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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非 薪传遗

何爱莲 用景泰蓝之美装点现代生活
本报记者 徐雪霏

追踪热点
不久前，由人工智能驱动的人形机器人“艾达”所创作的画作《AI之神》，在苏

富比拍卖行以108.48万美元（约合791.49万元人民币）成交，成为全球首件在拍
卖会上售出的来自人形机器人的艺术作品。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AI（人工智能）生成的艺术品逐渐成为艺术市场的新兴力
量，但是也引发了一系列争论，一方面，人们认为AI艺术的存在为艺术开辟了新的可能性，激发了人
类对于艺术创作和想象力的新思考；另一方面，也有人对AI艺术持保留态度，认为人工智能无法真正
感悟艺术本身，这样的作品并不存在艺术价值。但不可否认，《AI之神》的拍卖，将成为AI艺术发展的
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引发了人们对艺术品的商业价值、艺术的定义等一系列问题的重新思考。

景泰蓝，正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

种在铜胎上，用柔软的扁铜丝掐成各种花

纹然后焊上，把矿物质的釉料填充在花纹

里烧制而成的器物。何爱莲师从马玉元

学习景泰蓝传统手工制作技艺，成为景泰

蓝手工制作技艺第四代非遗传承人。多

年来，何爱莲与丈夫马国庆致力于景泰蓝

手工制作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在古法手工

制作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将景泰蓝与宫廷

花丝镶嵌相结合，创新设计出符合现代审

美的景泰蓝工艺品，深受海内外市场的欢

迎。何爱莲说，“在保护传承的同时，我们

也希望通过更加多元的方式让更多人了

解非遗、感受非遗、喜爱非遗、传播非遗。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播者、传承人，共同助力中华文化

的伟大复兴。”

● AI艺术作品，是否具有真

正意义上的“艺术价值”

《AI之神》由人工智能驱动的人形机器人
“艾达”所创作，描绘了“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
之父”图灵。“艾达”是2019年由英国艺术家艾
丹·梅勒与一家机器人公司合作制造推出的人
形机器人。“艾达”通过与人类交流产生创意，使
用“眼”部摄像头观察图灵的图片，并借助内置
的AI语言模型调整草图，最终完成作品。

实际上，AI创作的艺术品已经不止一次出
现在国际拍卖市场上。例如，2018年佳士得拍
卖会上，一幅由AI创作的《埃德蒙·德·贝拉米
画像》以43.25万美元（约合300万人民币）的高
价成交。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未来
可能会有更多AI艺术品出现在拍卖市场上。
这也引发了人们关于艺术本质和创作主体性的
讨论。

这些作品究竟是技术的产物，还是人类智
慧与创意的结晶？

独立策展人、南开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
高宇表示：“这样的讨论并不是近几年才出现。
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欧美已经有很多
计算机艺术出现，它们的产生也有编程和算法
的助力，只是当时我们不称之为AI艺术。且当
时的技术不如今天的AI技术那么好用，人在创

作中为主导，计算机是工具，所以在过去人们谈
到这个话题并没有那么紧张。时过境迁，目前
人们所谈论的‘AI创作的艺术品’，多指由AI智
能主动创造艺术品，AI在创作期间似乎没有人
的意志影响它。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样的AI作
品可能给大家带来更大的心理影响。但是这样
的作品真的没有人类的干预吗？生产作品的
AI难道不是由人逐步开发、训练的吗？”

天津美术学院戏剧影视美术设计系主任、
副教授蒋旎，一直从事AI艺术的研究与创作，
她认为：“目前，所有机器人的行为背后，都是有
强大的人的思维在支持、在影响。人们至少需
要设计编程和指令。对于机器而言，短期内无
法实现思想和思维，它的思维逻辑和行动方式
都是人为赋予的。”

那么，不再由人类直接生产的艺术品，还是
不是艺术？AI艺术作品，是否具有真正意义上
的“艺术价值”？
“回答这个问题分为两部分，首先是讨论艺

术价值是什么的问题，其次是讨论AI是否具有
艺术价值。”高宇认为，“在过去主流的审美意识
形态中，普遍的观点认为艺术是个人创造出的
东西，艺术有着价值自律，甚至是被‘神化’的。
这两年我开始关注艺术体制论，而艺术体制论
和后来出现的艺术社会学理论，则一直在尝试
告诉我们另一个观点和另一个艺术的故事，就
是艺术的价值、艺术本身如何被定义，这些都是

被建构起来的。换句直白一点的话说，一部分
团体或者社会群体建构了一套关于艺术的标
准，包括艺术价值、艺术好坏的评判、艺术家好坏
的评判，等等。很多研究表明，我们长久以来认
为的艺术上的‘终极真理’，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建
构。在不同的艺术体制中，有着不同的审美标
准，致使我们对艺术有了不同的审美价值判断。”
“我认为艺术体制论在今天是分析和评判

AI艺术的有效方法或者切口。简而言之，社
会认为这个东西是艺术，它就是艺术。”高宇坦
言，“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后，再反观AI艺术
作品，它是否具有艺术价值，实际上取决于从
现在到未来的一段时间，人们能否确立起一套
承认‘AI艺术为艺术’的艺术制度以及相关的
评价制度。”

如今许多人已经开始拥抱虚拟现实技术和
AI创作，这并非艺术家的一厢情愿，与之相关
的制度层面建设已经开始。以AI和虚拟现实
为主题的展览，在威尼斯双年展、圣保罗双年展
等全球性展览平台上已经出现。资本市场和美
术学院、美术馆等传统艺术机构都在积极拥抱
“AI艺术”风潮。

● 百万美元AI画作，价格

背后的“价值”

自20世纪50年代计算机首次被用于艺术
创作以来，数码艺术经历了多次技术革新。早
期的算法主要基于视觉思维，而现代的AI则通
过深度学习等先进技术自动生成艺术作品。这
一转变不仅提升了作品的质量，也降低了艺术
家的创作门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使用AI
进行创作。AI已经成为推动艺术多元化发展
的重要力量之一。

然而，面对《AI之神》在拍卖行以逾百万美
元的价格成交，很多人还是会思考“值不值”。
“这件作品能够拍出百万美元的价格，是因

为它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代表了一个艺
术史上的重要事件和重要阶段。它的出现，代
表了人在遇到新的工具后，产生了新的思维方
式和表达方式。”蒋旎认为，“所有的收藏和拍卖，
成交价格代表的不仅是物品本身的价值，还代
表了其背后艺术史事件和引申意义的价值。这

是一种艺术史的规律。这次的AI艺术品拍卖价
格，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信号，即当代人的审美和收
藏系统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赛道，就如同特斯拉完
全打破了汽车的原有概念，我认为这是颠覆性的，
它会改变艺术生产创作和评价的原有模式。”
“对于当代艺术创作者来说，创作模式的变化

实际上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化。”蒋旎认为，“新的
思维方式会引导我们，一方面去探索作为人本身
如何创造出一件艺术品，另一方面去探索如何自
如、自洽地与AI共存。”在蒋旎看来，在一个成熟
的AI发展方式下，AI并非替代人，而是变成人类
的数字陪伴者和数字工具，能够代表人的另一种
思维，“我认为我们目前遇到的AI或者正在经历
的AI变革，只是发展的初级阶段。”

在谈到《AI之神》百万美元的价格时，高宇认
为：“这次拍卖价格是艺术市场赋予它的价值。当
然艺术市场的认可并不等同于资本认可。因为一
件作品想要获得藏家的认可，资本必然需要为其
背书。批评家、学者和研究者也会通过种种方式
参与一件作品艺术价值的确立，从而影响市场价
格。艺术家的作品价格和理论地位，都是在长期
的运作中逐渐建构的，AI艺术也是如此。我们可
以合理推测，《AI之神》的拍卖，其背后有着AI技
术开发平台、资本方和利益相关方的共同运作。
最明显的，一场拍卖会一定是提前策划好。这一
季要推广何种主题、推荐哪位艺术家，需要针对哪
些藏家进行宣传，这都是在市场营销方案中就确
定好的，它并非突发状态。”

● 今天的我们，如何面对艺

术的未来式

面对科技的日新月异，当代艺术家们正积极
地与医学、数学等其他领域的专家进行跨界合作，
利用AI技术探索新的艺术形式和表达方式。例
如，一些艺术家使用AI分析医学数据，并将其转
化为抽象画作；还有人利用数学模型来创造独特
的视觉效果。这些尝试不仅丰富了艺术的表现手
法，也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体验。AI正在引发一
场艺术变革。

高宇认为：“今天人形机器人制作的艺术品进
入拍卖行，这种情景与当年马歇尔·杜尚第一次宣
称小便池为艺术时的情况非常类似。现在‘小便

池’已经被写进艺术史、艺术教科书，被艺术体制
接纳，成为观念艺术和后现代艺术的先驱。我认
为AI艺术未来也会发展到这一步。未来总有一
天人们会进入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AI创作的艺
术在艺术评价中会有确切的位置。”

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个值得人们关注的问
题——AI艺术的诞生已经渐渐开始影响人们对
艺术的期待，高宇表示：“当人们慢慢理解或接受
AI艺术后，观众心中会逐渐形成一种有趣的艺术
观念——我们会越来越期待AI创造出只属于它
的艺术，这样的期待会改变、影响未来的艺术创作
方式。这可能会改变和形塑人们对艺术的看法。
有个非常有趣的例子，如今的短视频中会有这样
一类内容——真人在模仿AI机器人，人会刻意按
照AI的方式做动作、说话或者跳舞。在未来的某
一天，AI越来越像人，可能人也会越来越像AI，形
成了一个相互影响的关系。人在期待AI会创造
出什么，也在期待如何作为人去接受这些东西。”

如今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公开表示自己使用
AI进行创作，“AI介入代表着新的工作方式”这一
认知正在成为一种共识。

蒋旎认为：“AI的介入对未来的艺术创作会
产生几个层面的影响，首先，在AI的帮助下，参与
艺术创作的人群会越来越大，人人都可以成为艺
术家、策展人将真正成为现实。其次，在专项的艺
术教育领域，AI应用会成为常态。在天津美术学
院，目前人工智能课是大一学生和研究生一年级
学生的课程，这代表着学校认可AI是一种创作工
具。在未来，AI很可能会成为日常必须使用的工
具。最后，AI介入创作很可能会影响艺术评价标
准，大家不再过多讨论画作的技法，因为AI为创
作者提供了技术支持，反而人们会更多关注作品
表达的是什么，它体现的人文和文化又是什么。”

高宇坦言：“在AI的影响下，我们惯常所认为
的艺术创作过程以及人们对艺术的评价会改变。
AI已经代替了许多过去的工具，成为一种新的艺
术创作工具。过去人们可能需要训练如何使用色
彩、笔刷、纹理纸以及干湿程度不同的颜料。现在
或将来，人们面对创作，需要明确使用哪个平台的
AI，了解每个AI平台的特性。使用不同的平台，
就会养成使用不同平台的习惯。为应对这样的变
革，艺术创作者们需要训练使用AI工具的能力。”

未来已经到来，只是尚未流行。

百年匠心传承
不断突破非遗技艺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景泰蓝传统手工制作

技艺的传承情况？您是如何成为传承人的？

何爱莲：武清景泰蓝传统手工制作技艺已
有100多年的历史。天津武清区毗邻北京，手
艺人多进京学艺，然后回乡开办作坊。我爱人
马国庆祖上世代为官，清朝末年掌管内务府，便
把一些村里的亲戚带进京做学徒，学习宫廷花
丝镶嵌和景泰蓝制作技艺。随后家族代代相
传，将传统手工技艺传承至今。我的师父马玉
元是第三代传人，自小便表现出对这项工艺的
喜爱和天赋，并在景泰蓝和宫廷花丝镶嵌的基
础上又研制出铁丝编工艺品。在国家政策的支
持下很快打开了国外市场，生产规模越来越大，
形成了以大良镇北小营村为中心辐射周围多个
乡镇的外贸主打产业。

我身边的很多亲人都在工厂里制作景泰
蓝。有一回我去厂子里找我大爷，他带我去车
间看了他们制作出来的成品，我当时就被如此
精美的工艺品震撼到了，我没想到一群不起眼
的人拿着不起眼的工具，居然能做出这么美的
东西，真是太神奇了。后来上了高中，我从课本
里了解到了景泰蓝的历史，对这项传统手工技
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决定高中毕业后就
进厂做学徒。我还记得第一次学习掐丝时，用
钳子掰铜丝整了一手的血泡，回到家手疼得都
睡不着觉，我妈心疼我，埋怨我放着好好的大学
不上，非要去受这个罪。可因为那份热爱，我一
点都不觉得苦。

我爱人马国庆自幼跟他的父亲马玉元学习
宫廷花丝镶嵌和景泰蓝技艺，我们同期入厂，后
来又携手走入了婚姻。1993年，我和爱人马国
庆成立了天津市武清区华昌工艺品厂，生产景
泰蓝、宫廷花丝镶嵌和铁丝编工艺品出口。经
过对市场的研究，我们决定推陈出新，把景泰蓝
和宫廷花丝镶嵌相结合，设计出既有文化底蕴
又符合现代审美需求的产品，因为制作工艺精
湛，我们的产品很快成为国内外中高端消费群
体馈赠和收藏的艺术品。2016年，我们又成立
了天津荣金工艺品有限公司。经过30年的发
展，目前我们的产品运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记者：景泰蓝传统手工制作技艺的独到之

处在哪里？

何爱莲：景泰蓝的制作工艺非常复杂，用料

又很昂贵。景泰蓝整体制作下来大致分为七个
主要步骤，即图案设计、制胎、掐丝、点蓝、烧蓝、
磨光、镀金，这七大步骤中又可以分出108道工
序，需要十几个人分工合作，制作时长最少也需
要100天，失之毫厘，就将前功尽弃，因此对制
作者的要求非常高，需要制作者有足够的耐心
和细心。

记者：在众多作品中，您印象最深刻的是哪

一件？

何爱莲：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一位香港客
人定制的景泰蓝青花瓷纹龙瓶，他非常喜欢青

花瓷和景泰蓝，有一次他去首都博物馆参观，看
见了青花瓷纹龙瓶，就找到我希望能用景泰蓝
的技艺将这件艺术品复刻出来。可是青花瓷的
色调是以蓝白为主，用白色的釉料来遮盖底色
较深的紫铜胎体是很有难度的。但我想既然客
人信任我，不妨就大胆尝试一次，如果挑战成功
了，对我们的技艺也是一种创新。

制作这个青花瓷纹龙瓶最难的一步就在
点蓝，因为青花瓷的颜色非常干净，如果蓝色
的矿石粉末稍微有一点不注意沾染到白色上，
就会显脏，所以尽管那时天气很热，我们也不
敢开电扇，工人都必须戴上口罩，生怕有一点
点风就会把粉末吹散。我们反复对釉料比例
进行调配，经过了36次的实验，终于把景泰蓝
青花瓷纹龙瓶制作成功了。客人拿到成品后
非常满意。这次经历也让我们的景泰蓝制作
技艺有了突破。

记者：您对景泰蓝制作工艺还进行了哪些

改良和创新？

何爱莲：2006年，景泰蓝制作工艺被评为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宫廷
花丝镶嵌手工工艺被评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武清景泰蓝传统手工制作技艺又
被评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第四代非
遗传承人，我觉得我们有义务和责任将非遗继
续传承和发展下去。景泰蓝传统手工制作技
艺十分复杂，是老一辈的手工匠人一代代传承
下来的，因此古法技艺不能丢，我们必须坚持
手工制作。

但非遗的发展离不开创新，因此我们只能

在产品的用途和设计上进行创新，过去景泰蓝都
是工艺品，现在我们针对市场的需要开发了很多
小摆件和小挂件，每年我们都会参加很多国内外
的产品展销会，和消费者近距离沟通，根据他们的
审美和需求设计产品。

比如我们的产品在国外的市场很受欢迎，我
们就根据他们的风俗设计了很多节日主题的小摆
件；再比如根据国内的婚庆市场，我们设计了龙凤
呈祥的瓶子，装戒指的首饰盒，现在年轻人都喜欢
简约的设计风格，所以在色彩上我们也进行了改
良，让颜色搭配更加简单大气，深受年轻人的喜爱。

非遗传承面临阻力
致力推广让更多人了解景泰蓝
记者：您觉得非遗传承面临怎样的困境？

何爱莲：我们最初成立武清区华昌工艺品厂
时，厂里只有二三十人，后来慢慢发展到了两三百
人，可随着人员的年龄越来越大，目前厂子里在一
线制作的员工平均年龄大概在50岁左右，员工流
失严重，我们现在面临着后继无人的情况。像景
泰蓝这样的传统手工技艺至少需要三年才能出
师，我做这行做了35年，从头到尾每一项工序我
都会，但我现在制作景泰蓝还是采取合作的方式，
因为每个人擅长的项目都不一样，有的人掐丝做
得好，有的人点蓝很厉害，只有把每个人的强项都
集合起来，才能真正制作出一件精品。但这对现
在的年轻人来说太难了，要坚持至少三年，还得每
天面对枯燥的流程日复一日地练习，很难有人能
坚持下来。

记者：您作为传承人在传承方面都做了哪

些努力？

何爱莲：为了能把非遗继续传承下去，我在厂
子里成立了一个景泰蓝手工制作技艺和宫廷花丝
镶嵌制作技艺的非遗体验中心，2023年，这里还
被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遗传
承体验基地。

景泰蓝从海外传入中国，至今已有600多年
的历史，但也是深锁宫廷的600年，因其极为珍
贵，老百姓很少能看到真正的景泰蓝制品，以至于
我们去南方参加展会，很多人都把景泰蓝和景德
镇联系在一起。因此如果想把这项技艺传承下
去，我们首先得让更多的人了解它，懂得欣赏它，
才能让人们真正爱上它。

目前我们的非遗体验中心免费对外开放，
很多小学都会组织学生们来这里参观，当孩子
真正看到和摸到这些工艺制品时，就会在他们
的心里播下一粒种子，也许有一天这粒种子就
会生根发芽，那时带着这份喜爱来学习，就不会
觉得枯燥了。

记者：未来您还有怎样的计划？

何爱莲：我想非遗技艺的传承单靠我们个人
的力量还是太薄弱了，但如果能够从娃娃抓起，让
非遗进入校园，或许就会有很大的成效。目前北
京工美技校已经将景泰蓝制作技艺作为他们的一
门学科，让孩子们系统地学习这项技艺，将这门技
艺变为自己的一项技能，或许对孩子们来说会更
容易坚持下来。我也希望未来能够在天津推动景
泰蓝进校园，如何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这项非
遗产生兴趣，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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