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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许瑞英 通讯员梅伟伟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
展，AI不仅可以帮你写作文，
还可以帮你画画。AI 画师
——作为一个新兴的职业，也
让桐乡的小伙子许恺捷创造了
月入10万元的“战绩”。

有人说，就算你一天画画
都没有学过，只要你识字，就可
以通过AI来搞艺术。事实真
的如此吗？

杭州市余杭区的人工智能
小镇，是AI创业者的天堂。两
个月前，桐乡人许恺捷在这里
租下了一间十几平米的公寓，
这里既是他的工作室也是家。

辞职转行想去闯闯

许恺捷是00后，他说他曾
经是个“网瘾青年”，每天除了
打游戏还是打游戏。学校毕业
后做过一段时间的游戏代练，
结果因为代练过度伤了手，“最

严重的时候，手根本抬不起来，
但我除了打游戏，也做不了别
的”。之后他经人介绍到桐乡
的一家大企业干过销售，工作
虽然安稳，但他总觉得缺了点
什么，“我的性格是不太愿意被
束缚，又总觉得自己没有一技
之长，我要学点什么，再出去闯
闯”。

出去闯闯的想法不停在
脑子里盘旋，去年1月，许恺捷
毅然辞去了工作。“那个时候，
我认识了我的师傅，他帮我分
析了这两年的形势，觉得站在
人工智能这个风口上，肯定能
做出点成绩。后来我也了解
到用AI做图画画非常流行，
刚巧我对AI画师这个职业也
非常感兴趣。”于是许恺捷下
载了各种AI软件模型，开始
不断钻研。

“年轻人当中流行这样一
句话叫‘菜就多练’，那段时间，
我几乎每天要学习操作15个

小时，就算过年也不给自己放
假。”

在模仿中迭代进阶

许恺捷说，“学习一件事
情，你还不是很有把握的时候，
先别急着去创新，我的建议是
新手可以先模仿和练习，大量
地看，了解什么是AI，熟悉AI
工具，大量练习之后你就能把
它应用到实战中，在实战中迭
代自己的认知。”

许恺捷说，AI绘画跟传统
绘画完全不一样，它需要电脑
下指令，让AI来生成图像。这
个过程中最关键的就是文本描
述，AI画师对主体、风格、细节
描绘得越清晰到位，生成的图
像质量就越高。

“比如这一张白猫的照片，
用AI工具生成关键提示词，再
把提示词输入到AI绘图软件，
一分钟不到，白猫照片就被做
成了水彩画。”看着简单，但这
是许恺捷用了一年多时间，慢
慢摸索出来的。

许恺捷说，各个AI软件都
有它各自擅长的方面，有的擅
长写文本，有的擅长画画，有的
擅长调色，他所做的就是让各
个软件做它最擅长的事，找到
最优方案。

为了一张图像，他需要多
个软件之间来回倒腾，多的时
候，生成5000次都是有的。“AI
绘画的技术迭代太快了，但只
要我一直在学习，站在一线，一
旦有新的风口，我都会比其他

人有更多机会”。
技术练成了，怎么把它变

现来养活自己呢？许恺捷决定
去跨境电商平台试试水。

许恺捷说，“起初当我设计
出一张AI水彩画，我先把它放
到跨境电商平台，有顾客看到
了之后，觉得喜欢，就下单了，
然后我再通过海外的供应商平
台，按需印刷，我们赚的就是定
制的钱。”

许恺捷摸索出的另一个
“生财之道”便是做自媒体。最
多的时候他要操作8个手机，
不断在社交软件上开账号，再
把自己的工作，AI绘画作品分
享上去，以此来不断积累粉丝，
也慢慢累积流量，“有了流量，
机会也就来了，我利用小红书、
抖音等自媒体账号接到了一些
广告，也开始带货。”

许恺捷还会把自己画图的
经验推销出去，“也就是所谓的
卖技术，我每天都要去复盘总
结，整理好之后，录制成教程，
挂在网上出售，还真有人买了，
于是我的商业闭环就实现了，
不管是绘画技能还是跨境电商
业务，只要他想学，我就能教
他。”

拥抱AI它会给你惊喜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也
先赚到钱。许恺捷说有一个月
自己赚了差不多10万元，这个
成绩对刚入行的年轻人而言，
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的确，
现在人工智能那么发达，就算

没有绘画基础的人也能做这
行，只要肯用心学。”

创业一年多，许恺捷说，
自己的变化和收获还是很大
的。“2024年1月份以前，我只
是一名普通的00后男生，只会
玩手机游戏，既不会英语，更
不了解互联网行业。”而今，开
了两家公司，最高时月入6位
数；自媒体单日收入最高 2.1
万+；跨境电商稳定月入3万
美元；全网10万+粉丝（海外
社交媒体 4 万粉丝），学员
200 多名……这份沉甸甸的
成绩单，是当初那个“网瘾青
年”不曾预想到的。

那么用笔画画的画师会不
会失业呢？在许恺捷看来，这
样的担忧也是不必要的，他认
为眼下AI还只是一个辅助工
具。“所以，越是有专业技能的
人越要拥抱AI，它能让你事半
功倍。”

许恺捷的社交账号和公
司名字都叫“逐梦AI副业研
习社”，他也给自己定下了下
阶段的目标——年入百万。
他认为，年轻人有梦想就要去
追，如果你一味等待而不去学
习、去试错，机会就会悄然而
过；努力了，只要肯坚持，哪怕
暂时没有收益，赚不到钱，你
也累积了经验，这个经验就是
宝贵的财富，胡思乱想，坐井
观天只会浪费青春。

许恺捷说，“我最想对年
轻朋友们说的一句话是：想全
是问题，做全是答案。”

■陈佳琪、车志蒙

“Look at this，there
are other styles avail-
able……”近日，在义乌国际商
贸城四区市场，经营户姚宝娟
站在琳琅满目的店铺内，操着
一口流利的英语与外商侃侃而
谈，谈笑间，就拿下一笔帽子订
单。

姚宝娟是衢州人，1999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她从开化
来到义乌，被这里浓厚的商业
氛围深深吸引。从篁园市场
到国际商贸城，经营小百货起
步，她在义乌市场一扎根就是
26年。20年前，她为了拓展
外 贸 生 意 开 始 自 学 英 语 ，
2011 年又开始学习西班牙
语，如今已掌握俄语、阿拉伯
语等 5门外语。“学会外语可
以直接和客户沟通交流，避免
翻译不准确或‘中间商赚差价

’。”她拿出常常带在身边的笔
记本，大大小小、厚薄不一，每
一本都记录着这些年来的学
习心得。

“活到老，学到老，学无止
境”，这句话不仅是姚宝娟的
口头禅，还是她不断自我提升
的行动准则。正如亲朋好友
所言，姚宝娟真的是“太全能
了”。她不仅擅长多门外语，
还喜欢中医文化，考取了健康
管理师。不久前，她自学视频
剪辑，运营的Facebook 海外
社交平台账号已涨了3000多
粉丝。最近，她又迷上了 AI
技术应用，并以自己形象推出
了“数字人主播”分身，借助AI
熟练切换各国语言制作商品
展示视频，为商业推广开辟了
全新路径。

如今，55 岁的姚宝娟还
保持着高强度的生活节奏：
每天清晨在市场晨读，白天

接待各国客商，晚上雷打不
动地去舞馆学习古典舞和肚
皮舞。此外，她还是中国小
商品城商学院的一名金牌讲
师，闲暇之余站上讲台，带领
其他经营户一起学习。“市
场、家里、舞馆三点一线，每
周我就给自己放一天假。”谈
及忙碌的生活，姚宝娟脸上
笑意不减，言语间满是从容
与坚定。

“我的小店虽不起眼，但
它走向了世界。”姚宝娟的话
语中透着自豪，她用亲身经历
生 动 诠 释 了“ 小 生 意 全 球
化”。客户已遍布全球，她却
并不满足于此，而是立下目
标：学好更多国家的语言，让
每位进店的客户都能毫无障
碍地下单。秉持着这份决心，
她又将尼泊尔语和哈萨克斯
坦语列入了自己的学习清单。

义乌是一座因市场而兴的

城市。近年来，包括姚宝娟在
内的义乌女性经营户频频“出
圈”，她们结伴晨读学外语、积
极拥抱AI技术、勇于挑战自

己，成为勤奋好学的“代言人”，
也用自己的方式向全球客商展
示着“世界小商品之都”义乌的
风采。

当AI画笔遇到00后“网瘾青年”，当小商品老板娘以“二次学习”的勇气拥抱技术浪潮，这不仅仅是一个个商海

突围的励志故事，更是一张张在智能时代转型升级的生动切片——那些主动与新技术握手的人，终将在变革浪潮中

淘得真金。这或许就是“中国式创新”最鲜活的注脚。

■李治钢

杭州的清晨总带着水墨画
般的氤氲。运河边的老巷里，
铜雕大师朱炳仁的锤声已敲碎
了薄雾，古法西泠印泥传承人
曹勤正将第六万次捣杵落下，
龙井茶炒茶大师关达祥的手掌
在铁锅上烙出第53个春天的
痕迹。叶彬松的《指尖上的光
阴》便是在这样的市井烟火中
生长出来的。

翻开书页，仿佛走进了一
座流动的匠人博物馆。叶彬松
的镜头像一柄温柔的手术刀，
剖开快节奏生活的表皮，露出
城市肌理中那些沉默却坚韧的
脉络。他拍岳氏鹰爪功传承人
殷祖炎晨练时蜷曲成钩状的手
指，像极了老鹰的爪子；拍土布
纺织技艺传承人郑芬兰织布时
颤动的梭子，粗棉线在晨光中
泛起珍珠般的光泽；拍古法制
香传承人蒋锐挑选香草时低垂
的脖颈，露水顺着草叶滑落在
他手背的皱纹里。这些影像不
追求构图的完美，却因刻满了
生活的褶皱而格外动人。

匠心从不是浪漫的想象，
而是具体到 0.125 毫米的苛
刻。曹勤调制西泠印泥时，石
杵撞击陶缸的声响在工作室回
荡了30多年。制作印泥涉及
3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要
求做到最好，光是捣碎朱砂，颗
粒直径就必须精确到小数点后
三位。“朱砂浮了，印文就飘；沉
了，印色就僵。”他对着镜头举
起一枚民国时期的印泥缸，缸
底凹陷的弧度恰好与石杵吻
合，像一对携手穿越时光的恋
人。

匠人的故事里，总藏着惊
人的创造力。铜雕木刻融合工
艺传承人刘华的工作室像个奇
幻实验室：明代的木雕窗棂上
嵌着铜齿轮，智能手机壳上浮
雕着《千里江山图》的局部。他
抡起锤子砸向铜板时，飞溅的
火星在镜头里划出光的轨迹，
叶彬松在拍摄手记中写道：“那

些铜屑落在地上，恍惚间竟像
星河倾泻。”而在富阳山区的竹
林深处，古法竹纸技艺传承人
朱中华正用最原始的方式，将
一根根青竹变成一张张元书
纸，并走进北京故宫，成为了印
制故宫装饰纸银印花纸的底
纸。

最动人的莫过于匠人间的
薪火相传。大国铜匠朱炳仁
将特制铜锤交给弟子时，总要
说：“锤子砸下去的是铜，炼出
来的是心。”在古法制香传承
人蒋锐的作坊里，年轻学徒正
跟着他辨认百草。春采忍冬，
夏收薄荷，秋藏桂花，冬取柏
叶，二十四节气化作香方里的
阴阳五行。蒋锐说：“现在的
年轻人总爱问香氛前调中调，
却忘了最好的香味是时间熬
出来的。”

在叶彬松的文字与镜头
里，传统与当代的对话始终在
进行。殷祖炎的鹰爪功不再是
冷兵器时代的遗存，而成为都
市白领减压的新宠；郑芬兰的
土布纺织机旁摆着直播设备，
靛蓝染的方巾通过互联网飞向
国外时装周；嵇锡贵的青瓷茶
器进驻科技公司展厅，宋代开
片纹与二维码和平共处。这些
画面悄然揭示着匠心的真谛：
它从不是固守时光的琥珀，而
是流动的河，在每个时代都能
找到新的河床。

合上这本厚重的影集，窗
外的杭州正被霓虹点亮。数字
经济之城的光鲜外表下，那些
藏在巷陌深处的匠人作坊依然
亮着温暖的灯。叶彬松用五年
的编著时间告诉我们：真正的
城市灵魂不在云计算中心，而
在这些布满裂痕却永不疲倦的
指尖上；文化的传承不是博物
馆里的标本陈列，而是老匠人
将毕生心血熬进手艺时，那声
轻轻的叹息。

在这个连爱情都可以速配
的时代，《指尖上的光阴》像一
封手写的长信，提醒我们有些
东西值得用一生去打磨。

■赵西蔚

星期六，带儿子到县图书
馆去参加一场阅读讲座活动。
活动室里，馆员老师给小读者
们奉献了一堂精彩纷呈的阅读
课。在门口等待的时候，我刷
到了一个有关原生家庭的创伤
与和解的视频。简短数语，几
乎让我的泪水夺眶而出。一个
人成长过程中，原生家庭的影
响究竟如何衡量？

小时候，我特别喜欢读课
外书。自打小学开始，周末跑
到图书馆去翻阅《海底两万里》
《儿童文学》等书籍和刊物，晚
上躲在被窝里偷偷阅读借来的
《哈利·波特》系列，是我最快乐
的事情。那时候常常拿买早点
攒下来的零花钱，去书店里换
成一本又一本心心念念已久的
新书。我曾经无比羡慕，甚至
是嫉妒那些书香门第的家庭，
特别是那些闪闪发光的“文二
代”们。他们身处对我来说遥
不可及的文学殿堂，而我只是
一个普通工人与护士的孩子，
父母踏实、务实，每天忙于生
计，并不能托举我触摸我想要
的精神世界。

上了中学以后，我的学习
成绩由年级前二十名一下子掉
到了二百名以外。母亲慌了，她
开始严厉禁止我看课外书。有
一次，我因为没做完作业就看
书，母亲愤怒地撕掉了我的文学
杂志。当那些纸片如雪花一样
纷纷扬扬落下来时，我感觉梦想
也随着那些碎片一样支离破碎
了。青春期的我如一头愤怒的
小兽，含着眼泪夺门而出。

临近大学毕业，我找到天
津的一家杂志社实习，父母却
让我回家乡考公务员、考事业
单位、考银行，找一份像他们一
样离家近且安稳的工作，这就

是原生家庭对我的期望。有一
天，当我读到平原上的娜拉
——刘小样的故事，内心犹如
海浪般翻涌。我何曾不是另外
一个“刘小样”，生于边远小镇，
困于原生家庭，在妄想与麻木
中苦苦挣扎。

前两年因为胃病，父母陪
我到市区大医院找专家做检
查。我已经三十岁了，还像小
时候一样走在他们后面。我猛
然发现，曾经高大、强势的父母
都已经老了，岁月爬上了他们
的额头，浸染了他们的发梢，也
悄悄溶解了过往那些藏在我心
底里的怨念，原来父母也只是
普通人。他们为我在偌大的医
院里跑东跑西，一遍又一遍地
向大夫询问我的病情。这么多
年过去了，他们还是像小时候
一样关心我。可能就像视频里
所说的，他们已经给了我他们
所拥有的一切，是我一直在以
原生家庭为借口，封闭内心，逃
避成长。

现在，我终于开始重新阅
读，写作，并且在报刊上发表文
章。我给我的孩子买书，带他
一趟又一趟往图书馆跑，拼命
宴请小时候的自己，也在力所
能及的范围内带他认识这个广
阔的世界。我忽然意识到，我
也是我孩子的原生家庭，但我
所给他的，可能并非他想要
的。人生的路，终究还是要自
己去闯。

最喜欢歌手周深的那首
《光亮》，其中有一句唱道：“最
渺小最微弱最柔软最无畏的
你，用尽了全力，努力地回应，再
无边再无尽再无解总有一线生
机，光亮你自己。”光亮不是外部
的救赎，而是内在的觉醒。

愿每个人都能努力成为自
己的光亮，做不问宿命最无畏
的你！

一个 AI 画师的修炼笔记：

我一直站在一线
就肯定有更多机会

编
者
按

每天在市场晨读

“终身学习”成就全球生意

姚宝娟正在与顾客交流。

书香留痕

《指尖上的光阴》：

在时光深处寻找答案

先光亮你自己

父母课堂

在一年一度的重逢里成长
立夏已至，万物进入繁盛的序章，此时，我们既需顺应自

然的蓬勃，也应观照内心的舒展：在饮食烟火中触摸日常轨
迹，于栖居空间里安放身心，借行走拓展生命边界，最终回归

内心的澄明之境，这份书单既有对日常生活的多维感知，亦
有对精神世界的叩问，带我们窥见世界的丰饶，也照见自我
的微光。

扫出一本好书

一本介绍四时花木、时令风物的生活美学之书，
以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为主线，书写六十余种富有人
文底蕴与历史背景的树木花草，它们如一期一会的朋
友，等候我们定期拜访，在一年一度的重逢里，照见彼
此的成长。

《
草
木
有
情
》

著名作家余光中的名篇合辑，精选作者多篇以
“故乡”“旅行”为主题的经典散文作品，如《凭一张地
图》《听听那冷雨》等。书中有壮阔铿锵的大手笔，有
细腻柔绵的小写意，还有深沉真挚的情感和思考，以
及深厚的人文情怀，从中我们读取作者细腻的情思，
感受大师丰富的精神世界。

《
尺
素
寸
心
》

一部融饮食、养生、文学为一身的奇书，从中可见
宋代文人的饮食美学，于一蔬一饭间见天地：蜜渍梅
花、樱桃煎、牡丹生菜、碧涧羹……古人用极简之物构
筑生活雅趣，带领我们在山林野趣、粗茶淡饭中，寻觅
生活的真味。

《
山
家
清
供
》

（来源：杭州市西湖区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