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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将高
科技与高水平艺术相结合，营造出
一个个绝美瞬间。如“黄河之水天上
来”场景，工作人员通过人工智能渲
染出总导演张艺谋要求的既像奔腾
的黄河水又像中国山水画的效果，
最终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大屏及影视
技术系统被中国电影博物馆收藏。

河南卫视的“中国节日”系列
节目以短视频+长综艺的形式，融合
大量高科技手段，将中国传统绘
画、雕塑、陶瓷等静态艺术品进行
影视化的动态创造，后期再通过新
媒体平台推动，助力传统文化传承
传播。

今年暑期档公映后广受好评的
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以中国盛唐
时期的诗歌和诗人为 IP，采取新技
术手段、新动画方式等，鲜活地表
现了中国文化中独特的意境和韵味。

……
10月 24日，以“科技创新如何

赋能影视产业发展”为主题的科技
发展论坛上，嘉宾们对这些融合科
技与艺术的影视和新媒体现象津津
乐道。

该论坛由首都广播电视制作协
会与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共
同举办。作为论坛主持人，北京大
学艺术学院教授、影视戏剧研究中
心主任陈旭光在致开场辞时指出，
当下，中国已经进入人工智能驱动
的数智时代，高科技发展使影视及
新媒体影像艺术的生产、制作、传
播和接受发生全产业链的变革，影
视人的观念、思维和工作方式也深
受影响。论坛邀请人工智能专家、
影视研究专家、影视创作者等，探
讨影视与新媒介艺术在高新技术赋
能下的现状和未来发展。

人工智能浪潮汹涌

“近一段时间以来，人工智能浪
潮汹涌。它不仅影响影视创作的技
术手段，也对内容、题材和表现方
式都有深远影响。”北京大学计算机
学院教授、人工智能研究院副院长
李文新认为，“科技与影视是相互促
进、彼此成全的，影视创作中蕴藏
着人们关于科学和未来的直觉。”她

指出，上世纪一些科幻电影中出现
的关于未来科学的构想，有的今天
已经变成现实；而人工智能近来的
发展中，对影视行业影响最大的当
属“无中生有”的生成技术。

近期，很多影视大制作把利用
人工智能进行虚拟预演放在非常重
要的位置，有的甚至直接虚拟成
像，如电影《志愿军：雄兵出击》也采
用了虚拟制作。中国电视艺术家协
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
媒学院教授胡智锋认为，人工智能
等科技创新将影响影视行业的各个
环节，也将改变观众对影视的观看
方式和体验。“以往观众到影院看电
影，在家里看电视，在电脑上浏览
视听内容，但未来虚拟的屏可能无
处不在，以虚拟人的表演替代真人
演员也并非不可能。”他举例说，电
影 《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 里，
真人演员就和虚拟人混搭表演。

与会嘉宾同时指出，人工智能
大发展也带来了影视创作与研究在
原创性、主体性、伦理性等方面的
挑战。比如有的作品难以确定是人
类原创还是机器原创。“人工智能抓
取人类文艺创作数据之后的输出，
很难分辨来自哪位作家的哪部作
品，而且这个问题不光涉及作家，
还涉及音乐家、画家等。”编剧、中
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宋方金说。

对于人工智能未来可能在影视
方面给人类带来的冲击，中国电影
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教授尹鸿指出，这需要通过
立法规范和解决，比如通过版权法
保护原创文字和图像的著作权、肖
像权等。

利用高科技开拓艺术空间

虽然新兴科学技术对影视行业
影响巨大，但大多数研究者和从业
者表现出乐观态度，认为目前人工
智能还是人类的工具，主张发挥人
的主体性，拥抱新技术，利用新技
术，以此开拓更广阔的艺术空间，
打造更精良的艺术作品。

业内人士指出，人工智能带给
影视制片方的便利，目前主要表现
在降本增效、实时预览、数据存档
等方面。比如关于视效，此前工作
人员可能只能给导演提供一个方案，
现在人工智能或许可以提供 5个，而
且花费的时间更短。北京大学文化
产业研究院研究员、数字创意实验
室主任高峰说：“归根到底，新技术
是为了帮助艺术家进行艺术创造，
而不能取代艺术家、成为艺术家。
只不过我们要学会利用新工具。”

人工智能在影视中的应用目前
也还存在短板。北京墨境天合数字
图像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徐建、北
京天工异彩影视科技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周辉等指出，人工智能在电影
的节奏和情感把控等方面很难替代
人，例如还不能创作出足够幽默搞
笑的作品。这说明人工智能可能还
难以处理人类艺术创作中比较高
阶、难度比较大的作品，而文艺作
品中的情感因素和艺术家的鲜明个
性正是作品吸引和打动观众的关键。

还有业内人士采取更为开放的
态度。鼎盛佳和（北京）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董事长张升认为，新技术给
艺术家带来的是更广阔的创作空
间。他举例说，照相机刚被发明出
来时，全世界只有寥寥几台，超过
一半在画家手里。这些画家应用
后，对照相机的功能提出了更高要
求 ，照相机因此不断进行技术创
新，“所以艺术和技术永远是相互促
进和引导的”。

北京壹同传奇影视文化有限公
司视效指导许明军入行已经十几
年，他观察体会到，是数字技术让
电影行业、视觉行业出现了井喷式
发展。“正因为有了新技术，我们的
行业才往前跨了一大步，所以我们不
应该认为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会被技
术打断、损毁，而应该尽可能拥抱
新技术。”

加强自身建设和人才培养

与会嘉宾指出，身处高科技时
代，影视行业应该加强自身建设和
人才培养，传统的影视制作模式也
亟待调整。

“文化产业常常稀缺一类优质人
才，他们能够以自己的深刻见解或
者创新方式来表达和组织有引领性
的内容。”北京黑弓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自研中心总监于博说：“人和技术
是互相成就、共同成长的。我更关
注人工智能如何不断激发我的想象
力，让我自己变得更好。”

以往中国的影视教育、影视人
才培养常常归属高校的艺术类、传
媒类、文学类学科，但在人工智能
的背景下，电影不再是一种纯文学
或者纯艺术的影像活动，而是已经
与科技高度融合。浙江大学教授、
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范志忠
介绍，几年前浙江大学筹建自己的
电影学院时，确立了“科艺融合”
的人才培养新模式，并且做了相应
的探索：一是成立未来电影实验
室，着重与计算机方面的专业合
作，探索人工智能语境下的影像叙
事和生成；二是今年新增电影制作
专业，与中外高校和机构合作，围
绕虚拟制作开展研究创作活动，着
力培养一批人工智能语境下的影视
应用型人才。

国内实力派影视制作人以及他
们的团队也正努力与世界前沿的科
学技术接轨。徐建表示，他们公司
一方面成立人工智能应用部门，由
一些对此感兴趣和技术能力较强的
同事在全世界寻找相关的人工智能
案例进行研究，希望在生产流程中
加以应用和落地；另一方面，公司
在为《流浪地球3》进行视效创作等
工作的过程中，尝试用人工智能解
决公司负责的一部分低价值、高密
度劳动。今后他们还打算将人工智
能应用到公司的设计和高阶的生
产、制作阶段，努力为中国影视工
业化生产积累经验。

嘉宾们表示，期待中国电影科
技企业做大做强，能够出现自己的
影视科技巨头，实现影视技术的自
主创新和自立自强。

本报电 （记者罗兰） 来自
文化和旅游部的消息，近日，
土库曼斯坦“中国文化年”开
幕式暨文艺晚会在土库曼斯坦
阿什哈巴德穆卡莫夫宫国家文
化中心举办。开幕式由文化和
旅游部、土库曼斯坦文化部、
中国驻土库曼斯坦大使馆共同
主办，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承
办，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
司协办。

土库曼斯坦国家文化中心
主任巴依拉莫夫在致辞中表
示，在土库曼斯坦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努力
下，土库曼斯坦和中国人民之
间的友好兄弟关系不断发展。
举办土库曼斯坦“中国文化
年”是土库曼斯坦与中国文化
关系日益密切的标志。

中国驻土库曼斯坦大使馆
临时代办郭宏亮指出，陕西文
艺演出代表团来自古丝绸之路
起点、今年中国—中亚峰会举办
地西安，为土库曼斯坦人民奉献
一场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
文艺盛宴，进一步践行全球文
明倡议和两国元首共识，促进
中土文明交流和文化互鉴。

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

长刘海荣表示，陕西将以承办
土库曼斯坦“中国文化年”开
幕式暨文艺晚会为重要契机，
积极落实中国—中亚峰会成
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
质量发展，加强同“复兴丝绸
之路”战略对接，积极推动与
土库曼斯坦的文化交流、旅游
合作，为把古丝绸之路铺就为
新时代的“幸福路”贡献力量。

在开幕式文艺晚会上，陕
西艺术家通过舞蹈、声乐、民
乐、秦腔等具有鲜明特色的艺
术形式，献上了一场精彩纷呈
的中华文化盛宴。其中，舞蹈

《簪花仕女舞》通过曼妙的舞蹈
韵律及舞姿，生动再现了大唐
盛世的繁荣景象；民乐重奏《敦
煌新语》《秦川情》通过秦腔、碗
碗腔等陕西传统艺术形式，展
现了西北人民的热情、豪放；
歌曲《此时此刻》融合西洋歌剧
和中国秦腔，表达了对中土两
国文化交流互鉴和民心相通的
美好期盼……一个个精彩节目
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中土互办文化年期间，两
国艺术家还将相互交流，共同
举办各类文化活动，进一步增
强两国文化交流与互鉴。

本报电（记者苗春）电影《我爸
没说的那件事》日前上映。影片讲述
南方某古镇上，柳氏家族“冰晶糕”的
第八代传人柳见三自小跟随父亲柳
庭深学习制糕手艺，希望将来接手老
字号“同顺祥”，然而柳庭深始终在最
后一道工序开始前将儿子赶出门
外。柳见三与父亲隔阂渐深，离开小
镇去城市打拼并结婚生女。在得知
孙女生病急需钱就医后，柳庭深日夜
劳作加大产量，积劳成疾，与世长
辞。在整理父亲的遗物与接管族谱
时，柳见三终于得知了制糕最后的秘
密，但他浸泡着泪水的万般感念却再
也无人诉说。

影片由中日两国电影人携手，
潜心创作多年而成。该片的日本导
演泷田洋二郎表示，他和中国的主
演张国立、韩庚等围绕影片的场

景、台词等做了很多沟通讨论，演
员们在现场进行了精彩表演，令人
难忘。张国立说，他和泷田洋二郎
都出生于 1955 年，彼此互相欣赏，
建立了“发小”般的友情。韩庚表
示，导演的前期准备工作做得非常
充分，拍摄时总是很顺利。

影片故事以剧中人世代坚守、传
承百年的传统糕点“冰晶糕”为线索
展开，呈现在大银幕上的糕点晶莹剔
透，色香味形几近完美，凝聚着民
间手艺人的智慧和心血，体现了一
代代制糕人的匠心。影片赞颂了中
国手艺人对文化遗产和珍贵传统的
执著坚守和传承。一些观众观影后
表示，影片展现的父子深情细腻动
人，画面清新美好，音乐扣人心
弦，使影片散发着仿佛如柳式“冰
晶糕”那般独特的醇香。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黄河之水天上来”环节融合科技与艺术。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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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土共办“中国文化年”

电影《我爸没说的那件事》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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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国文化
年”开幕式暨文艺晚会
现场。

右图：中国演员的
秦腔表演。

下图：土库曼斯坦
观众观赏中国图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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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珠海电 （记者贺林平） 第
七届中国国际马戏节日前在珠海举
办。本届马戏节由广东省人民政府
主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
员会、珠海市人民政府、广东长隆
集团有限公司承办，以“世界马戏
汇集横琴”为主题，齐聚来自全球
的顶尖马戏团队，马戏艺术名家同
台献艺，与湾区市民共同分享国际
最新马戏艺术发展成果。

本届马戏节搭建了世界马戏多
元文化展示互动平台，突出国潮文
化与世界文化的交融。刚刚升级改
造完成的珠海横琴长隆剧院是本届

马戏表演的主要演出场所。这里布
置有 270°全景式环形舞台、3 大环
绕水道以及超过 250 米的 360°高空
吊挂环形轨道，多种水陆空效果随
着舞蹈、杂技表演灵活变换。本届
马戏节开幕式融入杂技、舞蹈、滑
稽表演、魔术等多种艺术门类元
素，令现场观众沉浸式地领略来自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艺术风情与理念。

本届马戏节重在展示中华传统
文化和文化自信。作为东道主，中
国马戏艺术家在本届马戏节演出的
三大节目，融合了京剧、杂技等本
土传统文化元素，形成了独树一帜

的表演风格，在世界舞台上展现了
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以及不断
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

其中，《逐风者·男子集体车
技》 打破传统车技的转圈式表演，
演员们在表演中运用翻腾、顶功、
抛接等完成一个个高难度动作，惊
险刺激、令人心悬；《花样年华-伞
技》 在完成原有版本完整杂技技巧
的同时，还增加现代双人舞的表演
形式，将杂技与舞蹈、音乐、剧情
相结合，打破了原有伞技系列作品
的表演框架，创新性地在单个杂技
节目中融入剧情设置，为节目的开

展铺垫了全新的设定；马来西亚选
手与中国台湾地区选手突破传统抖
空竹表演形式，巧妙融合当代年轻
人喜欢的潮流元素和创新玩法，更
加炫酷的表演完美呈现了中国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也让中
国马戏文化在全球范围内愈加光彩
夺目。

为贯彻“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
场运作、艺术惠民”的办节思路，马
戏节开幕之前，组委会就精心组织
多个中外优秀参演节目进行公益性
文化惠民演出，让群众近距离领略
国际马戏的魅力。

据了解，自 2013 年以来，中国
国际马戏节已经成功举办6届。历经
10 年砥砺，马戏节已经成为国际马
戏文化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彰显
着中国马戏产业的成就。

第七届中国国际马戏节举办

文化万象 责编：苗 春 邮箱：wenhuaxanxiang@163.com

2023年11月13日 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