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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手持智能手机的我们可以创作出技术参数上远超格里菲斯时代的影像，可以制作法国导演、摄影师梅里爱甚至年轻的美国导

演斯皮尔伯格都无法实现的“奇迹”，这正是技术的力量使然。

美国电影理论家路易斯·贾内梯在他那本颇负盛名的著作《认识电影》的卷首，曾引用了一位著名摄影师的话，“在二十世

纪，一个人不懂摄影机等于不识字，也是文盲”。由此不难看出，电影作为科技进步的产物，其发展也必

然离不开科技的推动。

近10余年来，中国电影之所以发展较快，与重视电影科技的研发和应用有直接关系。但与

此同时，我们在工业化体系建设、创意创新、人才培养、高新技术应用水

平及基础应用推广等方面的不足也依然羁绊着我们快速向前的步伐。

从技术创新走向艺术进步：

中国电影终会中国电影终会““鲜花挂满枝头鲜花挂满枝头””
□本报记者 李雪昆 张博

■标志性成果

电影创意的完美呈现是件复杂的
智力活动。每每出现一部新电影，无
论是普通观众还是电影行业从业者都
会发现，总有我们拍不到的镜头，想
不出的画面，猜不透的结局。

“我们不能仅仅盯着与先进国家
的电影技术差距，更要关注创意上的
提升。”见证了中国电影技术发展的
北京电影学院原教授李念芦谈道，电
影是艺术、技术、传播的多元组合，
不能单独割裂开来看技术。比如
2008 年奥运会、2022 年冬奥会的开
闭幕式都让世界惊艳，可惊艳的核心
并不只是技术，而是一流创意和技术
助力的共同结果。又如《阿凡达》中
呈现的“软体”，那是因为导演想到
了，然后技术才想方设法去实现。因
此，技术是为创意、想法服务的。

唯创新者进，唯创新者强，唯创
新者胜。“新的创意和想象力的无限
可能是我们不应忽视的。”王姝表

示，每一次新技术的应用都是效率和
品质的提升。但技术就是工具，是用
来满足创作和表现想象力的手段。

事实上，在业内，评价一部电影
的好坏一般是三元分立的，即艺术
性、商业性、技术性。好莱坞的研究
者曾经研究过1999年到2004年，超
过 10 亿美元营收 （票房加版税） 的
电影，发现这些卖座电影有非常多的
共同点：改编自童话、漫画或小说；
以儿童或少年为主角；都有长相怪异
的配角适合做成玩具；有大的动作场
面，但不血腥；大团圆结局；采用身
价未到一线的演员等。

“这些内容元素相加，几乎就是一
部高票房电影的雏形，而技术的增色
也将催生好故事更完美地呈现在观众
面前，从而赢得市场。”顾晓东说道。

“好莱坞曾出现过过分追求视听
奇观的阶段，彼时，其电影题材越来
越脱离人们现实体验和现实生存，越
来越强调表象刺激，玩弄技术的倾向
将部分电影带向远离真实、远离性
情、追求感官刺激的低智化。”专注
于摄影与影像研究的纽约大学帝势艺
术学院博士Wyatt Li表示，从电影的
历史经验来看，技术的创新最终必然
要走向艺术的进步。

记得意大利著名电影摄影师维托
里奥·斯托拉罗说过，“我们不能太随
意，一定要为了叙事而确定拍摄形
式，一定是为了向观众传达某些主题
才做的选择”。因此，在技术“无所
不能”的时代，电影技术始终应该为
艺术服务，而不是让艺术成为技术的
附庸。

技术与艺术都好才是真的好

唯有正视缺点的勇气，才能凝聚
前行的力量。

“当前，科研界和电影界的鸿沟
客观存在，彼此联系不多、了解不
深、合作不易。”王姝认为，现阶段
最重要的是让科研团队和电影技术团
队以应用端遇到的困难作为科研攻关
的方向。换言之，促进国内现有科研
成果在电影技术领域的落地应用，从
而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电影技术内循
环的示范效应，引导科技界和产业界
良性互动，才能实现电影技术领域的
生态建设。

同时，王姝提出，一方面，需要
顶层设计来统筹中国电影工业技术的
发展，引导电影技术全产业链的良性
创新，而非基于市场热点带来盲目、
扎堆的技术跟风。另一方面，电影技
术的可持续发展来源于生态的完善，
任何一个环节的中小微企业都应有生
存和发展的空间，与此相关的科技成
果转化、知识产权保护、人才服务政
策等也应有所布局。

正如高五峰所言：“周密的商业
部署，加之有全球顶级的电影制片发
行商做后盾，美国确立了数字电影技
术的统治地位。在电影工业化面前，
我们的差距依然明显。”

4年前的《流浪地球》推动了国

产电影工业化和科幻类型片的提升，
用《流浪地球》系列制片人、编剧龚
格尔的话说，“对于差距的不遮不
掩，勇于应对，让人们看到了《流浪
地球2》从创意到制作的进步。”“还
记得拍《流浪地球》时，导演曾苦于
特效镜头连文件名都千奇百怪，但到
了 《流浪地球 2》，团队已经拥有了
一整套管理系统。”但他也客观地
说，目前我们离工业化还很远。

交流中记者了解到，4 年前的
《流浪地球》 一共用到了 3 套宇航
服，一套是从 《疯狂的外星人》 剧
组借的，另外两套是找艺术家手工
做的。“按一般思路，这需要借助
专业生产体系，但那时我们没有这
样的工业支撑。”龚格尔说，到了

《流浪地球 2》，一些场景可能会出
现二三十个穿着宇航服的人，像第
一部那样做，显然不现实。而此
时，不仅是宇航服，《流浪地球 2》
中已用到了不少其他工业制造的现
成技术。

标准化是工业化的基础，也是工
业化落地的基石。有了标准，才能有
效提升中国电影的整体水平，才能更

好地与国际接轨。诚如《流浪地球》
系列导演郭帆所言：“我们需要想象
力，更需要把想象力转化为作品的具
体方法。有了这套体系，电影人就更
容易在前人的经验基础上创作出优秀
作品，制作水平和生产效率就会更有
保障。”

交流中记者得知，目前，好莱
坞关于电影行业的工业标准有 600
个左右，然而，我国的电影行业标
准多集中于放映端，在创作和制作
端几乎没有。

从国家电影局技术处记者了解
到，目前国家电影局正在积极推进建
立全国电影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及推
动建立促进电影科技发展的有关机
制。党的二十大报告和《“十四五”
中国电影发展规划》对实现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也做了顶层设计和战略部
署，而行业当下需要更多敢干、能
干、愿干的业者接力前行。

对 于 中 国 电 影 技 术 发 展 的 未
来，郭之然借用了《流浪地球2》中
周喆直的一段台词：“我信，我的孩
子会信，孩子的孩子会信，我相信
会再次看到蓝天，鲜花挂满枝头。”

在对标中增强紧迫感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
电影拍摄中，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
创新升级，使用先进的摄影设备和技
术手段对于提高电影制作的质量和效
率至关重要。需要意识到，“器”绝
不是单独停留在技术方式和器材等硬
件发展的层面上，同时，更需要注重
人才和团队的培养。

采访中，被访者不止一次提到
“目前我们亟须加强电影职业技术人
员的培养和相关研究。”导演张艺谋

也 曾 公 开 表
示：“要多培
养人才、引进
人才，让年轻
的文艺工作者
承 担 更 多 任
务。只有优秀
的人才，才能

拍出优秀的作品。”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介绍，

随着我国电影事业的飞速发展，不少
国有电影企业的实力日渐雄厚，已经
引入一流的电影高科技产品。但是，
由于国内专业人员的技术有限，面对
拥有 5000 多项功能的进口设备，大
多只能利用不到500项，造成资源的
极大浪费。

“为什么我们和好莱坞用相同的
设备，却和好莱坞有呈现的差距？核
心问题就在于人。”李念芦以《阿凡
达》为例说道，影片中所运用的技术
已经在很多场合讲述得很清楚，完全
可以在尝试翻拍中找到差距，这远比
单纯的讲解更有说服力。

“电影科技人才培养不应成为空

谈，且仅依靠几所专业院校的人才培
养想解决行业所需是杯水车薪。同时，
我国各大电影节对科技奖项的设置少
得可怜。很多电影投资方、发行方为腾
出广告时间，将片头片尾字幕滚得飞
快，幕后的科技人员连自己的名字都
找不到。在这种境遇下，又有多少人会
甘愿寂寞？”郭之然说道，“明星效应”
的速成模式也成为当前电影业的“培
养机制”，浮躁的娱乐心态掩盖了电影
严谨、细致的技术革新。社会上频现报
考表演、导演专业的人十倍甚至数十
倍于电影科技专业，舞美、摄影、摄像
等专业毕业生纷纷改行当演员、导演，
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完善电影科技
人才激励机制也是转变人们择校观、
择业观的关键。

人才是创作更多优秀作品的支撑

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电影科技整体水平有
了较大提升，我们有基础、有底气、有信
心、有能力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的机遇。”中国科普作协科学与影视融合专
委会副主任王姝说道。

在中国电影科学技术研究所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高五峰的介绍中可以了解到，技术的
发展让中国影院从传统影院整体升级为现代
影院。数字银幕不仅带来了放映的方便性，
而且带来了放映质量的稳定性，同时更带来
了放映升级的可能性。

技术硬件方面，“摄影机、镜头、灯
光、摄影运动控制设备、航拍等系列装备不
仅实现了国产化，更实现了走出去。如今，
在好莱坞的剧组里已经可以看到我们国产设
备的身影。”北京电影学院影视技术系主任
陈军说道。

“永远不要低估中国制造的能力。”在上
海艺言堂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上
海市广播影视制作业行业协会制片人专委会
副主任顾晓东看来，作为当前电影放映领域
的最高技术规格和最佳电影展现形式，中国
品牌CINITY创造性地融合了多种电影放映
领域的高新技术。事实上，在很多技术专家
和制片人眼中，激光光源的模组化让电影放
映亮度已成为了简单的成本问题。

技术应用层面，从新世纪第一部大片
《英雄》开始，我们便使用了世界上最先进
的摄影录音设备，邀请世界著名的摄影师、
录音师、美术师共同参与，创作了令人眼前
一亮的影片，开启了国产电影的“大片”时
代。当3D电影《阿凡达》获得全球性巨大
成功之后，其团队和技术也被中国电影所吸
纳，大大加速和提高了中国头部商业电影的
3D进程和视效水准；《大圣归来》《哪吒之
魔童降世》《大鱼海棠》《白蛇》《姜子牙》
等，突破了中国传统美术片的模式，产生了

“破圈”的艺术效果……可以说，正是技术
的进步，让中国电影的题材、空间、场景、
想象力、表现力得到了空前释放，也为电影
提供了穿越历史和未来的能力，提供了再造
现实和呈现幻想的条件。

“如果说 （《流浪地球》） 第一部让中
国科幻电影开启了壮丽的航程，那这一部
（《流浪地球 2》） 就是它于世界舞台上
响亮的鸣笛”。科幻作家刘慈欣在个人微博
里的寥寥数语，道出了很多中国电影人的
心声——中国电影中的技术含量正推动国
产影片冲击好莱坞特效大片市场。作为代
表世界最高电影科技水平的 《阿凡达》 系
列导演詹姆斯·卡梅隆也在 《流浪地球 2》
上映后表示，“好莱坞要小心了，如今不止
我们能拍科幻大片，中国人也能做到了”。

“《流浪地球》系列的出现，让我们看
到了中国电影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比肩甚至
赶超的可能。目前来讲，国内特效公司在场
景制作包括一些硬体类的角色，破损、正常
的物理特效等方面，基本已接近好莱坞生产
质量标准。但不得不说，在核心技术如虚拟
人角色方面的特效镜头制作等，好莱坞仍比
我们更为先进。”斯芬克国际艺术教育电影
留学教研导师、青年导演郭之然
补充道。

抢抓新一轮
产业变革机遇

我国电影放映设备已实现本地

化生产，组装集成能力也较为成

熟，但在关键设备制造领域仍存短

板，首先在电影核心技术领域缺乏

基础研究，部分关键技术指标长期

引用国外标准，中国电影标准的自

主化水平偏低，缺乏国际话语权。

其次是部分核心零部件仍受制于

人，专业级图像传感器、图像显示

芯片等关键装备主要依赖进口，

“卡脖子”难题亟待解决。

——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董事

长 傅若清

如果想研究好电影科技，要先

处理好科研考核体系，比如影像修

复、放映、软件再开发等，要将每

个阶段具有真正进步的成果作为重

要考核指标，才能有效促进电影科

技研究的快速发展。

——北京电影学院原教授 李

念芦

近年来，中国新主流电影广泛

使用世界一流的拍摄制作设备、最

优秀的拍摄制作团队和人员进行创

作，《八佰》《流浪地球》《长津

湖》《金刚川》等影片的呈现正接

近世界一流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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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工智能、高清视频格式等

领域的国产应用，以及高端硬件国

产化方面我们均取得了进步。同时，

在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技术领域，

我国一部分技术实力可以达到与国

际比肩甚至引领。但在基础研究方

面，电影技术体系是迭代而生，我们

则长期注重应用，依赖技术进口，从

而忽略了底层技术的自我研发。

——中国科普作协科学与影视

融合专委会副主任 王姝

目前，我国电影和好莱坞电影

的核心差距是体系化建设的落后。

工业化不仅仅是直观上感受到的高

精尖设备，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理

念、是电影生产流程。

——上海艺言堂影视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市广播影视

制作业行业协会制片人专委会副主

任 顾晓东

在数字时代，电影的制作与发

行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好莱

坞电影虽然领先一步，但并没有完

全掌握技术统治，一样面临着数字

化时代的新挑战，而这个节点正是

中国电影难得的发展机遇。

——专注于摄影与影像研究的

纽约大学帝势艺术学院博士

Wyatt Li

■专家观点

2018年，我国自主研发的激光

数字电影放映机C5获得DCI（美国好

莱坞数字影院倡导组织）认证，首次

实现数字电影放映设备零的突破。

2019年，拥有自主核心知识产

权的CINITY放映系统落地，打破放

映端技术瓶颈，成为目前世界范围

内电影放映领域的最高技术规格。

2021年，我国自主研发的国产

LED 2K/4K电影放映系统相继通过

DCI检测认证，使我国在新一代电

影显示系统研制中实现弯道超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