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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韵 曹雅楠

AI快捷便利
设计创意多样

AI对于传统手工艺的影响，
首先是其作为工具的层面。

一方面，AI可以帮助艺术家
拓展认知和创意。山东工艺美术
学院教授殷波说，机器学习海量
数据后可获得创作能力——— 运用
声音、图像、文字等完成初稿，再
由人机交互向受众反馈，为手工
艺创作提供更多可能性。

另一方面，AI在传统手工艺
的保护与继承中发挥作用。形、
胎、釉、彩、纹饰、款识、装烧工
艺……AI通过一片薄薄的古瓷
片，就能分析出上百条信息。三维
扫描后，借助AI技术，专业人员
对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发掘出
土的近2000万片古瓷片开展数据
整理与分析，从晚唐到民国，建立
起成系统、成序列的官民窑基因
标本。这对破译古代瓷业密码和
中华文明传承都有重要意义。

“这些残片、截面甚至粉末背
后，是景德镇两千多年的冶陶史，
我们必须把它保存下来。”景德镇
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谈起古陶
瓷基因库的建立满是激动，“AI
加持下的数据库可以提供无限创
新可能。”古陶瓷基因库帮助设计
团队迅速且深入地掌握文物背景
知识和素材，并有效助力手工艺
IP和衍生文创产品的打造。“在大
语言模型下，我们可以用古陶瓷
基因库的数据去‘喂养’人工智
能。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普通人也

可以轻松设计出一款专属的陶瓷
文创产品。”他满怀期待地展望。

传统手工艺慢工细活
美感独一无二

当时间的维度从几个月缩短
为几分钟，当门槛极高的专业设
计变得触手可及，快速演进的AI

技术让人不禁怀疑：“慢工出细
活”的传统手工艺在当下还有竞
争力吗？

学界给出了肯定的答案。正
是因为“慢”，传统手工艺才能在
AI技术发展的“快”时代酝酿出
个性化特征。殷波说，在工业化发
展过程中，因生产力水平约束，手
工艺的“慢”被工业生产大范围取

代，然而从手工艺之“艺”的意义
上考量，得以延续和保留的恰恰
在于“慢”的不可替代性。

中央美术学院民艺研究所所
长、特聘教授吕品田说：“手工艺
最独特也最重要的价值是创造
性。”传统手工艺由人创造，天然
地被赋予了人关于美和情感的表
达。“艺术家作为一个人格主体、
作为‘这一个我’的情怀和人性，
以及相应的表达和确证，是永远
不可能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

吕品田还从另一个角度阐释
了传统手工艺的独特性：“早先大
家都崇尚工业文明所焕发的现
代感和迥异于乡土生活的都市
情境。然而一旦深入其中，却又
日益感受到它难以排遣的单调
和紧张，感受到它光鲜之下的冷
峻。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人们才
转身注意到手工艺。”因材施艺，
如琢如磨，传统手工艺匠人完成
的每件作品，都带有独一无二的
温度。

AI+手工艺
让生活更有情怀

也有声音一针见血地指出了
当前传统手工艺发展的桎梏———
湖北美术学院手工艺学院副院
长、教授陈日红表示：“当前，民间
手工艺器物实用有之而审美不
足，院校的手工艺作品实用不足
而审美超前。”

审美与实用如何兼顾？
回望历史，从仰韶时代的彩

陶到先秦时期的青铜器，从红山
文化女神像到云冈石窟大佛，从
精美绝伦的五星出东方护膊到巧

夺天工的缂丝凤穿牡丹图，从千
峰翠色的秘色瓷到浓墨重彩的元
青花，从妇好的跽坐圆雕玉人到
乾隆的田黄三联御玺，从小河墓
地的女性毡帽到明孝端皇后九龙
九凤冠……每一种手工艺都是源
于生活需求、顺应时代发展演进
而成。正如中国艺术研究院工艺
美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南所说：

“传统手工艺的现代转化与可持
续的生存发展，必须有两相适合
的环境，才能得以生根发芽并开
枝散叶。”传统手工艺唯有进入生
活，人们对其具有持续的消费意
愿和消费需求，才能形成规模化
的经济。

AI与手工艺的和合共生，或
许能为这一问题找到解题的思
路。

殷波分享了自己的观察：“在
AI时代，消费反而呈现出个性
化、向内探寻、重视生活质感的趋
势。”生产时间长、产量低、可能存
在瑕疵的手工艺品，因“制作费
时”“独具匠心”反而获得更多消
费者的青睐。究其原因，是传统手
工艺已不仅仅是创造财富的一种
手段，还与审美需求、人文情怀及
休闲生活形成了关联。

中国艺术研究院工艺美术研
究所所长、研究员邱春林说：“手
工艺本身承载着最正统的中国传
统文化，它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
的，所以它在今天成了文化认同
的重要载体之一。”传统手工艺所
蕴含的民族记忆、社会习俗、感性
体验由过去绵延至今，并将在AI
的加持下融入更多的场景，走向
更宽广的道路。

（据《光明日报》）

传统手工艺遇上人工智能

三年前，《雄狮少年》热血启
程，打动千万观众，如今正值前作
上映三周年，《雄狮少年2》续写草
根少年的成长故事。该片将于12
月14日上映。近日，《雄狮少年2》
在北京举办首映礼。

影片讲述了来上海打工的阿
娟为赚钱给父亲治病，同意代表
没落的传武拳馆参加“上海格斗
之夜”武术比赛，为此他必须战胜
所有高手、偏见和自己的故事。

作为一部强动作类型电影，

《雄狮少年2》三场擂台戏紧张刺
激，令不少影迷称赞。UFC选手李
景亮感慨：“观赏性极强，视觉冲击
力拉满，节奏太对味了。”谈及阿娟
的精神时，他说，“为家而战是阿娟
战斗的理由，也是我们大家努力
生活的理由，我感同身受。”

影片中，擂台上比赛KO规则
的最后10秒，让观众热血沸腾。影
片结尾，阿娟迎难而上主动出击，
不仅用行动诠释了他坚信的那句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

人”，还完成了对自己“争一口气”
的承诺，尽显少年血性本色。

活动现场，导演孙海鹏也揭
秘了幕后制作的种种细节。为了
再现自然的动态肌肉感，团队花
了一年时间自主研发升级肌肉特
效系统，力求展现擂台赛的燃爽
效果，并特意邀请了少林、南拳、
八极拳等各路武术大师指导动作
戏，严格模拟每一拳每一腿的发
力轨迹。

除了动作戏惊艳，整个制作

的升级也获得观众认可，有细心
的观众发现，“阿娟皮肤汗水的反
光、肌肉汗毛的摆动、衣服褶皱的
新旧质感，都太逼真了”。据悉，高
质量的画面质感，让几十小时一
帧的渲染量成为家常便饭，成片
渲染时间是第一部的3至4倍。

传统武术的引入，让《雄狮少
年》系列在文化的表达上更加丰
富，电影中，阿娟凭借舞狮的凌厉
腿法，加上江湖“四大天王”倾囊
相助的武术奇招，在擂台上尽显

侠气风采。
此外，影片中快节奏的说唱

音乐也让人眼前一亮，兼具力量
感与国潮范儿。为影片创作音乐
的几位说唱歌手来到现场，电影
原声音乐作曲、音乐制作人栾慧
表示，“传统音乐和现代流行有很
多相似之处，两者的平衡是一种
缘分。”孙海鹏也表示，“现代也是
从传统而来，两者不是敌对的，可
以完全融合相互滋养。”

(据《北京青年报》)

《雄狮少年2》续写草根少年成长故事

输入“青瓷、莲花、香炉”几个关键词，选择风格，AI
(人工智能)程序就能给出几张符合要求的图像。通过不
断调试指令，几分钟，最终的设计图便跃然眼前：胎体细
腻，釉色莹润，一缕青烟从莲花状的香炉中袅袅升起。

AI引发的艺术创作方式变革给传统手工艺带来哪
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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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济南市市中区十六里
河街道城管巡逻队联合区执法局
十六里河执法中队对辖区主要干
道违规设置的占道广告牌、横幅、
宣传海报等进行全面清理。在清
理过程中，城管执法人员采取宣
传教育、引导整改相结合的方式，
耐心向商家普及宣讲乱设乱摆广
告牌的违法行为以及存在的安全
隐患，督促当事人即时整改。同时
联合社区城管工作站强化日常巡
查力度，确保发现一处，整改一
处，为居民营造干净整洁、文明有
序的居住环境。 (许婷婷)

十六里河：

清理占道广告牌

改善沿街市容市貌


	A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