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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变迁与艺术发展 
◆田  溪 

（天津工业大学） 

 
摘要：无论是从生产还是到鉴赏，艺术作品从来没有脱离过物质媒介而

存在，甚至可以说物质媒介的变迁影响着艺术品的发展。不同的媒介给

艺术家带来不同的创作灵感，并最终外现为各有风格的艺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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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家布洛克认为：“艺术品并不仅仅是呈现一个物体，他
还要展现一个艺术家运用某种艺术媒介对这个物体的描绘或转
移。”可见，艺术从来不能离开物质化的媒介而独立存在，艺术
媒介与艺术家观察到的外在世界同等重要。没有艺术媒介的支
撑，艺术家对世界的感受认知没有宣泄的平台，艺术形象没有表
现的方式，艺术品更没有面向受众的机会。 

艺术媒介指艺术家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用于艺术表现的物质
手段，是用来表现艺术构思的物质材料。艺术媒介不仅是审美信
息的物质载体，是艺术传达的中介，不同的艺术媒介还能决定不
同的艺术表现形式。依托于青铜，雕塑家用线条来表现不同的人
物面貌，依托于人的肢体，戏剧家用语言动作来演绎人世的悲欢
离合。随着信息工业的兴起，消费文化的横行，艺术媒介的变迁
也正影响着艺术的发展，悄然改变着艺术的定义，影响着艺术的
传播方式，改变着受众的审美模式，让艺术的表现方式更加多样，
艺术传播更加快捷，艺术也趋向于日常。 

媒介的变迁让艺术呈现出多样形式，拓宽了艺术的表现方
式。美学家巴托认为，艺术主要有五种：绘画、音乐、诗歌、雕
塑和舞蹈。现今看来，艺术不止这五种。这其中除了“艺术”这
一概念本身具有的时代性之外，和艺术媒介的变迁也息息相关。
无论是文艺复兴的艺术还是古典主义艺术，艺术创作都要依靠纸
张，石块，人的身体等物质作为媒介来进行创作，但随着那工业
革命和信息技术的兴起，胶片，放映技术的出现，艺术家可以不
再局限于传统的物质材料，可以用数码技术来创造美，表现世界，
可以用数码的影像来编织梦境，映射现实。从传统的纸张，到现
代科技，物质的极大丰富，让艺术拥有更多可用媒介和表现方式。
“AR”、“VR”技术的发展，也在变革者影视艺术的观看放映方
式。虽然如今仍无法定义“AR”、“VR”是否会成为一种全新的
艺术形式，但艺术媒介的变迁却是让艺术表现呈现出多种可能。 

艺术媒介的变迁让艺术的传播变得更加便捷。传统艺术由于
所用艺术媒介的不易保存性，主要依靠艺术馆的展览，舞蹈、戏
剧等依托于人体的艺术，在传播上则需要专门的艺术体验场所，
而依托于数码技术为媒介的影视艺术，在传播上只需要“拷贝”，
就可用完全相同的内容去面对不同的受众，外加互联网等艺术媒
介的兴起，它们的传播根据艺术语言本身的特性，呈现出低廉，
高效，快捷，的优势，让艺术作品不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以一
种更加自由随意的方式传播，为受众接受。 

媒介变迁在丰富艺术表现方式，拓宽艺术范围时，也在改变
这受众对艺术的观念，让艺术发展趋向于日常审美化。无论是西
方艺术追求的“优美”和“崇高”，还是中国文艺向往的“初发
芙蓉”与“错彩镂金”，艺术约定俗成的都被看做是美的象征。
法国哲学家巴托 1746 年提出“美的艺术”这一概念，清楚的将
艺术与实用的和机械的“艺术”分开。但随着艺术媒介的变迁，
艺术观念也变得多元，建筑等实用艺术也被称之艺术，艺术开始
趋向于日常性。杜尚的《喷泉》从日常生活中直接选取现成物作
为艺术媒介，在拷问古典美学观念，提出艺术是什么的同时，也
在弥合这艺术与现实生活的鸿沟。再加之行为艺术的兴起，数码
媒介所创作的大众艺术的盛行，用各种媒介来表现艺术这一概念
的现状已经让艺术从高高在上的神坛回归民间，回归日常，艺术
的权威性，被艺术媒介的多变打破，艺术在这里不再是艺术家的
艺术，而是大众的艺术。在这里，艺术与日常生活不再对立，两
者融为一体，为了艺术而艺术的观念也在艺术媒介变迁中完成这
向艺术审美日常化的方向转变。 

当然，不可否认，艺术作品在描摹现实，反映时代的同时，

也存在于一定的思想语境中，语境的不同不仅会影响艺术作品的
创作、作品的接受，在传播过程中也会产生影响。法国导演让•
雅克•阿诺拍摄的作品《狼图腾》在宣传海报的设计上就存在海
外和大陆两个版本，而且两个版本相差甚远。在探讨人和自然关
系为主题的电影中，大陆版海报把主人公放置在画面前方，狼则
位于画面一角，人在画面中占据主体地位，狼则是以配角存在。
这种构图很清楚的反映出人的重要地位，也看出在和自然的关系
链中，人是支配者。在这里，强调的是人的作用，反映的是大自
然的附属，这和我们所强调的人的能动作用，“人定胜天”等观
念是不谋而合的。海外版的海报则是孤狼站在雪山之上，没有人
的存在，强调的是自然，表现的是人的从属和对自然的敬畏，这
种观点似乎也和西方人的价值观相契合。从这里又可以清晰看
出，同一部作品在不同的传播体系中，面对不同的传播语境，都
会根据受众所处的社会价值，道德传统做出一定的改变，而这种
改变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受众对艺术作品的理解。这也是艺术
体制对艺术作品影响的另一个具体体现。 

艺术媒介不仅是艺术传达的语言符号，是艺术的载体，从广
义上看，还作为艺术传播渠道的媒介存在。印刷技术的出现，艺
术开始走向机械复制的时代，艺术作品得以广泛传播，艺术的权
威性和唯一性被消解。信息革命后，数码技术，互联网成为艺术
主要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渠道，艺术品的传播打破时空限制，得以
在更加广阔的平台以更为自由的方式进行传播，艺术和非艺术的
界限由于传播媒介的变迁而打破，艺术变成大众的艺术，艺术的
权威荡然无存。 

无论是广义上作为传播渠道的艺术媒介，还是狭义上作为艺
术语言的艺术媒介，两者都渗透到艺术创作，艺术传达和艺术鉴
赏的各个方面，与艺术紧密相连。媒介变迁在改变着艺术的表现
形式，变革着传播方式，影响着艺术观念的同时，也为未来的艺
术提供着更多无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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