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序言

数字媒体学科涵盖了广泛的文化艺术领域，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完善的人才培养体

系。伴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大众生活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数字媒体在传统媒体的基础上，赋予音乐、

美术、影视、动画、游戏等诸多艺术形态的可视化和交互性再设计，使文化内容传播和受众体验得到进

一步赋能。

设计与再设计无处不在，渗透到各行各业，改善人类的生活方式，使之变得更美好。利用数字化

手段，运用再设计方法，结合日新月异的高科技，让文化内容绽放出绮丽光彩及芬芳沁香，使大众精神

生活充满全新的审美体验。同时，将数字媒体纳入到设计学科范畴，增强设计数字化提升，是数字媒

体本体定位的必然归属，也是设计学发展的必经之路。

“数字媒体之再设计”专题收集了七篇论文，针对设计新思维新理念的新观点及新场景新形态的

新应用进行探讨。其中四篇论文在 2020年 12月（第 2卷，第 6期）刊出，其余三篇在本期刊出。首先

在《数字媒体本体之再设计》一文中简要总结了数字媒体学科创立与发展的脉络，理性地探讨了其本

体属性和学科定位，提出了再设计观念和相应方法论。其他几篇论文再分别从沉浸式艺术、视觉传

达、AI图像处理、IP人物形象、音乐可视化等方面，对再设计的应用场景进一步展开论述，并提供了虚

拟仿真、人工智能、短视频、新 IP、非遗传承和一带一路广泛应用的鲜活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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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镜特征的归类分析与大众美图再设计赋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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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滤镜在图形图像后期处理软件和美图APP中，是个不可或缺又极具生命力的存在。在滤镜被大众误认为能囊括一切修

图功能的乱象中，本文从梳理滤镜发展脉络，厘清其与特效、美颜的关系入手，以总结其特征与归类为目的，通过分析美图APP

中大众参与再设计的过程与方法，得出滤镜是开启大众美图再设计之门的有效切入口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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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cation Analysis of Filter Characteristics and Redesign
Empowerment of Meitu APP for the Mass
WANG Ying1, ZHANG Jian2

1.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2. Lanzhou Jiaotong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 In graphic and image post- processing software and Meitu APP, filter is indispensable and vital, but it is often

misunderstood by the public that it includes all photo editing functions. The work aims to sort out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f filter,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with special effects and beauty mode, and summarize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classification. By analyzing the

process and method of mass participation redesign in Meitu APP,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filter is an effective entry point for redesign

of Meitu APP for the 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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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镜”，自图像与视频处理软件诞生伊始，便以其

一键开启“魔幻效果”的便捷巧妙的设置，深受使用者

追捧，占据菜单栏的重要位置。随着移动终端与互联

网数字技术的不断迭代，特别是高清手机摄像头与社

交软件的助推，美图秀秀、Photoshop Express、Adobe

Lightroom、VSCO、Mixoo等修图APP；美颜相机、轻颜

相机、轻甜相机、黄油相机等美颜照相 APP；抖音、快

手、西瓜、火山、剪映等视频 APP，均设置有“滤镜”选

项。为什么既不生产图像又不制作视频，且属于效果

辅助设置的滤镜，如此不可或缺？特效和美颜，也属于

滤镜吗？滤镜有哪些分类？分类依据是什么？又有哪

些特征？什么是滤镜的设计依据？人们与滤镜会产生

怎样的交互？滤镜的发展会走向何处？这些问题，将

是本文的研究目标。

一、溯源专业修图软件中的滤镜

“‘滤镜’的概念来源于摄影技术中的滤光镜。摄

影技术经常会利用柔光镜、星光镜、渐变灰镜、偏振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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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光镜等附加的滤镜片，改善照片的美观程度或产生

特殊效果 [1]。”在 Photoshop 软件中，“滤镜”选项的设

置，能帮助摄影摄像从业者模拟大量物理滤镜片的成

像效果，实现了资源的极大节约。如果说数码照相、摄

像、扫描设备是数字图像（位图）的原始生产设计设备，

那么修图软件中的“滤镜”，在人的加持下，则开启了数

字图像美化之路上的再设计之门。人们在Photoshop

等图像后期处理软件中使用滤镜的过程，就是人机交

互中，再设计的创意过程。今天，在大量修图APP中

所见的“生图”一词，也是针对滤镜、特效等再设计的过

程和结果而言的。“‘生图’原是指RAW图像，也就是由

CMOS或CCD图像感应器将捕捉到的光源信号转化

为数字信号的原始数据，现在常用来指代没有经过修

饰而直接发布的照片[2]”，特别强调未经“滤镜”过滤的

原生状态图片。可见，“滤镜”在当今图像的再创意、再

加工的设计过程和结果呈现中展现的强大力量，以及

人们对其依赖的强烈程度。“滤镜”的确是为图像的“再

设计”而生的，软件设计师也将其增效性能发挥得淋漓

尽致。以 Photoshop软件（CS4版）中提供的滤镜设置

为例，其内置滤镜有14组，包括校正图像瑕疵的杂色、

模仿绘画效果的素描等，每组滤镜下又包含数量不同、

风格迥异的子滤镜，共106款，见表1。另外，还可以安

装第三方的滤镜，如 PhotoTools、KPT、Eye Candy、Ulead

effect、Xenofex等，大概有 800种以上。这些滤镜往往

能制造出火焰、水滴、木纹等特殊的效果，不仅能弥补

前期摄影上的不足，甚至还能收获意想不到的创意美

图。不仅如此，加入子滤镜后，可以在软件中微调其数

值，以获得不同程度的滤镜效果。以“风格化”组的“浮

雕效果”为例，可以调节“角度”、“高度”、“数量”3个参

数，得到不同样态的浮雕位图。多次点击滤镜的快捷

键“CTRL+F”，还可以在与前一次相同的参数设置下，

多增强一次同参数效果，不断叠加，直到使用者满意。

除了单一滤镜效果的叠加，还可以进行多种滤镜效果

的反复叠加，效果不满意还可以灵活使用“历史记录”

退回到原过程中的任意一步。由此可见，专业图像处

理软件的滤镜，以其功能强大、选择多样、操作简易灵

活、修图效果显著的特点，为使用者提供了良好的再设

计体验。

尽管如此，人像照片的后期美容处理，在Photoshop

中，也不仅仅是依靠滤镜能完成的。以人物面部瑕疵

的修整为例，粉刺（点）的处理需要使用笔刷工具，还需

注意调整硬度值等参数；雀斑、黄褐斑（面）的处理，皱

纹（线）的处理都需要使用画笔修复工具，进行细微的

调整。使用滤镜对位图进行细微调整时，还得配合选

取工具及图层等。操作中“度”的把握是再设计的难

点，也是艺术从业者与普通软件使用者的区别所在。

二、大众美图APP中的滤镜

随着手机摄像头分辨率的不断提升，以及大众在

微博、微信、QQ空间、抖音等社交平台进行自媒体传

播需求的持续升温，人们对更美好生活的向往及对美

的不断追求，诱发了手机相关行业对“美”的研发。人

们在使用不同品牌手机进行视频通话或拍照时，发现

了品牌摄像头的显色成像差异。除了关注到清晰与模

表1 Photoshop软件（CS4版）内置滤镜名称

组名

1. 风格化（9）

2. 画笔描边（8）

3. 模糊（11）

4. 扭曲（13）

5. 锐化（5）

6. 视频（2）

7. 素描（14）

8. 纹理（6）

9. 像素化（7）

10. 渲染（5）

11. 艺术效果（15）

12. 杂色（5）

13. 其它（5）

14. 液化（1）

子滤镜（共106款）

查找边缘、等高线、风、浮雕效果、扩散、拼贴、曝光过度、凸出、照亮边缘

成角的、线条、墨水轮廓、喷溅、喷色描边、阴影线、烟灰墨、深色的线条、强化的边缘

模糊、表面模糊、动感模糊、方框模糊、高斯模糊、进一步模糊、径向、模糊镜头、模糊平均、特殊模糊、形状模糊

波浪、波纹、玻璃、海洋波纹、极坐标、挤压、镜头、校正、扩散光亮、切变、球面化、水波、置换、旋转扭曲

USM锐化、进一步锐化、锐化、锐化边缘、智能锐化

NTSC颜色、逐行

半调图案、便条纸、粉笔和炭笔、铬黄、绘图笔、基底凸现、水彩画纸、撕边、塑料效果、炭笔、碳精笔、图章、网状、影印

龟裂纹、颗粒、马赛克拼贴、拼缀图、染色玻璃、纹理化

彩块化、彩色半调、点状化、晶格化、马赛克、碎片、铜版雕刻

分层云彩、光照效果、镜头光晕、纤维、云彩

壁画、彩色铅笔、粗糙蜡笔、底纹效果、干画笔、海报边缘、海绵、绘画涂抹、胶片颗粒、木刻、霓虹灯光、水彩、塑料包装、

调色刀、涂抹棒

减少杂色、蒙尘与划痕、去斑、添加杂色、中间值

位移、自定、最大值、高反差保留、最小值

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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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图像的差异外，还有人注意到了人像皮肤白皙程度、

斑点明显程度、面色红润程度、显瘦程度等差别。因

此，镜头中“看起来更美”[3]，成为一些民众选购手机的

标准之一，进而成为一些手机品牌差异化竞争的卖

点。同时，微信朋友圈等功能的流行，使得随时随地照

相、录视频发动态，逐步成为一种社交生活习惯[4]。如

将手机前置摄像头举过头顶，以俯视的角度自拍，可以

得到更尖的下巴、更瘦的面庞，这一度成为一种时尚达

人的拍摄技巧。正是诸如此类希望社交平台中的自己

更美的愿景，一方面刺激了摄像头添加滤镜功能，另一

方面也促使了移动端美图APP的诞生。2008年 10月

吴欣鸿的“美图大师”上线，它就是“美图秀秀”的前

身[5]。吴欣鸿研发团队发现了爱美的非专业人士使用

Photoshop等专业修图软件的操作障碍。例如，给人像

照片磨皮时，找不到如“滤镜”这样仅凭一个按键操作

就能完成修图的功能。繁琐的操作组合，难以被第一

时间识别和记忆。具体的修图成效也难以控制，修图

程度有时过度、有时不足，对非专业使用者不够“友

好”。而“美图秀秀”的出现，让图像的后期处理从专业

技能，变成大众手机中的“一键成效”[6]，其中，滤镜是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见表 2—3。与表 1中的滤镜名

称相比，美图秀秀的滤镜名称多采用形容词、场景词等

易于引发联想、有画面感、亲和力更强、描述性更贴近

生活的日常生活用词。在视频美化栏还抛弃了滤镜组

的选项，以子滤镜名称直接呈现，其名称与图片美化栏

也多有重复，让使用者无理解障碍。同时在每个名称

后均配以效果实现后的图片，让大众一目了然。更重

要的设计是，滤镜一键点击即可成效的易操作性被保

留和升级，完全抛弃了Photoshop软件中的调节参数对

话框。每个滤镜效果之间的差异呈现得更加明显，方

便使用者看到最终效果后再进行选项点击，因此表2、

表3中名称的被识别性、逻辑性、名称与效果的匹配度

高低，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以美图秀秀APP为代表

的滤镜，凭借其平民化、个性化、易操作、低门槛、交互

性强、传播速度快的特点，已经从数字媒体艺术走向更

为日常的个体表达[7]。大众审美、生活习惯、时代特征

的痕迹在滤镜名称的再设计和受众使用滤镜功能进行

再设计的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8]。滤镜，是一个精

英修图走向大众美图的最初切入口。

三、滤镜、特效、美颜在大众美图APP中的混淆

与合体

滤镜在大众美图再设计中的超强代入者身份，使

得部分技术赋能下的再设计参与者，完全混淆了“滤

镜”、“美颜”、“特效”，将所有的“一键成效”都归功于

“滤镜”。事实上，使美图秀秀成名的人像美容修图功

能，虽然在Photoshop中早已存在，但操作远不像今天

的美图APP中这么简便，Photoshop修图是需要用到工

具、图层样式、滤镜、蒙版等综合操作的复杂过程。

Photoshop软件除了“去红眼”的工具以外，并没有单独

设置人像美容的按键和选项。而“特效”一词，在Pho-

toshop 中也未单独设置选项。只有在 After Effects、

Combustion、Fusion、Shake、Smoke、Flame、3DS Max等

软件中，才突出了特殊效果的制作功能，如风格化效

果、文字效果、噪点与颗粒效果、抠像效果、蒙版效果、

颜色校正效果、扭曲效果、雾化3D效果、模糊和锐化效

果、照片滤镜效果、转场效果等。美图秀秀在视频美化

栏设置了特效选项，并将其分为“氛围”和“镜头”两个

表2 美图秀秀APP（2020年9月版）自带图片美化栏滤镜名称（部分）

组名（29）

1. 闪闪（6）

2. 灰调（5）

3. 油画（9）

4. 天空之境（3）

5. 光（7）

6. 气泡水（6）

7. 食欲（10）

8. 电影（9）

9. 男友力（6）

10. 暖冬（6）

11. 校园（6）

12. 美术馆（5）

……

子滤镜（共 175 款）

在逃公主、小梦境、璀璨、星河、星河Ⅱ、星河Ⅲ
日剧、尤加利、罗勒、龙舌兰、咖灰

油画、珠光、亚暗、油画Ⅱ、丝绸、苏打、莫奈、淡奶油、温柔

青空、层岚、暮霭

卢浮宫、朦胧、暮光、午夜、鱼、CLUB、极光

葡萄气泡水、夏日鱼块、牛油果、春樱、蜜桃、青柠

Brunch、橘子汽水、小蜜柚、食欲T23、挪威、野餐Ⅰ、野餐Ⅱ、食欲TF1、食欲TF2、食欲TF2

安东尼亚、老街、勒芒、黑咖啡、电影V4、1980、电影V7、庞贝城、电影VM3

清新蓝、男友力TN1、男友力TN3、男友力TN10、男友力TN2、男友力TN12

白日梦、白桃、Norge、冬至、红杉、暖暖

毕业季、校园M5、校园M7、知更鸟、那些年、匆匆那年

水粉画、笔触素描、水彩画、钢笔淡彩、彩色蜡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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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效组可供选择。视频制作APP“剪映”的特效栏分为

11个特效组，将分屏、光影、纹理、复古等效果都囊括

其中。

“人像美容”是从美图 APP 开始，完全从滤镜、特

效中独立出来的，见表 4。相较于滤镜这种以图片成

效命名的方式，人像美容的选择项命名依据对身材、身

高、五官、皮肤颜色的调整，去瑕疵等具体的项目来更

精准地命名。以面部重塑为例，除耳朵以外的五官都

有详细的调整选项，以期达到整容般的效果。脸型更

是细化为8个选项，让使用者哪里不满意就修哪里，为

使用者模拟自己样貌的更多可能性。同时，还设计了

与选项名称对应、一目了然的小图标。这样一键“微整

形”，组合键“整容”的无成本改变，直指爱美人士的内

心需求。也正因如此，美图APP的下载量、月活跃用

户数、APP渗透率一直处于APP的顶端区域，而且整体

用户规模还在不断扩大。

由表2—4的对比可知，“滤镜”、“美颜”、“特效”在

大众美图APP中，没有进行明确的功能划分，尤其是

在人像美容中，细节抠图和整体调整需要配合使用，例

如“一键美容”选项，就是依据滤镜的设置来完成修

图。抖音等视频软件的滤镜选项中也包含“人像美容”

的子选项。在Photoshop、After Effects等专业软件中，

滤镜、特效的归类原则较为清晰，特效是添加元素的动

态效果，滤镜则更多是增加或调整色彩、肌理、质感等

的静态样式。而在大众美图APP中，虽然也进行了目

表4 美图秀秀APP（2020年9月版）自带人像美容栏选项（共15组66款）

图标组名

（滤镜）

子选项

一键美妆、唇妆、眉毛、眼妆、五官立体

3D

塑颜

自动、手动

自然、白皙、氧气、清新、甜美、日系、减龄妆、焦糖妆、质感、默然

遮瑕、磨皮

白皙、红润、美白

修容、高光、染发

增高、瘦身、肩颈、丰胸、线条

程度

自动、手动

祛皱笔

自动、手动

自动、手动

自动、手动

自动

眉毛
上下、粗细、间距、

倾斜、眉峰
眼睛

上下、眼高、长

度、眼距、倾斜
鼻子

提升、鼻翼、山

根、鼻梁、鼻尖
嘴唇

上下、M唇、

丰唇、微笑
脸型

脸宽、额头、太阳穴、颧骨、

下庭、下巴、下颌、人中

表3 美图秀秀APP（2020年9月版）自带

视频美化栏滤镜名称（共52款）

组名

1

2

3

4

5

6

7

8

子滤镜（共52款）

小美好、青柠、橘子汽水、桑果、夏橙、西柚、梨花白

料理家、花粉面包、深夜食堂、高级灰、高级灰Ⅱ、勒芒、日剧

龙舌兰、咖灰、VHS、负片、16 mm、放映机、欧珀

琉璃、追光、电影、微光、温柔、淡奶油、苏打

油画、油画Ⅱ、柔软、暖暖、自然、藕色、莓莓

小森林、春分、白露、霜降、显影、焦点、photog

超焦距、红杉、影调、蓝晒、中环码头、水色、港风

竹青、老街、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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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栏上的细化，但由于其成像效果至上的目标追求，使

用者对于归类和样式混淆也并不在意。相机拍摄的

“生图”，在移动终端中通过几个按键修图，再配上贴

图、文字等排版设计，就成为了符合使用者个人喜好的

“美图”，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发布至社交平台，受众所花

费的成本低、效率高、效果满意，这也是大众美图APP

的终极追求[9]。

四、滤镜的再设计方向

“再设计”是在原设计的基础上，按照时间、场所、

技术的迭代、使用人群的变更等外部条件的变化，在创

意思维参与下，进行深度或广度上的改变，从而得出新

的呈现样式[10]。从以上对专业图形图像软件和大众美

图APP中滤镜的分析可以得出，未来滤镜的再设计可

能会沿着3个方向发展。

（一）按需扩充

滤镜的设计者，根据不同时代、地域的客户以及潜

在客户的需求，不断扩充滤镜的选项。如表2中的“男

友力”系列、“匆匆那年”等滤镜，其情感表达因素成为

设计的主导。另外，设计门槛的降低和方法的普及，也

会吸引更多的客户直接自己独立完成滤镜再设计的过

程，并将其作品上传至 APP 的滤镜库，供他人下载。

从包豪斯到乌尔姆，设计是为解决问题而生的，是满足

更广大人群的创造力与创新活动的。这样开放、不断

更新的扩充形式，虽然会直接导致滤镜风格和名称的

五花八门，难以归类，但客户再设计带来的活力，是

APP生命延续动力之一。

（二）数字化设计要素的组合

计算机图形图像是数字化智能计算的产物。计算

机图像最基本的单位——像素小方块，自带色彩、光，

可以按照程序设置的计算，模拟出千变万化的排列与

组合形式，得到图像主次、图底的层次变化，颜色、图形

的渐变，肌理、质感的表现等。色彩组合、造型组合、光

影组合、材质组合、肌理组合，将这些打散之后重组又

可以得到无限的组合形式。使用者给出需求指令及构

思，计算机可能会计算出此条创意思维的各种可能性

画面，甚至得到意想不到的惊艳效果，从构思到效果呈

现，在技术赋能下，由一个方向朝多个视角、多个方向

发展。

（三）智能化

1）人脸捕捉。美图APP人像美容设计的成功，不

仅仅得益于抓住了大众的向美心，更主要是依赖于人

像面部识别技术。只有在照片、视频中迅速且准确地

区分出五官和其他身体部位的位置、大小、边缘等信

息，才能完成比整图滤镜更细腻的美图效果。此项技

术目前的瓶颈是对多人合照的识别能力还有待进一步

开发。另外，情绪捕捉也可成为一个发展方向。通过

人脸识别以及五官收与张的变化组合，给出情绪判断，

推送最符合用户当下需求的滤镜效果。

2）学习人的行为习惯，完成个性化的滤镜推送。

AI智能学习，通过学习用户的行为习惯和对日常操作

数据进行分析，精确定位用户喜好，精准推送。

3）计算机自主数字化创意再设计。协助设计师或

用户进行创意思考，从不同的视角给出不一样的组合

呈现形式，以供备选。还可进行原设计意图的衍生再

设计，提供更多的智能服务。

五、结语

一键点击即能得出效果的滤镜，因其快捷、高效、

易掌握的特征，以先驱和引领的姿态，从专业后期制作

软件中被抽出和再设计，成为更适合普通大众的美图

APP的重要功能组。美图APP中的其他美图功能组也

学习和沿用了滤镜的样式，并依据大众需求开发出与

滤镜相配合的其他功能。美图 APP 也是通过门槛最

低、最有“亲和力”的滤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与用户进

行交互，吸引用户参与再设计的，因此，开启大众一键

美图再设计之门的“引路精灵”——滤镜，也将继续贯

彻自己的使命，在数字智能化创意再设计的道路上越

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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