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年仅 23 岁的她，在捷克领取国际玻璃奖项“李宾斯基”奖，

成为该奖第一位中国获奖者。如今，她希望能通过她的作品和观赏的人

之间产生的“化学反应”，让更多人了解玻璃艺术文化。

文／陈婷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90后玻璃艺术家赵瑾雅：
创作的自然

你可能不知道相对欧美非常成熟的

玻璃艺术，我们处于相对落后阶段，但在

2017年的捷克，“李宾斯基奖”颁给了一

位只有23岁的中国女性，作为首个得到这

项奖的中国人，她将几何艺术融入到玻璃

里，通过色彩变化营造热烈变化的情感，

作品在英国、美国、意大利等多国展出，她

就是为数不多的中国玻璃艺术家赵瑾雅。

她还拥有很多“第一”的身份：中国

美术学院玻璃艺术专业第一位中国政府

公派留学全额奖学金获得者，玻璃艺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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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奖项李宾斯基奖第一位中国获奖者，美国南伊利诺伊州

大学玻璃工作室艺术家驻场项目十年来邀请的最年轻艺术家，

其作品被媒体评为最值得收藏的青年艺术家作品之一等。

玻璃——“一个有性格的小姑娘”

看起来清新淡雅的玻璃作品，制作过程十分辛苦，平时吹

制的炉温就高达1000℃。吹制的人首先要克服对高温的恐惧，

用不锈钢管从料炉中挑出熔融状态的玻璃，再通过吹管吹出想

要的形状。为了让玻璃始终保持柔软和高温，近旁还有一个遛

火炉，要不断地把玻璃放进去加热。退火炉的作用，则是根据

玻璃作品的薄厚，调整它的退温曲线来给作品降温，根据作品

的大小与厚薄一般要放置24小时左右，防止玻璃在退温过程

中裂开。等玻璃冷却后还要再次塑型，调整细节、喷砂、打磨

等，才能制造出一件玻璃作品。

andrewjhyu
Sticky Note
《Non-existent Existence_the Two of Us_6》《Non-existent Existence_the Two of Us_9》《Non-existent Existence_the Two of Us_10》照片由何俊杰拍摄

andrewjhyu
Sticky Note
《Non-existent Existence 1》
图片由 Wallpaper* 惠允

andrewjhyu
Sticky Note
《Erhai 18:37》
照片由何俊杰拍摄

andrewjhyu
Sticky Note
《Before the Twilight Fade》
照片由何俊杰拍摄



126126 I    匠心 CRAFT    I126126 I    匠心 CRAFT    I 127I    匠心 CRAFT    I

为成本高、需要团队高度默契配合、失败率

高等原因，国内目前用吹制工艺制作玻璃作

品的人比较少，所以配套工具不是很齐全。

“吹制过程十分考验心态，你要在高温时瞬

间决定玻璃的形状，然后反复加热，没有工

具其实很难做 成功，团队的李老师就很厉

害，擅长用各种材料研发我们自己的工具。”

因为热爱，赵瑾雅和她的团队不惧困难，完

成了一个又一个作品。尽管过程充满挑战，

但看到艺术家、藏家停留在作品前欣赏，思

考并和自己产生共鸣时，赵瑾雅觉得一切都

值得。

由于玻璃的材质十分特殊，赵瑾雅的作

品又基本都是由很多部件组成的，导致失败

率很高，一件作品可能要重复做几十次才能

成功，每件作品的背后都是漫长而艰苦的实

验过程。“玻璃这种材质很像一个很爱发脾

气的小姑娘，在制作过程中只要有一个环节

出了问题，都会得到一个失败的作品。所以每

次都很没安全感，可能你好不容易吹制的部

分已经完成了，放进退火炉冷却到第二天温

度降下来，在冷加工环节就碎掉了。有时候大

部分部件已经完成了，但最后一个总是失败，

我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做出来。”

同时，在赵 瑾雅的大部分 作品中，你都

能看到渐变和层次的完美平衡。但这项技术

并不成熟且难度相对高，所以她用了很长的

时间进行色彩的鉴定和研究，如控制色彩的

量、温度、吹制玻璃的力度等方面来实现可控

的渐变。

团队协作也是决定作品是否能完美完成

的关键因素。“有一次有个朋友过来现场看完

了整个制作过程，说我们四个人仿佛是一人，

当玻璃到了炉子门口，门会‘自动’打开，然后

又会回来递到你手边。”经过近七年的磨合，

赵瑾雅和她的团队已经配合得十分默契。因

让更多人了解玻璃艺术

对赵瑾雅来说，玻璃是一个流动且变化着

的存在，那些流动感就和她自己的情绪和状态

一样。“玻璃非常包容”，当一件玻璃作品放置

在一个空间内，就会和其中的光影、环境产生交

流。而赵瑾雅也认为玻璃吹制，将气息吹进玻璃

的过程，使她的气息成为这个作品的一部分，作

品与身体的交流就这样产生了，既让她的身体与

作品连接，也是她的情感的一种无尽延续。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国外学习，虽然有

时差，但当很多人找到我，希望能够采访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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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赵瑾雅

Q：您通常是如何开始构思还有规划您的作

品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哪些方面？

A：我会先从观察开始，如日常中经历中的一

些细节让我很感动，或是景色十分优美，先记录

下来，然后通过我自己的转换回忆，再加上一些想

象，开始绘画，再开始创作。这个过程其实已经融

合我个人的情绪及想象力，从抽象到具象，从平面

到立体。我希望把它们融入到我的作品中，让观者

产生共鸣和思考。赵瑾雅希望能在作品中带给观

者一些思考。

Q：对于国内还在学习或者从事玻璃技术创作

的人，你有什么建议或心得可以分享给他们吗？

A：其实这个问题很有趣，因为我也确实跟一

些在读的学生有交流。大家之前一直会问我会不

会做自己的产品，要不要研发一个产品线。因为去

年在景德镇待的时间比较久，所以开了一家店叫

J Atelier 一間舍。也会跟一些在校学生或者是毕

业生一起合作售卖他们的作品。我觉得这点（商业

化）其实挺重要的，因为像我在国内上学的时候，

尤其是几年前，国内相关的产业不是很完善，所以

很多同学毕业了之后就只能转行。所以我觉得我

们做的这个事情也是对于学生的一种支持。建议

方面，我觉得创作真的不能太着急，应该先有一个

体会的过程，与其着急，不如多表达、多感受，时

间长了，作品自然就出来了。

Q：未来有哪些打算？

A：以往我比较专注于创作和实践，今年将用

更多的时间来阅读和写作，把创作中的想法和总

结落实到文字上。长远来看，希望可以坚持创作，

并且可以一直享受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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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我都会答应。我认为接受采访，让更多人了解玻璃艺术，就是我

传播玻璃艺术文化的方式之一。我希望通过我对玻璃的理解，我的作

品和人产生的化学反应，让更多人欣赏到这种纯粹之美。”

每个艺术家都会对自己的作品赋予期许，赵瑾雅也是，她希望能在

作品中带给观者一些思考，她不会将作品局限在自己的表达内容里，而

是希望大家能读出他们自己的心情和故事。所以当一件作品放在展台，

与观众形成共鸣的时候，她才会觉得作品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完整。

在赵瑾雅手中的玻璃不再是模样单一的作品，它变得无比鲜活就

像拥有了生命，即使不懂艺术也能感受到其中的美。中国玻璃艺术只

有短短二十年时间就已诞生获得国际大奖的青年艺术家，未来我们一

定能看见更多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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