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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此在把持和制造的人工视觉图像，其功能首先是一种欲望的表达。在此，有表达作者自身欲望的欲

望，也有表达他者欲望的欲望。除了欲望的表达之外，他还有着美的关涉。人工视觉图像对于美的关涉在于自身

艺术性特征的显明。而技术和媒介是不可或缺的，它们彰显了质料对于物的持久性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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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谈论一件人工视觉图像作品的时候，我们总

是首先去探索距离我们近的，现实性强的信息，之后才

去评价这个人工视觉图像其它方面的要素，诸如它的形

式，质料等。这里，人工视觉图像的存在是一种器具性

的存在。其存在是为了实现某种旨趣。这也即是说，人

工视觉图像的存在就在于其功能的表达。 

一、功能的表达 

在此，功能的表达，一方面表现为欲望的彰显，另

一方面表现为美的关涉。人是有欲望的。在人工视觉图

像所敞开的世界里，欲望不仅被生产，而且也被消费。

人工视觉图像的生成与显现着眼于人的视觉欲望， 终

回归于制造者的欲望，图像生产者的欲望是更为本源的

欲望。欲望在人工视觉图像中要么撕去了种种面具，直

接表现自身；要么并不直接以自身的面貌呈现自身而表

现为种种非欲望的对象，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那么它

所表达的往往是它所没有表达的，比如对身体的欲望通

过种种暗示的方式予以表达，却并不显明。 

人工视觉图像制作者通过人工视觉图像作品来表达

和实现他的欲望，因而不仅要赋予形式以信息，而且要

建构一个意义的世界。人工视觉图像的形式负载的信息

或是明喻的，或是隐喻的。 

除了欲望的彰显，人工视觉图像还有着美的关涉。

美为何存在？乃是因为人的需要，确切地说是人的情感

化的需要。作为对于信息的一种控制手段，人工视觉图

像的生产也都是必定要对美进行关注。任何人工视觉图

像都渗透着美的元素或美的问题。 

    人工视觉图像必须体现艺术性的特征。通过特定、

清晰的符号形式，人工视觉图像将特定的信息传达并具

有美的意味，这是人工视觉图像的责任。那么人工视觉

图像自身所具有的艺术性又具有怎样的一种本质直观？

“看”或“视觉”是关乎人的心灵的，而对于美的追求

来说，乃是与人的本性和心灵相关。由于人工视觉图像

相关视觉的缘故，毫无疑问，人工视觉图像的领域也是

属于美的领域因而美的关涉在此成为了必然。无论是人

工视觉图像的制作、传播还是接受都存在着美的问题，

不仅仅包括美的创造、美的传播，同样还包括了美的接

受、美感、审美经验、审美心理等一些列审美问题。图

像生产者在制作人工视觉图像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和把

握采用怎样的形式来吸引特定受众以及如何符合他们的

审美心理的问题，从而让人工视觉图像的旨趣得以实现。 

    相关于美的关涉，一方面，人工视觉图像形象地展

示生活世界、现实世界。人工视觉图像的生成往往表现

为对于当下生活世界的复制、再现以及表现。受众借助

于人工视觉图像可以形象地获得对于外部世界的感受。

如果说远古时代的抽象化图腾、文字符号以及图形 大

的欠缺性就在于其缺乏形象性展示的话，那么在当下这

样一个技术高度发达、信息急剧膨胀的时代，人工视觉

图像则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形象性。比如说可记录连续活

动的录像，其每一幅画面不仅是对时间的延续，同时也

是对于空间的拓展。通过角度的变换以及画面的组接，

抑或通过二维的有限画面表现三维的无限空间，继而形

象地再现现实景物的面貌和人物的活动。每一个人工视

觉图像作品的生成，如果说欠缺了艺术性的在场，那么

图像是不完整的。正是因为艺术性的在场，人工视觉图

像具有了美的关涉。 

    另一方面，人工视觉图像直观的揭示人的内心世界。

受众通过对人工视觉图像的接受而获得了对于此在内心

世界的感受。基于特定的形式诸如色彩、图形以及连续

画面的剪接组合，人工视觉图像自身的构成被赋予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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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意义。由此，人工视觉图像自身成为了各种意义的

聚集，乃是一个意义的世界。而这样一个意义世界的获

得正是一个凭借受众的内心活动才能体验的内心世界。

比如说在人工视觉图像中，狂欢与欲望的释放已成为一

种非常现实的游戏策略和叙事方式。而且在这样的图像

中，往往采取碎片式的形式与表现方式，诸如流行时装、

时尚模特、摇滚乐，迪斯科以及劲舞等。 

而且，基于技术的发达，当下世界人工视觉图像的

生成可以运用一切艺术的形式和表现手段。正是在此意

义上，人工视觉图像的生成与艺术有着更加紧密的关联。

“事实上，艺术的主要动力在于：艺术那令人陶醉、给

人以直接感官享受的特征……”[1]而人工视觉图像尤其是

影像也具有令人陶醉的，给受众以直接感官享受的特点。

同时，人工视觉图像对于美的关涉不仅包含了给予受众

美的形象和美的愉悦，同时也包含丑的形象和感受。尤

其是在后现代的时代里，基于艺术与非艺术界限的模糊

与消失，美与丑也不在对立了，美的似乎是丑的，丑的

也变为美的了。 

一方面，人工视觉图像已经由本真的独创性向大规

模复制型转变，图像作品的原创性和权威性被复制品的

无差别性所取代，人工视觉图像的艺术价值被其功能价

值所替代。在此，人工视觉图像本真的存在不再变的重

要，而是表现为互动性的人工视觉图像与受众关系的生

成成了人工视觉图像审美的关键。这个转变使得受众对

于艺术品本身的关注，转向了对艺术品和观众互动关系

的重视。正是由于技术的可操作性所导致的网络人工视

觉图像的易生产性以及大规模复制性使得人工视觉图像

的生成轻而易举。于是谁都可以成为网络或数字人工视

觉图像的制造者。其结果导致了人工视觉图像的泛滥，

以及人工图像审美的生活化。 

二、媒介的在场 

人工视觉图像的生成必须借助于一定的媒介。媒介

使图像的存在成为可能并 终得到敞开。它是视觉图像

得以产生、传播、被接受及保存的凭借和载体。媒介消

亡，视觉图像也随之消亡。人工视觉图像的制作、传播

及接受都离不开特定的媒介。媒介不仅参与了视觉图形

的制作，而且也在人工视觉图像传播和接受的过程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由于“任何媒介都诉诸人的某个或某些

知觉”[2]，而正是由于人工视觉图像与人的视觉相关，因

而它与媒介的关联乃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了。人工视觉图

像生成的媒介既有物质性的关联，也有着非物质化的指

涉。在这里，媒介的非物质化在数字化的和虚拟化的媒

介，诸如数字影像和网络图像，比如说电视、网络等媒

介中体现出来。 

如果给予媒介一个相对的区分，媒介的发展大致经

历了口头媒介、纸质印刷媒介、电子媒介以及数字虚拟

媒介等阶段。基于前沿计算机科学技术的网络媒介，以

互联网为载体，将人工视觉图像、声音结合一起而成为

一种的新兴的、流行的传播媒介。正是由于网络世界、

非物质化空间的出现，媒介逐渐由物质的现实走向虚拟

的存在。新的媒介、语言和手段，不仅是对传统媒介、

语言和手段的重要补充，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是对于传统

媒介的重要更新，并逐渐取代传统媒介的地位，成为主

流媒介。比如基于网络等新兴媒介产生的数码视觉图像。 

此处的媒介显然与麦克卢汉对媒介的有关界定相

关。媒介乃是人的知觉的延伸。媒介必须得使人工视觉

图像的生成成为可能。于是它相关于视觉，即与图像和

色彩相关联。麦作为媒介的人工视觉图像，它既含有物

质的、现实的因素，也包括了虚拟的、非现实的因素。

一方面，基于传统的纸质媒体，通过触摸我们可以真真

切切地感受到它们的存在，诸如他们的形状、大小、体

积、色泽及质感等。另一方面，对于非传统的媒介而言，

比如说网络图像，它只有虚拟的平面化的视觉呈现，无

论它所显现的内容是多么的真实，但是我们对于其形式

构成以及材料的特质还是缺少感知的。 

于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人工视觉图像已经从根本

上改变了传统的由于传播技术的限定所形成的人类文明

的发展趋向，即文字长期居于独霸地位的现实。它作为

一种基于视觉、形象化的、制度、权力、话语、身体以

及隐喻等事情的聚集，正对我们所居住的当下世界产生

着前所未有的重大影响，以至于当下世界对人工视觉图

像形成了严重的依赖，当今的时代成为了人工视觉图像

的时代，而当今的文化成为了图像文化或视觉文化。 

三、技术的参与 

人工视觉图像首先是作为一个物理性和实体性的物

呈现在我们面前。人工视觉图像是物。“所有艺术作品都

具有这种物因素……在建筑中有石质东西，在木刻中有

木质的东西，在绘画中有色彩的东西，在语言作品中有

话音，在音乐作品中有声响。在艺术作品中，物因素是

如此稳固，以至于我们可以说；建筑存在与石头里，木

刻存在于木头里，油画在色彩里存在，语言作品在话音

里存在，音乐作品在音响里存在。”[3]这里，作者意在说

明物的因素在人工视觉图像中的重要性。但是，“给物以

持久性和坚固性的东西，同样也是引起物的感性涌逼方

式的东西，即色彩、声响、硬度、大小、是物的质料。”
[3]毫无疑问，质料为人工视觉图像的生产提供了可能，而

技术也在人工视觉图像的生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使

人工视觉图像由创意、构思到 终物质化的呈现成为可

能。 

    因此，媒介的产生，尤其是在现代，对于技术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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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或缺的依赖性。技术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媒介的发展，

甚或可以说媒介本身就是技术。电视技术的发展表明了

技术对于媒介的影响与作用。从黑白电视到彩色电视，

从无线电视到有线电视，从 初简单厚重的笨重盒子到

数字压缩、高分辨率、高品质的立体声电视。电视技术

发展的 为直接性的影响，就是使人工视觉图像的生成、

传播及其效用都发生明显的变化与进步。因而，人工视

觉图像的生成依赖于特定技术的运用。从人工画像，到

近代照相技术的发展，到当今 先进的数字成像技术诸

如纳米技术等都为各种形态和不同存在方式的视觉图像

的生产提供了可能。 

    显然，与人工视觉图像生成相关的技术乃是视觉技

术。所谓视觉技术。有学者认为，应包括两层含义：一

方面是指人工视觉图像制作技术，比如说原始社会的洞

穴壁画，到今天的电脑人工视觉图像制作，无不渗透着

低级或高级的制作技术的运用。另一方面是指人工视觉

图像呈现的技术或受众观看图像的技术，比如静态纸质

平面视觉图像与动态数字网络视觉图像的区别等。[4]媒介

技术大体经历了手工制作—机械复制—虚拟技术（诸如

模拟、仿象）等多个阶段。而多媒体技术则打破了艺术

之间分门别类的现象，各种媒体在此综合运用，并发挥

各自的 大性能，创造出比单一媒体更为完美的视觉效

果。由此电脑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多种媒体的综合运用

提供了可能。 

而数码技术对于人工视觉图像的创作与传播来说，

也是任何传统的媒介形式所无法比拟的。汪大伟先生认

为，这在于传统设计或艺术以客观世界为表现内容和挑

战主题，而数码艺术设计的特点决定了它不仅表达出人

对于客观世界的改造和征服，同时也表明了人对自身主

观世界的挑战。因为数码艺术对于未知世界和虚拟世界

的构建较之传统媒体更加真实、形象，它更能彰显人的

主体意识、想像力、思想的能力。当然，数码艺术设计

的运用不仅表明了媒介自身的虚拟化，而且也消解了视

觉图像的制作方式。 

当然，数字化设计带来的必定是数字化的生存。普

瑞特认为，信息工人的大大增加，是一个社会进入后现

代社会的标志。[5]由此看来，在后现代时代里，“信息”

一词乃是其主要的标志。同时，人也成为了数字化的人。

“当今世界，大众媒介、远程通信和电子技术服务和其

它消费信息，标志着从硬件形式到软件形式的全面变

化。”[5]在网络环境以及多媒体和虚拟现实技术的主导下，

“数字化生存”已成为人的命运。它意味着在虚拟化生

存的语境里，人往往更多地被置于虚拟视觉图像中。 

数字化意味着非物质化。以视觉信息设计为主的当

下图像的设计乃是“非物质设计。”它是社会非物质化的

产物，而且属于一个以非物质化为特征的设计新领域。

视觉图像设计的功能、存在方式和形式乃至设计本性都

不同于基于传统媒介的传统视觉图像设计。而“复制”

是后现代境域中人工视觉图像制作的重要特征，它意味

着所谓的“原作”已不复存在，视觉图像设计成了“仿

像”的过程，即成了没有原本的摹本。影视、摄影、网

络人工视觉图像等大规模的复制生产，往往都是“仿像”

生产和再生产的结果。“仿像”从某种程度上已造成了现

实的“非真实化”。比如说，承载着特定商品信息的广告

图像，从表面上看似乎指涉的是实在的商品本身，其实，

这些工图像经过了特定的技术处理，而广告图像中的商

品事实上是实际商品的“仿像”。因此，当下图像的设计

方式也从某种程度上注定了我们所居住的当下世界不得

不被种种人工视觉图像所控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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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tries to get an athletic interpretation on Function and Media of Artificial Images. In artificial images, function is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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