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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艺术传播中的书画美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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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工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51) 

摘要：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为传统书画艺术提供了新的表现形式与方法，“非真实感绘制 

(NPR)”、“3D渲染技术”为其在新媒介空间的模拟与再现提供 了可能。中国书画艺术历史悠 

久且有着丰富的美学内涵，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最佳契合点，作了相关实践与探索，试图 

寻求传统文化传播的新途径与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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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书画艺术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有着 

丰富的美学内涵，在众多的古典艺术中是最富有 

东方色彩的。如果说西方人发明的电影是关于光 

与影的艺术，那么传统的中国书画艺术则是在黑 

白的世界中探寻视觉艺术的灵魂。传播技术的发 

展，不断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迈进，单从书写工具 

的演变上就可以看出艺术的表现方式是与时俱进 

的。“蒙恬造笔”向来被传为美谈，谁会想到浸染 

着墨氲香气、质地柔软的毛笔竟出自久握刀剑戈 

戟之手?历史总是带给人不断的惊喜，千百年前 

的古人也不会想到，今天的人们几乎舍弃了诸多 

书写工具，一种沉浸式的数字虚拟空间越来越成 

为人类主流的生存方式。正是这种虚拟存在给传 

统书画艺术的传播带来新的契机，正如清代美学 

家刘熙载《艺概 ·赋概》中所说的那样：“赋以象 

物，按实肖象易，凭虚构象难。能构象，象乃生生 

不穷矣。”[ ] 

一

、中国书画艺术的美学内涵 

钟繇《笔法》云：“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 

也。”神秘莫测的笔迹之界与神秘莫测的流美之 

人，是书法美学存在的最大理由 。甲骨文可以 

说是中国书法之滥觞 ，在长达三千多年的发展历 

程中，中国书法形成了独特的美学特征。它凝聚 

了自然之灵气，是美的创造，但其中最重要的是： 

书为心画——它是心灵的艺术。中国自古便有 

“书画同源”的说法，自然里的一切，充满了生命 

运动的节奏。古往今来的书法家用抽象了的线条 

来表现自然万物，来抒发自己的情感，以抽象的方 

法营造了一个有情的世界’ 。世界上还没有哪 
一 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把本民族的文字书写演化 

为一门艺术，这是书法在全人类各门艺术中是最 

为独特 的一点。 

中国画充分运用了书法艺术的抽象手段，大 

致源于书法与绘画所用的工具完全相同——毛笔 

和水墨。中国画与其他绘画形式相比，具有鲜明 

的民族形式和艺术特色，其传统美学法则是“外 

师造化，内得心源”。与西方绘画写实的特点不 

同，中国画是变自然形象为“艺术的形象”，赋予 

物象以感情，渗入作者的气质与品格，以达到“以 

形写神”、“形神兼备”的最高境界。中国画又称 

“丹青”，《汉书 ·苏武传》中载“竹帛所载，丹青所 

画”，杜甫诗《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中也有“丹青不 

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之句，说明中国画原 

本是有颜色的。早在宋代水墨画兴起之前，中国 

人就拥有了全世界最为艳丽而含蓄、写实入骨而 

形神兼备的漂亮画面，然而中国人的色彩探索之 

旅，几乎仅百余年便戛然而止。在魏晋发祥、至北 

宋兴起、到明清流行的水墨画成为传统视觉传达 

系统中表意的独特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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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何在?从表象上看，似乎是与当时使用 

的工具(毛笔)、材料(宣纸)和制墨技术有关，其 

实从根本上是源于思想观念——道家哲学的影 

响。《老子 ·道篇》中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 

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 

在老子看来，艺术的产生是表达人的内在心灵，人 

们所看到的物欲横流的客观世界，不一定是真实 

的，反而会给人带来情感上的混乱，使人流遁忘 

返。所以老子提出“五色的世界”，他认为真实的 

世界是一个超越表象的世界。正是在道家哲学的 

影响下，中国书画形成了以黑白二色描绘世间万 

象的艺术表现形式，无色而具五色的灿烂，通过笔 

墨之间的关系，表现事物内在的质感。 

二、传统书画艺术的数字化呈现 

清代画家石涛认为“笔墨当随时代，犹诗文 

风气所转”。近年来计算机多媒体技术与图像处 

理软件的发展，给传统书画艺术带来新的表现形 

式与手段。艺术与科学的结合，把传统书画艺术 

带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界，同时对艺术表现 

的理念、方式乃至过程与结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 

1．国外计算机绘画技术的发展 

非真实感绘制(non—photorealistie render— 

ing，NPR)是一门随着计算机图形、图像软硬件的 

发展而出现的新技术，致力于如何生成类似于艺 

术家手绘效果的作品。目前，NPR已经在模拟油 

画、水彩画、铅笔画、钢笔画、版画等方面取得了长 

足的进展 j。该种绘画机制从20世纪 90年代开 

始受到关注并成为计算机图形学的一个研究热 

点，其中 Lansdown等 1995年首次一般性地总结 

了非真实感绘制中的问题，Euro graphics’99和 

SIGGRAPH’98均为非真实感绘制这一主题设置 

了专题。 

在国外，计算机绘画在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尤其是在艺术创作领域，CG(Computer 

Graphics，CG)技术已经成为国外艺术家主要的创 

作手段与表现形式。 

2．中国传统水墨动画的短暂辉煌 

早期的中国水墨动画曾引起世界的关注。 

1961年由特伟、钱家骏导演的中国第一部水墨动 

画片《小蝌蚪找妈妈》取材于齐白石的《蛙声十里 

出山泉》，将一代宗师齐白石笔下的虾、鸡、蝌蚪、 

青蛙等放在具有水墨特色的背景中，虚空没有生 

命的虾看似在真实的水中游动，颇具栩栩生机，辅 

以作曲家吴应炬以古琴和琵琶作的乐曲，营造出 

诗情画意。漫画家方成说：“这部片子具有独特 

的艺术风格。可以说每个镜头都是一幅动人的画 

面，使观众感到象是走进了艺术之宫。”该片准确 

再现了齐白石的绘画风格，打破了动画片“单线 

平涂”的模式，意境优美，气韵生动。 

1988年特伟、阎善春、马克宣导演的《山水 

情》是中国水墨动画的巅峰之作，也是绝笔之作。 

该片融入了中国道家师法 自然、与世无争的思想 

和禅宗明心见性的灵感，杰出的水墨技法与古琴 

技艺无不出自大家之手，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充满 

了隐喻性，充满了中国式的优美韵味与深邃、悠远 

的人文情怀。整部作品诗意充盈，让人完全陶醉 

在水墨制成的山水之间，将“中国学派”的艺术性 

推到最高，曾获得上海国际动画电影奖大奖。 

中国水墨动画在国际上奠定了极高的地位， 

连不可一世的日本动画人也称之为奇迹，早期水 

墨动画不但在技术上突破了水墨形式难以做成动 

画的难关，在艺术上也达到了内容和形式的高度 

统一。由于历史的原因及技术条件的限制，水墨 

动画在昙花一现后便归于寂静。 

3．数字艺术对传统水墨画的模拟与再现 

1986年，MIT多媒体实验室的 Steve Strass- 

mann最早提出了一种一维毛笔模型，该模型将画 

笔在绘制过程中所涉及的对象归结为 4个要素， 

即笔刷(Brush)、笔画(Stroke)、蘸墨(Dip)和纸张 

(Paper)，并建立一个模型库，通过对库中不同要 

素的选择使所绘制的笔画呈现出各种类型的纹 

理。这个模块化的系统可以实现各种随机的墨水 

模型和颜色改变 J。 

2003年，中国青年导演许毅的三维水墨动画 

作品《夏》(Ode to Summer)，人选了计算机图象技 

术盛会“SIGGRAPH 2003”，这是中国大陆作品第 

一 次入选 SIGGRAPH这样的顶级 CG盛会。该片 

运用 3D渲染技术表现丰富多彩的水墨虚拟世 

界，在留白之处以书法、诗词、印章等来体现中国 

画独特的审美风格，体现中国传统水墨画虚实变 

化的韵味。从该片的成功看，三维水墨动画不仅 

拓展了3D表现语言，而且可以模拟出水墨所不 

能创建的虚拟运动空间，为中国水墨动画的复兴 

提供了新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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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Flash<<中国书法》展示动画的创作 

1．创意设计来源 

中国书法是一门古老的传统艺术，有着它独 

特的魅力。书法的形式美，书法的意境以及书法 

所具有的文化底蕴不仅体现了自身的艺术特质， 

同时也彰显了民族文化的精神和价值，它与传统 

的哲学思想、社会心理、审美意识、思维方式、伦理 

观念等中国文化息息相关。为了使这一传统文化 

艺术能在现代数码设计中得到弘扬和发展，笔者 

创作了《中国书法》多媒体展示动画，旨在对书体 

的演变与历代书家的代表作品进行梳理与介绍。 

2．Flash在水墨动画创作中的应用探索 

(1)创作工具——nash简介 

Flash的前身是 Future Wave公 司的 Future 

Splash，是世界上第一个商用的二维矢量动画软 

件，用于设计和编辑 Flash文档。1996年 11月， 

美国Macromedia公司收购了Future Wave，并将其 

改名为 Flash。在软件版本更新到 Flash 8以后， 

Macromedia又被 Adobe公司收购。由于 Flash动 

画采用了流媒体技术和矢量图形技术，用它制作 

的动画文件体积小、播放流畅，且能导入视频、图 

形及声音素材 J。因此，从技术系统和制作方式 

原始位图素材 

来看，虽然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动画，但是从视觉 

接受的角度，其艺术形式还保持着传统动画的美 

学效果。 

(2)矢量绘图与水墨表现的矛盾 

Flash是基于矢量的图形系统，用直线和曲线 

来描述图形。这些图形的：元素是一些点、线、矩 

形、多边形、圆和弧线等等，它们都是通过数学公 

式计算获得的，因此占用的存储空间只是位图的 

几千分之一。而且，因为矢：量图像可以无限放大， 

所以画面质量始终不会改变。 

基于以上特点，Flash图像色彩明快、夺 目且 

装饰风格强烈，然而这与水墨干湿变化、层叠往 

复、淋漓痛快的写意风格恰恰是相悖的。如何解 

决这一矛盾?在对水墨表现的过程中，笔者配合 

数位板的使用，在软件的支持下，调整画笔的相应 

参数模拟真实的绘画感觉。通过调整压感级数的 

相关参数，表现水墨粗细不同的笔触效果，如毛笔 

的露锋人笔、偏锋、侧锋等基本笔法。Flash遮罩 

动画能实现一些特殊的动态效果，能够透过 自定 

义形状区域看到“被遮罩层”中的对象及其属性 

(包括它们的变形效果)。利用该动画原理，可以 

实现水墨在宣纸上渗透扩散、干湿浓淡的动态 

效果。 

图 1 荷花的矢量绘制效果 

Fig．1 Vector Drawing Effect of the Lotus 

(3)具象背后的审美溯源 

中国文化拥有一种含蓄之美，而书法和绘画 

将这种美发挥到了极致，“计白当黑”和“虚实相 

生”的构图理念，同样适用于极具现代感的数码 

图形设计。著名画家吴冠中说：“科学揭示宇宙 

重新绘制矢量效果 

的奥秘，艺术揭示情感的奥秘。”从艺术发展的角 

度来看，现代数码图形设计与中国传统艺术是有 

着一定传承和转换的。水墨画意境悠远，笔势流 

转，气韵生动，多为文人墨客写意抒怀所好，它有 

着无论古人或是今人都能理解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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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书史典故》页面 

Fig．6 Page of Calligraphy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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