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志钦（资深媒体人）

近日，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博览会的

美术比赛中，艺术家杰森·艾伦借助 AI
工具 Midjourney 完成的绘画作品获得

了第一名。随即，“AI 摧毁现有创造性

工作”“AI扼杀人类艺术”等恐惧论调接

踵而来。

如果说绘画是人类认知世界并进行

视觉表达的最原始的手段，那么，长期以

来，人们在呵护这样的手段上，心灵时常

表现得比较脆弱，每一次新的变革的出

现，总能引起人们对“绘画终结”的恐惧，

比较早一点的应该可追溯到摄影术的出

现，当时的人们同样有着不亚于今天的

恐慌，“绘画已死”的说法也层出不穷，但

摄影发展的两百多年过去了，摄影进步

很大，但绘画依然存在。一百年前，从艺

术本体的角度，杜尚用小便池做的《泉》，

颠覆了人们对艺术的认知，此后现成品

与行为不断地充斥艺术领域，阿瑟·丹托

喊出了“艺术的终结”，但多年过去了，艺

术也依然存在。但可以肯定的是，几乎

每一次新工具的革新，也都将是艺术创

作在方式方法上的一次大的飞跃。

实际上，这一次的所谓AI完成的绘

画夺冠一事，尽管引来了众多参赛选手

的质疑，但根据作者的描述，如此的作

品，更多是AI根据自己的指令完成，后期

并进行了多次的修改加工。Midjourney
不过是一款文本生成图像的程序，可根

据用户的指令生成逼真的图像。

一定程度上，技术是绘画艺术的支

撑，但技术几乎不能代表艺术水平的高

度，因此，尽管AI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人

所要表达的内容，但其艺术高度依然取

决于背后所操控的人，正如贡布里希所

言“世间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意为

决定艺术的并非技术本身，而是人，或

许在未来，决定艺术高度的不再是艺术

痕迹的“生成”上，而是人的审美“选择”

上，决定人作出选择的，则是其自身的

眼界、文化修养与见识。如同当年的摄

影，尽管写实主义多以再现自然为主，

而摄影恰好在这方面能够发挥所长，替

代了写实主义“再现”的部分，然而，反

过来看，再现并非写实主义的全部，决

定写实主义的高度也并非仅仅是再现

的手段，因此，尽管在时间上，摄影术出

来后，写实主义有所没落，但其独具的

艺术魅力却并没有因此消失，此后在巴

尔蒂斯、弗洛依德等20世纪的大师中也

有保留。当然，还有超级写实主义的出

现，更从技术上就超越摄影。

杰森·艾伦借助AI工具创作的作品

《太空歌剧院》能够获奖，或许是评委一

种综合考虑，或许是评委在借此机会倡

导艺术家多做新工具的尝试，但单从艺

术水平高底的角度，或许只是孤例。同

时，作者杰森·艾伦在其后也强调自己

并非艺术家，不过是受网络影响的一种

尝试，由此也可以设想，或许随着AI技
术门槛的逐渐降低，可实现画面效果的

程度越来越高，艺术创作或将迎来新的

爆发潮，参与艺术创作的人越来越多，

对人们视觉刺激的图像越来越丰富的

时候，同样也是艺术家创作进步难得的

社会推动力。

■王松柏（留德博士）

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被誉

为“古希腊三杰”，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

苏格拉底之后，没有人不受他们的惠泽，

无论西方现代哲学发展如何，追根溯源学

习三杰被奉为研究西哲的不二法门。

苏格拉底生前述而不作，没有留下

片纸。关于苏格拉底历史形象的建立有

赖于他学生柏拉图创作的对话录，在大

部分对话中苏格拉底都是主角，随着柏

拉图的思想和写作进入中晚期，苏格拉

底的戏分逐渐减少，甚至在他最后的作

品《法律篇》中苏格拉底缺席。但我们很

难分辨书中哪些是苏格拉底的思想？哪

些是柏拉图借苏格拉底说话。柏拉图笔

下的苏格拉底鲜活、智慧，像活在我们身

边，每天和我们谈话的老伯。

与柏拉图相反，苏格拉底的另一位学

生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笔下的苏格拉

底只是一个没有幽默感和甚至没有智慧光

环的道德说教者，一个杰出的平凡人物而

已。有证据显示，在苏格拉底受审之前，公

元前401年他已经离开雅典去参加居鲁士

的远征队，之后再也没有见过苏格拉底。

而且，在柏拉图对话集中，从没有出现过关

于色诺芬的记载，从这个事实可以看出，色

诺芬不是苏格拉底集体的核心成员。可以

推论，他用来写书的材料基本上是第二手

材料，这样势必影响苏格拉底形象的塑造。

还有第三个同时代的埃斯克勒留

下几页关于苏格拉底的对话，无论是柏

拉图、色诺芬，他们三人都没有能够提

供 55 岁之前的苏格拉底的直接资料和

回忆，《泰阿泰德》描写苏格拉底早年同

巴门尼德和芝诺会面场情，那是柏拉图

在处理他20年前出生的事情。此外，亚

里士多德通过对老师柏拉图的评论也

间接涉及对苏格拉底的讨论。

毫无疑问，对于苏格拉底的历史形

象生成，其主要依靠阿里斯托芬、柏拉图

和色诺芬，他们三者笔下的苏格拉底形

象完全不同，阿里斯托芬塑造的幽默喜

剧形象在当时影响很大。但今天人们心

中的苏格拉底形象，正如《苏格拉底》一

书的作者君特·费格尔说：“主要来源于

柏拉图的对话录和色诺芬关于苏格拉底

的著作。”

在学术研究中经常被讨论的问题

主要涉及这两大主题，一是如何估量和

评价这两个主要来源？二是如何理解

和厘清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和柏

拉图？这些都成为近百年研究苏格拉

底哲学的困惑和争论所在，学者通过对

不同材料，基于不同的视域，所呈现出

来的是丰富多彩和多维度的苏格拉底

形象，任何一种解读皆有可能，在历史

上都有存在可能性，并不断地生成和存

在于后来研究者的想象和诠释之中，都

带有学者本人的理解和观念。苏格拉

底对于后人的意义在于，回溯苏格拉底

除了历史性的怀念，同时也开启哲学思

考之维。费格尔说：“苏格拉底就是哲

学形象的本身，是哲学家的原型。”

■丁蕾（广东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清代，广东工匠是中国最早接触和

掌握西方画珐琅工艺的人群。时至今

日，画珐琅依然是广东珐琅制作中最主

要的工艺。

画珐琅，又称“珐琅画”，它以珐琅料

绘于器物表面，具有油画般的光亮色泽

和立体效果。画珐琅制品除瓶、盒、盘、

碗、灯具等器物之外，还多见于家具、钟

表、化妆盒上的嵌片。广东省博物馆藏

画珐琅的图案多为肖像、人物故事、山水

风景等，繁复图案中密布舒卷自如的蔓

草番花，线条较为精细；纹饰色彩鲜艳明

亮，光泽耀目；工匠模仿能力非常强，或

仿制前代珐琅器物之纹饰，或效仿其他

材质的肌理。粤海关承办的画珐琅具有

施湖水蓝色内釉、颜色对比强烈以及绘

西洋远景人物等显著特征。

广东工匠尤擅长制造透明珐琅。

透明珐琅的釉料比其他珐琅透明性更

强，可分为硬透明珐琅和软透明珐琅。

硬透明珐琅熔点较高，透明度极好，色

彩如宝石般晶莹，常能透出浅刻于胎底

上的图案纹饰，达到若隐若现的效果。

该种珐琅制作难度较大，国内仅广州能

烧造，制作工艺今已失传。

20世纪60年代，故宫博物院调拨广

东省博物馆的“铜胎鎏金透明珐琅花篮

座钟”“铜胎鎏金透明珐琅人物转花座

钟”分别属于两种典型的硬透明珐琅，

前者仅施以亮丽的蓝色透明珐琅釉料，

后者则蓝色透明珐琅釉料上以红、绿、

黄三色的装饰物点缀其间。至于软透

明珐琅则较为常见，它熔点较低，呈半

透明状，主要用于银、铜首饰等制品上

点缀装饰，亦称“银烧蓝”“烧蓝”。广东

工匠喜将此工艺运用到银累丝底胎上，

如银累丝烧蓝扇骨、银累丝烧蓝花篮等

皆以小面积珐琅釉料点缀，产生熠熠生

辉的效果。

作为广东省会的广州城，不仅是清

宫珐琅制作人员、原料、技术和成品的输

送地，更是打造无数珐琅精品的生产基

地。广州城内的珐琅制作工坊和销售店

铺结合，呈前店后坊形式，主要坐落于商

业贸易最繁华的南端和西边。史料中涉

及地方制造珐琅情况的信息甚少，根据

国内外博物馆和图书馆所藏文献、实物

收集到的珐琅商铺有“义和祥”“许燕记”

“盛和”“泰盛洋瓷店”“时兴号”等。商人

会通过铺面展演制作过程吸引顾客，店

名中“洋瓷”的称呼突显出珐琅生产技术

的中西结合。供民间生产和使用的珐琅

器皿纹饰往往会追随宫廷风格，同时又

使用广东地区原本就掌握的西洋绘画技

法，由此“不经意”地推动了艺术形式多

元交汇、迅速发展。

清中期以来，经市场经济推动，珐

琅生产不再拘泥于精工细作。广东省

博物馆所藏的不少画珐琅器物的器形、

图像纹饰和款识几乎一样，胎体则越发

轻薄，俱为批量化生产的结果。值得一

提的是，原来习自国外工艺的珐琅经过

广东工匠的重新创造后，销往欧洲时被

外国人视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商品。但

是作为外销品，珐琅确实不如瓷器大

宗，造型上亦会模仿瓷器，色彩大多以

白为底。广东省博物馆所藏外销珐琅

多属实用器物，与其他外销品的纹饰和

器形非常接近；另有不少是建筑或装饰

构件，配于各种物件之上。

20世纪初，广州大新路一带聚集不

少民间珐琅作坊。抗日战争爆发后，匠

人们纷纷返乡避难。直至 20世纪 50年

代，政府重新组织设立珐琅厂。如今，

珐琅制作工艺入选成为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得到更多的重视和保护。
（据《广东省博物馆藏品大系杂项卷 1

铜胎珐琅器与外销银器》概述部分，内容有
删减，题目为编辑后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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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AI绘画夺冠而为艺术创作焦虑大可不必

广州透明珐琅工艺的失传让人惋惜

■杰森·艾伦获奖作品《太空歌剧院》。

通过历史碎片重塑苏格拉底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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