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文化艺术创新·国际学术论坛·第 2卷·第 1期·2023 年 3月

1 联觉

医学领域的联觉被解释为一种“无害的神经系统疾

病”[1]。在凯瑟琳·穆尔文纳和文森特·沃尔什 [2] 的研究中，

联觉被认为是一种不驱动于外部刺激的感觉。它是先天性的，

而非源于后天训练，所以联觉者总是有他们独特的联觉规则。

联觉在艺术领域是一种表达方式，与生活经验、文化

和地域语境有关。钱钟书 [3] 在文献中提到，五种感官（视觉、

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可以是相互关联和转化的，在东

西方艺术中都有应用。联觉可以使描述更加生动、真实，也

更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其中，视觉、听觉和触觉更有可能产

生转换效应。

卡罗尔·斯蒂恩是一位艺术家、作家、策展人和联觉

者。她获得了克兰布鲁克艺术学院的艺术硕士学位，她的作

品在收藏界炙手可热，包括美国国会图书馆、底特律艺术学

院和加拿大的麦克劳克林画廊。并举办了 20 多个个展，并

参加了许多博物馆和画廊的展览。除此之外斯蒂恩还参与了

美国联觉协会的工作，通过该协会向公众普及与先天联觉相

关的知识和艺术创作。斯蒂恩创作了一系列以联觉为灵感的

艺术作品，Steen 在接收字母和数字、音乐以及触觉感受时

会产生联觉反应 [4]。斯蒂恩在访谈中提到过一些不好的联觉 

感受：“我在看牙医的时候，他的电钻声令我感到不适——

那时橙色完全淹没了我的视线，即使我拼命闭上眼睛。神奇

的是，我可以用这种联觉反应来判断疼痛部位。那时我必须

做一次根管手术，当我牙痛时，医生也无从判断具体是哪颗

牙需要治疗，我因为看到了疼痛带来的橙色，所以无比确信

那颗牙的位置。医生将信将疑地进行了手术治疗。果然，当

麻醉消退后，我就看不到成色了。这就像橙色是我对疼痛的

默认颜色。”卡罗尔·斯蒂恩还提到了关于针灸带来的联觉

体验：“我是一个忠实的针灸爱好者，当第一次进行针灸治

疗时，我感觉非常神奇——治疗师在我身体的不同部位下针，

我所看到的色彩是不同的，经过多次针灸后，我甚至可以根

据看到的颜色不同而说出具体下针的穴位。并且，根据我自

己身体状况的不同，我的联觉反应也会给我带来不同的色彩。

如果我得了非常严重的感冒，那么在针灸时我还会看到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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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普通的保健治疗，我看到的会是其他颜色。”

以卡罗尔·斯蒂恩的联觉体验来看，橙色对她来说是

一种刺痛的颜色，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联觉反应，这是联觉

在信息可视化实践中的局限性之一——感觉和情感因为先

天性的联觉而转化为可视化元素，是不具备普遍认同的，所

以很难引起大多数观众的同理心。而获得性联觉，如钱中书

所提到的，是基于文化的、基于经验的联觉，则适用于引起

大多数具有相似感知的观众的同理心。事实上，这也反映在

卡斯蒂恩的艺术作品中。我们可以在她的一些作品中看到，

艺术节不仅使用了在她的联觉中代表刺痛感的橙红色，也加

入了大量的黑色和黄色，同时，为了显示强烈的冲突和对比，

线条和构图也能让观众普遍感到紧张和刺激。这也使得她的

作品从视觉角度更广泛地引起了观众的同理心。也就是说，

主观联觉因素与更广泛认识的后天联觉因素相结合，可以更

精确地将非具象的信息转化为可视化的视觉语言。

2 镜像神经元

笔者采访了一位英国阿斯顿大学心理学学生，他提到

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理论——镜像神经元。什么是镜像神经

元？镜像神经元是多模态关联神经元，当看到他人或听到曾

经经历过的动作时，镜像神经元活动便会增加。那么我们有

表达情绪或感觉的镜像神经元吗？一些实验表明，当我们观

察他人的情绪和感觉时，参与情绪和感觉体验的大脑区域会

被重新激活。也就是说这些区域可能包含用于情绪和感觉的

镜像状神经元。但这个结论仍然是暂时性的，尽管这是一个

有影响力的想法。

为什么镜像神经元系统如此有争议？大约有 12 篇论文

报道了猴子和鸟类镜像神经元活动的直接证据。大量学术论

文涉及了镜像神经元理论，但没有关于镜像神经元活动的直

接记录，这通常意味着镜像神经元和高级认知功能之间的联

系。镜像神经元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这些神经元之间的

因果关系和现象如同理心、读心术、语言、自闭症、美学、

道德和政治。镜像神经元是大脑中的一种神经元，当我们看

到我们所经历过的一些行为或情绪时，会触发镜像神经元的

反应。

3 镜像神经元与艺术

在巴耶乔斯基、约兹维克、弗朗索瓦·博勒和朱利安·博

古斯拉夫斯基关于镜像神经回路和艺术的研究中指出：“镜

像系统可以是视觉、触觉、听觉和情感的。”弗里德伯格和

加勒斯提出，包括模拟动作、情感和身体感觉具体化机制的

激活将构成对艺术作出的审美反应的基本框架，包含表演艺

术、图像或其他形式的视觉艺术。他们进一步提出了一种基

于两个元素相互作用的对艺术的共情反应理论：第一种被定

义为在艺术受众中具体化的模拟触发的移情感受与艺术作

品的内容之间的联系；第二种是上述艺术受众的移情感受之

间的联系以及艺术生产的技术，包括艺术作品创作的语汇

（凿痕、纹理、画笔作品等）。“如果我们以戈雅的画作为例，

我们也许可以解释触觉移情。人体被肢解、斩首、撕裂和折

磨的画面在观众身上产生一种身体上、精神上的共情感受。

此外，有数据表明，人类可能会基于静态图像形成一种运动

的视觉联想。克诺布利奇和他的同事们展示了一个动作模拟

的假设。他们发现，人们观察到的动作越接近执行方式，模

拟就越准确。”

4 案例研究

比利时摄影师波米利安·库伦 [5] 的作品通过强调触摸

发生的环境和受体，创造了“视觉触摸”的概念。颜色的使

用也加强了这一点。由苏格兰艺术节山姆·里昂进行的一系

列名为“果冻软糖”的 3D 运动实验，该系列视觉实验通过

放大物体的纹理来引起除视觉反应以外的感觉。特别是，动

态的形式强化了这种感觉。这两例视觉实验均受到基于观众

经验的联觉的影响。简单而直观的视觉语言可以更广泛地引

起情感的相互联系和转化。

2019年伦敦艺术大学中央圣马丁学院的硕士毕业展上，

有一组作品也在非具象信息可视化上进行了尝试。该作品试

图以综合材料装置的形式表现人体肌肉的运动。作品将仿生

材料与机械相结合，通过色彩、肌理和形态创造出引人遐想

的视觉形象。其中一个互动装置非常具有参考价值。该装置

通过一个手掌大小的按压装置与观众联动。当观众按下按压

装置时，联动的纤维装置会产生扭曲运动，这个扭曲运动与

按压装置时观众的小臂肌肉运动一致。也就是说，观众在做

出按压动作时，可以同时从装置中看到自己此时的肌肉运动

状态。

在英国 WELCOM COLLECTION 博物馆的馆藏中，可

以找到大量有关疾病的视觉表达。关于疾病的艺术品，大

多数都是具象的，真实描绘了疾病的发生场景和生理表现。

与之前对镜像神经元和艺术的研究一致，这些艺术作品可以

以某种方式诱导联觉反应，从而导致观众更好地理解疾病。

WELCOMCOLLECTION 博物馆中，收藏了一系列具有象征

性的面具，在中国的传统民间文化中也有相关的案例——傩

艺术。傩是一种广泛传播于中国中部的艺术形式，并影响了

东亚和东南亚的许多地区。傩最早是中国彝族的驱魔 / 驱病

仪式，后演化成一系列民间艺术，包含了傩面、傩舞和傩戏。

在传统的傩舞表演中，表演者需要佩戴传统傩面具进行仪式

表演（类似于萨满）。在彝族的驱魔仪式艺术中，面具是非

常重要的道具，佩戴傩面的表演者时厄运和疾病的化身，傩

舞即是对灾厄的驱逐。和 WELCOM COLLECTION 博物馆

的面具收藏一样，傩面在表现疾病和灾厄时，也运用了一些

由经验而获得的视觉元素。面具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可

以把人们带入特定的角色或情感或情境中。在传统的面具艺

术中，疾病的表现具有高度的象征性，是对疾病病理特征的

客观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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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情感表达

普鲁奇克的情感之轮是一个信息记录仪，它使用色轮

来说明人类情感的变化和情感之间的关系。目前情感之轮的

应用包括机器人技术和情感分析。心理学家罗伯特·普鲁奇

克在 1980 年创造了一个 2D 的轮子和一个圆锥形的 3D 版本，

作为理解他的情感心理进化理论的工具。普鲁奇克确定了八

种主要的情绪，他将这些情绪协调成对：快乐与悲伤；信任

与厌恶；恐惧与愤怒，期待与惊讶。情绪强度和指示器颜色

向车轮中心增加，向外减少。狂喜变成了快乐，然后是宁静。

次要情绪表现为主要情绪的组合。颜色和情感之间的联系并

不是普遍的。色彩的情感模型是由普鲁奇克的情感之轮所建

立的，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事实上，一个单一的颜色模型并

不可以覆盖每个人的认知，所以普鲁奇克的情绪之轮今可以

作为非具象信息可视化的一个理论参考。在分析一系列具有

强烈感情色彩的艺术作品时，普鲁奇克的情感之轮可以作为

参考，并探索在这些情感和颜色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规律。

在爱德华·蒙克的画作中，提取主色并将它们与普鲁奇克的

情感之轮进行比较。在普鲁奇克的情感之轮中，这些颜色代

表了悲伤、烦恼、厌恶、悲伤、敏感和其他负面情绪。结合

扭曲强烈的线条和笔触，这幅作品有效地传达了一种消极和

糟糕的情绪。此外，图片的整体色彩明度较低，饱和度较高，

色彩对比度较强，所有这些元素都有利于引导观众产生强烈

的负面情绪。而在乔治·莫兰迪的画作中，主要的颜色对应

于普鲁奇克的情感之轮中兴趣、乐观、宁静、爱、接受的颜色。

画中的笔触柔和流畅，色彩饱和度低，亮度高。整体画面显

示了一种平淡的积极情绪。在达利的作品中，主要的颜色对

应于普鲁奇克的情感之轮，代表警惕、忧虑和悲伤。画面中

的笔触柔和，构图平衡，紧张，色彩呈现低饱和度，低轻盈度，

传达感温和的消极情绪。

6 结论

在以绘画为代表的传统艺术发展进程中，不难发现，

那些可以触动人心的画作往往更能够通过独特的画面语言

给人以强大、更深刻的心理及精神层面的冲击，甚至使人产

生一定程度上的生理反应，传统艺术家对于画面冲击力的研

究已然是一种初步的信息可视化尝试。19 世纪中叶以来，

当代艺术的诞生与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对视觉语言的探索热

潮。时至信息技术空前发达的 21 世纪，无论是艺术还是设

计，对视觉语言，尤其是信息可视化的研究已然是一个十分

重要的课题。神经科学、心理学、图像学作为和感官感受密

切相关的科研领域，其科研成果对于信息可视化研究有着不

容忽视的意义。在当代的艺术与设计语境中，随着受众需求

的提升与细化，非具象信息如何更加精准地转化为视觉语言

进行更大范围的传播与传达，已经不仅仅是艺术设计领域的

话题。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研究项目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论文所进行的探索仍处于视觉实验阶段，非具象信息与视觉

语言之间的转化步骤可分为信息与语境的匹配以及语境与

视觉元素的匹配。在语境与视觉元素的匹配过程中，社会文

化因素时需要考虑的重点，镜像神经元理论为这一转化的效

果提供了指导意见。随着各个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媒介的

发展壮大，信息可视化在当下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将来

的细化研究中，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研究将使视觉语言更

加多元化，从而进一步提高信息可视化，尤其是非具象信息

可视化的效率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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