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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多媒体艺术光盘的艺术特性 
 

内容提要 

 

 

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媒体的变革 媒体所承载的艺术因此面临着新的问

题 新的挑战 作为电脑科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多媒体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日

益广泛 由电脑所引出的承载艺术的多媒体光盘 传播艺术的国际互联网络和独

树一帜的电脑艺术创作等等已经对传统艺术形成了强大的冲击 传统的艺术格局

因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面对这种形势 我们应该正视现实 抛开成见,认真地
对这些新的艺术形式 新的艺术媒体进行研究 探讨它们的艺术特色 确立它们

的理论基础  

    基于此 本文尝试对作为电脑艺术重要组成部分的多媒体艺术光盘进行理论

上的探讨 通过较为深入 全面的对比来阐释中国多媒体艺术光盘的艺术特性  

 
关键词 媒体  艺术  多媒体  艺术特性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目      录 

 

 

第一章 前言 多媒体艺术概说 
第二章 作为艺术传播媒介之一的多媒体光盘 
    一 与纸质媒介的对比 

  二 与传统电子媒介的对比 
  三 与 第四媒体 网络的对比 

第三章 多媒体艺术光盘的特性 
    一 艺术的多重感觉 

  二 交互性 
    三 理想的真实体验 

  四 个体休闲娱乐性 
第四章 中国多媒体艺术光盘略论 

  一 与外国多媒体艺术光盘的对比 
  二 与其他类型光盘的对比 
  三 不同时期中国多媒体艺术光盘的对比 

第五章 结语 科学与艺术的对话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第一章 多媒体艺术概说 

 

 

    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有关 它决定我们的生存 1尼葛洛庞帝在他著名的 数

字化生存 一书的前言里开宗明义地写道 确实 我们一旦环顾周围 便会深深

地感到数字化就在我们的身边 就在我们的生活中 艺术从产生至今走过了一条
不断突破自身界限的发展道路 在这个不断寻找艺术表达和意义新疆域的过程

中 艺术与计算产生了碰撞 也就有了我们这里所论述的多媒体艺术 黄鸣奋先

生说过 电脑改变了艺术作品的形态 冲击着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艺术观念 在

造就一批批艺术新人的同时 动摇着传统艺术的根基 2多媒体艺术的产生

和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一种和传统艺术所不同的艺术载体 艺术形式 也使我们看
到了一片崭新的艺术天空  

多媒体(multimedia)是数字化的一项伟大的产物 是随着信息科技发展起来

的一项电脑技术 这个概念的产生于七十年代末期 多媒体是指在电脑中将文字

图片 声音 二维和三维 动画 影像以及视频等多种类型的信息媒体加以整

合 使之在不同的界面上流通 它以完善地进行信息转换 信息融合和信息交互
为目标 基于由电脑同时抓取 操作 编辑 储存或显示不同媒体形态的能力

早期的个人电子计算机并没有图形模式 如单显(MDA)仅支持 80 25 的文本模

式 随后出现了彩色和高分辨率的显示模式 如 CGA EGA 和 VGA 这为多媒体

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最初 PC 机的多媒体功能是在 DOS 环境下实现的 而

微软公司后来陆续推出的 Windows3.x Windows95 Windows98 以及 Windows2000
等操作平台都对多媒体具有强大的支持功能 这使多媒体的应用得到了极大的发

展 近来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技术的发展则为多媒体提供了更为广阔的

天地 现在有人认为 多媒体是一种人们离不开的东西 是 自从彩色监视器出

现以来计算机领域发生最伟大的事情 3本人 2000 年 12 月 18 日在国内著名的

网络搜索引擎 新浪网(www.sina.com.cn) 首都在线(www.263.net)上面对
多媒体 一词进行搜索 查到的相应网站各有 826 832 个 2001 年 3 月 29

日再次对此进行搜索时 网站数量各增加到了 1069 1156 个 显然 随着时间

的推移 这些数字可能还会增加 由此可见多媒体影响之大 多媒体技术的成熟

和发展使它在教育 商业 娱乐 科技 经济等诸多领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运用

也为多媒体艺术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  
多媒体与艺术的结合使艺术增加了一种全新的载体 作为这种载体 多媒体

与传统的纸质媒体 影视等传统电子媒体以及如今被称为 第四媒体 的互联网

络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更有着许多不同的特性 人类的艺术在早期其实就是一

种多媒综合的形式 而后几个主要的媒体获得充分发展 相应形成了单媒艺术

如音乐 舞蹈 美术 雕塑等等4 现在这些媒体又在电脑中形成了一种新的综
合 即多媒体 俄国当代批评家和文论家维 库利岑曾经在论述后现代现象的时

候谈到后现代主义和古代原始文化有着相对应的三组特征 综合性就是其中之

                                                 
1 尼葛洛庞帝 数字化生存 第 15 页 胡泳 范海燕译 海南出版社 1996 年版  
2 黄鸣奋 电脑艺术学 第 1页 学林出版社 1998 年版  
3 Ron Wodaski 多媒体电脑实用大全 第 1页 王首安等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1996 年版  
4 黄鸣奋 电脑艺术学 第 88 页 学林出版社 1998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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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后现代中 创作明显地倾向于综合 交织 融合各种艺术 倾向于种类

和体裁的统一 5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也是艺术产生以来的一种螺旋式上

升 当然 在这种螺旋式的上升过程中 现在的多媒体艺术和早期艺术的多媒综
合有了巨大的区别  

就具体形态而言 多媒体艺术分为实境 封装和网络三种类型6 实境型的多

媒体表现形式与行为艺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但是使用极少 所占比例太低 网

络型多媒体是多媒体在互联网络上的应用 尼葛洛庞帝说过 往长远看 多媒

体将主要是一种网络现象 将是 日益壮大的联机系统(on-line systems) 7

在网络中来探讨这种现象应该更为合适 所以本文将所探讨的主要对象就集中在

封装型的多媒体上面 如果再进一步划分 封装型多媒体又可以分为软盘(FD)

和光盘两种 其中 软盘是最早出现的 由于软盘的容量极为有限 如普通 5'

软盘的信息容量仅为 360KB 高密度 5'软盘的容量为 1.2MB 3'5 软盘的存储容

量也仅有 1.44MB 以这样的容量用来存储文字信息还可以 但是用来存储多媒
体中的声音 图片就困难了 更不用说存储影像了 其后出现的光盘因其存储容

量大而很快与多媒体技术紧密地结合起来了 一张标准规格的只读光盘的信息容

量为 680MB 在光盘里 既有我们常见的 CD-ROM 只读光盘 又有 CD-RW 可

擦写光盘 CD-G 图文光盘 photo-CD 照片光盘 等 其中 CD-ROM 作为一

种高容量的存储介质在光盘中占据着主要地位 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多媒体光盘艺
术主要以 CD-ROM 为载体  

多媒体作为一种媒体所能承载的内容有很多类型 这可以从多媒体的应用中

清楚地看出来 任何题材的多媒体光盘中 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出一定的艺术性

例如 教育类光盘是通过文字 声音 图像 动画 影像等来展示它的教学内容

在这展示的同时 文字 声音 图像 动画 影像等的艺术性就自然地流露出来
了 让人在接受教育的同时也部分地感受到艺术的魅力 但是 这并不是我们考

察的对象 本文研究的是那些以多媒体为载体 以表现艺术内容为目的的艺术类

光盘  

中国的艺术类多媒体光盘诞生于九十年代初期 1992 年 2 月北京金盘电子有

限公司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光盘出版业的诞生8 该公司从创立开始就致力于艺术
光盘的制作 邮票上的中国 就是其开创时期的代表作品 这张光盘当时就造

成了相当大的影响 至今仍然为人所熟知 乐道 这个时间同样也可以认为是中

国多媒体艺术光盘的诞生的标志 而后不久 北京银冠电子科技公司的成立可以

说是中国多媒体艺术光盘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因为银冠公司以雄厚的创作力量致

力于多媒体艺术光盘的制作 而且 8年来制作出来的多媒体艺术光盘数量很多
至今在国内尚难以有其他公司可与之相抗衡 北京银冠电子科技公司成立于

1993 年 成立之初就出版了第一张多媒体光盘 中国旅游信息库 1994

年银冠电子科技公司开始制作 中国古玉精华 这是银冠公司的 CD-ROM 首次触

及艺术 不久该公司又有 中国文物精品集 问世 在 1995 年至 1996 年年初

规模宏大的 中国美术全集 多媒体光盘一套 50 片相继制作出版了 差不多也
在这个时期 台资企业杭州矽谷光碟有限公司 皇统 也制作出版了 世界美术

大全 这两套光盘的制作出版壮大了多媒体艺术光盘的声势 确立了这两家公

                                                 
5 让-弗 利奥塔等 后现代主义 第 208 页 赵一凡等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  
6 黄鸣奋 电脑艺术学 第 90 页 学林出版社 1998 年版  
7 尼葛洛庞帝 数字化生存 第 86 页 胡泳 范海燕译 海南出版社 1996 年版  
8 陈宇 在艰难中起步 中国大陆光盘出版三年回顾 见 多媒体世界 1995 年第 7 期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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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在中国艺术类多媒体光盘制作中的地位 也标志着中国的多媒体艺术光盘的制

作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由此开始 银冠电子科技公司也将其多媒体光盘的开发

制作集中到艺术方面 银冠电子科技公司在开发多媒体艺术光盘的时候 与人民
美术出版社进行了紧密 长期的合作 这为多媒体艺术光盘的出版解决了不少问

题 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电子出版传播模式  

后来 银冠电子科技公司又有许多艺术类多媒体光盘问世 如 中国历代艺

术 中国民间艺术 乡土瑰宝 中国民间美术巡礼 等等 而杭州矽谷光

碟有限公司则推出了 中国诗乐之旅 唐诗三百首 成语故事 民间美术
图说 等 除了上述两家公司外 还有河南先博多媒体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托迪

斯多媒体有限公司 北京伟地计算机有限公司 北京光大东方多媒体有限公司

杭州亚泰资讯有限公司 北京金洪恩电脑有限公司等企业也倾注了不少精力来研

究和开发多媒体艺术光盘 这些公司的主要成果有 震撼 金洪恩 宋词三

百首 亚泰 美国当代艺术 先博 四大名著故事系列 中科 古典
文学宝库 光大东方 世界童话故事 托迪斯 中国古代诗词风韵 伟

地 等等  

自 1996 年起 中国制作的光盘参加了莫必斯国际多媒体大奖赛 并获得了

不少荣誉 1997 年 由银冠电子科技公司与人民美术出版社联合制作的光盘 世

界文化遗产 故宫 荣获第六届莫必斯大奖赛的 评委特别奖 这是中国光
盘首次获奖 1998 年 清华大学力学系并行计算与多媒体教育软件研究中心开

发的光盘 颐和园 获得了第七届莫必斯大奖赛 国际莫必斯文化奖 2000 年

在第八届莫必斯大奖赛中 又有 宇宙之谜 获 教育奖 中国书法大典 获

教育鼓励奖 四库全书 获 文化鼓励奖 获奖总数名列前茅 这也是中

国参赛以来获奖最多的一届 能在这样的多媒体大赛中获奖 充分说明中国光盘
的设计 制作已经达到或接近国际水平了 虽然莫必斯大赛的奖项涉及科学 文

化 教育和虚构作品等领域 没有设立专门的艺术奖项 但是大赛非常注重文化

的表现 第八届莫必斯多媒体大奖赛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明陶先生曾经说过 大

赛的宗旨是鼓励用多媒体技术更好地表现人类文化的各个方面 从而进一步推动

多媒体技术的发展 9从历届大赛的获奖作品来看 大赛的评比标准明显包含了
艺术因素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王勤先生在参加第八届莫必斯大赛之后也曾

说过 莫必斯大赛的评比标准 不再是看你是否采用了高新技术 而主要是看你

应用高新技术的水平和技巧以及各种媒体间的融合性 王勤先生就此进一步从

五个方面来说明 其中之一就是 作品的综合艺术表现力进一步加强 尤其

是音乐和视频的冲击力大大加强 给用户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10 
参加莫必斯国际多媒体大奖赛给中国的多媒体光盘业带来了与国际先进的

多媒体技术 艺术进行接触 交流的机会 通过这样的学习与交流 中国制作的

多媒体光盘不仅能在技术上取得进步 而且在艺术方面也能有更大的发展 除了

交流与学习 我们还应该自己在多媒体的艺术理论上进行大力的建设 在艺术理

论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来发展中国的多媒体事业 这样 中国多媒体的总体水
平一定能有更大的提高  

                                                 
9 周明陶 参赛代表谈感想 见 中国电子出版 2000 年第三期  
10 王勤 从莫必斯大赛看电子出版的技术发展 见 中国电子出版 2000 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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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作为艺术传播媒介之一的多媒体艺术光盘 
 
 

传播学奠基人之一施拉姆在他的 传播学概论 里指出 人类的传播是从语

言的产生发展到文字的产生 再到大众媒介的产生 这个过程的速度是 从语

言到文字 几万年 从文字到印刷 几千年 从印刷到电影和广播 四百年 从
第一次试验电视到从月球播回实况电视 五十年 接着施拉姆非常有远见地指

出人类的下一步将是 某些新形式媒介正在地平线上出现 我们正在进入一

个信息时代 在今后半个世纪里 人们将终于不得不向自己的处理和分享信息

的非凡能力屈服 11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 人类的传播的速度也在加快

回顾艺术媒介的演变史 不难发现 媒介不断发展的过程 就是人类文明 人类
艺术向前推进的过程 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新的时代 一个信息革命的时代 正

如施拉姆所说的 这个新时代的标志首先是一种新传播技术的爆炸 其次是信息

生产的巨大增加 最后是劳动力分配的重大变化 12人类传播从印刷术发明开始

进入大众传播时期 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变迁 人类艺术的载体也经历了纸质媒

介到传统电子媒介 电影 广播 电视 再到现在多媒体这个现代化艺术媒体
的发展进程 这也是一个从机械复制传播到现在的数字复制传播的发展过程 而

今被称为 第四媒体 的电脑网络已经为人们所重视 电脑网络作为艺术的新载

体又有了新的意义 已经有不少研究专著和文章涉及了网络上的艺术 就在这个

艺术传播的历史进程中 艺术自身不断地发展 变化着  

当前 我们所面对的有多媒体光盘这类现代化的艺术传播媒体 也有传统的
各种艺术媒体以及刚刚朝我们走来的网络媒体 这些艺术传播媒体之间有着紧密

相关的联系 又有着许多的不同 这些相同相异之处的对比对于我们掌握多媒体

光盘的艺术特性具有重大的意义 以下本章将以黄鸣奋先生的 传播心理学

电脑艺术学 与 电子艺术学 的理论为基础 对作为艺术载体的多媒体光盘

与传统纸质媒介 传统电子媒介 互联网络从传播六要素来进行对比 希望从这
些对比当中发现多媒体的艺术特性 以待后文做进一步的分析  

 

文字产生之前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 在这个时期里 多种艺术相继诞生

并以各不相同的形式和媒介进行着传播活动 文艺传播学 将文字传播以前的

文艺传播形式归纳为三大类 即形体艺术动作类 空间造型类以及时间艺术类
13在此过程中人类产生了语言 一般说来 语言具有简单的表达功能和较复杂的

叙述功能 只有后者才能构成时间语言类艺术 14这说明作为文艺传播媒介的语

言的产生是人类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它具有传播文艺信息的功能 在文字产生

之前 语言成了人类传播 存储各种文艺信息的主要媒介 人们不仅用语言来表

达情感 思想 愿望等 而且还用语言来传播 存储如神话 传说 诗歌 音乐
以及绘画 雕塑等文艺信息 但是 在文字出现以前的人类超越面对面的传播

能力还是非常有限的 没有文字和纸张 他们除了木头 树皮 兽皮或石头上的

                                                 
11 威尔伯 施拉姆 威廉 波特 传播学概论 第 19 页 陈亮等译 新华出版社 1984 年版  
12 威尔伯 施拉姆 威廉 波特 传播学概论 第 294-298 页 陈亮等译 新华出版社 1984 年版  
13 孙宜君 文艺传播学 第 17 页 济南出版社 1993 年版  
14 俞建章 叶舒宪 符号 语言的艺术 第 63 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那些图画以外几乎没有跨越时间的东西 15因此继语言的诞生之后 人类创造出

来的文字被视为文艺传播史上的又一块里程碑 文字的产生和发展使得人类传播

活动由听觉传播进步到视觉传播 这种可以保存的讯号在人类传播史以及文化上
的价值 较之有声语言传播来得更有意义 现存的许多古代的文字资料都保存了

不少的文艺信息 然而 文艺信息更快速 更广泛的传播则是在印刷术产生之后  

 

与纸质印刷媒介的对比 

 

公元八世纪前后 雕版印刷在中国的出现标志着手抄为主的时代的结束 公

元十五世纪中期德国人古登堡创制出铅锑锡合金活字 并对压榨机进行改造 自

制出印刷机 从而为现代排版印刷开辟了道路 印刷术的发明大大促进了艺术传

播 许多艺术作品都是通过印刷术而流传至今的 而且 印刷技术和出版业的发
展还促进大型类书的出现 使文艺信息传播系统化和集束化 16自从印刷术发明

以来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纸质印刷媒介一直充当着艺术传播的主要角色

印刷技术与出版业的发展推动了杂志 期刊 报纸等大众媒介的发展 这些媒介

都曾经在我们的生活中起过非常巨大的作用 都曾经是艺术作品的主要传播媒

介 人类文明主要是依靠纸质媒介传播而得以流传下来的 人类也从作为艺术载
体的纸质印刷媒介中欣赏到无数的艺术作品 多媒体光盘与这些传统纸质媒介相

比有不少不同之处 以下从传播的六要素 主体 对象 手段 环境 内容 方

式 来对两者进行考察和对比  

从传播主体来看 传统的纸质印刷媒介一般都有专门的印刷出版机构 多媒

体光盘与纸质媒介一样需要一个制作出版的过程 一样需要传播主体来主持完成
传播任务 我国政府曾针对多媒体等电子出版物的传播主体制定了相关规定 如

1996 年 3 月新闻出版署就曾下发了 电子出版管理暂行规定 对电子出版业进

行规范 从事电子出版物的制作 出版 销售 进出口等工作的单位必须得到 电

子出版经营许可证 才能开始经营业务 17中国多媒体艺术光盘的传播主体正是

在政府相关法规 制度的管理下 逐渐走上正轨 逐渐成熟的 不同之处在于纸
质印刷媒介的编辑和出版是在同一单位内实现的 多媒体艺术光盘的编辑制作与

出版多是分离开的 编辑制作由电脑公司执行 出版则由国家规定的出版社来完

成  

从传播对象来看 传统的纸质印刷媒介的接受者需要有一定的教育水平 有

一定的书面语能力 在这方面 多媒体光盘也有一定的要求 文字是组成多媒体
的一个因素 多媒体光盘的界面一般都少不了文字 因此多媒体光盘的传播对象

亦应具有一定的书面语阅读能力 但是 由于传播形式的不同 多媒体光盘与纸

质印刷媒介也有一些不同之处 同样是在视觉通道上 多媒体光盘除了文字与图

片外 还有动画 影像等构成因素 这决定了它的艺术表现方式更为丰富多样

而且 它另外还有听觉通道的声音等构成因素 接受者的书面语能力有时候并不
是主要的 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被忽略 例如 在现在被广为使用的 Windows

系统平台上面 从 95 版开始就增加了 即插即用 功能 这个功能使多媒体光

                                                 
15 丹尼斯 大众传播通论 第 27 页 华夏出版社 1988 年版  
16 孙宜君 文艺传播学 第 24 页 济南出版社 1993 年版  
17 多媒体世界 编辑部 电子出版业已初具规模 问题突出仍需加强管理 见 多媒体世界 1997 
  年第 1 期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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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从放入电脑的光盘驱动器里开始就被自动播放 用户无需人工操作也可以自如

地欣赏多媒体光盘上面的艺术作品 这样 就有可能让一些不懂文字 但是懂得

初步使用电脑的人欣赏多媒体光盘上的艺术 即使光盘上面有不认识的文字 他
也可以避开 将注意力集中到音频或者其他视频信号上 这样他有可能将一张多

媒体艺术光盘较为完整地 读 下来 由此说来 多媒体光盘与传统纸质媒介对

传播对象的要求不太一样 另外 由于多媒体光盘的欣赏需要电脑硬件的支持

只是有了多媒体光盘并不能播放 它还需要具有多媒体功能的电脑 在这个条件

下 作为多媒体光盘的传播对象的面相对于纸质媒介的传播对象来说要窄得多
没有电脑或不懂使用电脑的人就难于成为多媒体光盘的传播对象 当然 随着电

脑的快速普及 这种情况正在逐渐改变  

从传播手段来看 传统的纸质印刷媒介只是诉诸视觉通道 而多媒体光盘则

诉诸视觉通道与听觉通道 而且 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引入 多媒体还可能诉诸

触觉 味觉和嗅觉等其它感觉通道 在传统的纸质印刷媒介问世之前 艺术品的
复制只有通过手工来进行 有了印刷机以后 艺术品的复制传播就变得方便快捷

了 大量的文学 绘画作品通过机械印刷得到大量的复制 更多的人在更短的时

间内可以欣赏到这些艺术作品 到了多媒体传播兴起时期 这种复制已经从机械

复制转为数码复制 数码复制更为准确 快捷 更短的时间内可以复制出更多的

艺术作品来  
从传播内容看 传统纸质印刷媒介和多媒体光盘两者都不是时效性强的传播

媒介 它们的制作 出版周期相对较长 媒介有储存信息并加快信息传输这样一

个基本功能 这是传播学的一个观点 18虽然印刷媒介也较便于保存和检索 但

是相比较而言 多媒体光盘在这方面具有更强的功能 作为印刷媒介的书籍 报

刊 杂志等存放时需要较大的空间 存放的时间长了容易破损 检索也需要花较
长的时间 多媒体光盘体积小 存放时所占的空间很小 而且可存储的内容也比

纸质印刷物大得多 一张标准规格的只读光盘的容量为 680 兆 以这样的容量可

以存储文字 30 万页 共 3亿多字 录制的音乐长度可达一个多小时 录制的影

像长度达 74 分钟 19一般的多媒体光盘都具有较强的检索功能 检索时很方便

而且 多媒体光盘也容易保存 不易破损 另外 传统的纸质媒介所传播的内容
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 以文学作品居多 还有绘画 摄影作品以及其它一些艺术

表现形式的文字描写和摄影 绘画描写 而多媒体光盘所能传播的艺术作品要多

得多 除了印刷媒介所能传播的以外 它还能传播音乐 影视 动画等艺术表现

形式的作品 可以说 目前我们已知的艺术表现形式都可以通过多媒体光盘进行

传播  
从传播方式来看 传统的纸质印刷媒介一般以文字加插图为基本形式 生动

性较差 但是抽象性又较容易表现出来 多媒体艺术光盘传播内容丰富 其传播

方式也显得生动 但是抽象性不如纸质印刷媒介 麦克卢汉说过 也许印刷品

的最重要特性并未引起我们的注意 因为它的存在非常之偶然 非常之一目了然

它只不过是一种图画似的表述 可以清楚而无限制地加以重复 至少在印刷品
表面延展的范围之内 20也许是因为麦克卢汉的高屋建瓴 他能将印刷品的 图

画似的表述 看得很浅显 但是在我们看来 印刷品的抽象性应该还是主要的

                                                 
18 马歇尔 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 第 202 页 周宪 许钧译 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19 孙宜君 文艺传播学 第 37 页 济南出版社 1993 年版  
 
20 马歇尔 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 第 204 页 周宪 许钧译 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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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光盘的传播则相反 它具有具体性 生动性的特点  

从传播环境来看 纸质印刷媒介便于携带 阅读不受时空得限制 多媒体光

盘因为重量轻 体积小 更便于携带 但是由于阅读 欣赏的时候需要电脑硬件
的支持 所以它的应用受到限制 现在手提便携式电脑的普及还不够 多数的人

们还不可能随时随地来阅读 欣赏多媒体光盘 一般人们欣赏多媒体光盘需要在

相对固定的场所 依赖于电脑硬件来进行 如果手提便携式电脑得到普及 这种

情况将会逐渐改变  

多媒体光盘的传播与传统的纸质印刷媒介相比 具有不少优势 但并不能就
此说明纸质印刷媒介将走向没落 消亡 多媒体的艺术传播有它自身的局限 纸

质印刷媒介并不会完全被新媒介代替 纸质印刷媒介在目前还是符合许多人的艺

术欣赏习惯的 它有着新媒介所不具备的特点 21 世纪将是一个阅读媒体多元

化并存的时代 纸质印刷媒介今后并不会消亡 它将与多媒体等新媒体共同生存  

 

与传统电子媒介的对比 

 

一百余年前 在法国卢米埃尔兄弟的手中诞生了电影 广播和电视则起步于

20 世纪 20 年代 严格地说 20 世纪才能称为 电子媒介传播的时代 电子传播
媒介的运用 是文艺传播史上又一次革命 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1 但是随着电

脑的出现 情况发生了变化 电脑也属于电子媒介 黄鸣奋先生将这些电子媒介

放在一起 对其传播的共同点进行了分析归纳 但是也将电脑与那些传统电子媒

介进行了区分 22 电脑技术不仅通过电脑网络影视和广播改变着播放形式 而

且还在影视制作中引起了革命性变化 23虽然麦克卢汉将这些传统电子媒介根据
他著名的理论分为热媒介和冷媒介24 但是应该说这些传统电子媒介在某种意义

上有其统一之处 将它们放在一起来与多媒体光盘进行比较应该是可行的  

从传播主体来看 传统电子媒介与多媒体光盘同样设有专门的传播机构 相

比较而言 传统电子媒体的传播机构更为复杂 庞大 例如 电视台 广播电台

的机构一般都比较大 分类也细致 全面 而国内的多媒体艺术光盘的制作单位
相对都比较小 制作与出版一般是分离开的 制作单位与出版单位常常是一种合

作关系 如北京银冠电子科技公司与人民美术出版社 两者只是在多媒体光盘的

出版方面达成一定的合作协议 这才将制作与出版联系起来 而且 现在传统电

子媒体也面临着新媒体的挑战 这些传统电子媒体从自身的情况出发 运用新技

术对自身进行改进 以求生存 以期与这些所谓的 新媒介 在未来共同竞争
25例如 近几年来 电影拍摄中日益经常地运用电脑数字特技 广播 电视在编

辑信息的过程中也运用了数字技术 数字电视已经在市场上出现 电视台和广播

电台也已经有数字信号播出 据新华社消息 北京电视台 2000 年采用电脑数字

双向点播网络传播系统 通过光缆进行信号传输 使电视单向传播变成可以双向

点播的媒介 26 

                                                 
21 孙宜君 文艺传播学 第 25 页 济南出版社 1993 年版  
22 黄鸣奋 电子艺术学 第 10 14 页 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23 航亿苇等 电脑思想库 第 345 页 广州出版社 1997 年版  
24 马歇尔 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 第 51 页 周宪 许钧译 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  
25 明安香 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 第 61 页 华夏出版社 1999 年版  
26 新华网新闻数据库(www.xinhuanet.com) 北京电视双向点播将成为现实 精彩节目点着看 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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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播对象来看 传统电子媒介对其书面语能力的要求一般都不太高 传统

电子媒介中 一般文字成分很少 广播是纯粹通过听觉通道来进行传播的 电视

与电影以影像为主 文字多表现在荧幕的较次要位置上 相对而言 多媒体艺术
光盘中的文字成分要多一些 而且多媒体光盘的传播对象一般文化层次较高 虽

然前文曾说过多媒体光盘的传播过程中 传播对象的书面语能力有时并非主要

的 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使用电脑 特别是个人电脑 的人一般是社会成员中

文化程度较高的那部分 在美国 卡罗琳 A 兰进行调查分析以后得出 使用

电脑的人比其他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要高 他们都比较年轻 而且受过良好的教
育 的结论 27在国内 据 多媒体世界 杂志社 1996 年进行的调查 热心多媒

体的人中 62.03%为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 大专学历占 22.27% 高中及高中以

下学历的仅占 15.68% 28从这个调查结果看 多媒体的传播对象呈现出非常明显

的高学历特征 1997 年的调查则显示多媒体传播对象呈现出从高学历群向中等

学历群普及的趋势 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所占比例是 44.8% 高中及高中以下者
占 24% 29在 1998 年的调查中 显示出来的情况是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占 46.2%

大专学历的占 34.9% 高中及高中以下学历的占 18.8% 30从这些调查结果来看

中国多媒体传播对象一直保持着高学历占多数 年轻人和中年人为主的状况

高学历的年轻人构成中国多媒体用户的主体 高学历年轻人群体作为主要使用

者 决定着中国多媒体应用的实际进程 31另外 在多媒体光盘传播过程中 随
着多媒体交互性的发展 传播对象对作品的参与越来越多 传播对象与传播主体

之间的界限将越来越模糊  

    从传播手段来看 两者都是诉诸视觉通道与听觉通道 但也有区别 除了电

影外 广播 电视这些传统媒介传播时所使用的载波频率或频道是不能随意增加

改变的 因此一定地区内的广播电台 电视台的数量是有限的 而且除了少数以
艺术传播为专业的广播电台 电视台以外 多数的电台 电视台所传播的艺术内

容也较为有限 因为这些电台 电视台的传播内容包含了许多方面 所以常常要

周全考虑 安排 多媒体光盘的限制不同 它的出版机构受国家的限制 出版的

品种受书号的限制 在多媒体光盘之中虽然也有诸多方面的传播内容 但是由于

多媒体光盘的内容都是表现在一张张的光盘上的 每一张光盘都是一个相对独立
的个体 所以也更容易在一张光盘里集中来表现一个方面的内容 换言之 多媒

体光盘更容易集中表现艺术内容      

从传播内容看 传统电子媒介一般具有很强的时效性 新闻 体育比赛以及

文艺晚会等艺术节目直播的数量在电视台与广播电台所播放的节目中都占有相

当的比重 因为传播形式的不同 这种时效性高的节目不可能在多媒体艺术光盘
中出现 传统电子媒介较易更新 传播内容从制作到发布的周期很短 多媒体艺

术光盘则需较长的制作 出版周期 在内容的保存和检索方面 多媒体艺术光盘

显然要比传统电子媒介强 传统电子媒介的传播是单向的 接收者的保存一般只

有通过录音和录像来进行 而且要对录音和录像进行检索是很困难的 多媒体艺

术光盘的传播内容都在光盘上 并且一般的艺术光盘都有较好的检索功能 接收
者能比较容易地从光盘中找到自己所需的艺术内容来欣赏 虽然多媒体艺术光盘

                                                 
27卡罗琳 A 兰 对接受个人电脑的探索 见 大众传播学 影响研究范式 第 307 页 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28 多媒体世界 杂志社 1996 中国多媒体市场调查报告 见 多媒体世界 1997 年第 2 期第 4 页  
29 多媒体世界 杂志社 1997 中国多媒体市场调查报告 见 多媒体世界 1998 年第 3 期第 5 页  
30 多媒体世界 杂志社 1998 中国多媒体市场调查报告 见 多媒体世界 1999 年第 5 期第 28 页  
31 陈生明 中国多媒体市场的消费特色与成长特点 见 多媒体世界 1999 年第 7 期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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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播内容时效性不强 但是容量不比传统电子媒介小 传统电子媒介所能传播

的艺术内容基本上在多媒体艺术光盘中也能得到体现 即使是电影 电视剧也能

通过艺术光盘来传播  
    从传播方式看 传统电子媒体与多媒体光盘都与纸质印刷媒介有较大的不

同 它们都有图像 声音 影像等组成因素 都比较容易做到具体化 而不是纸

质印刷媒介那种抽象化 虽然也有将纸质印刷媒介上的小说 散文 诗歌等单纯

的文字作品扫描 刻录到光盘上 以供接收者阅读 欣赏的情况 但是从严格意

义上来说 这样的光盘不能算是多媒体艺术光盘 真正意义上的多媒体艺术光盘
应该是由各种媒介融合起来的 体现出多重艺术感觉的电脑光盘  

    传统电子媒体的传播多是一种单向性的传播 而多媒体艺术光盘则是双向性

的传播 两者有着巨大的区别 尼葛洛庞帝曾说过 所有的多媒体都隐含了互

动的功能 32 传统电子媒体的传播一般只是将艺术信息从传播者 电台 电视

台 传到接收者 听众 观众 接收者一般只有选择接收时间或频道的自由
难以对接收内容进行选择 处在一种你播什么我听 看 什么的状况 当然 随

着传播形势的发展 这些传统电子媒体也意识到这个缺陷 也进行了改进 这主

要体现在点播系统的发展上 现在无论广播电台还是电视台都有自己的点播系

统 听 观 众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通过电话或者信件的形式将自己喜欢的艺

术节目告诉电台 电视台 然后电台 电视台 选择其中的一部分在适当的时
间播出 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这些传统电子媒体单向性传播的缺点 但是实质

上仍然还是单向性的传播 因为听 观 众向电台 电视台 所发出的喜好信息

并不一定能得到回复 即使听 观 众所点播的节目都是电台 电视台 所拥有

的 电台 电视台 也要根据时间的安排 重复的情况 点播节目的代表性等等

来安排播出 大部分的听 观 众的要求并无法得到满足 同样 在电台 电视
台 的现场直播节目中 听 观 众能打进的电话也有限 答复出来的更为有限

而且 听 观 众的信息发出并不是通过电台 电视台 自身的系统的 而是通

过其它的通讯渠道发出 因此 电台 电视台 的艺术传播实质上仍然是单向性

的传播  

多媒体光盘的艺术传播是双向交互的 是根据接收者的需要进行的 接收者
需要什么样的艺术内容 就购买 欣赏相应的艺术光盘 虽然这类似传统电子媒

介中的录音带 录像带 但是 接收者不仅可以挑选自己需要的光盘 在欣赏时

还可以较为方便地对光盘里的内容进行选择 即通过多媒体光盘中的超文本链

接 超媒体链接 自由地用鼠标进行点击 从而看到自己希望获得的艺术内容

这是录音带和录像带所不能做到的 因此 多媒体光盘具有传统电子媒体所没有
的交互性功能  

就传播环境而言 传统电子媒介 如广播 须有专门的工具 收音机 才能

收听 电视则要求更高 一般需要在相对固定的场所通过电视机来收看 即使早

已有了便携式 袖珍式电视机 但是使用率 市场占有率都还很低 多媒体艺术

光盘的播放是需要电脑硬件 从这方面来说 与传统电子媒体相近 虽然它也有
便携式手提电脑 但是普及率还是较低 这与电视媒体一样 在目前的情况下

拥有播放多媒体光盘所需要的电脑比电视机 收音机要花费更多的钱 当然光盘

本身是便于携带的 而且价格也不高  

与欣赏传统电子媒体不同 接收者在欣赏光盘时与电脑常保持很近的距离

                                                 
32 尼葛洛庞帝 数字化生存 第 88 页 胡泳 范海燕译 海南出版社 1996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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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鼠标与键盘将自己与电脑 光盘连结起来 对欣赏内容是可加以控制的

相比之下 听收音机的时候距离可近可远 看电视的时候接收者一般会与电视机

保持较长的一段距离 而且这个距离又常常是房间的座位摆设所决定的 接收者
通过按键 遥控器与收音机 电视机进行联系 欣赏电影时观众则与银幕相距更

远 而且无法与之进行联系  

 

与 第四媒体 网络的对比 

 

    国际计算机互联网始于美国国防部六十年代末期出现的阿帕网(ARPAnet)项

目 至今仅有短短三十余年的历史 但是发展却非常快 如今国际互联网已经连

通世界各地 据 2000 年统计 中国现有电脑 1590 万台 国际互联网用户 1690

万 美国则拥有电脑 1.6 亿台 国际互联网用户 1.37 亿 33而且这些数字还以极
快的速度在增长 现在 关于这个继报刊 广播 电视之后的 第四媒体 的论

述非常多 人们对这个新兴媒体的发展予与了极大的重视 SUN 公司甚至断言 网

络就是计算机 中国 IT 业独立评论家方兴东更就网络的高速发展提出即将到来

的时代是一个以网络为主的 后 PC 时代 34 将多媒体光盘与网络进行对比或许

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那就是多媒体光盘是数字传播媒体的起点之一 它最终
会朝着网络的方向前进 在全球网络化的过程中 多媒体光盘带有过渡的性质

网络的多媒体 超媒体才代表艺术传播媒体的未来 曾有人断言 分布式多媒

体技术才是今后发展的方向 35 这种分布式主要就是指网络的介入 尼葛洛庞

帝也指出 往长远看 多媒体将主要是一种网络现象 36同样是以电脑硬件为

依托来进行传播 同样属于数字传播 网络和多媒体既有很多相关之处 又有很
多不同的地方  

    从传播主体看 网络的技术成分更高 组织更为复杂 目前网络开发商的发

展非常快 而且有些已经具有了相当大的规模 这是与网络的整体发展态势相关

联的 例如国内有像新浪 搜狐 网易 首都在线等大型网站 美国在线 AOL

更拥有互联网付费用户达 2500 万 传统传媒巨子时代华纳公司在看好互联网的
前景后愿意与之进行合并 美国在线在 2000 年 1 月 10 日宣布以 1650 亿美元的

价格收购时代华纳 这项全球最大的收购案历时一年 终于在 2001 年 1 月 11

日获得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批准而完成 37在网络中 艺术传播占有一定的地位

专门传播艺术的网站不少 关于文学 音乐 舞蹈 戏剧 美术等各种艺术类型

都有 一些非专业艺术网站部分传播艺术内容的情况更多  
     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曾经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 文化产业 提

出尖锐的批判 指出文化已经越来越趋向于垄断 文化的传播主体越来越集中

国际互联网的出现或许会改变这样的情况 网络的低成本有可能打破这一垄断格

局 38王小东先生也指出 互联网络的根本点在于它的低成本 极低的成本 正

是这一点将改变人类的文明 这种改变就在于它打破了过去大众传媒的高度垄
断性 正是这种改变为 思想的多元化创造了一个新的宇宙 尽管这里面的多元

                                                 
33 新华网新闻数据库(www.xinhuanet.com) 中美 IT 数字化比较 2000 年 11 月 3 日  
34 方兴东 数字神坛 计算机业批判 第 4 页 海洋出版社 1999 年版  
35 林众 冯瑞琴 计算机与智力心理学 第 288 页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36 尼葛洛庞帝 数字化生存 第 86 页 胡泳 范海燕译 海南出版社 1996 年版  
37 新华网新闻数据库(www.xinhuanet.com) 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完成合并 2001 年 1 月 12 日  
38 航亿苇等 电脑思想库 第 325 页 广州出版社 1997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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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也会带来种种问题 39虽然美国在线并购时代华纳是一种传媒垄断的表现 但

是 这起并购事件表现出来的意义还在于网络媒介为了去除其自身的泡沫成分而

与传统媒介进行结合 是网络经济与现实经济的接轨 是为了增强其自身强大的
生命力 在美国在线并购时代华纳的同时 仍然有许许多多的新开发商进入到互

联网这个领域来 与美国在线这样强大的对手竞争  

    从传播对象看 网络信息接收者需要掌握更多的电脑使用技术 从目前的情

况看 互联网的文字成分较多媒体艺术光盘多 这也和现在互联网的传播速度

带宽有关 因此 现在的网络媒体对传播对象的书面语能力要求更高 多媒体与
网络的信息接收同样需要电脑硬件的支持 但网络的信息接收还需要调制解调

器 电话线连接等 连接网络所需要的条件比使用多媒体光盘所需的条件要高

虽然网络用户一直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 但是目前还是比多媒体光盘的使用者

少 传播对象的面比较窄 但是 随着网络自身的发展 随着周围条件的成熟

网络传播的优势将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 网络的传播对象将会远远超过多媒体
关于网络时代的传播对象情况的改变 明安香先生有过很好的归纳 即网络的传

播接收者将主动掌控大众传播的信息 将容易地获得新闻信息的第一手材料 将

拥有随时发布新闻和生产新闻产品的能力 40艺术信息的接收者与传播者的界限

将更加趋向模糊  

    从传播手段看 多媒体艺术光盘与网络都是通过数字诉诸视觉通道与听觉通
道 也都能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而诉诸其他感觉通道 都能集中表现艺术 多媒体

光盘以光盘为载体来表现 网络则由众多网站 网页来传播艺术信息 由于网络

的低成本运营 网络的艺术传播范围将更为广泛 无论是多媒体光盘还是互联网

络 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都在加强 都朝着多通道的真实体验的方向发展 人类

将在这些数字传播中得到更多 更强的艺术感受 虽然两者都是属于数码复制
传播的范畴 都有着其他媒介所不具备的复制与传播效果 但是 不同之处在于

网络的传播速度极快 它不象多媒体艺术光盘那样需要较长的出版周期 各网站

随时都能更新 发布新的艺术信息 接收者随时都能上网接收这些新的信息 另

外 网络中的网站与网页与传统电子媒介不同 从数量上来说它是没有限制的

现在不只是网络开发商在建立网站 个人也可以通过这些网站建立自己的个人主
页 这样的个人主页数不胜数 网络主要通过一个个艺术网站来传播艺术信息

每一个艺术网站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个体 这样的艺术网站较易集中传播艺术信

息 这与传统电子媒介有所不同 与多媒体艺术光盘更有相似之处  

    从传播内容看 网络的覆盖面很广 在艺术方面几乎无所不包 这与多媒体

艺术光盘是相同的 由于网络上网站数量众多 增加速度飞快 而且传统艺术传
播媒介与网络的结合速度也在加快 因此网络的艺术资源近乎无限 现在以艺术

为传播内容的网站有很多 而在众多传播内容中包含部分艺术内容的网站则更

多 2000 年 12 月 28 日在世界著名的网络搜索引擎 雅虎 www.yahoo.com.

的搜索栏中键入 art 一词 可以找到 37316 个相关网站 而在国内著名的 新

浪网 (www.sina.com)中键入 艺术 两个字 检索到 16822 个相关网站以及
558443 条相关的网页信息 很难想象从这几万个艺术网站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多

少艺术信息 而且这些网站的数字还在不断地增加 网络近乎无限的资源是多媒

体艺术光盘所无法企及的 而且网络的艺术传播内容也可以有时效性 现在网上

的现场直播已经很多 有文艺晚会 艺术家专访等等 这和电视 广播有很大的

                                                 
39 王小东 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 第 195 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40 明安香 信息高速公路与大众传播 第 244 246 页 华夏出版社 199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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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之处 更不要说那些即时播发的艺术新闻信息 以及互联网上的信息动态更

新 这些都是多媒体艺术光盘无法相比的 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 网络信息发

布虽然时效性强 更新快 但也存在着信息内容编辑不够精细 准确的缺点 多
媒体艺术光盘则因有较长的制作周期 在编辑信息内容的时候可能投入更多的精

力和时间 从而达到更好的效果  

    从传播方式看 如果说多媒体光盘在传播中具有交互性的话 那么网络在这

方面的特点更为突出 网络对交互性一直都很重视 网络艺术从一开始也就朝着

交互的方向发展 例如 1996 年 6 月 7 日 世界上第一部网络电视剧 地点 开
播 这部 电脑剧 就具有很强的交互性特点 41 

从传播环境看 多媒体光盘与互联网络的信息传播与接收都需要电脑的支

持 但是网络需要将电脑通过调制解调器 电话拨号 或者网卡与互联网连接起

来 它不一定需要光盘驱动器 所以从硬件来说 还是有些不同的 网络与多媒

体光盘的存在都依附于电脑 随着网络的进一步发展 人类可能步入一个 后
PC 时代 个人电脑逐渐退居二线 光盘驱动器也不再是欣赏多媒体艺术光盘的

主要渠道 今后 可能只需一台电脑 一条电话线就能使接收者尽情接收自己所

需要的艺术信息 此时 艺术欣赏的个体性 休闲性和参与性将得到更大的发展  

从以上对比我们可以看出 网络与多媒体光盘都属于电脑传播 它们之间有

着许多的相似之处 但是 作为 第四媒体 的网络和多媒体光盘相比显然具有
更大的优势 它更能突出数码传播的特点 代表着电脑媒体 信息科技的发展方

向 网络将逐渐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 将成为艺术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传播

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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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多媒体艺术光盘特性 

 

 

    信息科技的发展给艺术带来了新的传播媒介 多媒体光盘作为新媒介以前所

未有的方式传播着许多艺术内容 它的意义表现在促进传统艺术形式 计算机

技术和电视录像设备的推陈出新 以更加充分地满足人的需要 42我们将多媒体
艺术光盘与其它艺术传播媒介进行对比以后 可以发现它具有其它艺术传播媒介

所没有的一些特性 除了上文所述的轻巧便于携带 存储容量大 检索方便等诸

多特点以外 更主要的是它具有艺术的多重感觉 交互性 理想的真实体验以及

个体休闲娱乐性这四个特性 这四个特性正是多媒体艺术光盘区别于其它媒介的

主要特征 以下就此四个特性在上文多媒体光盘与其它传播媒介对比的基础上做
进一步的分析和阐述 虽然我们现在尚无法在多媒体艺术光盘中总结出像电影艺

术所特有的蒙太奇这样的理论范畴 概念 但是分析 阐述这些特性对于从理论

上理解多媒体光盘的艺术还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  

 

多重艺术感觉 

 

艺术作品信息是通过各种感觉通道而为人们所接收的 在上文的比较中我们

可以看出 纸质印刷媒介是通过视觉通道为人们所接收 传统电子媒介则更进一

步 诉诸视觉和听觉通道 多媒体艺术光盘目前主要也是诉诸视觉和听觉通道
但是和传统艺术媒介仍有很大的不同 多媒体艺术光盘在文字 图像 动画 影

像等各方面因素的组合更为全面 生动 而且 随着多媒体与虚拟现实技术的发

展 还可能通过触觉 嗅觉 味觉等通道来传播其信息 因此 多媒体艺术光盘

传播艺术信息时 带给信息接收者的是多重的艺术感觉 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

说过 在艺术中 我们的感官在媒介中具体的混合情况 是最为重要的 43 这
种感官在媒介中的混合可以认为就是我们所说的多重艺术感觉  

多媒体是媒体实质上的综合 分析多媒体所具备的这种媒介新的综合特点

可以取中国网络经济奠基人之一的姜奇平的一个观点为参照 工业生产力具有

一种 分力 而信息生产力具有一种 合力 44虽然姜奇平先生所说的 合力

所指范围很大 包括空间的距离与时间的距离的 合 以及技术融合 业务融
合和产业融合等 但是借此 合力 的概念来说明多媒体艺术的媒体综合特征应

该是非常合适的 多媒体艺术光盘就是以这种 合力 将各种媒介结合起来的

有了这种 合力 各种媒介在艺术光盘中就不再是孤立 隔离的了 而是一种

相互联结 沟通的关系 因而由这些媒介带来的艺术感觉也是综合的 相互联系

的 是多重的  
多媒体首先突出的就是其 多 字 因其媒体多 组合因素多 接收者接收

多媒体信息时的感觉也相应变得多了 尼葛洛庞帝说过 在数字世界里 媒介

不再是讯息 它是讯息的化身 一条讯息可能有多个化身 从相同的数据中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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