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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郑子龙

近年来，电影产业进入了寒冬期，

产业境况持续低迷。新冠疫情暴发导

致全球影院关闭、电影制作暂停，给电

影产业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其次，移动

互联网的发展和各种流媒体平台的兴

起，改变了电影的生态系统和市场格

局，传统的电影院和电影发行模式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此外，电影市场趋

于饱和的同时又逢全球经济下行，行业

竞争格外激烈。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

导致了当今电影产业的困境，甚至出现

了“电影已死”的消极论调。1911年，

乔托·卡努杜发表了名为《第七艺术宣

言》的著名论著，第一次宣称电影是一

种综合了建筑、音乐、绘画、雕塑、诗歌

和舞蹈的"第七艺术"。艺术的本质是

表达情感、思想和传达文化，是人类内

在的需求，只要人还存在艺术就不会

“死亡”。虽然当今电影产业正在经受

着时代变革的洗礼，但不可否认电影是

一种强有力的艺术形式，拥有着蓬勃的

文化生命力，具备广泛的影响力和受众

群。

电影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

时代创新，尤其在产业模式方面，还停

留在电影诞生初期的状态。许多电影

制作公司只注重于既得商业利益，忽

视了电影内容和技术的创新，导致电

影作品模板化严重，观众的兴趣不断

下降。此外，短视频、游戏等行业迅猛

发展，满足了人们碎片化、多元化的文

化娱乐需求，这更降低了人们对电影

的依赖。21世纪人们需求的是更高的

逼真度、更佳的表现力、更大的自由

度、更强的社交性、更精准的个性服务

等，传统的影视产业模式无法满足如

此多元的需求，而这恰恰是智能化时代

的相关技术可以实现的。在过去几个

月中，人工智能（AI）领域取得了重大进

展，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的算法越来越

先进，可以更好地处理自然语言、图像

和音频等复杂数据，其正在改变我们的

生产方式、商业模式和社会结构，开始

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行各业。电影要

抓住智能化时代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带

来的机遇，寻求更好的体验、更优质的

内容、更先进的模式，实现电影产业的

全面革新。

近年来电影制作的某些领域已经

开始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例如虚拟拍

摄、动作捕捉、视觉特效等方面。但仅

仅将人工智能应用于电影的拍摄和制

作是远远不够的，新技术既可以帮助电

影创作者在各个方面提高效率、降低成

本和提升品质，同时也可以为观众带来

更加出色和多样化的观影体验，还可以

建立更先进的新型产业模式。可以说，

具备“人工智能的新时代电影”才是未

来的发展方向，将为电影产业带来更广

阔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跨领域融合可

能性。

那么，人工智能时代下的电影将如

何革新，就成为了当下电影人的新课

题。为此，北京电影学院数字影视动画

创作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的研究团队，

基于多年联合研究的成果，提出了“智

能仿生电影”的系统解决方案。项目研

究于 2016年正式启动，通过影视艺术

与高新技术的融创性研究，将影视产业

与智能化时代之间建立了科学发展桥

梁，在规律原则的指导下提出了“智能

仿生电影概念”。2019年项目确立了

“智能仿生电影”的系统理论。2020年

研究成果在“新文科背景下第二届国际

数字媒体艺术与科技大会”上首次展

示。2021年《智能交互和仿生体验的

电影化应用研究》学术论文在《北京电

影学院学报》刊登发表。

“智能仿生电影”是一种基于人工

智能和仿生学理论的全新电影模式，是

“智能交互”和“仿生体验”的电影化应

用。智能交互是指利用数字传感器和

人工智能技术，根据观众的心理意图和

真实环境信息进行影视内容个性化交

互；而仿生体验则是通过数字输出设备

搭建的“模拟感知环境”，实现影片观影

的全感官体验，进而达到再现感官认知

的目的。其电影制作方式是通过构建

智能交互环境，模拟生物的行为、思维

和感知过程，来创造出更加逼真、智能

化的电影角色、场景和情节反馈。

“智能仿生电影”的关键技术包括：

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数字传感、生物

学、心理学、计算机图形图像学、自然语

言处理、机器学习等多个领域的知识，

其作品形式是以计算机程序为载体，主

要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环境下实现，

通过影片的虚拟环境与观众的真实环

境协同演绎,可以达到更加真实、自由、

沉浸的观影体验，提高用户的参与感和

体验感。

“智能仿生电影”产品由智能摄制、

智能开发、仿生体验和智能消费四个方

面组成，其中智能摄制提高了任务效率

和节约制片成本；智能开发建立了数据

采集、储存、管理、分析、判断、指令平

台；仿生体验实现了高自由度、高仿真

的观影体验；智能消费则通过观众数据

的收集和分析，制定符合观众消费心理

的产品方案，实现跨领域的经济效益增

值。因此，此种电影可以为电影产业带

来革命性的改变和升级，提高电影制作

效率、降低成本、提高影片质量和观影

体验。“智能仿生电影”作为一种新的影

视产业模式，以智能化摄制、开发、体验

和消费为基础，架设起导演与观众之间

的新技术桥梁，为推动智能化时代的影

视产业革新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也为元

宇宙、数字人、NFT等高新产业提供了

接口。该模式符合影视产业发展的规

律和艺术要素，能够满足人们对于更高

逼真度、表现力、自由度、社交性和个性

服务等多元化需求。

综上所述，“智能仿生电影”是一种

利用人工智能参与创作、观看和消费的

电影类型，是对智能时代下电影产业革

新的积极尝试。“智能仿生电影”的出现

具有里程碑意义：一方面，它突破了传

统电影的制片程序，利用人工智能和机

器学习技术大幅缩减了制作成本和时

间；另一方面，它让电影具备了智能交

互与仿生体验功能，充分满足了观众的

多元化文娱需求。同时，人工智能通过

模拟人类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来协助艺

术表达，为电影创作提供更多设想以及

更为细腻的情节。此外，“智能仿生电

影”还可以对观众的数据进行采集，分

析判断观众的需求和偏好，制定出更加

个性化的增值服务项目。因此，“智能

仿生电影”不仅是对电影技术和电影模

式的革新，更是对电影艺术手法的拓

展，它的出现标志着电影产业进入了全

新的阶段。

人工智能与电影的融合不仅能推

动产业革新、帮助电影走出困境，也是

大势所趋、势在必行的文化战略任务。

只有不断地与时俱进，才能让电影在智

能化时代下继续爆发强大的产业威力。

人工智能时代的电影革新

本报讯 近日，“京剧电影工程”新

闻发布会以及工程第二批重点影片

《四郎探母》《红楼二尤》《群英会·借

东风》《文姬归汉》四场首映礼在中国

电影博物馆举办。活动现场，群贤毕

至，名角登台。影片艺指专家李维

康、耿其昌、刘长瑜，《四郎探母》《群

英会·借东风》电影导演马崇杰，《四

郎探母》主演张建峰、窦晓璇、李博、

郭霄、翟墨，《群英会·借东风》主演叶

少兰、朱强、寇春华、叶金援，《文姬归

汉》《红楼二尤》电影导演夏钢，《红楼

二尤》电影导演荀皓，《文姬归汉》主

演迟小秋、黄炳强、韩巨明，《红楼二

尤》主演罗戎征、唐禾香、刘子微、张

兵等分别亮相四场首映礼。在为期

两天的新闻发布会及首映活动中，京

剧名家们不仅分享了精彩的幕后故

事，更在现场与影迷、戏迷共话国粹

经典，畅聊京剧传承，赢得了观众的

阵阵喝彩。

作为中宣部大力支持，相关省市

宣传部门及京剧界、电影界共同参

与、积极配合的重点项目，“京剧电影

工程”立项十余年来，羽翼渐丰，不断

成长。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等相

关单位以传承、推广传统文化为初

心，联合了京剧界与电影界优秀人

才，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参与制作与宣

发，见证了工程的彪炳功绩。新时代

下，京剧艺术在党和国家的高度关心

扶持下繁荣兴盛，“京剧电影工程”更

是贯彻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弘扬民族文化，传播民族精神，树

立文化自觉、自信极富意义的重要文

化工程。12年来，随着一部部优秀京

剧影片的推出，京剧艺术这颗弥足珍

贵的民族文化明珠，辐射到更加广阔

的观众群体，特别是在青年和基层观

众中得到了巨大传播效应，使古老的

京剧艺术和京剧文化中蕴含的民族

精神内涵得到广泛、生动的弘扬。

如今“京剧电影工程”已经成为

行业内的一座丰碑，越来越多的年轻

观众通过电影走近了京剧艺术，感受

到国粹的传统之美。在四部京剧电

影首映礼现场，众多年轻观众表达了

对京剧电影的喜爱：“通过京剧，我们

青年人了解到更多的中国故事、中国

艺术、中国精神，受益匪浅。”此外，

“京剧电影工程”展览也同步在首映

礼举办地中国电影博物馆内开展，银

幕内外同时助力弘扬京剧文化，并通

过讲述京剧电影发展历程与作品文

化内核，以守正创新之势点燃大众对

于京剧艺术魅力的热忱。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自工程立

项便深度参与到京剧电影的拍摄与发

行，集合最出色的制作、宣发团队，广

开渠道，全力以赴，中国电影集团公司

党委委员，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任月在致辞

中表示：“在京剧电影工程的推进中，

中国京剧人与电影人始终秉承着高度

的责任感与深厚的专业性，成功孵化

出一批京剧电影。未来，中影将继续

承担弘扬传统文化、传播戏曲艺术、培

育青年观众的任务。”

北京京剧院院长、全国政协委

员、剧作家刘侗则认为，始于 2011年

的国家电影工程是促进电影艺术和

京剧艺术高度融合的一项跨世纪、跨

界工程。这样的融合、跨界，将共同

促进和见证中国电影与中国京剧艺

术在新时代的发展。这次，四部京剧

电影也入藏了中国电影博物馆，中国

电影博物馆党组书记、馆长、市政协

民宗委驻会副主任陈玲对此感到十

分荣幸，她说：“京剧电影工程为后世

留下了宝贵的艺术资料，为戏曲电影

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京剧电影《红楼二尤》是荀派艺

术大成之作，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原

理事长、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刘长瑜

作为《红楼二尤》的舞台版导演，对影

片的拍摄倾注了心血，也参加了电影

《红楼二尤》的首映礼，向观众解读了

影片对“美”的展现：“主角们的美是

敢于抵抗的内心美，这种美丽也通过

电影的形式得到了放大。”荀慧生先

生的嫡孙、《红楼二尤》电影导演荀皓

给予了电影这一艺术形式的肯定，

“电影是写实的，京剧却是写意、虚拟

的，电影便是在虚实之间去融合。”

参与工程作品创作的电影导演

对京剧艺术充满敬畏，也在创作时积

极发挥创造能动性，竭力追求独树一

帜的电影艺术风格，他们精益求精的

态度与高超的技术，使影片的完美

性、观赏性得到大大提升。作为电影

《红楼二尤》《文姬归汉》的导演，著名

导演夏钢在首映礼现场也分享了诸

多拍摄的经历：“每一部京剧电影的

拍摄对我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就像

《文姬归汉》的故事发生在大漠草原，

但是在舞台上去展示草原风光是很

难的，为此我还特意自己开着车到草

原去跑了一趟。”《四郎探母》《群英

会·借东风》的导演马崇杰则为了最

大限度呈现京剧的魅力反复打磨作

品：“在创作中，我们一是要保证这部

戏的原汁原味，另一方面则是要用电

影语言呈现叙事、打造情节、塑造人

物，并使得画面更丰富，视听更享受，

把听戏变成看戏。”《四郎探母》舞台

版总导演、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维

康、耿其昌也来到现场，他们在影片

拍摄时对剧本创作、场景设置、音乐

搭配都提供专业的意见与帮助，使得

《四郎探母》这部京剧电影既保留了

国粹精髓，也极具创新精神。

映后观众无不沉浸在京剧的魅

力之中，给予了影片高度评价，他们

纷纷表示：“我从没想过能在电影院

里观看京剧，视听效果不输现场观

看”；“还是我熟悉的故事与唱腔，名

家大师们的演绎也更为生动，我十分

喜欢”。而对于影迷来说，影院里看

京剧也是十分新鲜的体验，通过电

影，他们领略了传统京剧深厚的文化

底蕴，京剧表演艺术家的卓越功力，

“随着故事的推进，我渐渐被大师们

的表演感染，沉浸在故事之中”；“不

愧是国粹经典，通过电影镜头语言再

创造更生动了，相信会有更多青年人

喜欢上这些京剧影片。”

为了更好地推广京剧文化，发扬

传统文化，中影积极发挥电影行业

“排头兵”的担当与职责，“京剧电影

工程”立项以来全力支持影片拍摄。

此次四部电影中，《四郎探母》《文姬

归汉》由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京剧院、首都京胡艺术研究会出

品，《红楼二尤》《群英会·借东风》由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国家京剧

院、首都京胡艺术研究会出品。四部

影片均由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4月25日全国上映。 （影子）

本报讯 由广东省电影局主办，广

东省电影家协会、广东省电影行业协

会共同协办，南方都市报社、广东南

都娱乐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广

东优秀电影推介会近日在百丽宫影

城（天汇广场店）举办。本次活动推

介的影片为粤产动画电影《新猪猪侠

大电影·超级赛车》（以下简称《超级

赛车》），该片由广东咏声动漫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国影纵横电影发行有限

公司等联合出品，将于 4月 29日全国

上映。

《超级赛车》是猪猪侠系列第八

部大电影，也是五一档亲子观影的不

二选择。推介会当天，许多家长带着

孩子前来观影，观影环节结束后，猪

猪侠系列大电影导演钟彧、总制片人

黄龙来到现场和观众交流，分享影片

背后的故事。

《超级赛车》首次将赛车题材搬

上大银幕，讲述了超星特工猪猪侠受

邀出席悬浮于空中的赛车城市最新

赛季开幕式，却意外接到紧急任务：

支撑城市悬浮的核心能源永动石被

盗，城市即将坠毁，猪猪侠必须在 72
小时内找回永动石，一场惊险刺激的

冒险赛程就此展开。

当下的赛车、竞赛元素在小朋友

当中人气颇高，赛车题材的“速度

感”，正好吻合猪猪侠大电影想要表

现的“超越极限”的主题。赛车所拥

有的竞技性和汽车科学这一块也很

符合猪猪侠系列的英雄特质，因此

《超级赛车》创新性地选择了赛车题

材。在具体的叙事方面，为了平衡影

片的趣味和主题表达，寓教于乐，这

次的故事增添了父亲的角色来分担

猪猪侠的情感戏，通过父亲对儿子说

的话“只要未到终点，比赛就还没结

束，一起超越极限”来印证父母陪孩

子终身成长的主流亲子教育价值观。

观影过程中，现场不时传出观众

的笑声，观影结束后，小朋友就剧情

细节向导演和制片人提问，有忠实的

“小粉丝”注意到《超级赛车》的开头

用了《猪猪侠之竞速小英雄》的片段，

引得导演钟彧感叹“其实小朋友比我

们更注重细节”。

作为广东土生土长的动画 IP，自
2005年诞生起，猪猪侠陪伴一代又一

代的观众长大。从一个本土 IP发展

成为一个国民 IP，它的成功离不开粤

产动漫的地理和文化优势。

制片人黄龙直言“猪猪侠”之所

以能够像“常青树”一样屹立不倒，得

益于它“生于广东广州”，“在粤语地

区做动画片有一个产业布局的属性，

它会有比较多培养动漫 IP 的土壤环

境，让创作者更有机会去把自己的 IP
优化。不单单只是一个内容的创作，

可能会涉及包括玩具、衍生品、内容

的授权，也包括我们的舞台剧、乐园，

还包括我们的电影、剧集，非常多元

化，我认为广东的环境给予了创造者

很大的后台支持，让他们创造的内容

有更多元的形态，让各个受众都能从

不一样的维度去感受到猪猪侠 IP 的

产品和内容，让他们感觉到在生活中

跟猪猪侠更接近。”

现如今“猪猪侠”系列正走向海

外，向世界传递中国文化。制片人黄

龙说：“《猪猪侠大电影·海洋日记》在

韩国上映了，也获得了蛮不错的票

房。其实我们做这种题材，很多内容

都有中国元素，例如我们有一个题材

讲的是中国功夫，包括我们上一部

《海洋日记》，做的是中国南海。在这

样的内容背景之下，我们把内容输出

到海外，其实也在不断培养观众，让

他们知道这是中国的东西，这是我们

中国人做的东西，让全球的小朋友都

能看得到，也会更喜欢我们中国，对

我们有更多了解。”

（影子）

本报讯 4月 23日，由北京心视新

影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李泓良

执导、李强担纲摄影指导，吴哲和范雷

主演的儿童电影《要牛》在京举办专题

研讨会。

中国电影家协会分党组副书记、秘

书长闫少非，中国电影家协会儿童电影

工作委员会会长郑虎，中国电影评论学

会常务副会长张卫，中国文联电影艺术

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儿童

电影工作委员会副会长宋智勤，中国儿

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周杰，中国电影家

协会儿童电影工作委员会副会长陈中

国，《文艺报》编审高小立，策展人三

木，中国电影家协会儿童电影工作委员

会秘书长王纯等专家学者及影片出品

人吴万里，导演李泓良，演员周钦霖、吴

哲等主创人员参与研讨。北京电影学

院文学系教授，中国电影编剧研究院副

院长孟中主持研讨。

电影《要牛》讲述了天真无邪的农

村少年浩浩和性格怪癖的单身汉瘸老

四之间的故事，素不相识的二人因为

一头丢失的黄牛而起纠绊，简单的儿

童世界与复杂的成人思维屡屡碰撞，

却最终在纯粹的真情和温暖中相互理

解，从而奏响了一曲谐趣而纯真的乡

间童谣。影片对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

体的关注以及艺术化的呈现方式获得

了与会专家的认可。

专家们一致认为，影片在展现留

守儿童生活状态的同时，将视角紧随

国家战略的发展方向，紧跟乡村振兴

的时代脉搏，在看似荒芜、贫瘠的乡村

中刻画出了春风般的少年和阳光般的

真情，富含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人文

关怀，是一部高立意、接地气并洋溢着

时代风采的优秀儿童片。

李泓良和吴万里分享了影片的创

作历程和基本思路；闫少非认为片中

大量采用非专业演员和非专业表演，

呈现出原生态甚至类似于纪录片的影

像风格，赋予了影片别样的价值；郑虎

表示《要牛》作为一部兼具娱乐、审美、

教育功能的优秀儿童片，是一部成熟

的用心、用情、有爱之作；张卫从影片

立意、情感、人物性格塑造、叙事和空

间表现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给予影片

很高的评价；宋智勤对影片配乐印象

深刻，在他看来，影片中性的配乐通过

浪漫抒情的表达，和爱与温暖的主题

高度契合，起到了渲染情绪的作用；周

杰在发言中表示，《要牛》不仅仅是给

儿童看的，他认为，影片应该通过更大

范围的放映来唤起全社会对留守儿童

群体的关注；陈中国用有趣、有看头、

有嚼头、有意韵四个词评价《要牛》，他

坦言“做电影的人应该有孩子般执着

的品格”；高小立为影片的人文情怀

“点赞”，她表示，无论技术多么现代

化，电影艺术不能离开人文情怀。

讨论中，专家们还结合中国儿童

电影的发展现状和影片具体的创作手

法，分别就情节、人物、结构等方面进

行了深入交流探讨，并提出了中肯建

议。以李泓良、吴万里为代表的《要

牛》影片主创表示将积极吸纳专家意

见，认真做好影片接下来的工作。

据悉，电影《要牛》已经斩获 2022
巴塞罗那环球国际电影节综合类奖项

“故事长篇单元奖”，并已入围 2023北

京国际儿童电影展“国内长片竞赛单

元”及 2022年中国（郑州）金童象儿童

电影周“长篇单元”。 （姬政鹏）

本报讯 动画电影《灌篮高手》已

于4月20日起在全国 IMAX影院公映，

激励了海内外几代观众的“湘北五虎”

的终局故事终于上演。IMAX近日在

北京举行观影，各大媒体代表和影迷

齐聚一堂重拾青春记忆并一致给予热

烈评价，IMAX沉浸式的“同哭同笑同

青春”观影氛围也获得盛赞——“让人

感到青春完整了”。媒体场的反馈延

续首轮口碑的爆棚之势，也预示《灌篮

高手》将成为今年又一部 IMAX现象级

大片。

几代观众对《灌篮高手》的情怀共

鸣也在观影得到充分体现。观影现场

几乎座无虚席，观影全程欢笑叫好此

起彼伏，从观影过程到结束观众更数

次自发报以掌声，不少人热泪盈眶。

现场观众在映后随访和社交平台上高

分力荐并兴奋分享观感，盛赞影片热

血高燃，青春情怀动人催泪，并对

IMAX的视听品质和沉浸氛围激赏不

已：“让青春圆满了！”“必须看 IMAX的

极致体验！”媒体场反馈也与首日及此

前抢“鲜”观影的观众不谋而合，在社

交平台掀起热度持续飙升的“青春风

暴”。

观影现场令观众最为振奋的无疑

是期待多年的全国大赛，而 IMAX对于

比赛场景的“放大器”效果也体现得淋

漓尽致，视听震撼拉满，热血指数倍

增；而和数百位志同道合的观众一起

沉浸于 IMAX环境中，更是像亲临赛场

一般高燃过瘾。观众@Fei 这样兴奋

回忆：“前后排的中年男人跟我一起爆

哭！这是最好的湘北呀！”@冻柠茶少

冰 对震天撼地的音响印象深刻：“这

个音响让我好像坐在篮筐下面看完了

整部电影。”还有观众表示：“IMAX看

运动题材太对路了，大银幕铺展开来

一秒入戏，音响效果准确强悍，赛场氛

围全面还原，两个字：过瘾！”

（影子）

《新猪猪侠大电影·超级赛车》
亮相广东优秀电影推介会

第二批“京剧电影工程”
四部电影在京首映

电影《要牛》专题研讨会在京举行

IMAX在京举办《灌篮高手》观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