觉等等非常态体验来使作品完整，
而作品的作者就需要有意识地调动感官体验的主观性和经验性。 

而在中国的古代艺术中，这种现场性中的时间因素被卷轴展
示的方式加以抽象的诠释。一座高山或一片远近交错的风光在被
人为地续续展看，仿佛漫步其间，从下至上或由左至右，从细节
到整体地领悟到画家的追求。这种现场性的展示方式抽象再现了
画家绘画观察的现场。比如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从城
郊到城中心再到城郊的移步移景，其现场的欣赏方式模拟的是在
城中步行的路线现实，而整体印象则是在观赏完全部内容后的再
观察获得的。 

在西方现代艺术时期，我们经常会看到主题性的或者画派展
览。那么，这样的一场展览的现场性远远不是把作品们简单的堆
积陈列那么简单，作品与作品之间往往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甚至作品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作品展出时所处的时间空间都会
成为作品的语境。 

人通过各种感官接受外部的刺激，对外在环境产生了视觉、
嗅觉、听觉、触觉、味觉等等丰富的综合感知，感知的综合效应
就形成了人心理与生理上体验的过程。而观者面对一个作品时所
产生的心理感受与思考则直接决定了一个作品的成败。在这个方
面 典型的莫过于大地艺术，其创作的出发点就是如何利用选择
的现场。 

这些丰富的感知过程则是印刷纸本的传播方式所不能承载
的，印刷会遗漏作品带给人们现场中的感官，甚至会将观者与作
品的互动性大打折扣。而在印刷性平面视觉影响下对艺术作品现
场性的忽略会将我们的观众变成感官有缺失的人，从而轻视我们
自己的感官。 

2、当代艺术现场的变化因子 
极简艺术就很有趣，它虽然极大地迎合了平面化的艺术趣

味，但在展示现场却更加重视对现场因素的使用，也只有在现场
充分利用每一片光线、每一道暗影、每一个拐角以及更为多样的
展示视角，才能达到“少就是多”的更大思考空间。因此，艺术
的现场性在极少主义之后成为了艺术家们更为重视的艺术组成
部分，侧重于让每一个观众通过亲临现场、而获得的对空间拓展，
和时间延续的即时感受。当代艺术中的现场性的作品强调了作品
与所处的时间空间以及社会之间产生的关系，相较于造型类的艺
术作品，它甚至不惜削弱了作品与艺术家之间的关系而在现场与

观众发生更多的联系。例如大型互动装置艺术《雨屋》，这种让
观者置身其中的特性可以让观者自由地在雨中穿梭却雨不沾身，
每一个观者都可以在此收获违反常规法则的超现实体验。这种浸
没式的艺术手法充分利用了观众强烈要求与艺术品互动的欲望。
致使每个人的感官都是属于观者个人的、并且是独一无二的；每
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视角，每个人都是内部的一部分。再比如
交感艺术，将观者的感官在交互下相互作用，表现形式是现场通
过感官与动觉的纽带，在观者与艺术作品之间建立连接。从而使
观者能够参与到艺术作品中，甚至和创作者产生双向的交流，在
作品中产生共鸣。这种与众不同的个人表达，不仅仅关于艺术，
也关于社会。 

二、新兴材料与技术对“现场性”的影响 
1、光学材料 
光学材料运用于艺术作品之后，为作品提供了多变的空间层

次以及丰富的视觉感官，光学材料遵循整体性原则、需求满足原
则。这要求光学材料的运用要协调环境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仅将
观者笼罩在光的氛围当中，还要注意协调光学材料与其他设计元
素之间的关系，因为整体性的原则是否能如实贯彻，将决定 终
光学材料运用的优劣。对于满足需求来说，光学材料需要满足人
的审美需求与认知需求，这两方面构成了光学材料运用的终极目
标。 

2、3D 打印技术 
基于数字模型的新兴的制作手段-3D 打印技术，它对于艺术

作品的影响则是可以将艺术家在计算机上的蓝图制作成立体实
物，这个过程不需要通过工厂来制作，只需要在桌面上操作即可
得到成品，这种技术被广泛运用于艺术创作做当中，这是一个立
体并且理智的制作角度。当平面的图纸可以从容地建模成型时，
作品也就带来了丰满的现场性。 

3、网络现场 
网络现场运用数码与多媒体完成作品与观众的情感交流通

常是通过使用投影、遥控红外线、数字摄像头等数码设备完成现
场的布置，并根据计算机的程序处理，通过声音、图像、音乐、
光线、数字视频、动画和机械互动装置等等手段给观众传递信息。
触发形式多是声音、触摸或动态动作。比如上海世博会德国馆动
力之源大厅的互动金属球，金属球内部设有声控装置，金属球因
而能够对外来声音产生反应，球体会在观众的声音下不断摇摆并
产生色彩变化。这种以声音为触发点的虚拟现实技术为数字网络
艺术的现场性的作品。 

“现场性”让当代艺术重新思考作品的原创性、真实性和开
放性，艺术作品的诸多价值在面向现场的艺术中重新得到整合，
作为历史和个人身份融会。由此可见，具备现场性的艺术成为了
具有敏锐意识的文化实践。 

三、当代艺术“现场性”的价值观影响 
当代艺术中的现场性由于技术上和观念上的更新，它所能传

达的思考角度与价值观也在变得多元化丰富化。艺术作品中的现
场性也将以更加自然、和谐、新颖的艺术表现方式，拓展人们的
感官体验，多维度的感知，现场性的设计使我们的感官得到的更
加全面。现场性的艺术未来将加速人们释放感官体验，在艺术领
域中对现场性的不断深入与探索必然会给观众带来在领悟、发现
的过程更加生动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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