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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無極夫人、趙無極基金會主席弗朗索瓦茲·馬爾
凱-趙（右）向中國美院捐贈212件趙無極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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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不是工具革命，而是
革命工具。」
上期談及了我在「AI文創
應用沙龍」對AI智能體的觀

點，這期接着分享談及其他內容。
正如有專家指出：「大企業一定會覺得AI是工
具的革命，小企業一定會覺得這是革命的工具，
就是這點差別。」這一洞見揭示出認知視角對理
解AI本質的重要影響。將AI視為工具革命，往往
意味着將其納入現有的技術演進框架，關注其如
何提高現有工作流程的效率；而將AI視為革命工
具，則意味着認識到其重構整個生產和創新範式
的潛力，關注其如何創造全新的可能性。
我的看法是，AI不限於幫助企業提高效率、
降低成本，在更深層次上改變了生產力和生產關
係，進而可能影響整個科學、產業乃至社會的發
展。對於企業層面，尤其是個體和中小企業來
說，應當將AI視為能夠改變底層邏輯、推動生
產力大幅提升的革命性工具。對於個人用戶，也
需要建立一個關於 AI 技術應用的整體認知體

系，從實際應用場景出發，學會如何利用AI提
升自身工作效率和創新能力。
這次沙龍，主要圍繞三個主題展開：大模型（以
DeepSeek為例）、通用人工智能體（以Manus為
例）和AI編程（以Cursor、Trae為例）。
通過AI工具快速統計一百多張合同的關鍵信

息，如客戶所在地區、訂單內容等，原本需要大
量人工操作的工作，現在通過AI工具在一個小時
內就完成了統計，大大提高了效率。
利用AI Coding技術，將有二十多萬字的一百多

個word文檔組合成一個大文檔。AI Coding是一種
底層的變革，它賦予每個人研發自己所需功能的
能力，極大地方便了個性化需求的滿足，並將對
產業和社會產生深遠影響。AI還可以進行輿情分
析和撰寫劇本。
對於知識庫和微調大模型，在活動中亦簡要解

釋了它們的區別。大模型是指通用的大模型，不
包含公司或個人的特定信息。而大模型加知識庫
可以類比為開卷考試，讓大模型回答特定問題，
相當於領域內的專家，知識庫的優點是不用再次

訓練大模型，成本比微調低。微調
大模型則是在大模型基礎上，針對
特定任務投餵數據進行再次訓練，
雖然需要額外的訓練成本，但反應
速度比知識庫更快。本地部署則是
指安裝伺服器，把大模型和數據等
都放置在公司內部，用於數據安全
和加速處理任務。
為了方便理解，AI智能體可以比

喻為客服機器人，類似微信中的小
機器人客服，有物理身體稱為具身
智能，沒有物理身體的則稱為離身
智能。實際上，它代表的是一種擁
有智能的大模型，可以被植入各種設備中，如手
辦、電器等，實現個性化交互和功能，比如與敦
煌形象的手辦對話，聲音則是仙女的聲音，頭腦
中的內容則體現了敦煌的歷史文化。預計下半年
會有大量基於智能體的AI硬件爆發，包括智能魚
缸、智能微波爐、智能馬桶蓋等，這些智能體將
與人們生活中的各個方面產生互動，大大降低人

與機器交互的門檻，並創新性地應用於各種場景
中。
最近一直在翻閱各種書籍及材料，了解歷史上
技術革命如何導致產業革命，進而影響社會革
命。
●作者/圖片：文旅部 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

梁家僖

在北京主講AI文創應用沙龍（二）：AI作為革命工具

●沙龍小組合照可現場利用AI轉卡通風格生成。

●●陶藝拓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莉 浙江報道）4月9日，
在中國美術學院建校97周年之際，趙無極作品捐贈
暨趙無極研究中心揭牌儀式在中國美術學院舉行。
90年前（1935年），15歲的趙無極入讀國立杭州藝
專（現中國美術學院），開啟藝術生涯。2024年，
其家人因「大道無極——趙無極百年回顧特展」的
影響力，向中國美術學院捐贈趙無極早期油畫等212
件作品。
中國美術學院院長余旭紅表示：「趙無極終其一
生不懈探索與實踐，在融合中西兩大藝術傳統的基
礎上發展創新，創造了屬於世界的時代藝術。」通
過對捐贈作品的研究，中國美術學院也將進一步培
養更多具有國際視野和創新能力的藝術人才，激勵
更多藝術家在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國際之間尋找新
的表達方式，創造出一批經典的藝術作品，提升中
國藝術家的國際參與度，推動中國藝術教育的國際
化發展。
以趙無極系列作品捐贈為契機，中國美術學院與
趙無極基金會共建具有國際影響的趙無極研究中
心。中心隸屬於中國美術學院美術館，將聚焦趙無
極及其藝術，開展研究出版、展覽展示、公共教
育、宣傳推廣、國際交流等相關工作。同時，趙無
極研究中心還將逐步呈現中國美術學院百年學脈，
通過與國際藝術機構建立聯繫，打造中西文明互鑒
研究的標誌性成果和「融匯中西」的世界級展示窗
口，積極參與世界藝術史新格局的敘述。
據悉，馬爾凱女士此次捐贈包括趙無極油畫作品
10件、版畫174件（包括版畫插圖書15套）、瓷繪
作品 28 件。其中，油畫作品《無題（靜物）》
（1935）、《我在杭州的家》（1947）、《無題
（寺廟和墳墓）》（1947）、《05.10.50 - 紀念我的
妹妹無華》（1950）等均為趙無極早年作品，體現
了他與杭州的獨特關聯。《無題（靜物）》更是他
存世最早的一幅油畫作品，反映了他就讀於國立杭
州藝術專科學校時對油畫技法的最初探索與實踐。

趙無極存世最早油畫作品亮相
同時，此次捐贈的系列版畫作品基本涵蓋了趙
無極一生的創作實踐，版畫版本多為珍貴的試
版，具有重要的教學意義。其中包括極為稀有的
《亨利．米修解讀趙無極的八幅石版畫》（1950
年）版畫書1套，亨利．米修曾在趙無極生活困
頓之時，鼓勵他從中國藝術的根源汲取精神力
量，重拾水墨創作。
此前，趙無極兒子趙嘉陵和兒媳陳綿同樣有感於
展覽的巨大成功，向中國美術學院美術館捐贈了趙
無極為趙嘉陵親生母親謝景蘭畫的第一幅肖像油畫
《無題（蘭蘭肖像）》以及17本珍貴的文獻資料。

趙無極妹妹趙無
宣捐贈了文獻資料
402件；趙無極講
習班學員孫建平捐
贈了文獻「1985
年趙無極中國講學
筆錄手稿」1套；
趙無極國立藝專同
學許鐵生的女兒許
清照捐贈了文獻8
套。

蜿蜒10公里的林村河在下游流到古稱「大步」的地方，年

月過去，「大步」易名為「大埔」。林村河的面貌即使經歷幾

番變改，仍是大埔區內一抹獨特的日常風景，滋養着區內的生

態系統之餘，更塑造出一種大埔獨特的生活模式。由香港藝術

發展局（藝發局）主辦的「城中藝遊」全新藝遊路線「大步川

流」正於大埔舉行。今次藝遊路線由「藝術到家」策劃，四位

藝術家何遠良、何燕兒、姚俊樺以及陳庭分別透過不同媒介探

索大埔的故事，創作出四組「期間限定」作品於大埔藝術中心

及廣福橋展示。計劃更邀請到不同夥伴及單位與藝術家合作，

攜手設計一系列藝術工作坊、劇場、生態藝術導賞團、口述歷

史導賞團、單車導賞團等活動，帶領巿民大眾深入了解大埔的

人文風情與生態環境。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小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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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村河畔時光流轉林村河畔時光流轉

●●藝術家姚俊樺於廣福橋展示陶藝作品《寂靜的
風水林》。

「大步川流」的四組藝術作品將社區
脈絡與生態環境結合，邀請大家

打開感官，探索大埔這片川流之地。《跟
住老友大步走》社區小誌的創作者何燕兒
在大埔出生、成長，時至今日仍然是大埔
街坊。從熙來攘往的富善街街市出發，沿
着漫長的廣福道，走到海邊的大王爺

廟……何燕兒與六位大埔老
街坊傾談，其中「何生、何
太」即何燕兒的父母。她細
聽他們在大埔社區的生活痕
跡，發現各人的記憶均
與林村河有關。這本小誌
有如一本互動指南，記錄
了大埔在不同時期的面
貌，帶領所有讀者
重新認識大埔。閱
讀小誌後，參觀者
還可以用貼紙、留
言等方式與裝置互

動，留下自己的看法。

寄望人與自然和諧共存
《白日夢觀鳥屋》是一間與別不同的
小木屋，它是一所「期間限定」的迷你
放映室，為觀眾帶來一齣以城鄉生活、
萬物有靈為題的半劇情半紀錄藝術實驗
電影。藝術家陳庭在大埔林村居住，她
以在林村的生活體驗為出發點，創作出
《白日夢觀鳥屋》聲影裝置。作品圍繞
人類與雀鳥共存的世界，帶領觀眾省思
人和自然的關係。陳庭介紹，實驗劇場
配以粵劇經典《遊園驚夢》選段，雀鳥
和花旦之間有相似之處，在這一裝置
中，粵曲吟唱和林村的自然景象及雀鳥
聲音相融合，產生奇妙的效果。
吐露港曾是一片珊瑚海，然而，城市
發展改變了大埔的海岸線和海洋生態系
統，吐露港的珊瑚黯然褪色，逐漸被遺
忘。藝術家何遠良以吐露港珊瑚為主
題，創作出《珊瑚走上岸》巨型裝置。
這一簇超大型充氣珊瑚色彩鮮艷，重現
從前吐露港水底的生命力和美麗。作品
同時邀請觀眾參與有關可持續發展及環
境保護的討論，積極保護珍貴的自然環

境。香港中文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的珊瑚學
院近年一直致力修復吐露港退化的珊瑚群
落，希望令海港重現生機。被大型珊瑚裝
置吸引的觀眾，或有興趣參與「吐露港珊
瑚修復探索之旅」講座，了解更多本港珊
瑚生態和保育知識。

在廣福橋上「觸摸」風水林
樹木與人從前有着緊密的關係。大埔有

多條村落都被風水林環抱，為林村河提供
水源，同時亦具守護村落的象徵意義。風
水林還有緩和颱風的影響、遮擋陽光的實
際作用。但隨着時間的推移，村落人去樓
空，風水林亦變得寂靜。
藝術家姚俊樺以社山風水林及其樹種為

題，拓印出一系列陶泥作品在廣福橋上展
示。廣福橋是大埔居民休憩場所和主要通
道，姚俊樺的作品有如將風水林重新帶入
社區，繼續為大埔居民遮風擋雨。如有興
趣探索更多，觀眾可以與姚俊樺和香港戶
外生態教育協會生態導賞員一同走入林村
河的上游，以河溪生物為靈感，利用撿拾
的自然材料在陶泥上拓印，創作屬於自己
的獨特生態杯墊。
除參觀藝術品外，今次藝遊路線亦有一

系列延伸活動，包括藝術工作坊、劇場、
生態藝術導賞團、口述歷史導賞團、單車
導賞團等。參加者除了可以在是次計劃的
「基地」大埔藝術中心參與活動外，更可
以到訪寨乪一帶河溪、林村、大埔市中心
各處（包括梅樹坑、廣福橋、鷺鳥林、大
埔海濱公園）等地，親身體驗大埔的人文
風情與生態環境。

●●林村河承載了大埔居民的記林村河承載了大埔居民的記
憶憶。。 圖源香港旅遊發展局圖源香港旅遊發展局

●●藝術家陳庭在聲影藝術家陳庭在聲影
裝置裝置《《白日夢觀鳥白日夢觀鳥
屋屋》》內內。。

●●《《珊瑚走上岸珊瑚走上岸》》巨型裝置巨型裝置

●●藝術家何燕兒採訪藝術家何燕兒採訪66位大埔區老街坊位大埔區老街坊，，
做成社區小誌做成社區小誌《《跟住老友大步走跟住老友大步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