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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勋 (广州美术学院设计分院新媒介设计系)  

[摘 要]  

本文主要论述中国新媒介艺术从20世纪80年代后的发展历程。举例目前国内有燎原之势的“三年展”、“双年展”所展示的一些作品和部

分艺术家的艺术观念以及意识形态。折射中国目前所在社会环境中，社会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以及高新科技对新媒介发展的影响和促进，

以及其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纵观数字化时代到信息时代到国内第一个新媒介专业的建立，得出其发展的特殊性与必然性。进而论述其在

国内市场的形成以及令人看好的前景。最后呼吁从深厚的文化内涵出发，建设立足传统进而突破传统的、有民族特色的以及受大众所喜爱

为出发点的新媒介，把新媒介艺术推向全国，接轨全球……  

导 言  

在90年代中后期，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科技的发展，以摄影、VIDEO、网络和计算机艺术为主的新媒介艺术由此兴起。在这个背景

上，广州美术学院设计分院新媒介设计专业应运而生。创立四年以来，在陈小清教授的带领下，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今年，她终于迎

来了第一届毕业生。创立者之一的设计分院院长赵健教授曾经说过：“新媒介是一个朝阳的行业”。确实如此，在这短短的几年之间，全

国各大院校纷纷建立了与之相似的设计专业。在一定的程度上造成了一股追“新”热。毕竟是一个新新行业，在技术上，方法上，理论上

都不太成熟。“先行者”所创作的作品大部分是量大于质，多而不精。然而，毕竟是“丑媳妇还得见公婆”。新媒介艺术终究还得走出国

门。  

中国这几年，随着经济的发展，各行各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当然，中国新媒介的发展已被国际文化界所青睐。作为新媒介

本身，应该怎样在有深层次内涵、有民族特色以及取悦受众的基础上健康蓬勃发展，能否成为新的“文化标志”这还得取决于新媒介专业

自身的教学质量、文化渊源、艺术内涵……站在这个角度上，笔者以自己这几年来对新媒介艺术的理解，把“中国新媒介艺术的发展”的

一些个人观点在这里“班门弄斧”。  

这里，我们将和中国新媒介艺术一起成长，一起展翅高飞，鹏程万里……  

第一章：从20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新媒介艺术  

艺术发展到今天，已经迈入了另一个新的阶段，从现代艺术发展的迹象看，国、油、版、雕等艺术种类的界限已日渐模糊，追求质朴简

约，追求单一的表现手法，追求单一材料，单一技术已逐渐落后；而随着录像、摄影数码技术的出现，现代光学电子技术电脑技术的迅猛

发展；随着新材料、新观点、新生力量的介入，新媒介艺术应运而生，广州美术学院设计分院新媒介艺术设计呱呱坠地了。  

在《日本现代设计事典》中对新媒介（New Media）及媒介艺术（Media art）是这样解释的：分为三个类型：（1）有线类：情报提供与

终端均有线连接的。（2）无线类：卫星播送与高解像度电视、数码电视等，是电波传送的。（3）商品类：光碟，8毫米录像带等。媒介

艺术也叫媒体艺术，录像艺术，与现代技术文明相对应的艺术表现手段之一。例如应用新媒介手段及摄录作品创作综合造型，并与电视编

程技术结合，使艺术面更新；此方法也用于MTV作品制作与大型表演艺术等 。[1] 笔者认为，作为新媒介艺术的“前锋”应在全方位、多

层次的综合领域中 ，以新的艺术形态，独特的构想，新的技术创作出新的艺术面貌。传达一种新的艺术时代精神。这不可不说是一种现

代艺术发展的新形象、新趋势。  

可以这样说，20世纪的最大成就就是将人类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带入数字化环境里，随着高科技的发展，研发与应用，人类生活进入了全面

依赖数字化科技的21世纪，艺术家，设计师的身份将因数字化环境而变得身兼数职。[2]创作的流程将因计算机软件的应用，操作而分工复

杂，而且有必须互相支持，配合成团队联动作业。根据美国商业部发布的统计数字，全球各地在1999年使用国际网络的人口大约在1亿5千
万至1亿8千万之间，而到2005年将达到10亿人之多。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数字化科技，新媒介艺术的发展成为燎原之火。  

第二章：社会环境的影响  

作为一种新的艺术形态，新媒介艺术跟社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科学技术等产物一样，有其发展的必然性，在高中的哲学课我们就学过

“政治决定经济，经济反作用于政治”艺术也一样，每一个阶段的发展都离不开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中国处于发展阶段，对于新媒介艺术

发展，它本身就是一种试验。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标志着文化革命后实验艺术公开展览的开始的“星星美展”到标志着实验艺术展历史的结束的“中国现代艺术

展”到九十年代初营造一种社会基础，以减少行政机构的干涉，一直到九十年代末后创造常规的展出渠道，使这种新的艺术“合法化”。

我们不难发现，新的艺术形态从“八五学潮”的亦步亦趋已经阔步挺胸的走过来。  

一：与上层建筑的联系  

在九十年代末期，随着年轻的官员开始步入重要的政府部门以及更高的职位，实验艺术的环境开始优化。而从二十一世纪开始，实验艺术

开始被纳入到政府间的文化交流项目中去。不过，这些松动往往是取决于具体制度的执行者，而不是取决于制度的本身，因此其起伏性和

随意性比较大[3]（中国目前文化体制本身不健全）。而作为艺术本身，其体制结构已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势必会带动整个艺术气



氛。在去年，继上海，成都，西安之后，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有两个艺术“三年展”同时在广州举办，不难看出，的的确确，制度本

身的松动，已经使这种国际间流行的艺术展览在国内渐成为燎原之势，这对于艺术界来说，岂不是快事一件。  

二：与经济基础的联系  

经济反作用于政治，一向以来，经济基础都在反映着社会上层建筑，随着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高科技的普及，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新媒介艺术本身科技的含量比较高，这就要求一定要有高科技的支持。广州三年展策展人李小山在《从“三年展”热看当代艺

术》中曾经说过：“国内这些三年展，双年展在展览的模式上开始与国际接轨了，但硬件和软件上还不行，现在展览的艺术家有的来自国

外、港澳，但硬件设备往往跟不上。[4]新媒介艺术，作为一个综合艺术，它对电影、录像、数字摄影、声光装置、网络艺术、计算机游戏

等均有较高的要求。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虽然受到这些年来全球经济景气疲软的拖累。但作为一种新的行业，新媒介与网络一样，仍以

超乎想象的速度和形式继续生长。  

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整个行业圈，也带动了录像、舞蹈、戏剧、音乐、艺术等文化行业的发展。整个文化艺术界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

象。对于综合艺术新媒介来说真是一个好的前提条件。在中国土地上工作的艺术家们，已经逐渐被卷入了和技术的发展保持对话，探讨发

展中国特色的艺术风格的道路，以及怎样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艺术”溶入到全球的思考之中。  

不难看出，政治环境，科技的发展，经济基础与新媒介艺术紧密的关系。目前，我国正处发展阶段，对新媒介艺术这个新的行业还没有达

成一定的体制。但随着二十一世纪全球一体化，信息化的发展，新媒介艺术将以多元化形式，持续发展的观念耸立于世界的东方。  

第三章：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二十一世纪对中国来说，喜事接踵而来，申奥成功，加入WTO，APEC会议成功召开，都无可置疑地表明了中国国力日益强盛，国际地位不

断提高。且不说其它，中国加入WTO之后，对外经济从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升华到利用国外资金，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国

内经济与国际经济联系更加紧密，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位次由改革开放的前三十二位上升到目前的第七位，国家外汇储备总额突破2000亿
美元，累计实际利用外资3800多亿美元，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从接触交叉一步步走向融合，这些都已经为艺术界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开阔的

平台，使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必将遇到新的挑战。如何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已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一：全球一体化所面临的机遇  

从国内环境来说，政府在制度上的相对松动为艺术家们的艺术创作提供了 一个平台。无论从创意上、形式上、还是从观念上都能得到发

挥。这点很重要，许许多多旅居国外的艺术家们都回到中国发展，而国内艺术家们也“闻鸡起舞”。这几年来众多地方举办“三年展”

“双年展”足可证明这点。另一方面，作为一个高新的行业，在我国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的

同时，与之相适应的数码、IT行业、电子商务将取得明显的发展，这些都无疑对新媒介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再一方面，随着消费水平

的相对提高，人民的消费不再停留在单一的物质基础上，更多的注重精神享受。  

在整个艺术体系来说，进入九十年代后，中国日益介入到全球的流通体系之中。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也越来越为标准的结构性关系所左

右。在艺术领域，所谓的结构性关系是指艺术作品的流通系统和与之相对应的艺术风格和语言的再生和创造。实验艺术家皮力说过：正常

的艺术流通系统里是由艺术家、批评家、画家、收藏家、博物馆和研究者组成。它是一个创作（生产）接受（消费）研究（再生产）的过

程。[5]进入九十年代后，中国艺术界已具备了这样一个基本的流通体系。这无疑成为新媒介艺术发展的一座“靠山”。  

而从艺术发展的历程来说，新媒介艺术随着后现代主义（Post Modernism）艺术思潮的广泛影响和主导地位的确立，现代新媒介艺术体现

出更加宽广，更加宏观，更加综合的包容特性：艺术语言的多元模式与艺术形式的多维建构。这里，我们知道，后现代艺术不是具有统一

风格，形式统一流派的艺术，后现代艺术是现代艺术的物极必反，后现代艺术是一种寻根的艺术，寻找和重新发现民族文化之根，民族艺

术之根。这是一种泛指，指一种兼容并蓄，多元多样的艺术形态。在这种艺术思潮的推动下，新媒介艺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无所不有的多

元模式与多维建构兼容并蓄状态，既有平面性的图案题材，绘画形式，又有立体的多维空间；既有静止的造型雕塑，又有光动效果的动态

造型；既有网络为主的二维、三维、四维动画，又有录像、DV技术为主的影视、先锋电影。总之是层出不穷。近段时间的“首届广州当代

艺术三年展”就是最具体的表现。  

从国际大环境来说，中国艺术界这几年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得到了世界的认可，艺术界的活跃引起了国际艺坛的瞩目。在1993年
FlashArt和《纽约时代周刊》的封面文章已将刚兴起的中国实验艺术介绍给西方观众。[6]中国媒介艺术家的作品开始频繁地出现在世界各

地重要的媒体艺术节上，与此同时，国际来访也越来越频繁。90年代中期，欧洲刮起了集中反映当代中国前卫艺术的“群展风”。以一九

九三年在柏林世界艺术展之家举办的“中国前卫艺术和文化的反潮流”开篇。由张颂仁，粟宪庭联会策划的“中国新艺术后89”以及高铭

潞和亚洲协会及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联合策划的“由里及外，中国新艺术”最具影响。而2000年巫鸿在芝加哥大学斯马特美术馆策划的

“取消，展示中国实验艺术”和2001年阿瑟·M·萨克勒美术馆举办的徐冰的“当代艺术”是两个创作性地运用展览形式的展览。总而言

之，在这里，策展人充当了重要的角色。由于能够入选国际间的展览是被看作非同小可的事情，所以，艺术界的有关人士加强了策展。把

这个目标向国际间推进，在策展人当中，除了本国策展人以外，一些在中国开办商业画廊的外国总监也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简而言之，无论从国际上，还是国内环境上，这几年，特别是去年，当代艺术家在各地风起云涌，显然已成为燎原之势。  

二：走出国门所遇到的挑战  

机遇就在眼前，挑战接踵而至，如果说，过去20多年后现代艺术家所面对的是有限范围的中国人，那么从此后，在中国本土将掀起国际间

竞争的新浪潮，在无穷无尽的机遇后面的是层层的挑战。  

假如把新媒介艺术拆分为新媒介与艺术的话，那么，笔者认为，新媒介所需要的硬件和软件将成正比，没有技术的支持，它就成不了一个

新媒介作品，这是它的特殊性，在硬件上，新媒介艺术要求有声光效果，有时还要求要有封闭遮光的空间，但是国内的大多数博物馆，美

术馆都缺乏那么一些条件，这样的话，导致了一部分艺术家们“心有余力而力不足”。有些花了大笔资金，千辛万苦做成一个作品后，由

于这些或那些原因，“大作”就只能闲置在屋里一角“乘凉”了。  

再一个就是艺术家本身了，著名的艺术批评家，策展人粟宪庭先生在《处境，中国当代艺术谈话录》中说过：早期的艺术家们，在他们年

青时还关心一些社会问题，到了晚年就画些小金鱼、画骆驼、画熊猫。艺术家一遇到困难，马上退居幽室。[7]他觉得中国文化和本身有一

种内圣外干分裂的东西，这就是儒家文化自身的毛病。这一点真致命，虽然说传统艺术具有恒久常新的生命力，但是，中国整个社会受儒

家思想几千年的濡化，又是总会有那么一部分人摆脱不了“传统”和“桎梏”，不错，“传统文化是重要”但我们要冲破它，当然前提条

件应该是立足于传统之上。再者艺术崇尚自由，这种自由应该是建立在融汇时代风云，描摹社会生活，关注社会问题，包孕历史精神，塑

造英雄群像，表达人类情态，讲述命运沉浮和反映人民生活的基础为出发点之上，做为一种新的艺术思潮，新媒介艺术是否应在立足传统



的土壤上吸取这些阳光空气而生根发芽呢？  

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媒介艺术家们，逐渐把这些问题溶入到其作品当中去。而艺术本身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不再是小鸟金鱼，更多的是

社会问题。但能否都做到这一点，然后又能够和世界接轨。笔者认为，这和艺术家本身的修养，环境，以及平时对生活的热爱有极大的联

系。  

就说一下作者本身的多媒体装置作品的创作过程。也不是说作者本身就有多大的修养，多好的环境……其实就是以一个认真的态度去做这

个作品。从去年的10月份就开始筹备。从定形式、定创意、定手法入手。原来是一个普通的投影空间装置，在考虑到战争与和平以及专业

自身的特点时，前面的观点一一否定。最后定下的是一个能够让观众既能感受战争的残酷性，又能感受美的生活的平和性的一个录像空间

装置。形式一定下之后，作者翻阅了大量当前艺术、装置艺术的书籍。最后，在结合本身专业的“新”字下手，利用以前平面镜，静态影

像的原理，把作品“静”与录像的“动”结合起来。说到这里，这又想到一点，就是作者本身在孩提时代，经常玩“万花筒”。对这个

“镜面原理”有深刻的体验，再者把大学四年所学的构成专业和这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元素串连起来……一个大的构想已经逐渐清

晰了。在这个过程中，笔者每天在家独自一个人从书本，网络，光碟感受“战争”的残酷。有段时间，整个人都麻木了，不过这也是种体

验。在这里，作者遇到了上面所述的众多挑战。直到搁笔为止，还有几个问题没有解决，只能是折中了。这里笔者想说的就是，能够做自

己喜欢的事情，而这个事情不能说对世界吧，对目前这种社会现状能起到一定的启迪或者是影射作用，并能够表达一种美好的愿望。作者

觉得再大的困难也不难。  

当然，在“新”的领域里，新的探索也带来了诸多的争议，在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选择，这种选择的差异导致了今天艺术的“五花八

门”。例如：行为艺术在今天受到了诸多的批评，虽然其间有大量的东西，或许有的会“名留‘美’史” 。但是，如果说现代艺术在它

的早期还有某些反传统的革命性和创造性的话，那么在它否定传统艺术而成为西方艺术的主流之后，也就逐步由它的进步走向衰落、陈腐

和蛮横，一代才华横溢，天赋创造精神的大师消逝了，下一代不孝子孙们依仗前辈的荫庇，江郎才尽，不得不进一步牺牲美为代价，层出

不穷地玩弄着无病呻吟的把戏，并争先恐后地以此标榜为“创新”,”现代”或“前卫”。他们一部分忽略了审美，以新奇诱人，忽略生命

的体验，纯粹个人感性化的“创作”忽略社会深层的形态，作出了一些违背伦理道德，即兴随意的“大作”。显然，所有这些和观众是有

一定距离的。2000年的“上海双年展”外围展“不合作方式”一些食人、放血、烙印、玩尸体等画面 ，无不引起争论。  

总之，新媒介艺术要在“五花八门”的艺术界立住脚跟而独树一帜，这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第四章：国内市场的形成  

新世纪的中国艺术，在多样化的表现中，旧的发展，新的层出不穷，显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新”景象。而艺术观念的变

化在人们猝及不防的空中悄然的进行，作为科学与技术完美结合的新媒介艺术，经过这几年的“生根发芽”其在国内的市场已逐渐形成。  

首先，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把一切都纳入了等价交换的运动中；新媒介艺术设计的市场很快从市场经济的普通交换原则和它培养的消费

主义意识获得前所未有的生机，随着广州美术学院设计分院新媒介艺术设计专业的建立，各大院校也相继成立了与之相类似的专业，可以

看出，其市场的潜力是多么庞大。  

再者，在市场经济和文化艺术的双重挤压下，新媒介艺术以价值中立为前提根据市场需要进行无条件（无限制）的技术再生产。作为一个

新的行业，它在中国有13亿人口的超大市场，而作为一种新的职业，它与五千年前完全不同的是，它现以被市场所触动，与市场比，我们

已落后于市场要求。用广州美术学院设计分院院长赵健的话说：“它（新媒介艺术）是一个朝阳的行业”。  

不可否认，作为一个新的行业，新的职业，新的艺术形态，新的社会发展要求，因为它的特殊性，它在国内的市场已然形成。  

第五章：前景和呐喊  

新的要超越老的，这是自然的法则，新媒介艺术可以说是“前程似锦”了，国内已然如此。然而在艺术观念素养、语言以及形式创造上具

有突出成就并以此产生世界性影响的新媒介艺术作品并不多见。笔者认为，新媒介艺术不但在国内，在国际上展示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多，

但要做到人们对之透彻理解，还需进一步努力去发挥更深层次的内涵。怎样扎根于本土，有“绿卡”的作品要能反映中国特有的“新”文

化渊源，还有就是受众。  

一：内涵  

首先，要怎样深层次地发觉其内涵，笔者认为，当代艺术虽然处于繁荣上升阶段，但从总体上看，是量大于质，多而不精，还缺乏从精

神，内涵到形式，语言能够产生巨大影响的力作。  

稍有影响的作品仍如凤毛麟角，特别是新媒介艺术。歌德曾大声呼吁：“必须有一批有才能的人出来，立即吸取现时代的一切精华，从而

超过一切。”中国新媒介艺术刚处发展初期，一切一切还不成熟，所有那些寻“偶然”、碰“运气”都是不会有结果的。一切真正的“探

索”、“创造”都是基于传统之上的，而能够冲破传统而作出的力作那才是真正的创造和探索。以中外艺术史为证，我们每逢看到一位大

师，你总可以看出他吸取了前人的精华，就是这种精华培养出他们的伟大。你有了一支笔并不意味着你就能够成为作家。艺术也一样，就

算是给你一支“国际名牌”而且是“纯金”的“笔”，你也“写不出”好的“文章”。就算写得出了，那也是“‘几’流”以上的“东

西”。我们这一代艺术家，肩负着承前启后的重任。因此，要想超越时代，我们就必须下功夫，去继承一份巨大的遗产。我们既要研究继

承传统的古典的自然美，内形式美，又要研究现代主义的抽象美，外形式美，结合我们民族，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生活，发挥我们的聪明

才智，集中一切，将美的表达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以此将“新”的媒介手段，把艺术内涵发挥得灿烂辉煌，也不算辜负前辈艺术家们的

对我辈们的期望了。笔者认为，所谓要有内涵，那应是站在巨人的肩上，才能站得高，看得远，才有可能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其它一些

国家在这一方面已经走在前头，我们应该怎么做，这是我们探索的方向。  

二：特色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应当在你的作品中表现出本身深厚的文化渊源以及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质。才能对世界文化发生独特的影响，

我们要加快中国当代新媒介艺术的发展，除了“请进来，走出去”之外，还需要有计划地构筑“阵地”,类似“威尼斯”双年展的世界性大

展，亚洲的其它国家在其中都拥有自己的 展馆，例如日本、韩国等。而中国目前还没有，有的参展作品都是经由非正式渠道进入，但是

部分作品的观念，内容，样式都由某些策展方意识形态影响和选择所决定的，这一点笔者认为很不好，说得有点过火就是“‘洋’人和狗

不得入内”。做事之前千万别忘了自己是谁。  



再有就是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根深蒂固地认为，西方先进，就什么都先进，我们的经济落后了一百年，艺术就落后了一百年。在国家进行

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中，需要全面与西方“对话”、“接轨”。艺术也必须赶紧“对话”，“接轨”。仿佛是没有这些“对话”，“接

轨”，中国艺术就不叫艺术，就不“现代化”，就不“国际化”了。总之无论是做什么“艺术”总要往现代艺术的形式上靠上一靠，唯恐

被人指曰不“现代”不“新新”.，老想跟人家又跟不上，只能追着人家的屁股跑，把自己的优点埋没了，结果还是落得了一个“东施效

颦”“崇洋媚外”的喜剧或悲剧。  

三：受众  

最后说到一个受众的问题，原广州美术学院副院长尹定邦教授在《设计目标论》中曾经说过：“没有一流的艺术家也不可能造就一流的受

众，两者是互为依托的互相促进的。” [8]对于受众，新媒介艺术应考虑自身是否提供了受众所需要的信息，也就是说，新媒介艺术所提

供的信息是否是受众所愿意花钱去消费的。通过观看作品，是否能够启迪观者，给他们最起码称得上是美的享受，不让人家觉得观看作品

是在受罪。能够通过作品反映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这才是我们新媒介艺术者应当要做的。  

艺术受众是艺术作品的受众者、欣赏者、收藏者，是艺术家的服务对象和衣食父母，特定的民族、阶级、阶层的受众只可能支持、推崇和

爱戴反映他们的心声，维护他们的利益的艺术家。  

简而言之，新媒介艺术要耸立于艺术的东方，定要好好地搞好艺术本身的内涵，把中国深厚的文化渊源反映出来，进而才能做到真正定义

上的受众。  

总之，中国新媒介艺术的发展，将是全方位展现示高科技与新艺术并进的时代。将以传统文化为基础，以先进技术为前提，以传统的美学

为标准，以创新思维为契机，注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给观者以心灵的启迪与感化，向民族化，世界化发展。  

结 论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新媒介艺术作为一种新的艺术意识形态，它与社会环境，科技发展，经济基础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新媒介艺术创作

来说，它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处于发展阶段，对于新媒介艺术这个上世纪刚留给我们的新鲜产物，因为它离我们还不太近、太热

和显得太庞大，人们还没有来得及对它进行全面充分的审视，没有达到一定的共识，但无论怎样，它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活下来

了，而且充满了活力。只要把握好时机，冷静应付随之而来的挑战，扎根于本土，把有中国特色的深厚文化内涵发挥而不操之过急。再

者，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全球一体化信息化的发展，新媒介艺术将以多元化的形式，确保民族特色，持续发展的观念展现在世人面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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