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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度数字化的当代社会，科技赋予了生产无与伦比的速度与精
准，但真正触动人心的往往是那些手工创作的艺术品。这些作品
不仅凝聚了匠人精湛的技艺，更承载着独特的情感与精神，传达
出一种不可替代的温度。手工技艺是人与自然、社会以及内心深
处的复杂对话，它以时间和心灵为媒介，塑造出人类文明的缩影。
如今，传统技艺在艺术家的手中焕发新生，不再仅仅是实用物品，
而是跨越时代与文化的艺术表达，连接过去与未来，延续着工艺
与创意的无声对话。这正是本期《芭莎艺术》所探索的“技艺焕新”，
一种将传统与当代融合、赋予手工艺全新生命力的美学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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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瑾雅

一千度的高温，粘稠的流
体，在重力、空气等多种
因素的作用下，玻璃这种
材质游走于危险与精密之
间，作为日常材料中透光
率最高的介质，很多艺术
家都会利用玻璃这样的特
性，将其转变为一种光的
博弈，但在赵瑾雅的手中，
玻璃的乐趣不仅仅来自透
明度和吹制技艺，更是多
重空间和层次游戏。与其
他仍需通过手工呈现的“非
遗”技艺不同，玻璃工艺
早已被工业化吸纳，玻璃
也由此成为日常生活中广
泛应用的功能性材料。然
而，赵瑾雅却在这平凡的
材料中发掘出令人惊叹的
美。本次采访，我们将看
她如何用这种脆弱的材料
传递着生命的韧性与诗意，
又如何通过不断创新，为
玻璃这一古老的材质赋予
全新的生命力……

与赵瑾雅对话时，她刚刚回到国内，正在景德镇筹备工作室。接下来，她将每年
往返于英、美的行程计划中，拨留出一部分给景德镇，用来创作和加工。源于对空间、
情感流动和个人体验的深刻洞察，她将色彩、层次与感官的互动凝聚在她独具匠心的玻
璃雕塑中，塑造出独特的艺术语言。年轻一代的艺术家，对曾经泾渭分明的“装饰艺
术”“造型艺术”等分类不屑一顾，正如赵瑾雅告诉我，她从来不认为一个“瓶子”就
只能成为工艺品，它同时也可以是一件雕塑作品。

赵瑾雅于1994 年出生。从小喜欢画画，但赵瑾雅认为，自己走上创作之路很大影
响来自于她的奶奶—这位多才多艺的长辈。从小看着奶奶刺绣、设计图样、精心打理园
艺，成为赵瑾雅最早的审美启蒙。父母也是喜欢艺术的人，对她系统性地学习绘画非
常支持。赵瑾雅于2017 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随后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完成了硕士
及研究硕士学位，并于2021 年开始攻读艺术人文博士。在这个学术与艺术并进的过程
中，赵瑾雅发现了自己对玻璃的兴趣，并逐渐确立了自己独特的艺术视角—她不仅将玻
璃视为一种创作材料，更将其作为探索人与感官、内外空间之间关系的桥梁。

赵瑾雅的创作初衷源于她对玻璃这种材料的喜爱。她对玻璃的透明度和质感有着
极其敏锐的感知力，最初因其晶莹剔透的质地而着迷，后来则更加深入地探索玻璃的透
光特质，尝试在作品中引入更多质感与层次。这种对玻璃的敏感在她的作品中表现得淋
漓尽致：通过多层的颜色和光影变化，她让观众不仅仅是观看作品，而是通过视觉“触
摸”它，体验一种超越视觉的感官之旅。

赵瑾雅的创作不仅是对材料的实验，更是对情感和记忆的捕捉。在她的艺术世界
里，玻璃不仅仅是冷硬的材质，而是一种情感的载体，一种让观众重新审视与自身和世
界联系的媒介。她通过玻璃作品唤起观众内心深处的记忆片段，让他们在欣赏艺术的过
程中重新发现生活的细腻与美好。

如今，赵瑾雅的作品被世界各地的知名博物馆和画廊收藏，诸如捷克玻璃艺术馆、
青岛美术馆、南伊利诺伊大学博物馆、阿尔斯特博物馆和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
等。她正在不断挑战玻璃艺术的边界，试图通过“共感的触觉”理论，将视觉、触觉、
情感体验融合在一起，探索人类感知的更深层次。对于赵瑾雅而言，艺术不仅是技术的
突破，更是情感与心灵的碰撞，在每一件作品中，她都在试图让观众通过玻璃看到更
多，感受到更多……

璃编辑 |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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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莎艺术》X  赵瑾雅

《芭莎艺术》：你小时候的爱好是画画，
那为什么现在会对玻璃的工艺感兴趣，
并投身到这样的创作当中？
赵瑾雅：其实这件事情挺机缘巧合的。
因为我本科在中国美术学院，当时我报
考的是设计类的方向。在大一的时候，
我们会接触到各个专业，都会有了解。
后来有一天我看到了杭州举办的国际玻
璃艺术展览，我第一次见到玻璃的艺术
作品，当时就很震惊，原来玻璃这个材
料也可以做创作。当时有一个实心铸造
的 玻 璃 作 品， 它 就 特 别 像 凝 固 的 水 一
样，就把整个空间都凝固了起来，我印
象特别深刻。
我当时就想试一下这个材料。玻璃，大
家 会 觉 得 很 熟 悉，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玻 璃
窗、眼镜等等，日常中这个材料司空见
惯，但我真的没有想过它可以做艺术作
品的创作。其实就是有一个反差感，让
我对这个材料特别感兴趣，就这么开始
进入了这个专业。
其实现在我也会画画，比如画水彩。去
年我还在美国有一个驻地，它是一个全
球玻璃艺术特别顶尖的玻璃学校，他会
教学生们各种玻璃的技法，他们同时也
有驻地的项目，每年邀请一些艺术家过
去创作。当时我也将我的绘画和玻璃烧
制的技法结合在一起，进行一些粉烧的
创作。我现在的这些进一步的创作，也
跟绘画一直有联系的。包括我现在做作
品之前，也是先通过绘画来整理我的想
法和思绪，然后再进一步在工作室里面
吹制出来。
最开始我被打动就是它的透明的、特别
无 瑕、 透 光、 晶 莹 剔 透 的 感 觉， 我 觉
得好神奇，我觉得它的透，是毫无犹疑
的透，它的光泽反射是很高强度的。但
我 开 始 了 创 作 之 后， 渐 渐 的 我 对 它 的
translucency（半透光度）更加感兴趣，
我作品很多都处理成磨砂的表面，或者
是最近的新作品，我结合玻璃的粉—
这 个 材 质， 让 它 表 面 增 加 更 多 的 质 感
（texture），光透过来之后，是那种若
隐若现的感觉，现在我对这个方向会更
感兴趣，它有一个变化在里面。

《芭莎艺术》：我印象里面，很多国家地区都有传统的吹制玻璃的历史，你在创新的过
程中，同时也会考虑它跟当代的生活或者思想如何融合吗？你是如何平衡技艺的传统与
创新的？
赵瑾雅：我是艺术家，也了解并系统性学习技法，比如威尼斯玻璃 (Venetian glass)，
我学习了他们吹制高脚杯的步骤和方法，并长期练习。当我要表达自己的想法创作作品
时，技法作为关于材料的知识支撑创作。
制作玻璃是很讲逻辑的，它不是一步就把一个东西能制作出来。首先制作过程需要高温，
因此需要通过工具来塑形，又因为有重力的原因还要不停地旋转。在创作之前就需要想好
要怎么做，传统技法的工艺给我更新的创作，提供一些知识的背景，让我知道是什么可
行，什么是存在挑战但是可能实现的。我在创作新作品时，不会刻意考虑它如何跟传统技
法结合，因为技法就是我的知识背景，我的作品就是从中顺其自然地形成的。

《芭莎艺术》：在制作作品的过程中，你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赵瑾雅：最开始我学吹制的时候，老师是用蜂蜜来给我们练习的，因为它的粘稠度和质
感跟熔融的玻璃很像，直到有肌肉记忆之后，再放到炉子里，你就不觉得它是一个离你
很远的东西。热度其实也是在一个可控的情况下，当你知道它是怎么操作时，最开始的
尝试也没有变得那么恐怖，反而很有意思。
之前在学吹制，我们有个工具叫jack（玻璃钳），它是一个特别万能的工具，做什么东
西其实都会用到的，不同的尺寸、大小来做不同尺寸的东西。它是最常用最普遍的吹制
工具，基本上天天用。在我最开始学习的时候，有一天我就用jack 把自己手臂烫到了，
其他吹制的艺术家过来恭喜我，说：“太好了，你也有一个jack mark 了！”大家在创
作过程中都是或多或少会烫到自己，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可怕的事情，反而可能是从业
者们的一种骄傲。

《芭莎艺术》：就像勋章一样，是创作过程中留下的痕迹。
赵瑾雅：对，这说明你已经跟材料、工具都磨合了，熟悉了，它也给你留下了一个印记。

《芭莎艺术》：听上去在这个过程中是有很多乐趣的，从学习到制作过程中，也会有特
别好玩的事。
赵瑾雅：确实是有乐趣的，首先吹制不是一个自己能完成的事情，要有团队。我经常感
到吹制特别像一场比赛，首先时间有限，不可能一直在加热塑形，它慢慢就会收缩变
形，你要控制好这个时间，而且温度也高，你要在这个可控的时间内完成一个漂亮的作
品，就特别像打赢了一场比赛，一个团队朝着一个目标一起努力。

《芭莎艺术》：在展出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反馈？
赵瑾雅：还挺多的。我去年在上海做了个展，之后在深圳做了一个双个展。开幕之后我
就回到英国了，在网上看大家的评论，有一些很深刻的感受，我有的时候都会看到热泪
盈眶。比如会说，看到某件作品，就想到自己小的时候一些情景等等。我觉得很好，可
以产生共鸣，或者引发了一些思考。
去年深圳展览做了一场对谈，现场有一位观众举手，是一位女生，她说她只是想表达，
她看到其中一件作品叫《年中初夏》，她仿佛看想到了幼时夏天，和外婆在院子里，外
婆扇着蒲扇，她在一旁悠闲地躺着……她描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很恬静的画面。我因观者
的共鸣而感到内心满足。

《芭莎艺术》：会有一些关于玻璃吹制技艺传承保护方面的责任感吗？
赵瑾雅：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对材料的兴趣，而不是某种保存传统技艺的责任感，才
开始这个创作，但进一步创作之后，即使是威尼斯的穆拉诺（Murano）岛，它有着吹
制玻璃的悠久历史，都已经开始在走下坡路的情况下，我觉得作为运用材料的艺术家，
我们是有责任、也希望有这个能力来进一步推进大家对于传统材料的认知的。

《芭莎艺术》：接下来有哪些想要尝试的方向，或者是一些新的突破？
赵瑾雅：我觉得有，因为我作品在吹制过程中，会有大小的限制，但是因为现在我自己
做工作室，就会有突破的空间，首先我会在整体作品尺幅的方面会有一些调整，可能会
做一些很大的装置，再做一些很小的作品。
我最近都在不同的国家展览、生活，我发现，其实不同地方的人对于作品大小的选择和
欣赏程度，跟当地房屋和人口密集度也很有关系。在不同的国家和城市里，大家对于尺
度方面的认知，和时间上的认知，都是很不一样的，这很有意思，所以我就会想有这一

方面的尝试。
另外，去年我的一个驻地对我的影响很
大，当时我以玻璃的粉做了很多不同的
尝试，是我之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不同
温度下玻璃的粉质呈现出来的质感也不
一样，如果稍微低一点的话，它的质感
就会很强，是我很喜欢的，之前是在平
面的玻璃上制作，今年我希望可以在吹
制立体的玻璃雕塑里加入这个元素，并
在玻璃的透明度、色彩方面进行不同的
尝试。
还有就是我在创作过程里一直很喜欢挑
战玻璃这种材质，它本身流动性很强，
可以形成不规则的形态，我就很喜欢一
直探索它的边界。我今年就想，是不是
也可以给玻璃本身一点点喘息和更多表
达自己想法的空间，我更想跟随它自己
想走的路，在这个过程中，结合我施加
的力，进行一些共同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