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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文化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凸兴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此背景下，数字艺术产业也取得了可观的发展。
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海峡两岸的数字艺术产业都起步不久，尚未形成巨大的效应。
不过，近年来海峡两岸都出台了很多关于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这为数字艺术产业的勃兴创造了机会
。
    本文所说的数字艺术，是指以数字媒介为生产、传播和接受工具，实现了以“0”和“1”为编码与
解码原则的艺术；其产业化受惠于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风靡与流行。
从社会定位来讲，数字艺术产业是文化产业的一个分支。
就表现形态来看，数字艺术产业主要有七种形式，即：互联网艺术产业、手机媒体艺术产业、数字电
影产业、动漫产业、数字电视产业、游戏产业、DV艺术产业。
本文主要就前面四种数字艺术产业进行比较研究。
其中，对互联网艺术产业和手机媒体艺术产业的分析分别以网络文学和短信文学的产业化为重点，而
对动漫产业的分析则主要以动画片的生产为重点。
    大体来看，海峡两岸数字艺术产业存在下述相似之处：在艺术生产方面，主题、风格及产业模式均
存在“叙事”趋同倾向。
在艺术传播方面，存在接受同步情况，一是指数字艺术在媒介的帮助下，在“第一时间”、以“第一
现场”的形式在两岸同步传播；二是指境外的数字艺术在海峡两岸同步传播。
在艺术接受方面，存在“消费共鸣”现象。
比如，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张艺谋导演的《英雄》在两岸都获得了高票房的收入，引起了广泛
的共鸣。
    诚然，海峡两岸数字艺术产业这三种相似之处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以“叙事”趋同为例，它既是全球化背景下“叙事”趋同的体现和反映，也与数字艺术的产业化操作
有关。
不过，总的来看还是受媒介影响的结果。
比如，两岸手机短信文学语言的诗性特征，从根本上来说是受手机媒介限制、影响的结果，即每条短
信只能发送70个汉字。
又以“接受同步”为例，它的出现也与很多因素有关，比如防盗版、防泄密的需要等。
但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媒介的应用才是问题的关键。
同样，“消费共鸣”的出现也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不过，文化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因为，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两岸数字艺术接受过程中共鸣的产生，与两岸人民具有相同的文化心
理结构这一事实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一般而言，受众的文化心理结构相同或相似，就比较容易产生心理上的共鸣。
    本文认为，海峡两岸之间的任何比较研究，无论是政治、经济方面的比较研究，还是文化、艺术方
面的比较研究，都应有一个历史启示和归宿，即我们应在探讨相关论题历史渊源和发展现状的基础上
，为两岸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供有意义的分析和借鉴。
毕竟，在海峡两岸交流日趋频繁的今天，走向融合和统一已是大势所趋，学术的研究也应该履行共同
的民族职责和使命，为创造一个和平、繁荣的中国而努力。
因此，本文最后从全球化的角度简要阐述了两岸数字艺术产业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性，它包括资金、技
术、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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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此，我们要考察的是艺术与技术、艺术与媒介、艺术与经济的关系，其核心范畴是“模仿”、“精
神生产”、“艺术生产”、“机械复制”、“文化工业”等。
长期以来，有不少人认为艺术与技术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事情，认为二者毫无关系可言。
其理由是，艺术涉及的是审美问题，而技术涉及的是工具问题。
因此，艺术理论（包括文艺理论）很少关注二者的关系，而即使涉及到了也多是从否定、批判的角度
出发。
比如，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霍克海默与阿道尔诺的《启蒙辩证法》，哈贝马斯的《科技即意识
形态》，都对技术给艺术带来的影响“不怀好意”，而能够像本雅明那样乐观地看待技术可能给艺术
带来影响的则非常少见。
实际上，古代的艺术作品之所以能够保存到今天，一个地方的艺术之所以能够传到另一个地方，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媒介技术的进步。
所以我们说，艺术之所以能够批量复制，之所以能够走向工业化、产业化，最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媒介
技术的进步。
至于艺术与经济的关系，长期以来也被某些理论家所忽视。
他们认为，艺术必须是高贵的、典雅的、严肃的，艺术最好不要与商业、大众化、产业化搭上关系，
因为这会损害艺术的品质，甚至导致艺术的没落。
　在柏拉图看来，艺术是一种模仿。
而模仿其实一种最简单、最常见也是最原始的艺术生产。
不过由于古希腊时代模仿技术及所依赖的媒介技术的原始性，因此这种模仿只能是个人性的、小规模
的。
即使这样的模仿，在柏拉图看来，也与真理隔了“三层”。
因此，在柏拉图所设置的“理想国”里，那些专门从事于“模仿”的诗人就没有了栖身之地。
在本雅明看来，“希腊人只掌握了两种对艺术品进行机械复制的方法：铸造和制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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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峡两岸数字艺术产业比较研究》主要对互联网艺术产业、手机媒体艺术产业、数字电影产业和动
漫产业这四种数字艺术产业进行了比较研究。
其中，对互联网艺术产业和手机媒体艺术产业的分析分别以网络文学和短信文学的产业化为重点，而
对动漫产业的分析则主要以动画片的生产为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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