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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变形金刚到中国机甲

近几年，随着孙世前带领团队研
发创作的国风机甲不断出圈，人们开
始关注到他和他的机甲。而在 7 年前，
中国的机甲艺术还是一片空白，人们
对这种新的艺术形式也很陌生。

机甲艺术最早起步于科幻小说和
美日的动漫电影。2012 年，日本水道
桥重工制作出世界第一台真实机甲，
打破了人们印象中机甲只存在于小说
或影视作品的认知。2015 年，美国发
布了世界第二台机甲。从广义上而
言，机甲艺术就是一种可驾驶的人形
机器人与艺术的结合体。

与许多“80 后”男孩一样，孙世
前对于机甲的热爱，始于四岁时看到
的 G1版变形金刚动画。酷炫的动画场
面以及变形金刚代表的正义与责任
感，让孙世前深深迷上了机甲。只
是，当时变形金刚实体玩具的价格相
当于父亲一个月的工资，懂事的孙世
前就找来硬纸板、木块等工具自己动
手做出变形金刚模型。而自那时起，
机甲艺术就在孙世前心中种下了一颗
小小的种子。

2003 年，孙世前考入了中央美术
学院。公共艺术专业出身的他，毕业
之后在一家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考
取了工程师职称，事业发展顺风顺
水，但是他对自己的艺术生涯有着另
一番考量。“临近而立之年，我想做一
些自己的艺术创作，当代艺术有很多
分支方向，与其做大家都有的，不如
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方向。”

孙世前选择了自己一直热爱的机
器人艺术领域创业。经过几年的努

力，他带领团队在机器人艺术领域做
出了不少成果：为日本SEGA集团制作
了全球最大的 SONIC 像，并且放置于
青岛市政府旁的 40 米高楼角；为创新
工场旗下超人气网络自媒体节目 《暴
走大事件》 设计首款手办并生产数
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但让
孙世前感到遗憾的是，他几乎是在为

“他人作嫁衣”，很多情况还是在帮助
国外的作品在中国展出。

2014年《变形金刚4》在中国上映
前，孙世前团队得到官方巡展委托，
制作了1∶1比例的9米高擎天柱和7米
高大黄蜂，矗立在北京前门箭楼前。
然而，这些来自国外的庞然大物却掀
起了许多争议，孙世前由此陷入了深
深的反思——在前门这样一个中国传
统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标前，与之相契
合的本应是属于中国自己的机甲作品。

后来，他有机会参加各类国际机
甲会议、交流活动，更加深刻地体会
到欧美有变形金刚，日本有高达、EVA，
而中国却没有真正走出国门的机甲
IP。“那时我才意识到，只有原创的才
属于自己。”孙世前说。他为自己定下
目标，那就是“做中国自己的机甲
IP，让世界看到中国的机甲艺术”。

让机甲成为中国文化的载体

相较于发展了五六十年
的 欧 美 、 日 本 机 甲 文 化 来
说 ， 中 国 的 机 甲 起 步 比 较
晚，容易发展和形成体系的
机甲样式与风格已经被开发得
差不多了。孙世前决定把目光
聚焦在中国文化上，把带有中华
传统文化的色调、纹样、汉字、建
筑等符号融入机甲，让机甲成为
中国文化的载体。

他首先想到以十二生肖为机
甲IP主题。“每一个中国人都有生
肖，并且它的故事有一定的扩展
性。我希望能通过科技与艺术的语
言结合，做出属于这个时代的十二
生肖。”2015 年，孙世前完成了以
生肖为主题的首款原创机甲——一
台霸王龙造型的合金机甲机器人

“辰龙·崛起”，这是全球第一座可
变形的大型全金属雕塑，拥有多项
发明专利。

中国生肖和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具
有代表性的“龙”，调动了孙世前的许
多想象，也推动他对国风机甲的进一
步思考。他想到小学课本上的一句话

“万里长城宛若一条巨龙”。“长城和龙
都是代表我们华夏的符号，何不把两
者结合在一起，做一个真正可以变形
的龙？”在这样的想法下，孙世前与大
学同窗好友、中央美术学院建筑系副
教授范尔蒴从 2015 年开始研究制作，
耗时7年，完成了其国风机甲最具代表
性的作品——“长城龙· 崛起”。

“长城龙· 崛起”最终设计为：一
段长城三个垛口，第一个垛口变成龙
头，其余两个垛口变成四个爪子。为

做出满意的龙头变形动作，孙世前和
团队为龙头设计了 16 种变形方案，最
终选取了让“垛口开花”的变形方
式。研发期间，孙世前还跨界学习机
械、电子编程等新技术，将它们运用
在艺术领域。与此同时，范尔蒴也在
建筑方面给予他学术支持。

2021 年 2月 7日，孙世前在 B 站上
传视频“用时 7 年，将 19 米的长城变
成巨龙！”。视频很短，只有 2 分 29
秒，播完它就好似走过了他7年的研发
历程。“长城龙·崛起”由金属打造，
重约 9 吨，由 1200 多个零件组成，总
长 19.21 米，变形高度最高 7.1 米，以
此纪念 1921 年 7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成
立，作为代表中央美术学院为建党百
年献礼的作品之一。

期待国风机甲走向世界

“从小时候喜欢机甲，到因为机甲
考上央美，再到现在做机甲艺术，人
生已经走过一小半了，可以说我的前
半生是跟机甲一路羁绊过来的。这辈
子把这件事做好，我就满足了。”孙世
前说。

作为机甲艺术领域的“头部”艺
术家，孙世前的收入与积蓄并不算
少，但技术研发和作品创作的支出占
据了绝大部分。从做机甲开始，他已
经投入了小几千万元的资金，对此他
笑称：“能做到收支平衡我就比较满
意了。”

2019 年春晚的亥猪机甲、2021 年
春晚的年画机甲牛“憨憨”接连出
圈，让孙世前受到更多关注。这当然
可以为他带来更多资源，去完成其他
作品的创作，但孙世前并不急于出
圈。相比之下，他更想做的是让自己
的机甲作品变得更为成熟。

“现在回头看 3 年前的作品，其实
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更加完善。有时你
会发现，时间的沉淀会带给你一个再
思考的过程。按照现在的状态，慢慢
向上走，再走个几十年，该做的、想
做的都能做出来。”孙世前说。

孙世前的计划是每年做出一个对
应的生肖机甲，让喜欢机甲的人每年
能有一个小期待。“等到一轮生肖12年
过去了，我会有新的技术储备和想
法，去做生肖机甲的2.0、3.0版本，这
个事情我一定会做到老。”

2021 年下半年，孙世前打算回到
大连的工作室“闭关”，升级前几年做
的“大圣号”，做出中国第一台实战机
甲。他打趣地说：“你可以想象，在一
个东北的小岛上，海边的一个破旧工
厂里，一群‘70 后’‘80 后’中年大
叔，因为喜欢机器人聚在一起，造全
世界第一款量产机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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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央视春晚，有
一场蕴含科技元素的创意演
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那就
是刘德华与关晓彤、王一博
三位属牛演员隔空演唱的
《牛起来》。节目中，与三位
歌手相互凝视、彼此交流的
一只巨大的生肖机甲牛，分
外吸引人眼球。这便是国内
机器人装置艺术家孙世前根
据传统年画制作的机甲牛

“憨憨”。
从第一款生肖机甲“辰

龙·崛起”到2019年、2021
年登上央视春晚舞台的亥猪
机甲、年画机甲牛，从中国
第一台可驾驶的机甲“大圣
号”再到纪念建党百年的作
品“长城龙·崛起”，这些年
来，孙世前在国风机甲艺术
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他心
中最期盼的是能够让中国机
甲登上国际舞台，通过机甲
这种现代载体，向世界展示
和传播中华文化。

琵琶、阮咸、箜篌、横笛、拍
板、檐鼓，谁才是大唐乐队的 C
位？打开微信小程序“云游敦煌”，
一部时长不到3分钟的动画剧《谁才
是乐队 C 位》（如下图），不仅以幽
默而接地气的故事，将敦煌壁画中
的乐器知识娓娓道来，还极具创意
地增加了配音功能，用户只要轻击
手机屏幕，就可以选择剧里的一个
或多个角色进行配音。

《谁才是乐队C位》 是腾讯和敦
煌研究院合作推出的几部敦煌动画
剧之一。敦煌动画剧是以莫高窟经
典壁画为原型创作的微型动画剧，
一年前在微信和 QQ 小程序“云游
敦煌”同步上映后，至今吸引了 15
万以上的用户参与动画配音，产生
了10万多部作品。

敦煌动画剧是腾讯与敦煌研究
院近几年合作的成果之一。自 2017
年达成战略合作以来，腾讯与敦煌
研究院已先后推出数字供养人、王
者荣耀飞天皮肤、QQ音乐“古乐重
声”音乐会、敦煌诗巾、“云游敦
煌”小程序和敦煌动画剧。其中，
累计超过2.5亿人次参与了“数字供
养人”相关线上互动，超过 4000 万
年轻人在王者荣耀中遇见了敦煌飞
天，40 多万用户设计了自己专属的
敦煌丝巾，24 万用户在腾讯公益平
台为敦煌石窟保护项目捐款，15 万
用户在线用声音演绎敦煌动画剧，
超过 3700 万人次通过微信小程序

“云游敦煌”。如今，“云游敦煌”已
经逐步成为一个汇集敦煌艺术赏
析、数字体验、文化科普、公益捐
款、粉丝互动等多维功能的官方窗
口，并受到了敦煌文化爱好者，尤
其是年轻用户的广泛
喜爱。

“合作 3 年多来，
依托敦煌研究院丰厚
的学术研究成果，借
助腾讯科技互联网企
业的资源和优势，我
们围绕‘讲好敦煌故
事’做出了积极有效
的 实 践 。 深 入 到 影
视、音乐、动漫、游戏、
文创等领域，让更多
年轻人认识、了解、
喜爱敦煌，成为文化
的传播者和创新者，
让传统文化释放出新
的活力。”敦煌研究
院院长赵声良表示。

基于卓有成效的
合作成果，近日，腾
讯与敦煌研究院再度
携手，共同签署了新
三年战略合作协议，
走 进 文 物 保 护 深 水
区，助力敦煌文物深
度数字化保护。根据
协议，双方将成立联
合工作小组，引入 AI
病害识别技术、沉浸
式远程会诊技术等，为壁画“看
病”及实现远程文物会诊，助力敦
煌壁画保护与修复。双方还将共同
加强与海外敦煌文物收藏机构的文
化交流，及推进藏经洞文物的数字
化呈现和传播，进而推动敦煌文化研究服务共建“一带一
路”。此外，双方还将基于现有成果扩大新文创合作，以
敦煌壁画为原型创作 30 集系列动画剧，进一步讲好敦煌
故事。

“让从遥远历史走来的灿烂文化，生发在当下，走进
人们的心中，就是最有意义的保护和传承。未来 3 年，
腾讯将与敦煌研究院一起，继续携手做好数字丝路的

‘探路者’，共同从数字化保护、文化 IP 构建、文化交流
与繁荣等三个层面，探索敦煌面向未来的更多可能。”腾
讯集团副总裁、阅文集团首席执行官、腾讯影业首席执
行官程武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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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翻滚，乘势而上，每一滴浪花
都有说不尽的精彩。3 月 19 日，由中国
歌剧舞剧院携手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
局、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政府、广州开发
区管委会联合出品的当代舞剧 《到那
时》，在北京国家大剧院开启首轮演出，
用真挚动人的舞蹈致敬奔涌的时代。

舞剧 《到那时》 聚焦地处改革开放
前沿的广州市黄埔区，以父子两代创业
者的经历为主线，勾勒出改革开放初
期、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以及当下
四个阶段的创业故事。全剧将“小人
物”与“大时代”相织，将“小地域”
融入“大视野”，以跌宕起伏的剧情再现
了不同时期各具特色的创业浪潮，讲述
了时代赋予个体的机遇与挑战。父子两
代人的创业史不仅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改
革开放 40 多年来蓬勃发展历程的缩影，
也串联起中华民族在风雨沧桑中的动人
故事，汶川地震时救援官兵的奋力抢

救、抗疫前线医护人员的忙碌奔波均在
舞台上呈现，其中彰显的民族精神和家
国情怀让人产生深深的共鸣。

作为一部现实题材舞剧，《到那时》
在舞蹈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和创新。舞
剧采用了独舞、双人舞、群舞等不同形
态的舞段编排，其中以“浪潮”为意
向、贯穿整部剧目的群舞尤为匠心独
具。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的浪潮、时
代更替中大浪淘沙的浪潮、信息化时代
数字革命的浪潮、伟大复兴征途上团结
奋进的浪潮……不同篇章中的“浪潮”
虽然运用了现代舞的创作思维，却融入
了多元的舞蹈语汇，各具艺术特色，不
仅推动了情节的铺陈展开，同时相承递
进，展现了创业者们从被时代裹挟，到

在时代中弄潮，再到引领时代前进的过
程，富有象征意义。

除了舞蹈编排外，《到那时》 在音
乐、布景等方面也不乏亮点。该剧整体
以一条音乐主题来贯穿，宏大激昂而层
次丰富，以不断变化的律动和不断叠加
的层次，展现我国高速发展进程和滚滚
而来的时代变迁。音乐中还巧妙融入具
有时代感的音乐元素，唤起观众的温暖
记忆。舞台以线和面构成几何图形，凝
练简洁，利用多媒体与灯光的光影作用
构成多层次、多变化的视觉空间，充满
现代感与科技感。

据了解，《到那时》全国首轮演出于
3月19日至20日、4月1日至2日分别在
北京国家大剧院和广州大剧院进行。

舞剧《到那时》：致敬奔涌的时代
杨 宁

第七季 《欢乐喜剧人》 日前正式收官。从第一季到第
六季，《欢乐喜剧人》用心打磨优质作品，不断为国内喜剧
舞台输送人才，逐渐成为一档记录和观察喜剧行业发展的
节目。进入第七季，节目在传统喜剧形式的基础上，通过
融入多种元素的创意节目，打造出样态丰富的创新型作
品，继续拓宽喜剧边界，为加速变革的喜剧行业增添新的
生命力。

本季节目在创新赛制后，呈现出多元化的喜剧类型和
喜剧表演，既有传统小品、相声表演，也有音乐剧、舞台
剧、脱口秀等多种舞台形式，并融入了大量创意元素。在
突出竞技感的同时，节目还巧妙地将当下“养成系真人
秀”的结构方式融入节目，邀请不同领域、有喜剧气质的
艺人进行“养成学习”。经过在线下剧场的学习磨炼，激发
喜剧新人的潜能，帮助他们在与观众的互动和反馈中感受
喜剧、感悟成长。

好的喜剧作品应当探入真实生活之中。本季节目不只
是局限于好玩的段子和笑料，在追求内容与形式创新的同
时，也致力于呈现笑声背后更深层次的坚持与追求。以

“就地过年”为灵感创作的 《回家过年》、讽刺当下部分民
众过度养生现象的《养生男孩》、致敬环卫工的《小镇魔法
师》、表达对爱情美好向往的《终极对决》……节目用喜剧
这个“多棱镜”解读严肃的社会议题，用幽默化解负面情
绪，通过揭示真实人性和社会现实催人深思，给予当下观
众有意义、有价值的正向引导。

打磨样态丰富的喜剧作品
赖咏晴

▲《到那时》舞台照

图片从上至下分别为：孙世前与其
作品“辰龙·崛起”、作品年画机甲牛

“憨憨”、孙世前 （前排左四） 与其团队
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