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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
族强。作为新时代的文艺工作
者 ， 我 们 要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习近平文化思想，担负起新的
文化使命，激发文化创新力。

提升文艺的创造力，使
人民在精神生活上更加充
盈起来

今 年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围 绕
“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进行了重点部署，充分体现了

“人民至上”的理念。新时代新
征程，建设文化强国面临新形
势新任务，我们要以守正创新
的正气和锐气，不断探索和回
答时代发展和人民需求对文化
建设提出的新课题、新要求。
一直以来上海芭蕾舞团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以作品为立身之本，深入挖掘
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
化资源，使“上海制造”“中国
制造”的芭蕾舞剧在海派文化
的滋养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
富性，逐渐形成独有的“海派
芭蕾”体系。目前，根据著名
作家茹志鹃同名小说改编，由
著名作家王安忆担任编剧、著
名编导王舸执导的原创芭蕾舞
剧 《百合花》 正在紧锣密鼓地
推进创排。舞剧运用现、当代
芭蕾的肢体语汇重点刻画了人
物内心细微、隐蔽的情感世
界，对战争年代别具一格的人
性美与人情美进行了富有诗意
的呈现。去年 7 月，我带领主
创及主演团队赴江苏海安采
风，实地调研了苏中七战七捷
纪念馆、华艺扎染等地，为下
一阶段的创作打下扎实基础。
同时，原创芭蕾舞蹈诗 《十二
木卡姆》 的创作工作也已全面
启动，目前已完成赴新疆喀什
的采风工作，积极探索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的新路径。此外，我们
还将继续推出海派芭蕾演出
季，助推演艺大世界建设，把
演出向五个新城延伸，更好地
满足各地人民群众对高雅艺术
的精神文化需求。

提升文艺的传播力，展
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着力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
文明交流互鉴。我们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守
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
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
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
体系，在国际舞台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
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近年来，上海芭蕾舞团始终坚
定文化自信，以高质量的作
品、高水准的呈现不断提升海
派芭蕾国际影响力。一方面坚
持用世界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打造了《花样年华》《马可·波
罗——最后的使命》《长恨歌》
《闪闪的红星》等用芭蕾语汇讲
述中国故事的优秀作品，另一
方面，不断探索世界经典的中
国演绎。2023 年 5 月，上海芭
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 《歌剧魅
影》 世界首演，成为首部以芭
蕾语汇演绎这部经典的舞台作
品。我们积极服务国家文化战
略，通过海外巡演提升中国芭
蕾的世界影响力。经典版 《天
鹅湖》于2023年 8月底至10月
初赴荷兰巡演，以 107 人的演
出大团之姿圆满完成阿姆斯特

丹、鹿特丹等 4 座城市 36 场演
出，这也是该剧自2015年首演
以来第四次赴欧洲巡演，来自
德国、比利时以及荷兰当地近7
万名观众走进剧场，感受到来
自中国上海的“天鹅海洋”所
带来的震撼。2月，上芭《天鹅
湖》 剧组还登上了央视春晚演
出的舞台，为全国亿万观众呈
现了海派芭蕾的艺术风范。未
来，我们将继续发挥好文艺在
中外文化交流上的强大优势，
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中国文化、彰显中国精神，让
中华艺术之花绽放在世界的舞
台，不断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
走向世界。

提升文艺的影响力，增
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精
神力量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
神则不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精神力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
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同样需要不断丰富
人们的精神世界，不断增强精
神力量。我们要牢记使命职
责，在守正创新中繁荣发展社
会主义文艺，使文艺在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中发挥重要作用。
建团以来，历经40余年的努力
探索，上海芭蕾舞团已经成为
具有国际化理念、专业化水
准、市场化运作的中国顶尖芭
蕾舞团，我们要持续发挥文艺
的影响力，进一步打响“海派
芭蕾”文化品牌，同时继续深
化上芭“美的一课”“芭蕾公益
公开课”等公益品牌项目，以
文艺志愿者服务为载体开展芭
蕾美育教育，不断升级上海芭
蕾舞团公益品牌系列，努力用
高尚的文艺引领社会风尚。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上
海芭蕾舞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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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芭蕾舞团经典版《天鹅湖》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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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科技的快速发展为影视艺
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变革。元宇
宙、人工智能、虚拟拍摄、云制作等数
字技术逐渐融入影视行业的各个环节，
引领着整个行业迈向数字化建设新征
程。这不仅给观众带来了更为丰富多样
的视听盛宴和审美体验，也让影视艺术
焕发勃勃生机。本期采访多位全国政协
委员和专家学者，请他们从不同的角
度，谈谈对科技推动影视艺术高质量发
展的体会与思考。

艺术与技术交融
共筑审美新体验

影片 《阿凡达 2》 中美轮美奂的水
下世界、《流浪地球 2》 里高耸入云的
太空电梯、电视剧《三体》中万吨巨轮
被纳米飞刃切片的奇特效果……这些宏
大震撼的特效镜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在 《流浪地球 2》 中，我们已经
实现了演员的年龄跨越、语言跨越，同
时使用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来提升
电影修复效率等。”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电影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傅若
清介绍，近年来，中影一直探索高新技
术在电影领域中的应用与发展，取得了
可喜成效。“比如，我们研发的高格式
电影技术创造性地融合了高亮度、高帧
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等七大电影高
新技术，全面提升了电影的整体声画品
质。应用该技术打造的CINITY放映系
统在综合技术指标和观影体验上均位于
国际领先。2023 年，我们新推出了全
球 首 款 支 持 4K、 120 帧 、 高 格 式 的
CINITY LED 电影屏，从设计、制造
到应用全链条自主可控，将带动一轮新
的观影体验升级。”傅若清告诉记者。

“电影，是科技发展的产物。作为
一种视听艺术，其发展历程与科技进步
紧密相连。”全国政协委员，《当代电
影》 杂志社主编、研究员皇甫宜川说，
翻开电影发展史就会发现，科技的每次
变革都推动着电影艺术的更新，从无声
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胶片到数
字，从 2D到 3D、IMAX影像，其背后
都是科技进步不断推动的结果。“从某
种意义上说，影视艺术又是科技创新的
前沿阵地。一些新的科技成果，是在影
视艺术的创新表达中得以实践，比如美
国好莱坞制作的电影 《阿凡达》《猩球
崛起》《阿丽塔：战斗天使》 等，都伴
随着先进技术的发展。所以，电影艺术
与科学技术相互交融，相互影响。”皇
甫宜川解释道。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电影导演霍建
起经历了电影从胶片时代到数字时代的
过渡与转型，“其实从 《生活秀》 开
始，我们已经用数字调色了，但拍摄用
的还是胶片，一直到后来 《大唐玄奘》
的拍摄、制作，数字技术得以广泛应

用。”让霍建起深有感触的是，从胶片
拍摄到完全数字化制作，电影艺术经历
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科技的推动下，
电影制作手段和表现技巧不断创新，电
影艺术的各个环节在科技发展中不断得
以完善，这也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视听
感受和观影体验。

有同样感受的还有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视协副主席、著名编剧王丽萍，她
在谈到新技术对影视行业的影响时表
示，随着技术变革，影视制作中常见的
抠像技术从绿幕抠像到 LED 屏再到 AI
感知虚拟拍摄的演变，画面越来越接近
真实，审美体验逐步升级，技术与艺术
融为一体，“发展越来越快。”王丽萍感
慨道。

挖掘人文内涵
讲好中国故事

数字时代背景下，人工智能等新技
术的运用不仅丰富了影视艺术的表现形
式，也为艺术创作提供了空间和可能
性。但是，过度依赖技术而忽视艺术内
核，艺术就会失去它应有的生命力。如
何用技术讲好中国故事，一直是委员们
和专家学者思考的问题。

“无论哪一种形式的电影，或是科
技与电影怎样融合，人文精神始终是电
影的内核。比如动画电影 《长安三
万 里》， 把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与 现
代影视制作技术结合，展现了中国文
化的魅力，具有深厚的人文精神。”皇
甫宜川认为，只有深刻认知一种新技术
运用中所包含的人文价值，才能够以一
种新的方式，创造数字时代电影中所能
呈现出的中国想象、中国风格和中国情
感，才能讲好中国故事。

这几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
研究所也一直关注数字时代下影视艺术
发展等前沿问题，为此还举办多场相关
讲座进行深入研讨，中国艺术研究院电
影电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孙承健就
主持、参与过多场。在他看来，无论是
导演、编剧还是剪辑、美术，无论是哪
个专业领域或哪个创作环节，不变的核
心，依然是如何运用技术讲好中国故
事。“技术进步的根本，一方面要有效
助力中国电影从电影大国到电影强国的
发展。另一方面，技术的迭代、创新和
发展，不仅仅只是一种视觉的炫技，而

是要构成叙事的戏剧性要素，要始终围
绕民族文化表达，围绕讲好中国故事而
展开。这也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电影
人的历史使命与历史责任。”孙承健说。

在霍建起看来，影视艺术的发展不
仅要追求卓越的视觉效果，更要深入挖
掘人文内涵。人文内涵是影视作品的灵
魂，它承载着文化、历史、价值观等多
方面的信息，能够引发观众的共鸣，提
升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霍建起
导演的《那山 那人 那狗》《暖》《秋之
白华》 等，给观众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电影中那连绵青山、小桥流水，一

叶小舟、一抹春绿，恬淡清雅、朦胧唯
美，不仅富有诗意，还极具中国传统文
化内涵。“在科技的助力下，通过虚拟
拍摄、特效制作等多种技术手段，影视
艺术可以更加生动地讲好中国故事。”
他说。

多年来，王丽萍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始终关注民生和文化，从《错爱一
生》 到 《媳妇的美好时代》，从 《双城
生活》，再到 《生活启示录》 等，每一
部作品都聚焦时代进程中的普通人，引
发观众广泛共鸣。在她看来，科技进步
可以为艺术提供新的动能，但人始终是
艺术创作的核心，讲好中国故事是艺术
创作的目的。中国故事是由大时代中的
一些小人物组成，反映一个个平凡人
生，展现他们的精气神是讲好中国故事
的精髓。

拥抱科技变革
推动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科技创新开
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
新优势，是大势所趋，也是高质量发展
的迫切要求。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履职一年多以
来，傅若清多次就推动电影产业高质
量发展建言献策。他表示，我国电影
行业实现全面数字化已多年，但相较
于近年来各领域科技创新的迅猛发
展，高新技术在电影领域的产业化应
用还存在瓶颈，难以支撑影院视听效
果、电影创作质量与生产效率的进一
步提升，只有通过强有力的科技力

量，不断创作、呈现更多更好的电影
艺术作品，才能把握时代机遇，更好
地迈向电影强国之路，“这也是中国电
影产业、电影工作者需要不断努力的
方向。”傅若清建议，电影工作者要积
极拥抱变革，融入全球创新网络，通
过开放创新和自主创新，让前沿技术
为中国电影所用，走好中国电影的科
技创新之路。

孙承健也认为，在科艺融合形态
下，包括电影艺术在内，几乎所有的艺
术门类、艺术实践与艺术产业的未来发
展，不仅需要科技强有力的支撑，更需
要在技术创新与观念更迭的引领下，
针对构成艺术产业的生产要素，进行
一种具有创造性的配置，从而使整体
艺术产业能够获得有效的升级换代，
产生更强劲的艺术生产力与文化影响
力。孙承健进一步表示，“在此过程之
中，思维的有效转换也是新技术发展
与艺术创造力提升，甚至是艺术产业
发展的关键所在，在基于经验的感性
思维与抽象的理性思维的基础上，数
字技术与人工智能时代又不断激发人
们运用基于数据、模型的计算思维，
对世界进行观察、认知和思考，并在
感性思维、理性思维与计算思维的融
合与互为转换中，建构起能够满足时
代与观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艺术
创作新的表达范式、新的美学追求。”

“科技的发展与电影的艺术表达，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想象力。”
在皇甫宜川看来，科技的创新要依托
于想象力，电影的创新也要依靠想象
力；每一次技术变革，都是电影艺术
表达能力的一次创新。要拥抱新科
技，充分利用新技术，对蕴含于电影
艺术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同时，要培养多
层次、专业化、复合型数字化影视艺术
人才，整合优质资源，为推动影视艺术
跨越式发展积聚力量。

“让青年文艺工作者强起来”，这不
仅是王丽萍在今年两会期间提交的提
案，也是她的心声。王丽萍告诉记者，
随着今年年初 OpenAI全新文生视频模
型 Sora 的发布，AI 领域的技术创新再
次让全世界感到震撼，这不仅是时代新
课题，也让文艺工作者倍感挑战，特别
是面临较大压力的青年文艺工作者。为
此，她建议，文艺工作者应该接受挑
战，去认识它、分辨它、了解它、拥抱
它。“青年作家和编剧要吃得起苦、耐
得住寂寞，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增强
脚力、眼力、脑力、笔力，锤炼品
格。”王丽萍坚信，脚下走的每一步所
带来的心灵感受、情感冲击以及付出时
的努力和激情，是任何东西都取代不了
的，这也是最可贵的地方。“要重视数
字化背景下青年文艺工作者的成长，可
以借助新媒体平台，多渠道、多形式培
养青年文艺工作者，为传承文化事业贡
献力量。”王丽萍说。

科技创新为影视艺术注入新动能
本报记者 郭海瑾

▲电影《那山 那人 那狗》剧照

▲电影《流浪地球2》剧照

▲电影《长安三万里》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