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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绘画与传统美术设计的冲突与交融，一直是当今艺术界的热门话题。传统的美术

设计，侧重于精细的绘画，强调的是艺术的鉴赏，强调的是感性的表达。而数字绘画，则是通

过高效快捷的软件方式来完成作品的创造，以此来达到对作品的准确和高效的追求。本文通过

对两者探索与分析中，得出两者在创作形式、价值追求、思想情感等层面存在着明显的矛盾，

但在审美共性、情感表达和发展基础上却存在着一定的一致性。所以，数字绘画与传统美术设

计相结合，给创作者在提供新的思路和可能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探讨和挑战。对创作者

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在数字科技与传统美术设计的关系中寻求平衡点，既要保留其独特的

个性与情感，还能创作出更有深度、更有内涵的艺术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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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绘画艺术与传统美术设计表现方式关系

的诠释

科技是数字绘画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数字绘画艺

术，是否能够超越传统的美术设计表现方式,传统的美术设计

元素是否还能发挥作用等问题。从这些角度问题来看，数字

绘画艺术与传统美术设计表现方式是有矛盾，但也不可否认

的是，数字绘画艺术的出现给传统美术设计带来了新的生机，

使其在创作效率、艺术性、交互性等方面会更有优势，但又

并不能完全替代传统美术的美术设计，因为二者是通过相互

结合来相互发展的。

（一）体现传统美术设计理念的数字绘画艺术

数字绘画艺术作为一门新兴的艺术门类，在数字绘画技

法中，能看到传统美术设计的痕迹和反应的传统艺术理念，

两者虽然表现方式有所不同，但是数字绘画艺术中的形态与

传统美术绘画中的素描、色彩等绘画知识，常常借鉴传统美

术设计的理念和技巧。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数字绘画与传

统美术设计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数字绘画艺术，也不能

替代传统美术设计的表达方式而独立存在。尽管数字绘画与

传统美术设计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在进行数字绘画艺术

的创作中，在某种程度上，数字绘画艺术的在形式、方法上

虽然都得到了优化，但是创作者对作品对世界的感知却没有

变，必须要具备传统的绘画和美术设计能力，反应真实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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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感觉。

（二）数字绘画是对传统美术设计的升华

在传统的美术设计中，用手工绘画是主要的方式。数字

绘画利用互联网，对图像的转播，将不再受限于传统媒介和

工具的限制，较传统的传播方式而言，是会具有更大的优越

性，能够让观众更直观、更快捷、更准确地获得信息。创作

者借助绘图软件开启全新的创作，创造出数字画作品，并能

实现将其迅速地传播出去，获得更多的关注和认可。以及也

可以利用绘图软件，能更快地实现创作者的创意想法，可以

随时进行修改和调整，创作者也能借助绘画软件，模拟某些

创作所需的质感，以此来提高整体的表现能力。传统的美术

设计方式能表现出情感与冲击力，而数字绘画的传播特性，

则比传统的美术设计更具优势。全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为创

作者提供了更多的创作可能性，对于如何将二者有机地结合

在一起，对设计的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数字绘画艺术和传统美术设计之间的相互作用

数字绘画艺术的核心仍然是传统美术设计，随着更多创

作者的在创作中借鉴传统美术设计的表现方式和技巧实践，

将两者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创作者在进行数字绘画艺

术的创作中，融入色彩运用、构图技巧、光影效果等传统美

术设计的理念与要素，使数字绘画艺术进一步发展和创新。

数字绘画艺术也为传统美术设计带来了全新的表现方式，通

过绘画软件可以改变设计专业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因不熟

练和表达的不理想经过不断修改的不标准设计，这为学生进

行学习传统美术设计，提供更广阔的创作空间和可能性。数

字绘画艺术和传统美术设计，两者相互促进、相互渗透，为

艺术创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和选择性[1]。

二、数字绘画艺术与传统美术设计表现方式的冲

突

在数字化背景下，传统美术设计与数字绘画艺术，两者

之间在维度、层次上存在着许多典型的矛盾。从创意的角度

看，传统美术设计是精细描绘，数字绘画艺术是流水制作。

从价值追求上看，传统美术设计忠实于艺术，数字绘画艺术

与商业相适应。从情感的表现上看，传统的绘画是以感性的

表现为主，而数字绘画则是以理性的数码思维方式来表现的。

（一）精细绘画与流水绘画的差别

在绘画中，绘画知识、创作思想、个人兴趣和艺术天分

是绘画创作的关键。所以传统美术设计的入门水平比较高，

学习绘画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深耕绘画的技巧，情感融合和

思想表达上，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在创作时，注重精

工细绘，每一笔每一画落下，都要精心构思和反复润色，将

自己的情感和技巧融入到绘画的每一个细节中，一步一步地

走，一步错，追求精雕细琢的艺术效果。但在数字绘画艺术，

创作者通过绘画软件，将颜色，光线，创意，都能通过绘画

软件实现，这对创作者来说相对容易，只需要需要有一定的

绘画基础知识，能够熟练地使用绘图软件，就可以进行绘画

创作。数字绘画的应用，大大降低了学习的门槛，快速实现

创意的表达，大大提高创作效率，形同流水生产。这两者之

间的差异也是两者之间最明显的矛盾。传统美术设计强调的

精工细绘，是创作者的艺术态度的一种集中表现，数字绘画

艺术，更注重快速生产，虽然有可控性和灵活性，但缺乏对

细节的关注和深度的思考。

（二）艺术鉴赏与商业运用价值之争

传统美术的欣赏，主要是通过美术馆、画展、报刊杂志

等途径来欣赏，传播途径狭窄，易受客观环境的干扰与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欣赏者对绘画作品，会用一种对待艺术品的

眼光去欣赏和解读画作，会对创作者的想法和情绪进行更加

细致的猜测。传统美术设计因其历史渊源和人文内涵，和传

统美术手工创作的稀缺性和独特性，让其具备更多的艺术吸

引力，让传统美术作品占据高端艺术市场和文化内涵的重要

地位，使其具有更高的收藏和流通价值。数字绘画艺术作品，

便捷、高效的传播方式，在巨大的互联网信息的攻势下，快

速地融入到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之中，特别是具有现代感和

前卫性，会吸引着人们的目光，但也只是一种视觉上的冲击，

不能引发更深层次的思考和情感共鸣。数字绘画艺术，最重

要的目的，是实现更广泛、更多样化的商业运用，获取更丰

富的市场收益。传统美术设计的手工和独特风格内涵，更视

为艺术品来收藏和展示。因此，两者之间的碰撞，是一种艺

术与商品的对抗，随着数字时代的发展，会逐步趋向于将其

本身的艺术与商业价值的结合，通过的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审

美，促使两者的不断发展和创新[3]。

(三)情感上的感性表现和理性思考对传统的背离

传统美术设计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需要创作者投入大量

的时间和精力，依赖手工技艺，和丰富的情感，通过创作画

作的外观和内涵将作品完美地表现出来。作品的成功绘制，

是创作者思维与灵感的迸发，与其自身的成长与人生经历息

息相关，这种传统美术设计的创作，能很好地传达创作者的

思想和情绪，增强作品的真实感。但是这种灵感迸发的创作，

充斥着不确定，更是凸显了传统绘画的复杂性和难度，创作

环境、材料处理、笔触使用等内外因素都会对画作造成一定

的影响，而正是这些表达内心的情感和观点的不确定，才使

得画作更生动，更有灵气。数字绘画艺术的出现，是以理性

的技术性和工程化的表现方式进行创作，这种方式显然抹杀

了创作者的灵感和情绪，这种创作，更多地只是停留在视化

的层次上，在情感的表现上则存在着不足，削弱了创作者与

作品之间的直接联系，降低情感深度和触感。两种不同思维

取向，也是当代艺术作品在技术与传统价值观之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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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绘画艺术与传统美术设计表现方式的融

合

（一）论传统美术与数字绘画的美学共性

艺术品之所以能够带给人们一种美感，是因为这种美，

不是简单的复制。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艺术

主题，不同的绘画方式，对美的表现，却是始终如一的。在

绘画中，不管是传统的美术设计，还是数字绘画，都是以表

现美为根本的追求，都体现作品本身真实的美。数字绘画起

步比较晚，它的发展历程是基于传统绘画，对创作的主题上，

进行图层、涂鸦、特效等，丰富创作美，也能展现数字绘画

的逻辑之美。数字绘画，是由创作者进行改造的结果，通过

在软件上进行元素提取、布局构思，将客观事物的美展现出

来，没有经过创作者的审美认知和心灵情感的加工，表面上

看起来是绝对的合理化、程式化。在审美上，数字绘画与传

统美术设计的融合表现，都是对共同的审美美感的追求。

(二)传统美术与数字绘画中的情感表现

传统美术与数字绘画中都有着表现情感的根本需要，两

种融合中，数字绘画不再局限于软件技术的展示，而是与传

统美术设计相结合，共同呈现丰富多样的情感表达。从题材

的选取到背景的铺陈，从布局的布局到用色的组合，都是创

作者的思想观念、情感的多维度表现。虽然数字绘画，是当

下市场需求的产物，但并是不意味着缺乏情感表达，一些创

作者通过自己的感悟和体验丰富作品，进行反思和创新，为

作品注入新的情感和思想。著名的艺术家，比如，安迪·沃霍

尔，以著名女演员玛丽莲·梦露为灵感，运用数字技术重新处

理影像，创造出具有相同主题的多种色彩作品，打破了“雅”

的界定与独特性，削弱了“写实”在艺术创造中的过分强调。

可以看出两者的融合是情感、思想的共同表达与反思，能为

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艺术体验。

(三)数字绘画在传统美术中的传承和发扬

尽管数字绘画在传统美术在特性上有着很大的不同，但

是不能被分割开来。相反，数字绘画是对传统美术中的传承

和发扬。数字绘画是建立在传统美术中的基础上的，对形体、

色彩、肌理、构图等的分析都源自于传统的绘画。数字绘画

打破了传统美术的许多限制，就拿色彩来说，在传统的绘画

中，颜色是比较局限的，创作者经常要经历一系列繁琐的调

色工序，但最终的结果可能并不能满足期望。而数字绘画工

具，拥有上百万种常见的色彩模式，能快速调整色彩和构图，

色彩呈现方式变得更加丰富，能实现更精确的精细表达，能

很好地满足自己的需要。通过数字技术的运用，给数字绘画

赋予了艺术创作更广阔的空间和可能性，赋予作品更多的可

能性和生命力[2]。

四、结语

综上所述，数字绘画与传统美术设计在相互融合与冲突

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种不可忽视的契合和一致性，数字化

技术的引进为传统的美术设计带来了新的活力。在数字化时

代，为满足市场的需要何表现形式的创新，传统美术设计也

应该更加开放的态度去包容，与数字绘画艺术相结合。两者

之间的融合发展就必须寻求平衡，不仅要重视传统美术的独

特性，又要保持和继承其核心技术和文化价值，又要主动地

接受数字绘画的创新，并发掘其中的艺术创造潜，开拓出更

为缤纷多彩的艺术作品，使艺术永葆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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