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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ra, how to comply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further develop China’s characteristic art theory 
system, and fully play its true role is the key point for futur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n Chinese art theory dur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times, and studies the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art theory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ra.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art, expand new idea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haracteristic art theory system, and promote its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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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背景下中国特色艺术理论体系的演进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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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如何顺应时代发展要求，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艺术理论体系，充分发挥其真正作用，是未来社会经
济发展的关键点。基于此，论文通过分析在时代发展过程中对中国艺术理论产生的影响，研究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
艺术理论发展中面对的新机遇和挑战。为促进中国特色艺术实现可持续发展，拓展中国特色艺术理论体系发展新思路，推
动其实现多元化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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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遗产，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

体系通过在中西艺术理论历程中的分析发现，由于在西方科

技因素的影响下两者在不断的碰撞中融合发展，从而使艺术

成为人类精神的重要一环。作为现代人类精神文化的艺术象

征，艺术理论是基于与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相吻合的具有自

身特点的民族文化，在人类的精神与情感世界之间体现出内

在规律。同时，将人类对艺术精神的表现和追求在审美鉴赏

中得到完美呈现，进一步挖掘人文精神的审美心理结构和审

美价值取向，给文化艺术和经济发展融合提供新机遇。基于

此，论文分析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中国艺术理论发展面临新

的机遇和挑战，研究时代发展对中国特色艺术理论的影响。

拓展中国特色艺术理论体系发展新思路，推动其实现多元化

发展进程，以促进中国特色艺术的可持续发展 [1]。

2 时代环境变迁对中国特色艺术理论发展的
影响

2.1 影响中国特色艺术理论的建构观念
由于受到时代因素影响，中国特色艺术理论构建观念

从原有单一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文化

艺术通过观念、模式、生产、符号等形态进行传播，逐渐形

成全球化发展趋势，且在结构化过程中呈现出多元化发展局

面，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产物，体现出该社会的主要特

征。艺术美学是从门类艺术理论中提炼出来的，通过哲学思

辨，赋予音乐、舞蹈、戏剧等艺术样式，用艺术思维分析看

待艺术的一般规律，使美学思想在现实的艺术学科研究中多

元融合，从而使艺术理论成为一种复合型的学科体系，这是

一门艺术理论的提炼，也是一门艺术美学的理论体系。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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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艺术美学理论思想的创新与发展中，运用哲学的原理和方

法论作为其进步与发展的思想基础，以科技创新的视角，在

掌握两者发展关系的同时，将艺术美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与艺

术门类之间的关系进行具体化的划分，为艺术美学理论创新

寻找有效的途径。催生多元艺术美学理论的协调创新发展，

前提是打破原有的艺术美学理论形态。同时，由于现代社会

经济发展较快，人们思维观念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很多国

内艺术学者养成良好的开放性思维，用一种全新态度看待其

他国家的艺术文化，取长补短，创新新型的艺术文化。另外，

由于艺术起源趋于多样化，无论是中国艺术还是国外艺术，

其均受到艺术起源多元化影响，促进其构建观念向多元融通

方向发展 [2]。

2.2 影响中国特色艺术理论的发展走向
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很多数据信息被储存和挖掘，

要建设一个无限储存环境，保证数据信息能随时被应用和分

享。如人们能通过专业设备记录中西方复杂的文化，将其进

行复制和传播。近年来，虽然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愈发频繁，

但两者文化间仍然具有较强学术差异性，导致中西学术在本

质和话语体系方面存在差异，造成两者话语核心价值观不

同。西方学术随着经济不断拓展，其具有较强的话语权，很

多国内学者受到西方观念影响，全面接受西方观念，出现各

种虚无主义。对于任何事物，我们要具有正确的辩证能力，

除了以上负面影响作用，仍然存在各种积极的正面影响。例

如：在中国艺术学者建设中国特色艺术理论时，将部分西方

优秀特色艺术理论为基础，进一步填充中国特色艺术理论，

增加特色艺术理论的高交互性。在中国目前实际特色艺术理

论发展方向中，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第一，从现实生活出

发，通过全新角度分析以往艺术内容，细化艺术内容，构建

健全的内容框架；第二，注重形式，提高形式的独立地位，

合理融合时代元素和外国元素，结合中国特色，建设全新的

特色艺术理论；第三，积极收集科学技术发展成果，结合国

外其他学科理论知识，实现多元取向交互发展 [3]。

3 数字化时代下中国特色艺术理论发展的机
遇和挑战

3.1 新机遇
最早关于特色艺术理论要从传统文化中进行分析，但

在中国“文革”结束前，关于传统特色艺术理论的研究内容

较少，在“文革”结束后研究内容较多；早期道家学派是中

国传统特色艺术理论的哲学基础，以周文化为核心思想。随

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不同国家文化相互融合，积极吸收西

方特色艺术理论知识，进一步丰富中国特色文化艺术语言和

思维。特别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中国艺术学者利用先进的

科学技术，掌握各种前沿艺术文化资源，拓宽自身艺术视野，

全面提高自我艺术素质，分析中国特色艺术理论构建中存在

的问题。另外，在建设中国特色艺术理论过程中，自主将各

种优秀西方特色艺术理论作为超越目标，无形中增加中国特

色艺术理论研究方面的外力驱动，全面提高其发展速度。信

息化技术正在改革人们各方面，给中国艺术研究领域带来较

强的冲击，不同时代环境产生多样化艺术语境的变化，互联

网思维观念占据艺术主导地位，特色艺术理论研究工作需严

格遵循与时俱进原则，激发艺术文化发展新活动，促进中国

特色艺术理论建设工作实现可持续发展 [4]。

3.2 新挑战
定期召开特色艺术理论交流鉴赏大会，进行思维交流

和观念讨论。在文献方面也出现大量极具学术价值的书籍，

如《艺术学原理》《艺术学概论》《艺术概论》等，但由

于特色艺术理论是一个综合性论述，我们要进一步确定其概

念。艺术所涉及的内容趋于多样化，其具有较强的历时性，

会随着各种因素变化出现改变，如地域变化、社会发展、环

境差异等因素。从整体角度来看，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给特

色艺术理论的发展带来更高挑战，新时代中国特色艺术理论

研究要保持创新观念，控制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间的平衡，

在保留艺术内涵的基础上创新艺术特征，注重技术和人类各

种社会活动间的必然联系，全面实现内容研究和外部研究工

作。特色艺术理论作为艺术领域中推演出来的概念，其集中

中国所有传统文化的内容，是通过无数艺术珍宝提炼出来，

对艺术研究具有重要作用。通过研究，发现在数字化时代

背景下，特色艺术理论发展出现如下难题：第一，如何吸

收符合中国特色艺术理论建设的新元素，处理掉不合适元

素；第二，如何丰富中国特色艺术理论知识，提高特色艺术

理论建设价值；第三，如何建设满足时代特征的特色艺术 

理论 [5]。

4 数字化时代下中国特色艺术理论发展的新
思路

4.1 植根传统
在研究中国特色艺术理论时，注重结合自身的民族特

征和知识，严格遵循本土意识，创建中国特色艺术理论发展

路径。将中国艺术文化和民族传统文化相互结合，持续吸收

传统文化养分，实现中国特色艺术理论可持续发展。形成和

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美学理论体系，不仅传承了中国深

厚的艺术文化，而且深刻体会了伟大的艺术文化价值。中国

特色的艺术美学理论，是中国传统文化多元融合发展的鲜明

而典型的体现，不仅具有重要的艺术文化价值，而且具有深

厚的美学精神和传统文化内涵。特色艺术美学理论在注重塑

造和培养人的审美情操的同时，积极汲取古典艺术文化的思

想内涵，构建新时代的艺术文化精神。因此，想要在数字化

背景下发展中国特色艺术理论，要将上述思想理论作为中国

特色艺术理论建设基础，结合传统文化进行发展；其次，随

着时代不断发展，中国特色艺术理论在数字化时代下要积极

吸收时代元素，形成完全的发展体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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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融通新元
随着中国正式进入数字化时代，进一步增加全球文化

上的相互交流程度，而艺术文化在数字化时代下要注重整合

特征。从中国目前艺术发展建设情况来看，其从原本的零

星化内容体系构建观念向多元性方向转变，注入大量新鲜血

液，保存其既有活力，积极更新艺术观念，完善特色艺术理

论知识，才能满足新时代发展要求，突显出学术性和前沿性。

同时，要求相关人员全面掌握时代特征，平衡传统文化精神

和现代精神，根据多元融合发展中的道路融通新元，构建健

全的艺术特色理论内容体系。由于中国拥有丰富的民族文

化，随着其发展进程不断深入，增加很多新特征，出现和西

方特色艺术理论相互结合的情况。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

西艺术文化拥有艺术特征和理论知识支持，文化多元化是未

来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否在研究中国特色艺术理论中形成融

通新元艺术思维，是目前研究人员急需考虑的问题。

近年来，文化革命影响到整个世界，对中国特色艺术

理论建设提出更高要求，为了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不仅要

建设受到国内认可的中国特色艺术理论，还要建设符合国际

要求的中国特色艺术理论。同时，随着信息数据资源出现，

给其构建工作提供无限可能，这表示中国艺术学者要在多

样化艺术文化信息中拓展自身事业，树立正确的思维方式，

分析中国特色艺术文化发展情况。在传承发展中国优秀传统

艺术文化的基础上，应包容学术态度，积极共享世界艺术资

源，通过定期中外交流，融合新艺术理念，解决中国特色艺

术理论内容体系单一的问题，促进特色艺术理论向多元化方

向完善。

4.3 交互发展
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艺术文化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变

异性、交融性特征，因此，相关人员需积极结合发展意识，

以主体研究为核心，在文化融合中吸收其他国家的文化特色

艺术理论，进一步推展中国特色艺术文化内容，并找到现代

语境环境和传统艺术文化间的精神契合点，促进中国特色艺

术理论实现可持续发展。站在宏观角度来看，中国文化在发

展中受到西方文化多方面冲击，直到改革开放后，各种西方

文化流到中国，产生较强的西学东渐热潮。在整个特色艺术

文化发展过程中，部分学者提出不迎合西方特色艺术理论，

随着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国家与国家

间的联系愈发密切，文化信息交互过于频繁，艺术作为文化

的重要环节，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呈现出高交互性特征。

针对该种情况，相关人员需要植根传统艺术文化，合理应用

科学技术，创新特色艺术文化新发展方向，注重分析影响中

国艺术发展走向的外在原因，对其本体因素和非本体因素进

行分析，结合其流变性、活态性特征，根据时代发展需求，

取长补短，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集中西方各国先进的文

化思想，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艺术理论内容，推动其向高交

互方向发展，充分激发中国特色艺术理论作用。

5 总结

综上所述，纵观中国特色艺术理论建设路程，不仅有

曲折坎坷的困难，还有成功的喜悦，记录着这些年中国艺术

发展历程。中国特色艺术理论体系的构建具有多样性和丰富

性的特点，立足于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积淀，在其发展过程

中不断融入西方艺术思想，将西方艺术思想的精髓运用于中

国特色艺术的创新和创造实践中，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

义。同时，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数字化背景下对

艺术审美的影响也在日新月异，只有准确把握社会发展的脉

搏，使艺术审美理论更好地提升其理论指导价值，更好地把

握艺术审美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对艺术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起到更好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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