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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是科学与技术的简称，它以科学的务实求真

和技术的演进与变革来服务于人类。 “艺术”用典型的形

象来表现客观世界的真、善、美。艺术创作是一种精神生

产，它丰富着人的精神世界。时代在进步，科技在艺术领

域的运用日趋广泛，推动了艺术的不断进步与发展。科技

领域出现了新的名词：没有最新，只有更新。科技中对“新”

的追求恰好对应了艺术中“创新”的要求。因此，艺术创

作需要科学化，科技也应艺术化。

从历史上看，艺术与科技有时似乎是对立的关系。科

技是一种靠逻辑和数据去认知世界或者改造世界的，是非

常理性的方式，而艺术是以感性的角度出发认知世界的，

在人的情感和精神上发挥作用。但是从历史的发展中我们

同样看到，科技的进步一定会推动艺术的发展和变革，如

考古学、透视学、解剖学的发现推动了文艺复兴的艺术发展。

科技与艺术创作在新时代的艺术发展中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科技与艺术的结合将成为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清

华大学美术学院十分重视艺术与科学研究的结合，即将启

动“清华大学青岛艺术与科学创新研究院”以推动“艺科

融合”[1]。

科技对艺术创作影响越来越受到艺术类院校的推崇。

2019年 3月艺术与科技成为中央美术学院第 22个本科专业，

意味着将来会有一大批优秀的“艺术与科技”专业的人才

流入社会，创作出更多优秀的科技与艺术结合的作品。此外，

中国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也开设了艺术与科技专业。

由此可以看出科技与艺术创作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中国美院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副院长郑靖教授认为艺

术与科技是“裹和关系”。因为科学技术是一种支撑力，

艺术需要附着在其表面上，让科技展现魅力，这时艺术包

裹科技。同时，科技产生了丰富的功能性，促发了艺术表

现的变化，艺术与科技又变成了合和的关系。综合起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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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裹和关系”。

科技的求真与艺术的求真是相互融合、相互统一的关

系，两者之间联系在一起，在求真的同时满足功能与审美。

目前，美术机构、博物馆的展陈与推广可以看出科技与艺术

创作的完美结合。

要谈论科技对艺术创作的影响，就要具体去谈科技对

各艺术门类的影响。从近些年的发展来，可以从科技对绘画、

雕塑与电影等艺术门类的改变来展开分析。

绘画方面，VR虚拟现实技术的发明对绘画有积极的影

响，出现了一些电脑配合手绘板进行绘画的方式，如艺术家

大卫·霍克尼就用平板电脑创作了一批数字绘画作品。值得

一提的是，科技对绘画最大的改变表现在绘画的展示方面。

由故宫博物院和凤凰卫视联合推出的《清明上河图 3.0》数

字艺术展，通过科技手段将《清明上河图》动态展现，观众

可以看到画中人物、动物、柳枝、船舶等都动了起来，充满

生气，仿佛感受到了宋朝的生活气息 [2]。

雕塑方面，科技的影响直接改变了雕塑的制作与生产

流程。3D建模、3D扫描、3D雕刻、3D打印的流行，使得

整个雕塑行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一方面，雕塑制作不需

要使用泥塑放大，直接用三维软件建模或 3D扫描即可。形

象真实，数据准确，可以预先看到雕塑效果。雕塑制作流程

可以用模型数据直接 3D打印成实物再转化为硬质材料，不

用再泥塑放大与翻模，极大地节约了人工成本和时间成本。

另一方面，在传统雕塑修复与保存方面也大量用到数字技

术，其中大足石刻博物馆对千手观音的扫描与修复，就全程

运用了数字化对接，将千手观音运用 3D扫描技术得出模型

数据，再制作成视频以展示千手观音的修复过程。此外，各

种雕塑展览也在不断推出科技与艺术融合的作品。

电影艺术方面，科技手段融入电影创作非常突出。当

今的电影制作在电影特效方面下足了功夫，将虚拟的世界尽

可能表现得真实生动，努力在电影的视觉与听觉方面强化效

果，并以 3D观影的方式满足观众的沉浸式体验。

科技的运用丰富了艺术的表现，给艺术创作带来了很

多便利，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如艺术的主体

地位丧失、知识产权保护、选择困难、对科技过度依赖等问

题不断涌现在艺术创作之中。

首先，科技的过多使用会使得艺术的主体地位丧失。

艺术作品中科技力量的融合应该是为了更好地凸显艺术表

现的张力。目前有一些艺术作品展览上，作品有灯光、有运

动等装置的介入，但作品在艺术语言上缺乏思考，其形式缺

乏推敲，使得作品丧失艺术本体语言，仅仅剩下科技成分的

利用，这是值得思考的。用科技手段创作作品的艺术家应该

清楚，科技是艺术表现的一个手段，艺术性的表现才是最终

目的，因此要保护艺术作品的主体地位。

其次，知识产权的保护变得困难。运用科技手段创作

的艺术作品保存方式以不像传统的实体模式，通常是数字

化、数据化、模型化、虚拟化进行保存，否则数字文件丢失，

所创作出来的作品就会付诸东流。因此，艺术作品在传输过

程中，就容易被编辑、备份、修改和抄袭。原创作者的知识

产权的保护变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因此，怎样有效地保护

艺术家的知识产权变成了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3]。

最后，科技的便利使得很多艺术品的创作变得太容易，

使得模仿的、粗制滥造的作品大量涌现。科技迅速发展，给

艺术家提供了很多便利，使得信息量过大，会导致选择困难。

在这样信息量过大的境况下，会使得艺术家在创作作品时缺

少思辨的时间和能力，从而把一些科技手段直接挪用到艺术

创作。因此，科技的便利会导致一些艺术家对很多问题缺乏

深入的感知能力，创作的艺术作品就会显得浮华与浅薄。另

外，保持冷静，不要过度依赖科技。科技在艺术中有着丰富

的表现力，当科技手段介入一件作品后，很容易让一件作品

酷炫、绚丽、多姿多彩，给予人视、听、触等方面的强烈感

受。但除了作品表面的精彩之后的是否能带给人触动、共鸣

与反思，这就需要深入思考。艺术家需要冷静地认识自己，

清晰自己的创作内容与方法，不要过度依赖科技，不要盲目

地运用科技手段堆砌自己的作品。

总之，科技与艺术的融合会越来越丰富艺术作品的创

作，这是必然趋势。需要明确的一点是：科技只是工具、媒

介、表现手段，它再先进也不能代替人类的思想，也感受不

到人类的情感。艺术离不开科技的表现，更离不开人类思想

与情感的注入。只有在人类的思想和情感的统领下，合理运

用科技手段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才会具有源源不断的生

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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