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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美育”成为社会热词。美育，
即关于美的教育。它不同于单纯的艺术
技能教育，而是一种综合性的美感教育，
旨在通过音乐、美术、舞蹈、戏剧等多样
化的艺术形式，培养人对美的感知、欣
赏、表达与创造能力。学校是美育的重
要阵地。在乡村，学校不仅承担着孩子
们的美育任务，还肩负着引领乡村美育
的重任。

由于城乡教育的客观差距，一些乡
村 学 校 不 具 有 城 里 学 校 那 样 的 硬 性 条
件，比如没有音乐教室、画室，缺少钢琴
等乐器以及画架等绘画工具，无法像城
里的学校那样上音乐课、美术课。因此，
有人认为这样的乡村学校不具备开展美
育的条件。这种认识是错误的。首先，
美育并不等同于艺术教育；其次，无论艺
术教育还是美育，方式都是多样的，不存
在固定模式。照搬照抄城里学校的美育
方式，既不可取也不可行。因此，笔者认
为，乡村学校开展美育不妨“因地制宜、
就地取材”。

所谓“因地制宜”，即乡村美育应该
植根乡土，不必舍近求远。一味地向城
市看齐，不仅会丢掉自身特色，还会带来
焦虑。比如，从美术角度看，乡村地区往
往拥有独特的自然环境、文化传统、民俗
风情，这些都是孩子们在绘画上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农村地区的一花
一草、一村一舍，还有相关节日、民俗，在
孩子们的画笔下，都可以展现出无限的
审美意趣。在美育上因地制宜，乡村学
校的老师要鼓励孩子们积极学习和传承
当地的民间艺术，如剪纸、泥塑、编织等，
这不仅能够丰富孩子们的艺术体验，也
有助于保护和传承地方文化。

所谓“就地取材”，指美育工作要弱
化对固定工具和材料的依赖，在资源有
限的情况下，利用简单易得的乡土材料
进行教学。比如在美术课上，不一定非
要使用画笔进行创作，树枝、植物叶子、
石头、泥巴、麦秸秆、废旧纸箱等都是可
以 用 来 创 作 的 材 料 。 用 这 些 材 料 创 作
的作品，虽然“土味”十足，但可以让孩
子 们 获 得 更 加 丰 富 多 元 的 艺 术 体 验 。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做更有利于让
孩子们绕过“技术”的门槛儿直达艺术
表达的本真。

举个小例子。2018 年夏，笔者带领
一支志愿者团队来到贵州丹寨县雅灰乡
希望小学参加美育夏令营。我们用两天
时间走街串巷，了解当地布依族和苗族
的文化、风物、民俗等，接着老师们带着
学生用快递包装纸箱做“古瓢琴”，用纸
卷做“芦笙”，用当地盛产的竹子做“鸟
笼”艺术装置……学生们就地取材，通过
自己的双手，将那些材料变成一件件富
有艺术形式美感且有人文意趣的作品。
团队当时做了一项乡村美育调研，93.2%
的学生表示这种创作“很另类，但新鲜、
有趣、好玩儿”，78%的学生家长非常认可
这种“非正式”的艺术创作，认为其“有助
于孩子认识自己的家乡”。调研结果出
人意料，它启示我们乡村美育完全可以
通过因地制宜、拓展思路而创造更多可
能性。

秉持“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原则，既

可以确保每个乡村的孩子都有公平地接
受 美 育 的 机 会 ，又 可 以 以 美 育 浸 润 乡
土，让乡土文化得到传承。近日，笔者
在 第 二 届 乡 村 儿 童 艺 术 嘉 年 华 上 观 看
了“乡村艺课”青少年创意设计（装置）
展，该展览的全部作品都是乡村学校的
师 生 从 乡 村 文 化 资 源 中 取 材 创 作 。 其
中，一件名为《绮梦》的作品让人印象深
刻 。 作 品 的 创 作 者 为 云 南 省 德 宏 傣 族
景 颇 族 自 治 州 芒 市 风 平 镇 腊 掌 村 中 心
小 学 的 学 生 。 这 所 学 校 平 时 开 设 特 色
傣族竹编课程，孩子们运用从民间竹编
艺人那里学到的编织技艺，并融入自己
丰富的想象力，创作了这件作品。他们
没有想到这样一件“土味”十足的作品
登上了全国性的舞台，还获得了业界专
家 的 高 度 赞 赏 。 孩 子 们 通 过 这 样 的 创
作，不仅激发了创意，接受了美的教育，
更 重 要 的 是 让 当 地 古 老 的 民 间 工 艺 美
术得到传承和发展。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因地制宜、就
地取材”不是凑合将就，而是一种“化平
凡为神奇”的教育智慧，也是一种为了让
乡村万千儿童能够公平接受美育而进行
的积极探索。由于城乡教育环境和教育
条件存在很大差异，二者的美育方式应
朝着适合自身的方向探索。城乡美育方
式不同，但不存在孰优孰劣。不同的美
育方式，应“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相互
促进，互为补充，共同为新时代美育事业
贡献力量。 据《光明日报》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舞蹈艺
术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变革，随之而来的
审美挑战、伦理探讨、安全问题甚至哲学
议题都值得关注。舞蹈可以理解为身
体对意识的一种表现，魅力之一在于以
身体去感悟“人化”。人工智能会觉得
自己拥有意识吗？无器官的虚拟身体
拥有谁的意识？那么更像人类的具身
智能呢？比如，未来某天当你的人形机
器人“AI 陪伴”有了自主意识，它产生的
第一个困惑或许会是：“我是谁？”有科
学家在谈到新一代 AI 时，已经不再使用

“它”来指代，因为当 Ta 来到我们身边
时，“就像来了一个名校毕业、知识渊博
的新同事”，还特别有耐心，但实现更好
的 相 处 ，还 需 要 磨 合 。 如 何 认 识 自 我
的、他者的身体，以及谁的身体因何而
动、为谁而动、如何动，与“我是谁”的思
考如出一辙，这或许是舞蹈创作和评论
在“数智时代”的新挑战。

我 们 期 待 着 我 国 舞 蹈 界 出 现 标 志
性的 AI 创作应用，这或许还需时日，可
能因为接受 AI 参与创作并不容易，而且
现阶段 AI 更擅长“算法”和“模型”而非

“艺术体悟式”思维。相关从业者还需
要进一步探讨如何设计和使用它，尤其
深耕更适配舞蹈场景需求的“专用大模
型”。不过世界上已经有跨界艺术家开
启了科技赋能下“人机共舞”的实践探

索，探讨着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各
类 链 接 。 舞 蹈 中 ，借 助 AI 的 创 作 与 AI
题材的创作，区别还是挺大的。前者将
AI 看成技术“工具”来应用，当前主要体
现在舞蹈编排、舞者动作分析和舞台景
观效果上，或服务于舞蹈教学、编创，或
助 力 于 游 戏 开 发 、娱 乐 视 频 生 成 等 方
面，其中既有“陌生化”的惊喜，也出现
了“ 同 质 化 ”的 趋 势 ；后 者 更 像 是 一 种

“思想实验”的艺术化表达。相对于一
些国外艺术家跨媒介的实验性艺术探
索，当前我国舞蹈编导更倾向于“以舞
蹈演故事”。

《深 AI 你》和《白蛇·人间启示录》便
是我国舞蹈编导家在“数智时代”艺术化
的“思想实验”。《深 AI 你》可称得上是带
有软科幻色彩的“现实题材”舞剧，营造
了一个充满可能性的“未来已来”世界，

“人形机器人”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中。作
品通过讲述孩子与 AI 陪伴的“类母子关
系”，展现人类和 AI 的依恋与悖论，强调
了“爱”的主题。《白蛇·人间启示录》则是
对 民 间 传 说 故 事 的 后 现 代 式“ 借 题 发
挥”，侧重于对“生命 3.0”的未来想象。
人物、情节、情境被重新改写，融入后人
类时代对人性和科技伦理的思考。作品
将关注重点从“我是谁”转移到“我可以
成为谁”的问题上来。特别之处还在于
既有“女版许仙”，也有“男版许仙”，虽然

两位舞者并未同时出现在舞台上，但已
经涉及了后人类时代“超性别叙事”的 AI
文化议题。

除了 AI 题材艺术化的“思想实验”
之外，借助 AI 进行舞蹈创作的全方位探
索已经起步。尽管 AI 技术的飞速发展
可能使其逐渐接近“通用智能”，即能够
完成几乎所有预设目标的能力，并且在
一定程度上能够理解人类的逻辑语言，
但 AI 依然难以捕捉到人类微妙的默会
认知，难以领悟文本背后那些深藏的弦
外之音、言外之意和象外之象。观众受
到感染，可能因为虚拟在场的 AI 学会了
相关煽情或共情的“算法”，却也无法替
代诉诸人类直觉的观演体验。不过，AI
参与的舞蹈创作是否存在独一无二的

“灵韵”，也值得期待和讨论。
数智时代，如何看待“物”和“生命

体”，如何应对媒介作为主体能动者，如
何在与 AI 共生中持续思考“生而为人”
的意义……科学家、哲学家和艺术家们
都有着许多新颖而迷人的视角。舞蹈
艺术家参与到人工智能的对话中是很
有 意 义 的 ，我 们 对 于 借 助 AI 并 探 讨 AI
的舞蹈创作充满期待。对人工智能，我
们需要保持一定距离。凝视它，入乎其
内，出乎其外，做出有价值的思考和表
达，共同见证和推动我国当代舞剧叙事
美学的发展。 据《中国文化报》

从 2020 年的“最牛毕业设计”，到如今
热映的国风动画大片，《落凡尘》作为校企
合作、学院派与电影产业碰撞的成功案
例，见证了这几年中国动画电影的发展。
影片虽没有《哪吒之魔童降世》的神话大
片气质，也不像《长安三万里》充满人文底
蕴，但用商业类型片演绎传统故事、在动
画制作中注入艺术巧思，值得业内借鉴。

牛郎织女的故事家喻户晓，《落凡尘》
首次将其搬上大银幕。影片将爱情故事
退至背景，把传说中着墨甚少的牛郎织女
的一对儿女选为主角，获得了足够广阔的
叙事空间。从牛郎织女星延伸到 28 星宿，
则又是一大突破。电影把 28 星宿塑造成
流落凡间的 28 只神兽，由男女主角一一寻
找并收复，首次在大银幕上普及并传播中
国的星宿文化。28 只神兽的设定也很符
合动画大 IP 商业化开发的路数，有点像中
国版“神奇动物在哪里”，为以后拓展“落
凡尘”宇宙、给每只神兽创作拍摄独立番
剧提供了可能性。

在故事上，《落凡尘》没有走“书生与
仙女”谈恋爱的传统套路，而是侧重寻找
与亲情。金风和玉露这对兄妹历经波折
后终于相认，温馨而感人。影片在亲情叙
事之外还加入一层拯救苍生的使命，亲情
赋予情感落点，拯救苍生则为大场面动作
戏提供格局。这样的模式，国产动画已经
做得比较成熟。

《落凡尘》导演钟鼎多年来在广州美
术学院任教，学院派的创作思路和风格注
入了影片制作，使得影片在整体和细节上
都颇具艺术巧思。影片脱胎于牛郎织女
传说，所以从故事到画面都运用了大量跟
布、纺织相关的元素。在电影的世界观
中，神界和凡间就是两块“布”，彼此之间
用“天幕”连接。男主角金风的技能是运
用“金线”，女主角玉露身上佩戴的项链化
为原形后就是织女的金梭。最后金风用
身体修补好天幕，天幕变成了银河，为牛
郎织女传说写上续章。在画面上，神界用
大块布元素营造出素雅清冷的氛围。片
中还插入两段二维动画，一段是岩彩画风
格，另一段则是刺绣风格，不仅在视觉上
起到调剂效果，也展现了国产二维动画精
美隽永的艺术传统，令人眼前一亮。

在营造片中的神界和凡间时，《落凡
尘》的美术设计别出心裁。天界走冷淡极
简风，一反过去影视作品中天庭金碧辉煌
的印象；凡间反而极尽繁华，充满烟火气，
更加令人向往，这也符合“落凡尘”这一片
名。片中，玉露带着金风游历七古镇，依
山而立、灯火璀璨的小镇建筑高低错落，
人群摩肩接踵，热闹非凡。影片很细致地
刻画了七古镇上的建筑、物品、人物，在大
银幕上看非常享受。

更惊喜的是，影片在展现传统文化的
同时融入了现代元素，既新奇，又让人很
有亲切感。上山索道、变脸表演、餐厅“好
评墙”、“真香楼”火锅店……这些现代生
活中的东西以自然不违和的方式出现在
古代，着实好玩有趣。 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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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落俗套《落凡尘》

乡村美育就地取材就很好

《《深深AIAI你你》》剧照剧照

对人工智能，我们需要保持一定距离。凝视它，入乎其

内，出乎其外，做出有价值的思考和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