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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新的媒介做艺术作品，其表现形态与传统艺术媒介肯定是不同了。我想，新旧媒介之间并

非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关系，也许可以有更深层意义上的传递与继承。我可以用数码手

段去回应艺术史上曾出现的一定形式，有些许相似之处，但它骨子里又是截然不同的了。 

 

比如，我一直想画水墨画，但一直未找到一种形式，现在找到了。利用数码水墨的方式，我

可以把极其精确的描绘和泼墨写意的手法结合在一个画面里。以前如果要精细描绘，则必定

会选择绢或熟宣纸，这不利于写意；如果选择写意画法，则会选择生宣纸，这就意味着无法

用细如蚕丝的线条来描写物体的轮廓，熊掌与鱼不可得兼。现在则可以在两者之间游走，这

是很令我兴奋不已的。 

 

更令我兴奋的是，这种可能性还可以不断继续。需要的只是时间和精力，还有足够的热情。  

 

三维数码水墨 

对线条的痴迷也许源自于中国传统绘画。虽然几乎所有民族的艺术都经历过用线作为主要表

达手段的阶段,但似乎中国的传统绘画更强调线的无与伦比的表现力，因为它是如此简洁但

又如此本质地表达出了世间万物。 

 

自二零零五年以来的三年多的时间里，我天天面对电脑，看着用三维软件制作结构线建起一

个个三维模型并用这些模型构造一个三维虚拟世界,由点构成线，由线构成面，再进而渲染

成看似真实的物体。有一天我想，何不直接用这些结构线来创作一件作品呢？这些结构线描

述的是物体的外轮廓，非常本质，又极具形式美。尤其让我兴奋的是，我可以将这些数据打

印在宣纸上，获得一种类似传统线描的美感，但又不是用传统的毛笔和墨，而是用现代的打

印机和喷墨。 

 



与传统线描的不同之处在于：传统线描只是描绘看得见的某一部分物体的轮廓，对于看不见、

处于背面的物体则不去也无需描绘。 

 

由于软件与电脑计算的方式所致，所有物体的轮廓线都会被表现出来，哪怕这些轮廓线在背

面，哪怕它被某个物体所掩蔽，这便使画面具有了某种透明立体的效果：即使人物头像处于

侧面位置，观众也一定能够同时看到两只眼睛，而不仅仅只看到一只眼睛。这颇有点立体主

义的味道，很能让人想起毕加索把两只眼睛画在一个侧面画像上的理由，只不过在电脑和软

件看来，这是再理所当然不过的事情了，无需任何理由与主义，而是一种必需！ 

 

于是传统线描的美感、上世纪初的立体主义、本世纪初的技术手段不期而遇，碰撞到一起！ 

 

素描 

素描原是用来研究自然形态，研究画面构图等等。基于此，它表现出某种即兴性和不完整性，

经常在正式作品完成之后便会被丢弃。只是到了现代，我们慢慢意识到，它也可能成为一种

独立的表现形式。 

 

在我这儿，素描已经没有功能上的必要，而只有表现上的必须。既然面对自然世界我们可以

画出一张素描，那么面对虚拟世界，我们也可以画出一张素描，只不过这个过程是逆推出来

的。每张素描都带有电脑工作框，表明这是先在电脑中成形，之后才画成素描，而不是先画

素描，然后才成形。这使得我的素描与传统意义上的素描截然相反，虽然它们在表面上使用

了相同的工具---钢笔或铅笔。 

 

刺绣 

用三维软件做作品时，首先面对的是网格线，由线来组成面。为了区别不同物体，分别用不

同的颜色显示。这些五颜六色、色彩斑斓的网格线天天在我眼前晃悠，尤其当几种色彩的线

条重重叠叠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它像极了刺绣。有一天我终于下定决心，把它们用传统手工

刺绣的方式固定下来。 

 

我不知道电脑已在多大程度上取代了手工，但最起码，我在这些刺绣作品中用这种方式使得

电脑与手工紧密合作了一次。只是辛苦了刺绣女工，要把电脑生成的网格线全部绣出来，那



是非常耗费时间与精力的。 

 

雕塑 

既然我的工作全都是用三维软件完成的，那就意味着只要寻找一个合适的输出手段，它们就

会从虚拟的三维形态变为真实的三维形态---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雕塑，这就是立体打印技

术。原本设计为工业建模之用，我想也完全可以用于艺术。 

 

它的迷人之处我尚未全部发掘, 但我知道这是绝对值得花力气去实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