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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3D制作技术到8K超高清中国水墨动画，
从绿幕合成技术到AI智能场景搭建，电影在拥
抱技术、融入技术的过程中带给观众更精彩甚至
惊艳的体验。

结合当前电影技术发展，《中国新闻出版广电
报》记者特别对话几位电影人、技术领域专家。他
们认为，谈论电影发展时，电影工业是被很多人挂
在嘴边的词。如今，电影工业正迈向信息业。与
此同时，电影技术也正在被更多人看到，在讲好中
国故事的过程中发挥更大助力作用。

电影史也是技术更迭史

百余年世界电影史也是一部技术更迭的历
史。“我们把黑白默片看作第一代电影，从那时
起电影发展就与技术紧密相关，当前游戏电影
化、电影游戏化以及未来的交互电影都离不开艺
术与技术的融合。”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中国
电影家协会动画电影工作委员会会长孙立军认
为，数字化时代正在为电影艺术打开更广阔的发
展空间。

“元宇宙正在带来影视变革。”中国工程院院
士、清华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院长戴琼海
认 为，元宇宙发展过程中会解决许多技术问
题，影视、游戏等都是元宇宙技术的受益者。他
谈道，新一代人工智能加速元宇宙建设，这为影
视创作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比如，更好的沉浸
式体验、更多全自动合成、超智能演化、多分
身演绎等。在人工智能驱动变革的背景下，高
智能创新、平行世界构建等都将是未来影视产
业发展的方向。

“科学需要严谨的态度，电影充满浪漫的幻
想，想象力是二者的结合点，可以催生更多进步
的因素。”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发展中心党委书
记、主任姜晓明的这一观点在电影实践与教育研
究领域都广受认可。

孙立军以一部8K水墨动画为例谈道，技术
让中国动画实现了工笔画的效果。中国审美、中
国方案在电影技术进步的背景下得到了更好展
现，也受到世界电影人的关注。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做不到。”博纳影业
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总裁于冬说，好莱坞曾流
行的这句话也可以用来诠释新技术对电影业发
展的影响。他认为，视觉艺术、特效艺术和AI
技术应用正赋能电影业发展。由此，电影院校
建设也要和产业融合，实现产学融合、产教融
合，期待电影教学进一步关注科技赋能电影产业
的发展方向。

炫酷≠烧钱，降本也可增效

技术为电影艺术带来了更好的呈现，但同时
也有人直言大片是烧钱的艺术。

针对这一话题，于冬谈道，过去拍电影有个
重要问题就是大量的外景、室景搭建，这是一个
非常昂贵的环节。现在数字技术可以有效解决外
景搭建问题，很多场景可以借助AI数字技术实
现。比如借助绿幕合成技术可以“穿越”到古
代、万马奔腾的景象不需要大规模实景就可以生
动呈现等。新技术创造了更多沉浸式场景表达，
同时激发了更丰富的想象力。

“技术同样可以降低成本。”孙立军认为，技
术很酷很炫，但不要提到新技术就想到烧钱。目
前，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国电影集团合作的一部影
片，全部采用AI介入造型衍生产品设计，这部
影片的拍摄环境只有不到100平方米的绿幕，没
有动用大型设备，效果同样精彩。此外，AI还
可以用于未来角色的定妆照等。

“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虚拟内容视频场景，
目前已经形成了技术流派，可以在影视产业链中
高效发挥作用。”戴琼海说，如同3D内容制作已
广泛应用一样，电影人要不断学习新技术，学会
使用AI工具等。

电影已成为信息化产业

起步于技术的电影业在技术大潮中不断实现
新跨越。

“元宇宙可以让体验空间从四维向七维跨
越。”戴琼海认为，元宇宙带来的变革从时间、
空间到人体与物体的分身、对话、连接等，都能
够给未来影视带来创新空间。

于冬也谈道，2010年拍摄3D电影《龙门飞
甲》时，公司请美国喀麦隆团队调试机器。从
每天拍一个镜头，到一天拍20个镜头，再到一
天可以拍50个镜头，技术运作团队已经非常成
熟。他同时感叹，一部电影催生了诸多后期公
司，目前中国电影业技术团队已得到很多锻
炼，有了很大提升。

“电影已经成为信息化产业，已经数字化
了。”孙立军介绍说，基于中国审美的《新三岔
口》《秋实》等影片获得世界电影业的赞誉。这
些影片改变了传统的拍摄方式，运用了基于中国
审美的8K超高清显示的中国标准或中国模式。

《流浪地球 2》 是中国电影技术获得长足发
展的代表之一。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
影导演、演员吴京表示，电影业离不开创新，也
需要科技支持，希望包括AI技术在内的现代科
技能为电影业发展带来更多助力，期待新技术为
电影“添砖加瓦”。

孙立军介绍，北京电影学院成立的数字媒
体学院尤其关注电影技术变革，比如虚拟角色
等。同时，学院也在集中力量研发交互电影，
让一个故事有 n 个结局，观众可以走进电影院
像现在一样一起看一块银幕，也可以通过手机
多屏参与。

艺术与技术相拥
想象力催生更多可能
□本报记者 洪玉华

从默片到有声、黑白到彩

色、胶片到数字……回顾电影

自诞生至今的发展历程，其每

一次里程碑式的进步都离不开

技术的支撑与推动。当前，全

球电影产业更是经历着从初

级数字电影阶段向信息化、

云化和智能化转型升级的关

键阶段。

当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

科技领域的最新发展对电影制

作、放映等产生深远影响时，

科影融合也便成为电影工业化

之路上的热点话题，更是未来

电影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探

索方向。

真实曾经是电影的旗帜与灵魂，也
是吸引与感动观众的圭臬。但未来的
电影将借助先进的技术，将艺术的

“想法”与数字的算法高度融合，借助
大银幕的魅力，创造出全新的视觉

“真实”。
目前，市场上已经涌现了不少新技

术，它们对电影产业的改变已然发生，
它们的优势显而易见——为创作带来了
更便捷、更高效、更节能的解决方案。

例如AIGC （人工智能自主生成内
容），在武汉天工电影集团首席技术官
赵文韬看来，它一方面可以激发创作者
的灵感；另一方面还可以极大地降低电
影制作成本，可以直接用AI生成三维
的人体、环境、道具，甚至直接生成场
景的灯光布局。辐射影业创始人、首席
执行官何自强也认为，AIGC的普及是
一种科技进步带来的普惠，“它让每一
个普通人都有机会把自己的想法变成专
业的影像表达。”

又如虚拟数字人，这项技术在影视
行业中的应用已经如火如荼。在 2023
青岛影视周“科影未来”融合体验展
上，影眸科技展位展出的由其自主研发
的、基于穹顶光场技术的全栈自动化数
字人流程，让不少参观者驻足围观。据
影眸科技首席技术官张启煊介绍，穹顶
球形装置中布设有27个相机、300多个
无极调整偏正态光源，可以0.1秒完成
皮肤表面纹路、血流效果、微表情拆
分。“从技术纬度上来看，数字人是我
们目前前沿科技的集大成者。”厦门大
学 电 影 学 院 副 教 授 陈 俐 燕 认 为 ，
AIGC、人工智能、图形学等在数字人
应用上非常广泛，包括数字人的自动生
成，使用文字或是语音驱动数字人的反
应、预测其肢体动作等。

再如虚拟制片技术，这是将计算机
虚拟制作出的CG （通过计算机软件所
绘制的一切图形的总称）影像与真实影
像相结合，实时生产可视化画面的数字
化工作流程及方法，其最大的优势在于
大大节省了制作成本和拍摄时间，并降
低了剧组内部人员沟通成本，提升了创
作效率。正如厦门大学电影学院副教
授、中国计算机学会人机交互专委会执
委佘莹莹所言，虚拟制片技术对电影行
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创
作模式的重构，对影视创作流程及人员
进行重组；二是激发想象力，在创意阶
段为大家打开更多的空间。

电影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带来的
绝不仅仅是自娱自乐的狂欢——为了实
现文化自信自强的强国目标，我们不仅
要在艺术创作上不断开拓创新，还要与
全球进行短道速滑式的电影工业科技竞
争。而现在，正是我们实现赶超的绝好
机会。“比如 CG 技术，美国已经发展
了 20 余年，我们是一个追赶者的角
色。但现在AIGC技术的出现，让中国
与技术先进国家的差距减小。”泽森科
工创始人张心欣也认为，“大家可以基
于新的方法论、新的算法、新的模型去
进行新的技术竞争。在这一过程中，谁
能够把它应用得更好，谁就有可能获得
新的竞争优势。因此，新技术的发展和
应用，对我国电影工业来说，代表着新
的机遇和新的可能性。”

改变已经在悄然发生，还记得电影
《流浪地球》 片尾字幕中出现了很多
国外虚拟摄制团队，而到了 《流浪地
球 2》，已基本是国内虚拟摄制团队，
这正是我国电影制作能力快速提升的
生动一例。

新发展
带来赶超新机遇

针对当前各种火热的新技术，有
不少专家学者对其持谨慎态度，如中
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孙佳山所言，
距离技术大爆炸对我们今天影响的周
期还很远很远，需要警惕各种概念和
资本进行炒作。赵文韬也表示，技术
的初衷是对某一个类型的产品降本增
效，但这可能导致未来我们有可能看
到视觉奇观类型的内容泛滥，当一个
类型的产品泛滥之后，它的价值会迅
速衰减，最后甚至沦为负面。中国科
普作家协会科学与影视融合专委会常
务副主任林育智亦补充道：“不要看
概念，给它一些时间，让它来验证它
能对这个产业、对我们的生活到底产
生多大的影响。如果真的有影响，我
们就加入它；如果真的是一个泡沫，
时间也会戳破它。”

如果说讨论科技和产业变革听起
来还比较抽象，与我们距离遥远，那
么说到失业这种再真实不过的前景，
每个从业者都会深陷其中：新技术给
电影行业带来的“AI 终会取代人
工”的担忧，不亚于其带来的创作模
式变革的兴奋。张心欣提出，AIGC
产生后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便是内容
行业原本的从业者，特别是从事概
念、原画等前期工作的人员，因为作
为生产力工具，AIGC 在降本增效上
确实成效显著。赵文韬更是带来了鲜
活的例证：“一个最明显、最具代表性
的事例就是，腾讯天美工作室之前有
上千人的概念设计师团队，AIGC 推
出之后，现在团队只剩下50人左右。”

的确，随着技术的进一步成熟，
留给“人”的工作似乎越来越少，乃
至剧本都有可能越来越模块化，比如
系统会生成 100 个爽点的模板、100
个泪点的模板等，AI 通过模板去填
充内容就可以了。“未来的创作方式
可能是创作者结合自身剪辑思维、美
学思维，从 AI 生成的结果中挑选排
列组合去做选择题。”按照何自强的
说法，以后电影人不用再做填空题
了，只需要做选择题就可以了。

那么，在未来电影工业化蓝图
里，“人”究竟应该占据什么样的地
位？或者说，需要什么样的“人”？
这有点儿像 19 世纪汽车取代马车时
的情景，电影人到底是能够从马车夫
转行当出租车司机，还是只能沦为被
淘汰的马？

“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我
觉得可能中低端的岗位会被机器取
代，但是越高层级的岗位，人类的重
要性反而会越来越高。”中国电影科

学技术研究所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刘达为未来的电影人才培养指
出了方向。

多位专家也从各个角度佐证了这
一观点。何自强认为，无论是写剧本
还是其他创作，人工智能写出来的内
容肯定是最基础的东西，这个东西只
是让人去作选择，是基础性的、规律
性的、可总结的东西，那些打动人心
的情感、灵光一现的创意一定是人的
智能结果。赵文韬表示，只有“人”
才能够去定义美学，去创造新的美
学，人工智能尚不可实现。“人工智
能只能根据由人的工作所产生的数
据，去分析规律，做一些具体的执行
工作。”

所以说，电影是工具，AI 也是

工具，而使用工具的人才是最重要
的，我们要保证的，是人的创造力一
直往前走，而不是保证某个具体的工
作岗位不会消失。在关于未来电影人
才培养、产学研结合的话题讨论如火
如荼之际，众观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
行官王义之讲述了他的观察：电影

《流浪地球 2》 整个剧组的发展和管
理，几乎是由 2010 年之后加入电影
行业的从业者支撑起来的，比如美
术指导、摄影指导都是“90 后”。

“我相信每一代人都有他的历史使
命，在面对今天这一轮技术爆炸的
时候，‘90 后’‘00 后’甚至是‘10
后’的审美将会决定未来电影的走
向，因为他们从出生就开始接触这
些东西。”

只有“人”才能定义创造美学

1958年，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推
出了我国第一辆红旗轿车，引发举国
轰动。这辆由当时全国最优秀的技工

“敲”出来的汽车好不好？当然好。可是，
它毕竟是作坊式的产物。真正让中国汽
车行业飞速发展的，让每一辆车都保质
保量的，还是流水线以及工业化。

中国电影如今正面临着和当年中
国汽车一样的处境。虽然已经诞生了

“红旗”牌电影 《流浪地球》，可是
“中国电影一直到现在基本上还处在
作坊式生产的状态当中。有些影片质
量为什么依然低下？很显然，作坊式
的生产一定会影响到质量”。国家二
级导演、青岛电影学院摄影艺术与技
术系主任秦竟虹说，“只有工业化才
能保证质量，保障生产出来的每一部
影片都在一定的水准之上。”

在通往工业化的道路上，我们遇
到的第一道关卡也许并不是技术，而
是标准化。《流浪地球2》C组导演、
编剧、制片人周涤非将这视为工业化
的“前提”。

很多人应该都听说过一个词：
ISO，它的全称是International Orga-
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这个成
立于 1947 年的国际标准化组织，经
历了近 80 年岁月，仍然负责着当今
世界上多数领域 （包括军工、石油、
船舶等垄断行业） 的标准化活动。

“我们的产品要想销往全世界，必须
按照 ISO 的标准来做。电影也是一
样，如果我们要跟全行业乃至全世界
对接，那么势必要走标准化道路。”
周涤非举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每
个人都看过剧本，但是按照 WGA

（美国作家协会） 的标准，剧本的格
式有严格的规定，对话应该怎么写，
人物应该怎么写，每一页是多少字，
字号多大，用什么格式的字……都有
明确的要求。他们的剧本每翻一页就
是一分钟，一部 90 分钟的电影就是
一个90页的剧本。”

中国电影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虽然
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离令国人集体
欢欣鼓舞恐怕还有一段距离。2019
年，我们凭借《流浪地球》开启了中
国科幻电影的元年，可是中国科幻电
影的“次年”却是 4 年之后，直到
2023 年 《流浪地球 2》 的出现，才

“续写”上这一“传奇”。究其原因，
“其实就是最基层的创作跟不上”。银
翼文化创始人、蓝星球科幻电影周策
展人马贺亮表示，“一方面，工业
化、标准化肯定是好的；另一方面，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工业化是一个体
系化的东西，不是说看到了特效大片
就是工业化。我们如果盲目追求高、
追求大、追求强、追求人海战术等，
会忽视潜在的更重要的东西。”

这个更重要的东西，或许就蕴含
在电影的艺术属性中。正如德国作家
和古典哲学创始人伊曼努尔·康德所
言，对于知识，想象是为了更好地认
知；而对于艺术，认知是为了更好地想
象。这句话在电影领域同样适用。作
为艺术作品，电影本身不是工业流水
线的产物，它必须要具有独特性。技
术与美学只是影像的表现形式，服务
于电影的叙事抒情，绝不可以喧宾夺
主形式大于内容。

不日新者必日退。我们要清楚地
看到，建成电影强国目标的实现，离不
开电影的工业化，离不开中国电影的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先进科学技术的
支撑和应用，更离不开行业工作者们
凝心聚力、踏浪而行。

标准化应先于工业化

是泡沫还是趋势？做小车司机还是被淘汰的马？走上流水线还是坚持小作坊？

给科技浪潮下的中国电影一些时间
□本报记者 杨雯

虚拟制片技术开启了关于影视拍摄的新时代。

青岛东方影都影视虚拟化制作平台。

《流浪地球2》飞机道具。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