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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文字类人工智能软件，“听”AI对于非
遗传承保护的现状分析和前景预测，启发和拓
展传承人对于非遗的认知；使用图片类人工智
能软件，直观展现AI“视角下”非遗如何“焕
新”……在天津大学京津冀三地传统技艺类非
遗产品设计和品牌营销培训班上，天津大学艺
术教育中心教师、天津市动画学会理事秦俊男
以“非遗产品创新与发展”为题，为非遗传承人
们展示AI的“魔力”。
“非遗传承要紧跟时代潮流，利用互联网、

新媒体、电商平台进行推广，并借助人工智能的
力量发展传统技艺。”秦俊男开门见山，阐明了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新理念对非遗传
承保护的促进作用。“AI可以通过学习非遗传
统技艺，与现代艺术元素相结合，创作出融合传
统与现代的独特艺术品，为非遗注入活力与创
意。它还可以推动非遗与家具、影视、游戏、动
漫等现代产业跨界融合，催生大量新的产品和
服务形态，拓展非遗的应用场景和市场空间。
在文旅融合方面，也可结合AI技术打造非遗文
旅项目，如智能旅游路线规划、虚拟导游讲解
等，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个性化的文化旅游体
验。同时，通过AI的数据分析，可以更好地了
解游客对非遗旅游的需求和偏好，进一步优化
旅游产品和服务，促进非遗文化旅游的发展。”

在他看来，人工智能应用不仅可以帮助非
遗实现数字化记录与保存，辅助传承人进行技
艺学习与传承，未来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比
如通过AI动作捕捉技术，对传承人的技艺动作
进行捕捉分析，将其分解为详细的步骤并整理
出关键要点，为技艺传承提供客观、准确的教学
参考；开发基于AI的辅助教学系统，提供个性
化学习建议和指导；开展针对非遗传承人的数
字技术培训，提高AI应用能力，以便更好地利
用此类工具进行传承保护。”

此外，利用人工智能，还可以促进非遗保护
与传承模式创新。秦俊男说：“如利用AI技术搭
建数字化保护平台，整合非遗资源、传承人和相关
机构等各方力量，实现非遗保护的协同合作和资
源共享；开展线上技艺传承、学术交流、项目合作
等活动，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提高非遗保护的
效率和影响力。借助AI的数据分析和监测功能，
还可对非遗的生存状态、传承情况等进行动态监
测和预警。及时发现非遗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如
传承人的老龄化、技艺的失传风险等，并采取相应
的措施加以解决，确保非遗的可持续发展。”

优势

拓展应用场景和市场空间

秦俊男为学员授课。

跨越漫长的时空隔阂，传统非遗与AI（人工智
能）神奇地邂逅了，并焕发出全新的光彩。技术的飞
速发展，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文化传承
保护中展现出巨大的潜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
传统文化中的一颗“明珠”，当非遗与人工智能相遇，
又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在天津的非遗传承人中，“津沽手绘贡尖
年画”传承人赵岩是具有前瞻性思维的人。
几年前在数字技术兴起时，他就率先利用数
字化赋能非遗，推出数字年画、3D打印的重彩
动漫IP“津鲤”、生肖主题贡尖年画等非遗文
创产品。他还把年画与陶瓷、雕塑、办公用品
和生活家居装饰品结合，让非遗元素以新场
景、新形态、新方式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如
今，随着人工智能浪潮席卷而来，他又开始进
行数字化的延伸，探索年画如何搭载人工智
能的快车更好地传承与发展。

两周前，赵岩刚刚与先进计算与关键软
件（信创）海河实验室（以下简称信创海河实
验室）签约，筹划设计一款针对年画生成的人
工智能大模型。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赵岩
说，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势不可挡，只有主动
拥抱人工智能，才能赶得上时代的快车，才能
赢得未来的发展。“我是2017年开始接触数字
技术，把年画与数字技术结合推出的产品取
得了较好的市场反馈。产品的规划、设计、开
发等环节都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手段辅助完

成，达到降本增效、精准营销的作用。”
在尝试用人工智能做年画产品开发设计

的过程中，赵岩发现现有的人工智能大模型
因为没有足够的年画方面的数据做支撑，并
不能生成他想要的内容。“年画有自己的风格
特点，它通过题材、构图与色彩等形式展现。
目前的人工智能大模型生成的所谓年画，不
是建立在互联网图像数据库的基础上，输出
的所谓年画作品有很多问题，距离传统年画
艺术相差很远。”

因此，他想做一个专门用于生成天津年画
风格的大模型，“天津大德御术网络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是津沽手绘贡尖年画的非遗保护单位，
也是‘天津版权示范单位’，拥有手绘年画的原创
团队和资料库。信创海河实验室大模型头部团
队综合分析我们公司的素材，设计高性能的模

型结构，并把手绘年画资料库的素材‘投喂’给大
模型，让它去学习、不断提升性能，最终训练出一
个对年画有正确表达的人工智能大模型。这个
大模型做出来之后，不仅能辅助我做年画产品
的开发，也能起到为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
年画领域的‘正本清源’作用。”

在积极利用人工智能辅助非遗保护传承
的过程中，赵岩也有一些自己的思考。他认
为，在利用人工智能的过程中，首先考虑的是
对保护非遗文化是否有利。赵岩说：“非遗的
保护不仅是保护千百年传承下来的手艺，更是
要保护非遗的流变性，在现实场景里的功能
性。我们的年画过去是贴在墙上的，现在是摆
在桌子上、在手机壳上或者变成电子产品的数
字化屏保。无论形式、介质怎样变化，它都表
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福与期盼，这个文化

的内核不变。非遗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在非遗
文化的传播、非遗产品设计的多元化方面极具
价值。如果能研发一个专业的人工智能大模
型，把人们对年画的认知进行更准确的表达，
对年画的传承与发展非常有意义。”目前，他正
在不断设计创作更多的新年画素材的同时也
在积极筹措资金购买算力，推动这项工作的有
序开展。

王志澎是市级非遗项目“津沽花鸟玉雕
技艺”第五代传人，从事玉雕工作十年。走进
他的工作室，在展示区摆放的作品中，一件薄
胎玉器《九龙缸》吸引了记者的目光。在灯光
映照下，这件墨绿色的玉缸通体透明，外侧雕
有“九龙盘踞”的图案，在光影之下令人惊叹。
“这是用玉雕技艺里的薄胎雕刻工艺创作

的薄胎玉器。薄胎多见于器皿类玉器，要突出
器皿的‘薄’，薄到什么程度，形容其为薄如蝉翼
不为过，业内要求胎身厚度只有1到2毫米。
因为它轻而薄，放在水上甚至会漂，还被称为
‘水上漂’。”王志澎说。

“玉雕薄胎工艺”制作难度大，技术性强，
一般要专业训练十年以上的传承人才能较好
地掌握这项工艺。王志澎说：“一个十年好手
制作薄胎的成功率也只有50%，这对于玉石成
本需要自控的工作室来说，压力太大了。”为了
降本增效，王志澎在薄胎非遗技艺上细分工
序，部分创作中借助3D打印进行辅助。“3D打
印是这些年的一个新技术，它的AI属性可以有
效地帮我们预测应力，这对于玉雕薄胎工艺有
很好的辅助作用。”
“比如这件《九龙缸》，面上的九条龙图案，

是出自北京故宫的九龙壁。九龙壁是基于平
面的浮雕，平面上的九龙如何在曲面的薄胎上
展现，是这个作品的难点，既要保证比例和谐，
还要注意曲面浮雕的深浅应力不均导致薄胎
破裂的风险。即便是素面（没有雕刻）的薄胎，
制作成功率也只有五成，而我们通过AI技术的
应力演算，能在制作薄胎过程中提前判断哪里

会破掉，进而把成功率提升到八成，很好地控
制了成本。”王志澎说。

在作品《四季》的创作中，王志澎同样借
助AI提高了效率。“《四季》这组作品通过四
只不同的蜥蜴来表现主题，四只蜥蜴的种类
不同，习性不同，颜色甚至材料特点都不同。
若想很好地将材料特性和设计构思结合，必
须先提出一个合理方案。比如什么季节对应
什么样的蜥蜴，这个季节与这个蜥蜴的颜色
是否搭配，选什么样的材料，这些材料去哪里
找，什么价格等等。我需要大量的信息比对，
这时AI大数据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它可以
对设计方案提供合理化可行性论证，而且时
效强。”

另一方面，他还借助AI生成的效果图提高
沟通效率。“我给AI‘投喂’一些图片，比如我父
亲的师父他们那一辈人留下来的传统玉雕作
品手稿，然后再给AI一些文字描述，AI就会生
成相应的效果图。拿着效果图与客户沟通就
非常直观，甚至比画稿更有说服力。”

然而，在王志澎看来，AI暂时无法取代非遗
传承人的技艺。“毕竟很多东西还需要人的经验，
比如AI并不熟悉制作工艺，有时会生成不符合
工艺逻辑的效果图。我们玉雕行业对材料的
判断，不但需要设计经验，还要有无数‘切、
磋、琢、磨’的实操经验。有些图看上
去很好看，但做不出来。”

AI作为一个时代化的工
具，可以给非遗传承人带来很
多便利和启发，甚至有助
于传统手艺的复兴。
“AI可以把‘口传心
授’的传统手艺进
行系统地提炼，
让更多年轻人
了解，甚至学
习和从事这
个行业，等
于制造了
更多就业
机会。”王
志澎说。

非遗传承人张昭，是一位实打
实的“斜杠青年”——他既是“张氏

内画雕刻技艺”第六代传承人，也是天津艺术
网的创办者，还身兼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多
所高校的文创设计、非遗体验课程老师。
“人工智能是一个大概念，目前对于非

遗来说它只应用了一小部分。老一辈的手
艺人技艺精湛，他会按照你的要求完成作
品，但他的创新能力会存在不足。如何借助
AI进行设计上的创新，找到传统技艺与新技
术之间的一个平衡点，很重要。”张昭说。

张氏内画雕刻技艺是将在壶坯内进行
创作的内画技艺和雕刻技艺相结合。如何
打破传统内画技艺载体的束缚，将内画与雕
刻两种手工技艺与水晶、玛瑙等天然矿物材

质结合，利用材质不同的颜色、纹路等特点设计
出不同的作品？

随着AI的应用，张昭感到思路正在被打
开。“比如鼻烟壶，我们的认知中，壶是什么样
的、瓶是什么样的，有一个固定的印象，我们的
作品都是按照这个认知去做，但AI生成的东西
可能会带来不一样的效果。能帮助我们拓展、
创新，我在AI应用中输入鼻烟壶、瓶子、变形、
内画等关键字，很快AI就生成了很多不同样式
的瓶子图案。印象最深的一张，是瓶子之外还

带有建筑群场景的图片，整体效果非常好。它
让我受到启发——以后我做鼻烟壶或者其他内
画作品，是不是可以不受瓶子的空间局限，产生
突破空间概念的效果。”

AI让他有了一个大胆想法——能不能用
内画结合不同的非遗技艺做出不同的器物，推
出一个内画系列作品。“比如内画+泥人、内画+
年画、内画+掐丝工艺等等。两个非遗项目怎
么结合，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我想借助AI测
试一下。”

赵岩结合新技术创作的数字年画（合成图片）。

“津沽手绘贡尖年画”传承人赵岩在创作。

王志澎（右）与父亲王福林（左）交流技艺。

“张氏内画雕刻技艺”传承人张昭在创作。

随着新技术的出现，也会产生新问题。很多
非遗传承人和相关学者就提出，通过AI生成的非
遗作品算不算真正的非遗？秦俊男以杨柳青木
版年画为例，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可以让AI
学习所有杨柳青年画的相关知识和作品，高效生
成大量相关类似的‘智能杨柳青年画’作品。但这
种做法是不是会省略部分‘人为’的过程，反而不
利于非遗的保护？因为在非遗技艺的保护中，‘人
为’的因素是个性化的，是有独特性、有生命力的，
至少现阶段AI还是无法达到的。”

他认为，拥抱AI，但要明确“边界”。“我们
应该看到，AI对非遗有利的一面，充分发挥它
的技术优势。我们更应该注意不要盲目地唯
AI是用，要意识到过分贪图AI的高效对非遗技
艺的保护不一定有促进作用，甚至会起反作
用。作为传承人，要积极地接触、了解人工智
能，提高自身精准控制人工智能的能力，以达到
与时俱进、提高工作效率。同时，我们也要拒绝
过度依赖、被人工智能束缚思维的负面影响。”

对话专家

问题

拥抱AI，但要明确“边界”

走访传承人

秦俊男 天津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教师、天津

市动画学会理事

（本版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张昭“张氏内画雕刻技艺”第六代传承人

AI生成打破设计壁垒 带来更多新思路

赵岩“津沽手绘贡尖年画”传承人

“投喂”传统素材 生成年画AI大模型

张氏内画作品。

王志澎 市级非遗项目“津沽花鸟玉雕技艺”第五代传人

用AI优化设计方案 用3D打印辅助创作

王志澎借助Ai辅助

完成的玉雕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