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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皮影艺术的数字化虚拟剧场设计

范 振 刚

（石家庄铁道大学 建筑与艺术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摘　要：传统的中国皮影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尽管如此，从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至今，逐渐被人们淡忘。通过对皮影艺术形式地深入研究，对当代国内外多媒体技术应用

形式的广泛分析。阐述了中国皮影艺术和多媒体技术结合起来建设数字化虚拟剧场的可行

性，设计出传统皮影艺术的“数字化虚拟剧场”，同时对数字化虚拟剧场的基本构架进行了全面

描述。使传统皮影艺术的存在和传播形式从民间转向数字化平台，在新媒体时代，以崭新的面

貌重振青春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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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以科学的态度拯救民族文化。面对传统的皮

影艺术，利用数字技术进行科学的再现和开发，进
而设计出一整套在媒体技术支持下的皮影艺术数

字化虚拟剧场。
首先对皮影艺术形式进行研究，然后 在 媒 体

技术的合适空间里，寻找支持，最后对皮影艺术的

数字化“虚拟剧场”形式，进行深入科学的设计、规
划和实施。

方法：首先对提炼的皮影艺术要素进 行 多 媒

体技术转译；然后再利用装置及合理的链接进行

剧场构筑；最后设计能够与访问者实时互动的皮

影艺术“数字虚拟剧场”模型。

　　 二、研究背景

　　（一）对中国皮影艺术形式的分析研究

皮影是中国一门综合性的民间艺术 形 式，迄

今以来已经有一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具有严格程

式化特征。对其具体的分析和研究，包括以下几

个方面：

　　１．“二维”的表达形式

传统皮影艺术的所有造型都是在特制驴皮上

雕刻而成，是平面形象；整个表演过程，也完全是

在一张高３尺、宽７尺影窗上进行的，是纯粹的二

维表演舞台。然而，就在这简单的三尺白布上，他
们却震撼演绎着曲目中每一个动人场面，堪称中

国民间艺术当中少有的瑰宝之一。如图１。

图１　二维的唐山皮影艺术

２．“操纵性”的表达形式

在皮影艺术表演过程中，皮影人面部 没 有 任

何表情变化，所有角色的语言、情感完全是通过艺

人对皮影角色的肢体操纵表达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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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虚与实”的表达形式

由于皮影的成像形式是灯光、皮影人、影窗三

部分组成，其艺术效果，体现了虚与实变换的东方

哲学神韵。正是这种转换，使皮影戏艺术扑朔迷

离，给人以无限畅然的想象空间。如图２。

图２　唐山皮影的虚实变化

４．“协作统一”的艺术特征

皮影戏的表演艺术是由７到８人组成，一般

由２人操纵影窗上的角色及道具，由２到３人对

应人物配唱，演唱者和操纵者都依据影卷谋求统

一。在表演过程中，操纵者一般根据对剧中人物

的理解和认识进行自己的发挥表演，演唱者也有

自己的即兴演唱，但二者却保持高度的默契感和

整体感。在皮影戏艺术长期的表演实践当中，艺

人们之间的这种配合是浑然一体、相濡以沫的。

　　 （二）对国际上现代艺术数字化形式的

调查研究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就数字化制作而言，神
奇的视频效果，使其在很多的艺术领域中，都创造

了神奇的艺术风格。具体的调查分析有以下几个

方面：

１．影视领域中的数字艺术风格

数字化影视是通过把拍摄的真实人物和虚拟

场景 进 行 数 字 化 编 辑，来 完 成 剧 场 艺 术 效 果 的。
它不但带来了全新的制作手段，改变了传统的电

影制作工艺，而且对电影的本质及创作观念也产

生了强烈的冲击：一方面，对电影本质的再认识，
电影作为纪录媒体的本质正在数字技术的冲击下

悄然发生革命；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使虚幻的世界

和人们认为真实的世界结合在一起，实现了全新

意义上的超真实境界。

２．网络游戏领域中的数字化艺术风格

它是把虚拟的人物和虚拟的场景进行链接处

理。网 络 化 的 艺 术 审 美 是 机 械 复 制 的“类 像”
（ｓｉｍｍｕｌａｃｒｕｍ）符 号，它 运 用 数 字 技 术“虚 拟 现

实”（ｖｉｒ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形成可复制的无穷摹本，使艺

术和自然的原初关系被数字技术制作所取代，从

而导致艺术创作从个性风格的表达向类像的机械

复制转 变。网 络 游 戏，实 质 上 是 符 号 与 符 号 的

交流。

３．装置设置领域中的数字化艺术风格

它是把现实中的人物和虚拟的场景结合起来

的表现手法。在现代多媒体装置设计中人们不难

看到，装置艺术，往往是通过计算机的编程和形象

处理，把现实生活中的人通过装置系统与图像紧

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人与计算机画面直接进行交

流，充分体现人与机器之间的全方位的交流体验。
这是目前媒体艺术中最为时尚的艺术形式，也是

电影、游戏的发展趋势。如图３。

真实与虚拟交互的数字化动态风格

以虚拟人物为主的数字化动态风格

以真实人物为主的数字化动态风格

装置领域数字化动态

网络游红数字化动态

影视艺术数字化动态

图３　现代媒体数字剧场特征图

通过以上分析，现代艺术形式在数字 化 技 术

应用上存在几个特点：首先，利用数字技术给传统

艺术形式增加了数字化虚拟场景，增加场面的大

规模和新奇感；其次，利用数字化技术增加了虚拟

人物的介入，弥补传统演员在化妆和表演上的技

术欠缺；最后，利用数字化技术在装置上的应用，
实现观众对传统艺术形式在临场感和参与感方面

的零距离接触。

　　 （三）对多媒体技术的调查和分析

发展的多媒体技术，为传统皮影艺术 的 存 在

和传播提供了广阔平台。具体的分析研究包括：
（１）关于 视 觉 特 效 技 术（简 称：ＶＦＸ）。所 谓

ＶＦＸ技 术 是 以 传 统ＳＦＸ（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技 术 与

数码 化 特 殊 效 果 结 合 而 成，将 ＣＧＩ（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ｍａｇｅ）三次元ＣＧ与ＤＩＰ（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ｍ－
ａｇ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二次元实际影像混合使用，造成栩

栩如生的特效场面。多媒体技术中的视觉特效技

术，为传统皮影艺术的精美造型进入数字媒体设

备，提供了可靠的技术保障。
（２）关于人机互动技术（简称：ＨＣＩ）。人机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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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系统是汇集了数字图形处理、人工智能、人机接

口技术、传感器技术以及人体行为等多项技术的

综合产物。ＨＣＩ技术的介入，使传统皮影艺术高

难度的操纵技巧在数字媒体与访客之间得以神奇

地实现。
（３）关于转场技术（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ｄｅｓｉｇｎ），转场过

渡／切换（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计算机转场技术是两个场

景之间的链接变化技术。使用一个转场效果在两

个场景进行过渡就会显得自然很多。最简单的转

场过渡就是淡入淡出效果：前一个场景慢慢暗下

去，后一个场景逐渐显示出来。花哨一点的则可

以把后一个场景用各种几何分割方式展示出来，
再专业一 点 还 能 让 后 面 的 画 面 以３Ｄ方 式 飞 进

来，等等。转场过渡是视频编辑中相当常用的一

种技巧。转场技术的使用，为传统皮影艺术的数

字剧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表现空间。
（４）关于声音技术ＳＲＳ（Ｓｏｕｎｄ　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　Ｓｙｓ－

ｔｅｍ）－３Ｄ　Ｍｏｎｏ等。ＳＲＳ的特点是可以用多组音

箱来营造出一个逼真的立体声场，而且这系统适

用于 所 有 双 声 道 的 音 源，包 括 所 有 立 体 声，环 绕

声，以至包含有其它系统编码的音源。而对于单

声道的音源，ＳＲＳ技术中也有一个名为３Ｄ　Ｍｏｎｏ
的模拟立体重播技术。通过这项技术，使新的虚

拟剧 场 在 声 音 处 理 方 面，有 了 更 为 宽 广 的 前 景。
如图４。

超时空共享模型的介入

数字化互动模型的介入

数字化视觉模型的介入

数字化操纵模型的介入

情节内涵的拓展

交互性的实现

VFX支持的视频

HCl支持的链接

图４　虚拟剧场的技术调查

　　三、对唐山皮影艺术的数字“数字虚拟

剧场”的探讨

　　 （一）“数字虚拟剧场”生成过程的分析

千年的传统艺术，与先进的多媒体技 术 巧 妙

结合，是 设 计 新 的 皮 影 戏 艺 术 虚 拟 剧 场 的 关 键。

新的虚拟剧场是把传统的皮影艺术与现代媒体技

术结合起来，由人和多媒体共同完成的虚拟皮影

剧场。访问者在玄妙气氛中利用装置与剧中角色

交互，实现艺术共享。图５对二者结合关系建构

进行了较为详细地说明。

图５　“虚拟剧场”的生成图

在虚拟剧 场 当 中 各 要 素 之 间 的 关 系 是 有 机

的，有明确的秩序和互动特征。具体关系如下：
访客的 感 知 内 容 是 预 先 储 备 的，是 在 ＶＦＸ

技术支持下的连续图形（以皮影艺术剧场造型为

基本素材），是逻辑关系的开始也是结果，他们是

相随的，是影响的。访客通过装置影响图形，同时

图形又吸引访客进行新的互动。

从戏曲艺术角度上讲，互动模式的逻 辑 关 系

是超戏 剧 性 关 系。所 谓 的 超 戏 剧 性 体 现 在 超 文

本，指连续图形相互链接是自由组合的非线性状

态。具体特点：访客与皮影数字图像在超戏剧中

是区域对应的，他具有复杂的动态性格和演出方

法。可以创造全方位的体验环境。这种交互是非

线性的，没有固定的结果。

　　（二）“数字虚拟剧场”的构筑和阐释

皮影艺术的“数字虚拟剧场”，是建立在传统

皮影艺术形象及动态风格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多

媒体技术，衍生出来的一种新的艺术形式。它强

调“趣味性”、“交互性”和“临场感”。访客在这里

可以自由表演，通过链接完成各种非线性结果的

体验。虚拟 剧 场 是 传 统 皮 影 艺 术 精 髓 的 时 代 升

华。如图６。
（１）在图６中，皮影图形库（虚拟环境）是皮影

戏艺术曲目中 所 有ＣＧ图 形 的 集 合 体，是 链 接 的

连续图形，由发生器产生索引。它接受访客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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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数字虚拟剧场概念图

传感器、作用器的影响而进行自然交互，这种交互

需要全身心进入，是非线性的。
（２）装置空间。包括传感器和作用 器。传 感

器是用来将虚拟剧场中的皮影形象、动作、声音、
力量等进行转换，使访客能获得视觉、听觉、触觉

等方面的感觉，并且强调艺术美感；作用器是将一

些链接的皮影表演动作变成利用信息，让数字虚

拟剧场的发生器察觉并引起反应。
（３）访客群（人）。虚 拟 剧 场 是 一 个 内 含 反 馈

的闭合系统，访客群（人）的存在使这一反馈环路

成立。访客群（人）通过传感器接受皮影虚拟剧场

的存在，又通过作用器去影响虚拟剧场，从而实现

剧场角色互动。
（４）虚拟剧场发生器。它能产生访客群所需

要的虚拟情景，并且通过作用器，实现访客群位置

和动作对虚拟剧场的环境作出相应的反应。

　　 （三）数字虚拟剧场的特征

在本质上，数字虚拟剧场就是一种计 算 机 接

口，它通过给访客群同时提供的如视、听、触等各

种直观而又自然的实时感知交互手段，最大限度

地实现访客群对皮影艺术的参与。从结果上看，
虚拟剧场的主要技术特征如下：

（１）多感知。计算机的听觉感知、力 觉 感 知、
触觉感知、运动感知，一并在虚拟剧场环境里被发

觉出来，在最大限度内实现交互途径。
（２）临场感。理想的皮影艺术数字虚拟剧场

能够使现场环境达到或超越传统的剧场效果，使

访客自己置身于虚拟剧场中，成为虚拟剧场的一

部分。

（３）交互。交互是指虚拟剧场内装置的可操

作程度和信息反馈的自然程度。访客通过自身的

色彩、语言、运动、肢体等因素与作用器、虚拟剧场

发生实时互动，并且得到剧场环境的自然反馈。
（４）多向性。数字虚拟剧场的后台链接对应

皮影艺术形式是区域性的，即皮影角色模型及其

运动状态都是皮影艺术本身的“多向”运动状态。
访客对皮影角色的影响有很多不确定性。

　　（四）实例设计———“虚拟剧场”

皮影艺术“虚拟剧场”。实际上就是人通过数

字化传感器件、作用器件与虚拟剧场的皮影剧目

进行交互的多媒体艺术形式。剧场目标是建立引

人入胜皮影艺术情节的闭合环路。
在该数字虚拟剧场中，以单线的互动 图 表 形

式，展示复 杂 的 闭 合 环 路 概 念。如 图７。即 访 问

者通过作用器来操纵计算机里的链接图像，从而

说明访问者与皮影艺术虚拟剧场的互动体验。
访客通过作用器对传统皮影连续图形进行操

纵。访客可以根据情节需要控制不同角色，推进

故事发展，从而体验通过动作操纵皮影这样一种

新的艺术形式的表演过程。

图７　虚拟剧场单线互动构架图

　　四、结论及展望

皮影艺术的“数字虚拟剧场”，是访客通过多

媒体装置等对数字链接图形进行控制性的一种交

互表演 形 式。这 种 形 式 可 以 呈 现 更 炫 的 视 觉 效

果，也可以完成复杂的操纵技巧。数字剧场大大

丰富了皮影艺术的视觉、听觉和表演艺术效果，增
加访客对皮影艺术的兴趣和认知度。“数字虚拟

剧场”来源于皮影艺术，又是对传统皮影艺术的发

展和创造，具有基础性和通用性，既能在媒介里传

播，也能在装置中自由游戏，使濒临灭绝的民间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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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浴火重生。
在以后的设计研究中实现最大限度的交互形

式，并根据不同媒介的具体特征，让“数字虚拟剧

场”具有灵活的适应性。同时还可以通过 Ｗｅｂ空

间，实现网络虚拟表演。从而在世界范围内，访客

真正体验皮影艺术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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