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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研究“新媒体与西方数码艺术理论”的专著，书中具体包括了：赛伯主体性的建构、图灵
测试与对话程序、新媒体革命与虚拟化、新媒体革命与艺术的流动化、虚拟现实及其艺术应用、混合
现实的社会应用等内容。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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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鸣奋，1952年6月生，福建南安人。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津贴专家。
主要从事古代文论、文艺心理学、艺术传播学和赛伯文化研究。
出版有《数码艺术学》，《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等个人专著16种，主编丛书，论文集多种
。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媒体与西方数码艺术理论>>

书籍目录

绪论  一、新媒体：本书的切入点  二、人文生态：本书的意脉  三、数码艺术理论：本书的旨归第一章
 人机合一：论数码艺术的电子人取向  第一节  控制论：电子人艺术的指南    一、赛伯主体性的建构    
二、电子人理念的影响    三、赛伯艺术的开拓  第二节  数码身体：电子人艺术的热点    一、数字化时
代的身体观    二、电子人艺术的类型    三、电子人艺术与人为进化  第三节  数码身份：电子人艺术的
基础    一、匿名用户：新媒体革命与身份危机    二、数码艺术：新媒体革命与身份重组    三、数码时
代：新媒体革命与身份认证第二章  心有灵犀：论数码艺术的智能体取向  第二节  图灵测试：从科学实
验到文学创造    一、图灵测试与对话程序    二、图灵测试与机器作者    三、图灵测试与创造性  第二节  
智能代理：从应用软件到艺术人物    一、智能代理理念    三、从连接性到全媒体：不同媒体系统的整
合第五章  标新立异：论数码艺术的非传统取向  第一节  新媒体革命与艺术的虚拟化    一、新媒体革命
与虚拟化    二、虚拟化在新媒体艺术中的表现    三、艺术虚拟化的理论探讨  第二节  新媒体革命与艺
术的激进化    一、从人文生态看激进化的含义    二、激进化在新媒体艺术中的表现    三、对激进化新
媒体艺术的研究  第三节  新媒体革命与艺术的流动化    一、新媒体艺术流动化的背景    二、新媒体艺
术的流动化取向    三、新媒体艺术流动化的研究第六章  经天纬地：论数码艺术的织造化取向  第一节  
数码艺术    一、数码艺术的由来    二、数码艺术的分化    三、数码艺术的相关范畴  第二节  赛伯空间    
一、艺术中的赛伯空间    二、现实化的赛伯空间    三、赛伯空间中的艺术  第三节  位置媒体    一、位置
媒体的由来    二、位置媒体的应用    三、位置媒体的研究第七章  逍遥其间：论数码艺术的游牧化取向 
第一节  移动艺术    一、移动艺术的由来    二、移动艺术的类型    三、移动艺术的探索  第二节  遥在艺
术    一、遥在艺术的由来    二、遥在艺术的类型    三、遥在艺术的研究  第三节  沉浸艺术    一、沉浸艺
术的由来    二、沉浸艺术的特征    三、沉浸艺术的研究第八章  人工现实：论数码艺术的异构化取向  
第一节  虚拟现实及其艺术应用    一、虚拟现实的由来    二、虚拟现实的艺术思考    三、虚拟现实的理
论探索  第二节  增强现实及其艺术应用    一、增强现实的由来    二、增强现实的实践    三、增强现实的
研究  第三节  混合现实及其艺术应用    一、混合现实的艺术渊源    二、混合现实的理论探索    三、混合
现实的社会应用第九章  时代变迁：论数码艺术的临场化取向  第一节  赛伯女性主义：数字化语境中的
社会生态    一、赛伯女性主义的活动背景    二、赛伯女性主义的理论主张    三、赛伯女性主义与新媒
体艺术  第二节  互联网之趋老：数字化语境中的媒体生态    一、新媒体的历史性贡献    二、新媒体趋
“老”的必然性    三、让新媒体“老当益壮”  第三节  西方网络反文化：数字化语境中的精神生态    
一、网络反文化的形成    二、网络反文化的特点    三、网络反文化的价值取向结语译名对照表术语索
引  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媒体与西方数码艺术理论>>

章节摘录

上述分析表明：时至20世纪，科技进步促使机器由简单工具向合作伙伴转化、人机对话势在必行，飞
速增长的海量信息要求新的管理系统、传播手段与呈现方式，人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感受到的孤独和压
抑转化为对新的交流途径的诉求，这些因素都对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兴起发挥了推动
作用。
（二）新媒体的含义对媒体区分新、旧，这种做法事实上体现了某种发展观（更准确地说是进化观）
。
它将媒体的演变理解为历史过程，“新媒体”通常是时间上较晚出现的、功能上或特性上与既有媒体
存在某种区别的。
当然，上述演变并不一定以新媒体淘汰旧媒体的方式进行。
新媒体出现之后，往往和旧媒体并存，只不过职能各有所司，彼此之间既竞争又相辅相成。
正是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媒体生态。
下文以电子媒体与印刷媒体、数码媒体与模拟媒体、线性媒体与非线性媒体的关系为例，说明新媒体
的三种定位。
作为电子媒体的新媒体。
现今人们所说的“新媒体”，无疑属于电子媒体范畴。
在历史上，电子媒体之“新”，首先是相对于印刷媒体而言。
根据美国布朗大学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1985
）一书的看法，电子媒介与印刷媒介传递的信息类型的差别可以用三对矛盾的概念来解释，即传播与
表情、抽象与表象、数字与模拟。
他说：“印刷媒介仅包含传播，而大部分的电子媒介也传递了个人的表情。
电子媒介将过去限于私下交往的信息全部公开了。
电子媒介将过去人们直接而密切观察时所交换的信息也播放了出来”；“抽象／表象这对矛盾提供了
另一种区分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方法。
印刷媒介去除了讯息大部分的表象形式，它仅传递抽象的信息，但大多数的电子媒介传递的信息除了
抽象符号外还有大量的表象信息”；“人类的传播也可以分成数字系统和模拟系统。
我们所说的话或信中所写的字是数字讯息。
词和句子是不连续的单元，有相对具体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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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随着计算机、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的普及，新媒体和数码艺术研究在国内学术界已经成为热点，但作品
介绍、现象描述居多，理论建树、历史追踪尚少。
写作这本书的初衷，是将我早年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生所接受的训练迁移到数码艺术理论领域，
梳理当代西方学者的相关理念，借他山之石以攻玉。
动笔之后，才发现难以按常规方法展开论述——若按国别写，这些学者在全球化时代经常跨界流动，
身份非常复杂；若按人头写，在“群星灿烂”而非“月色皎洁”的当下很难选准研究对象；若按时序
写，许多线索本来就是并行发展的。
几经折腾，最后采用了现在这种写法。
和我已经出版的同类选题的著作比，这本书是写得最吃力的。
它不像《电脑艺术学》（1998）那样使我充满新鲜感，不像《电子艺术学》（1999）那样给我带来许
多观赏精彩作品的机会，不像《比特挑战缪斯》（2000）那样惹人冲动，不像《超文本诗学》（2001
）那样和手边有待开发的课件密切结合，不像《数码戏剧学：影视、电玩与智能偶戏研究》（2003）
那么容易和新新人类对话，不像《网络媒体与艺术发展》（2004）那样容易梳理历史线索，不像《数
码艺术学》（2004）那样有与逻辑分类相伴的理智感，不像《互联网艺术》（2006）那样专门，不像
《互联网艺术产业》（2008）那样尽力贴近现实。
还有，它的篇幅太长了。
虽然心头不时萌生“就此打住”的想法，但又有将问题说清楚的更强烈的愿望，既是为了读者，也是
为了自己。
由此而来的结果，便是长达两年多的不懈努力。
虽然如此，本书还难免有挂一漏万、浅尝辄止或误解原意的遗憾，亟望读者教正。
在收集和整理资料的过程中，得到友人洪冰萌所给予的一如既往的帮助。
和我所指导的博、硕士生切磋琢磨，其乐融融。
厦门大学提供特聘教授经费，为书稿的出版准备了经济前提。
曹坚平编辑不惮辛劳，玉成此事。
我的博士生张屹对书稿进行了校读。
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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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媒体与西方数码艺术理论》由学林出版社出版。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媒体与西方数码艺术理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