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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背景下公共艺术塑造城市形象的创新策
略研究

王峰，高超
江南大学设计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摘要：在中国当前的城市更新背景下，对城市形象的塑造是城市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也是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内容。公共艺

术与城市形象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是塑造城市形象的重要手段。在当前的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把数字化技术介入公共

艺术之中用以塑造城市形象已成为公共艺术创作者的普遍选择。立足于中国当前的城市更新背景，首先对公共艺术与城市形

象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探讨公共艺术以塑造城市形象的创新途径和方式。通过研究表明，在中国当前的城

市更新背景下，数字化技术的介入是公共艺术塑造城市形象的重要创新途径，在数字化技术介入下所创作的数字化公共艺术

为公众营造多元化、多维度的体验感受是公共艺术塑造城市形象的重要创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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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ve Strategies of Public Art in Shaping City Image in the
Context of Urban Renew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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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ongoing urban renewal, shaping city image has emerged as a primary focu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and a crucial component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strategy. There is a signific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art and city

image, with public art serving as a vital method for shaping the city image. In today's digital era, 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common

for public art creators to involve digital technology in public art to shape the image of the c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art

and city imag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China's urban renewal efforts is analyzed. Then, the innovative methods and approaches for

shaping city image through public art are discussed. The study reveals tha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 renewal in China, the

involve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is an important innovative way for public art to shape the image of the city. The digital public art

created under the involve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creates a diversified and multi-dimensional experience for th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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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城市目前普遍呈现出的物质增量见顶而

人文增量近乎停滞的局面，国家首次在“十四五”规划

和2035远景规划中明确提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积极

引导城市向人文城市转型[1]。其中，改善城市面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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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城市形象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是引导城市

向人文城市转型的重要途径。艺术元素和成果的介入

则是引导城市向人文城市转型、提升城市形象的重要

手段。而这也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1年 4月 19日

考察清华大学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即：“美术、艺术、科

学、技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要发挥美术

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把更多美术元素、

艺术元素应用到城乡规划建设中，增强城乡审美韵味、

文化品位，把美术成果更好地服务于人民群众的高品

质生活需求。[2-4]”

公共艺术代表着艺术与城市、与大众、与社会、与

时代关系的取向和追求，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是城市

公共空间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是城市文化最直观、最显

现的载体，是城市精神气质、人文形象最为明显的体现[5]。

正是由于公共艺术所具有的这些特性，使其能够在城

市更新过程之中发挥重要作用。公共艺术在城市公共

空间中的介入，可为城市的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带

来诸多的有益价值，能够赋能城市更新。因此，公共艺

术是当前中国的城市更新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内容。在

中国当前的城市更新背景下，通过公共艺术的介入发

挥美术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增强城

乡审美韵味、文化品位重要内容，也是把美术成果更好

地服务于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需求的重要途径。

城市形象被认为是一座城市的重要无形资产和核

心竞争力[6-7]。城市形象是人在一定条件下对某一城市

的内在特点、精神气质所决定的外在表现的总体印象

和评价[8]，是一座城市文化和整体精神风貌的展现[9]。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城市形象是国家的重要无形资产，

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10]。随着社

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城市形象的塑造已成

为未来城市发展的主要方向，也是国家文化发展战略

的重要内容[7,11]。而公共艺术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的介

入，对城市形象的塑造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作用。

可以说，在当前的新时代背景下，塑造城市形象是公共

艺术的使命，也是公共艺术赋能城市更新的目的和方

向。那么，在城市更新背景下探讨公共艺术塑造城市

形象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

于此，本文在城市更新的背景下，从公共艺术与城市形

象塑造的关系，以及公共艺术塑造城市形象的创新途

径和方式等方面对此问题展开探讨。

一、公共艺术与城市形象塑造

一般而言，城市形象是指城市（或特定的区域）给

人的整体印象和感受。有学者按照城市形象所包含的

内容把其分为三个部分，即理念系统、行为系统、视觉

呈现系统[7,12-13]。理论上来讲，关于城市形象的概念，中

国学者蒲实为其给出了相对较为专业和全面的定义：

城市形象是城市整体化的精神与风貌，是城市全方位、

全局性的形象，包括城市的整体风格与面貌，城市居民

的整体价值观、精神面貌、文化水平等。总体来讲，城

市形象就是城市文化的充分展现，城市形象推广的过

程就是城市文化的推广过程。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城

市形象是由城市经济、城市人居环境和城市文化三个

重要部分组成[7,14]。其中，视觉呈现系统是城市形象中

最为直观的内容，对城市形象的塑造起着最为直接和

有力的作用。

公共艺术作为一种在城市公共环境空间之中面向

公众、为大众所共享的视觉艺术形式，是体现城市精神

文化内涵和人文特质的形象符号[15-16]。故而，公共艺术

是城市形象中视觉呈现系统的重要内容，是城市人居

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文化的重要载体。此

外，公共艺术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城市

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因此，公共艺术是呈现城

市形象的重要的手段，对城市形象的塑造起着十分重

要的作用，是塑造城市形象的重要力量。

传统公共艺术主要是通过艺术形式串联文化要

素，利用艺术元素和艺术成果的介入，对城市公共环境

空间进行干预、改造、更新，以在城市公共环境之中形

成多样化的城市美学空间来实现对城市形象的塑造。

艺术人文是塑造城市形象的重要基础，而科技是塑造

城市形象的核心力量，艺术与科技结合是塑造城市形

象的主要方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在当前的城市更新

过程中，很多公共艺术创作者在对公共艺术作品的创

作中越来越重视对科技因素的应用，开始利用科技力

量来助力公共艺术作品对城市形象的塑造。尤其是在

当前的数字化时代，把数字化技术介入到对公共艺术

的创作和呈现之中去赋能城市更新、塑造城市形象已

成为公共艺术创作者的普遍选择。

在中国当前的城市更新背景下，数字化技术的介

入改变了传统公共艺术的那种用艺术形式串联文化要

素的方式，使数字化的技术语言与公共艺术的形式语

言一起参与到对城市形象的塑造之中。随着数字化技

术在公共艺术领域的不断融入，这一情境不仅为一部

分公共艺术带来形式、语言、内容等方面的数字化转

型，也推动一些公共空间中的公共艺术作品和各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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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艺术活动采取数字化的新型公共艺术形式[17]。而这

种新型的公共艺术形式对城市形象的塑造起着十分明

显的作用。因此，把数字化技术介入公共艺术作品的

创作之中，是中国当前的城市更新背景下公共艺术塑

造城市形象的重要创新策略。在中国的各大城市当

中，数字化技术介入下所创作的公共艺术已越来越多

地出现在各大城市的公共空间当中，并且深受城市中

的公众所欢迎。数字化技术介入公共艺术与公共艺术

塑造城市形象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然而，虽然当前把数字化技术与公共艺术相结合

去塑造城市形象的案例已普遍出现，但是当前学界对

此所做的研究还相对滞后。从图 1中可知，数字化技

术介入公共艺术用以塑造城市形象的过程中涉及两个

问题：一是数字化技术在公共艺术中如何介入的问题；

二是介入数字化技术的公共艺术作品如何塑造城市形

象的问题。因此，在当前城市更新背景下探讨公共艺

术塑造城市形象的创新策略，还需从这两个问题入手。

二、数字技术的介入：公共艺术塑造城市形象

的新途径

数字化技术的介入为现代公共艺术提供了新的表

达方式，使公共艺术的艺术语言呈现出崭新的风格，所

形成的新型公共艺术是数字时代的符号象征，是艺术

与技术高度结合的表现媒介[18]。数字化技术介入下的

公共艺术创作，创作者需要依赖一定的数字化技术平

台，运用数字化工具、材料和形式对公共艺术进行设

计、制作和呈现。从所查阅到的资料来看，虽然当前学

界对那些在数字化技术介入下所形成的公共艺术作品

之特征、类型等内容的探讨较多，但是关于数字化技术

如何介入公共艺术形成数字化公共艺术的探讨还相对

模糊。那么，数字化技术是如何介入公共艺术的呢？

公共艺术设计创作的核心内容是在美学主体与环

境融合下考虑运用合适的创作材料和技术手段制作出

合适的公共艺术形态，然后把其呈现于公共空间环境

之中。由此可以看出，这里面就包含着公共艺术设计

创作的两个过程：一是公共艺术作品的制作过程；二是

公共艺术作品的呈现过程。那么，数字化技术也是通

过公共艺术作品的制作和呈现过程之中介入到公共艺

术设计创作之中的。数字化技术介入公共艺术设计创

作的途径，如图2所示。

从图 2可知，数字化技术介入公共艺术的制作过

程可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仅把数字化技术作为创作

图1 数字化技术介入公共艺术与公共艺术塑造城市形象之间的关系

图2 数字化技术介入公共艺术设计创作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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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手段介入传统的公共艺术创作流程之中；其二

是数字化技术既作为技术手段又作为媒介材料介入公

共艺术设计之中。在第一种情况下，即仅把数字化技

术作为创新的技术手段介入传统公共艺术创制流程制

作中时，数字化技术仅仅是作为传统的公共艺术设计

制作工艺和技术的替换，所设计制作出来的依旧是传

统的公共艺术形态。如运用3DMAX、Auto CAD等计

算机辅助设计，3D打印或数控雕刻等数字化软硬件技

术参与设计制作公共雕塑等。对第二种情况，即数字

化技术既作为技术手段又作为媒介材料介入公共艺术

设计之中时，所制作出来公共艺术是一种不同于传统

公共艺术形态的新型公共艺术形态类型，当前学界称

其为“数字化公共艺术”。如运用灯光技术、投影技术、

声音技术、交互技术等数字化技术手段和声、光电、影

等数字化媒介材料设计创作出来的互动装置等公共艺

术，即属于数字化公共艺术。数字化技术无论是通过

第一种情况介入公共艺术制作过程还是通过第二种情

况介入公共艺术制作过程，都在公共艺术设计创作之

中发挥重要作用。

通过图 2同样可知，数字化技术介入公共艺术的

呈现过程也可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使公共艺术作品

动态呈现；其二是使公共艺术作品虚拟呈现。在第一

种情况下，即通过介入数字化技术使公共艺术作品的

形式语言得以丰富，能够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公共艺术

的形象特征。传统公共艺术通常是以一种静态的视觉

形象呈现于公共环境空间之中的，如公共雕塑、壁画、

景观设施、装置艺术等实体艺术。而与传统公共艺术

不同，运用灯光技术、投影技术、声音技术、交互技术、

声、光、电、影，以及交互装置、多媒体、传感设备等技术

手段和媒介材料创作出来的数字化公共艺术能够以一

种动态的形象呈现。这种动态呈现的数字化公共艺术

形式类型通常不仅具有视觉形象特征，有的作品还能

呈现出听觉、触觉等多种类型的感知特征。而在第二

种情况下，即使公共艺术作品虚拟呈现时，所呈现的公

共艺术作品是一种虚拟公共艺术形象。故而，这种虚

拟的公共艺术形象通常需要能够呈现虚拟形象的数字

化技术和工具来呈现公共艺术作品。无论是传统的公

共艺术作品还是数字化公共艺术作品，其呈现的状态

和过程依然是实体可见的。而在数字化技术的介入

下，运用虚拟现实技术（VR）、增强现实技术（AR）和混

合现实技术（MR）[19]等数字化技术和相关工具可把公

共艺术形象以一种虚拟的方式呈现。当然，目前这种

虚拟呈现的公共艺术作品虽然也得到很多研究者和创

作者的关注，但是尚未成为公共艺术发展的主流。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数字化技术在公共艺术设计

中的介入，主要起着媒介材料、技术手段和形式语言的

作用。正如图 2中所示，在公共艺术作品的制作过程

中，数字化技术主要是作为媒介材料和技术手段介入

其中；而在公共艺术作品的呈现过程之中，数字化技术

则主要是作为技术手段和形式语言介入其中。

在公共艺术创作过程中，技术手段、媒介材料和形

式语言只是用以传达公共艺术信息、表达时代思想观

念、表现城市文化内涵的手段。因此，数字化技术介入

公共艺术的目的也应该是运用数字化媒介材料、数字

化技术手段和数字化形式语言实现对公共艺术信息、

时代思想观念、城市文化内涵的呈现。

公共艺术信息、时代思想观念和城市文化内涵通

常是以语言、文字、声音、色彩、图像等信息符号的形式

呈现。数字化技术是把语言、文字、声音、图像等信息

符号作数字化处理，并通过数字编码来表达、传输和呈

现信息的一种综合性技术[20]。那么，数字化技术在公

共艺术设计中的介入便可理解为：应用数字化技术手

段、数字化媒介材料和数字化形式语言处理、表达、传

输和呈现语言、文字、声音、图像等信息创作数字化公

共艺术。在数字化技术介入公共艺术的过程中，数字

化技术手段起着处理信息的作用，数字化媒介材料起

着传达信息的作用，数字化形式语言起着呈现信息的

作用。那么，数字化技术介入公共艺术的方式可表现

为：以数字化技术手段为表达方式、以数字化媒介材料

创作材料、以数字化形式语言为表现形式去设计创作

数字化公共艺术。数字化技术介入公共艺术的方式，

如图3所示。

在数字化技术介入下的公共艺术创作中，作为表

达方式的数字化技术手段主要包括计算机技术、影像

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网络技术、全息影像技术、交互传

感技术等；作为创作材料的数字化媒介材料主要包括

图3 数字化技术介入公共艺术设计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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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控制器、执行器、LED、数字显像系统、计算机、

通信工具、投影设备、大型显示屏幕、可触显示器、声音

装置等；而作为表现形式的数字化形式语言主要包括

数字化的声、光、电、影、雾所表现出来的影视艺术、装

置艺术、图形图像艺术、音乐艺术、光景艺术、动态雕塑

等[21]。在数字化技术手段、数字化媒介材料和数字化

形式语言的介入下，那些在城市公共空间之中寻常可

见的公共设施、建筑、地面、树木、喷泉等组成城市公共

空间的元素，甚至是城市环境空间等，都可以成为能够

呈现公共艺术信息、时代思想观念和城市文化内涵的

载体，进而形成丰富多彩的公共艺术作品，甚至是数字

化公共艺术形式。在各个城市之中，遍布于城市广场、

街区等公共环境空间之中的数控水景艺术、数字化光

影艺术、互动装置艺术、动态雕塑艺术、LED艺术，以

及通过数字化手段所形成的虚拟公共艺术、互动影像

装置艺术等[22]，都可视为是在数字化技术的介入下把艺

术语言与科技语言结合起来所形成的数字化公共艺术。

由上可知，在中国当前的城市更新背景下，数字化

技术介入下所形成的数字化公共艺术是用以塑造城市

形象的重要内容和手段。因此，数字化技术的介入是

中国当前城市更新背景下公共艺术塑造城市形象的重

要创新途径。

三、受众体验的营造：公共艺术塑造城市形象

的新方式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进步及其在各个领域中的

普遍应用，创作者越来越多地倾向于运用数字化技术

创作城市公共艺术，以满足当前城市更新发展的需

要。在此情况下，数字化技术已逐渐成为公共艺术创

作者用以创作公共艺术作品的重要力量和手段，数字

化公共艺术在城市环境空间中的出现也越来越普遍。

相对于传统公共艺术，数字化公共艺术在城市形象的

塑造过程中能够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对城市形象的

塑造效果也更加明显。因此，数字化公共艺术被认为

是中国当前城市更新过程中的有效手段。

由于城市形象是一个城市给人的印象，是社会公

众对城市的整体认知和印象综合[23]。因此，提升公众

对城市的认知和印象是塑造城市形象的关键。传统的

公共艺术主要是通过视觉艺术形式去美化城市人居环

境、呈现城市文化以提升公众对城市的认知和印象。

而数字化公共艺术不仅具有传统公共艺术所具有的各

种特性，相比传统公共艺术来讲其表现模式也更加丰

富多样，具有典型的科技特色和时代感[18]。此外，在数

字化技术的介入下，数字化公共艺术不仅能够像传统

公共艺术一样以视觉艺术形式塑造城市形象，还能够

在数字化的技术语言和公共艺术的形式语言的双重作

用下，使公众获得多重的体验感受，进而带给公众更加

多元、更加深刻的城市认知和城市整体印象。

那么，数字化公共艺术是如何通过营造受众体验

来塑造城市形象的呢？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通

过营造多感官体验、交互式体验和沉浸式体验。

（一）通过营造多感官体验塑造城市形象

数字化公共艺术首先是通过营造受众的多感官体

验以实现对城市形象的塑造。公共艺术所能带给公众

的体验感受首先便是感官体验。感官体验也是公共艺

术受众从公共艺术作品之中所能感受到的最为直观和

显在的体验感受。那些静态的、形式单一的传统公共

艺术带给公众的主要是视觉体验感受。单一的视觉体

验在当前信息快速更新与传播的数字化时代下逐渐对

公众失去吸引力，无法满足公众的审美需求和欣赏热

情。数字化公共艺术通过数字化形式语言，把视觉艺

术、听觉艺术、文字艺术和触觉艺术融合为一体，构成

带给公众视觉、听觉、触觉等多感官知觉刺激的艺术形

式。因此，数字化公共艺术不仅能够通过像传统公共

艺术那样通过丰富的视觉形式为公众带来视觉上的感

官体验，还能带给公众听觉、触觉甚至是味觉等方面的

感官体验，从而实现多感官体验氛围的营造，进而能够

给公众带来多感官体验，从而使受众能够从中获得多

感官体验。

当然，数字化公共艺术作品的数字化形式语言为

其受众带来的多感官体验感受离不开数字化技术手段

和数字化媒介材料的支持和介入。在数字化公共艺术

的创作中，通常是在数字化技术手段和数字化媒介材

料的介入下，通过运用数字化的声、光、电、影、雾、形、

色等元素，以独特的影像、视频和音频形式，调动人的

听觉、触觉甚至嗅觉和味觉等多维感官，在知觉感性方

面使受众获得多感官体验[24]。通过数字化形式语言为

受众营造多感官体验的公共艺术作品已十分丰富，它

们已成为城市更新的重要力量，也是塑造城市形象的

重要手段。通过数字化形式语言为受众带来多感官体

验是数字化公共艺术塑造城市形象最为直观的表现。

在数字化公共艺术作品中，数字化的声、光、电、形、色

等元素为公众所呈现的视觉、听觉等多感官体验效果

会转化为整个空间效果的一部分，加深公众对整体的

城市空间的认知和印象。因而，数字化公共艺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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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形式语言带给公众多种感官体验，能够加深公

众对城市的整体认知和印象，从而起到塑造城市形象

的作用。

（二）通过营造交互式体验塑造城市形象

数字化公共艺术其次是通过营造受众的交互式体

验以实现对城市形象的塑造。具有交互性，能够为受

众带来交互式体验是公共艺术的重要特征，数字化时

代的公共艺术更加需要强调这一特性[25]。传统的公共

艺术作品主要为静态的实体艺术形态，是通过为其受

众提供视觉体验感受完成与其受众的交互。因此，传

统公共艺术作品的交互方式和形式较为单一和被动，

公众能够与其进行的交互活动也较少，故而其能够为

公众带来的交互式体验也较为单一而有效。而交互式

体验更多的是一种双向的互动行为，这既是数字化公

共艺术的重要表征，也是数字化公共艺术创作的目的

所在[26]。作为一种动态的艺术形态，数字化公共艺术

具有实体和非实体结合的特点。数字化公共艺术能够

通过数字化媒介材料把实体形态与数字化的声、光、

电、影等非实体形态要素结合在一起来丰富公共艺术

作品的构成方式与形式内容，进而增加公众与公共艺

术作品之间的交互方式和互动形式，从而带给公众更

加丰富、深度的交互式体验。

在数字化公共艺术创作中，对受众交互式体验的

营造是在数字化技术手段的支持下，运用能够进行语

音识别、图像文字识别、人物表情识别和动作识别的各

种数字化媒介系统和材料实现的。在数字化技术手段

的支持下，通过数字化媒介材料对于图像、声音、视频

等电子信号的集成化处理可使数字化公共艺术具有感

知、处理和反馈公众行为的能力，进而使公众与公共艺

术作品及其环境进行互动，以从中获取深层次的交互

式体验。数字化时代的公众更加注重对公共艺术作品

的参与、交流和体验。数字化时代的公共艺术也更加

注重公众的反馈，把公共艺术受众作为创作公共艺术

作品的重要内容和要素，把受众的参与、交流与体验作

为完成作品的重要条件。对数字化媒介材料的应用能

够使数字化公共艺术实现与公众的即时性交互，以此

带给公众更加多元、丰富和深入的交互式体验，进而能

够提升公众对城市的整体感受和印象，从而起到塑造

城市形象的作用。

（三）通过营造沉浸式体验塑造城市形象

数字化公共艺术最后是通过营造受众的沉浸式体

验以实现对城市形象的塑造。随着数字化技术手段的

发展，公共艺术设计创作者在对数字化公共艺术作品

进行创作时已不仅是考虑其能够为其受众营造多感官

体验和交互式体验，也已逐渐开始重视为其受众营造

沉浸式体验[27]。从一些数字化公共艺术作品案例中可

以发现，数字化公共艺术为公众带来的沉浸式体验同

时具有交互式体验和多感官体验的特征，可以看作是

多感官体验和交互式体验的融合。很多数字化公共艺

术作品是通过沉浸式设施和空间营造沉浸式环境氛围

的方式来调动公众的感官知觉，并实现人与人、人与环

境、人与设施之间的互动，进而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

从而实现对公众沉浸式体验的营造。数字化技术手段

的进步使数字化公共艺术增加了实现沉浸式体验功能

的条件。在此情况下，具备沉浸式体验功能的数字化

公共艺术越来越多地呈现在城市环境空间之中面向公

众并为公众服务。

数字化公共艺术作品带给其受众的沉浸式体验需

在数字化技术手段的支持下，综合应用数字化媒介材

料和数字化形式语言去实现的。在数字化公共艺术的

创作中，在数字化技术手段的作用下，能够通过数字化

媒介材料和数字化形式语言营造出具备沉浸式体验功

能的公共艺术化的主题场景，并利用丰富的感官体验

和思维因素，最终营造一种沉浸式的环境氛围[28]。这

个公共艺术化的主题场景即是由沉浸式装置与相对独

立的交互性环境空间结合所形成的沉浸式体验空间。

通过这个体验空间，公众能够感受到视觉、听觉、嗅觉、

触觉等多感官、多通道的反馈和刺激，将全部感官系统

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融入其中，并借助感官系统、运动

行为系统、心理系统让公共艺术与观众产生互动，进而

使受众从中获得沉浸式体验。为公众带来沉浸式体验

是数字化公共艺术塑造城市形象最为有力的方式，因

此也是能够为城市更新有效赋能的公共艺术形式。通

过营造沉浸式体验，数字化公共艺术能够更好地吸引

公众的目光，引起公众的情感共鸣和思考，同时能够通

过公众的沉浸式体验过程将城市的精神文化内涵与人

文特质传达出来，从而提升公众对城市的整体认知和

印象。

四、结语

本文在城市更新背景下从公共艺术与城市形象

塑造之间的关系、公共艺术塑造城市形象的新途

径、公共艺术塑造城市形象的新方式等方面对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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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塑造城市形象的创新策略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

的探讨。

研究指出，在中国当前的城市更新背景下，把数字

化技术介入公共艺术设计创作之中去塑造城市形象已

成为当前公共艺术创作者的普遍选择，并且以此使公

共艺术作品能够为公众带来多元化、多维度的体验感

受是公共艺术赋能城市更新行动、塑造城市形象的

重要途径。在数字化技术手段、数字化媒介材料、数

字化形式语言等相关的数字化技术的介入和支持下，

能够创作出能够带给公众多感官体验、交互式体验和

沉浸式体验的数字化公共艺术。而数字化公共艺术为

其受众所带来的多感官体验、交互式体验和沉浸式体

验能够更好地将城市的精神文化内涵与人文特质传

达出来，从而提升公众对城市的整体认知和印象。由

此，在数字化技术的介入下所创作的数字化公共艺

术作品通过为公众营造体验以达到塑造城市形象的

效果。

数字化技术是作为技术手段、媒介材料和形式语

言来用于创作公共艺术的。其中，数字化技术手段是

公共艺术的表达方式，数字化媒介材料是公共艺术的

创作材料，数字化形式语言是公共艺术的表现形式。

数字化公共艺术是通过数字化技术手段、数字化媒介

材料和数字化形式语言为公众营造多感官体验、交互

式体验和沉浸式体验，从而提升公众对城市的整体认

知和印象，进而实现对城市形象的塑造。故而，相对于

传统的公共艺术，数字化公共艺术对城市形象的塑造

更为明显和深入。因此，通过数字化公共艺术塑造城

市形象是城市更新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公共艺术赋能

城市更新的目的和方向所在。

总之，数字化技术介入公共艺术形成的数字化公

共艺术能够丰富城市的视觉呈现系统。数字化公共艺

术通过营造受众体验来提升受众对城市的认知和印象

能够实现对城市文化的传达、对城市人居环境的改善、

对城市经济发展的促进，进而实现对城市形象的塑

造。因此，在当前的城市更新背景下，通过数字化技术

的介入来营造多元化、多维度的受众体验是公共艺术

塑造城市形象的重要创新策略，也是公共艺术在中国

当前城市更新背景下的时代使命。随着数字化技术的

不断进步，能够为受众营造多重体验的数字化公共艺

术将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城市公共空间之中，并将越

来越多地发挥着塑造城市形象的作用和价值，为中国

的城市更新行动做出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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