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地球表面到 9 万公里高空，一架太空电

梯直冲霄汉，升空细节逼真，宇宙背景瑰丽。

春节期间，电影《流浪地球 2》里这组特效镜头

给观众带来视觉震撼，引发人们热议。不只

太空电梯，电视剧《三体》中皑皑雪山上的大

科学装置、电影《外太空的莫扎特》中灵动可

爱的毛绒玩偶……这些生动而富有质感的数

字特效应用，为丰富影视作品视觉效果、提升

影视艺术水平提供了更多可能。

近年来，随着数字化进程加快，数字特效

技术的“用武之地”不断扩大。无论是展现宏

大场景，还是刻画精微细节，数字特效都增强

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其迭代升级和深度应

用，正让影视创作绽放视听华彩，助推中国影

视产业高质量发展。

只要想得出，就能看得见

数 字 特 效 是 利 用 计 算 机 图 形 图 像 技 术

（CG）等实现的视觉效果。一段时间以来，影

视制作主要依靠实景拍摄，这很真实可信，但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创作者想象力的发挥。

计算机图形图像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为影视创

作提供了更多可能。有人甚至说，有了数字

特效，“只要导演想得出，观众就能看得见”。

大到浩瀚无垠的宇宙空间，小到一盏茶

杯上闪过的微微光晕，不管是高拟真度的场

景人物，还是抽象夸张的动画演绎，都能通过

数字特效实现。目前，数字特效不仅应用于

后期剪辑，而且贯穿于影视项目策划、剧本创

作、场景布置、道具制作、现场拍摄等各个环

节。当下创作播映的大部分影视作品，都或

多或少地用到了数字特效技术。

数字特效是一项需求驱动型的影视制作

技术，它的技术突破始终围绕“作品要达到什

么样的艺术效果”展开。作品体裁不同，对数

字特效的需求就不一样。一部科幻电影的特

效时长往往要在 90 分钟以上，场景变换多、视

觉元素数不胜数，需要稳定高效的特效技术

以保证作品质量与制作效率。类似于精美工

艺品的制作，数字特效也需要一道道工序进

行“打磨”。观众看到的那些震撼的特效镜

头，往往需经过前期策划、中期制作、后期合

成 3 个主要步骤。首先由导演、特效部门、摄

影部门等主创人员共同确定特效制作方案、美

术置景方案等。其次围绕特效制作，完成模型

建构、纹理贴图绘制、材质与灯光设定、效果设

定等工作，这个步骤会用到大量先进技术，如

现场扫描、动作捕捉等。最后进行画面合成，

添加特殊视觉效果，并对作品的整体艺术风

格和画面质量进行优化。只有这些功夫都做

到位，才能给观众真实可信的视觉观感。

只有认识深，才能做得真

数字特效软件、动作捕捉设备等是特效

制作的得力工具，用好这些特效利器实现理

想艺术效果，要求创作者实实在在深入生活、

研究生活，在对事物的认知上实现突破，可以

说“只有认识深，才能做得真”。

每部影视作品都具有独特性，所运用的

技术方案并不相同。即便是表现相同场景，

一部作品的特效素材也不能完全移植到另一

部作品中。这就需要针对具体作品定制特效

方案，做到量体裁衣。作品需要数字技术实

现哪种效果，设计师就要投身相关领域系统

研究学习、各个击破，制作出符合科学原理、

剧情设定和作品艺术风格的特效，这就凸显

了特效制作跨学科、综合性的行业特点。

制作电影《独行月球》中赤大袋鼠“刚子”

的过程，对我们来说就是一次宝贵探索。《独

行月球》是一部喜剧与科幻融合的作品，袋鼠

角色既要看上去真实，又要举手投足间充满

喜感，这就对数字特效提出了很高要求。为

此，制作团队遍查袋鼠相关资料和论文，到动

物园近距离探访，研究袋鼠骨骼标本，熟悉袋

鼠外观特征、生活习性和动作规律等。

随后，团队花费 8 个月的时间，结合剧本

中的角色设定完成特效方案设计，又用 11 个

月时间完成数字化制作。其中，毛发效果是

个难点。一只袋鼠全身约有 5000 万根毛发，

制作团队从毛发走向、光泽、疏密分布、软硬

程度等各种维度最大限度地还原真实袋鼠的

毛发效果。类似的还有骨骼系统、肌肉系统、

脂肪分布等，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参数，如果没

有扎实的科学认知支撑，视觉呈现就会失真，

以致影响作品的艺术效果。只有把这些跨学

科、跨领域的知识充分吸收和转化，才能创作

出高水平的数字特效。

技术进步依靠实践积累。这些年人们明

显感到，国产影视作品特效水平大幅提升，涌

现出《悟空传》《流浪地球》《外太空的莫扎特》

《独行月球》等一批让观众“眼前一亮”的视效

佳作。国内数字特效制作团队从创意到细节、

从方案制定到执行落实都进步明显，在场景

类、气氛类等特效制作上已经较为成熟，并且

不断向新的领域掘进。比如，在难度很高的人

物特效领域，国内从业者们已将目光投向写

实级数字角色。相信随着影视行业整体发展

和数字技术迭代升级，我国数字特效有望比

肩世界领先水平。

只有用得好，才算真本事

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特效制作

效率，更改变着影视工业流程。通过大量数

字特效制作实践，创作者们认识到，制作流

程管理的探索与创新至关重要。虚拟拍摄

就是数字特效技术与影视制作流程融合创

新的产物。

通过不断探索，影视创作者们发现，如

果将后期制作流程前置到前期拍摄中，不仅

可以帮助解决特效问题，还可以降低制作成

本，提高制作效率，提升视效水平。在正式

拍摄前，虚拟拍摄将作品需要的道具、场景、

视觉元素数字化地生成于电脑软件中，演员

虽在没有实物的空间中表演，但导演可以通

过计算机实时渲染，在监视器上实时看到有

道具、有背景的场面。这样，创作团队就有

了许多预演、试错的机会。电影《流浪地球

2》几乎全片使用了虚拟拍摄技术，3000 多个

视效镜头中，虚拟拍摄镜头有 2000 多个。位

于青岛的影棚中，虚拟化制作平台融合了动

作捕捉、面部捕捉、虚拟拍摄、三维扫描等制

作设备。通过这一平台，剧组对影片拍摄计

划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虚拟化预演，不仅保障

了表演效果和特效质量，还激发了主创团队

新的灵感。

虚拟拍摄的探索，是数字特效技术助力

中国影视工业化、数字化快速发展的缩影。

“只有用得好，才算真本事”，以特效制作模式

为例，我们没有照搬国外影视工业模式，而是

更注重在实践中解决问题，作品完成后通过

“复盘”总结经验。难题的突破有助于技术水

平的提升，也会推动艺术创新。比如，观众会

发现《流浪地球 2》中的行星发动机，相较于前

作就更精细、更美观，这就是我们数字特效实

践积累的成果。通过这些数字特效“实战”

“苦战”，我国影视创作者正在借助数字技术

创作具有中国风格的全新作品，正在走出一

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影视数字化发展道路。

瞩目未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前沿技术将深度应用到特效制作领域，给影

视工业化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很多繁琐、重

复的特效工作有可能通过智能化设备来完

成。与此同时，影视创作者也要不断掌握驾

驭数字技术的新本领，提高作品的艺术表现

力和思想穿透力。数字特效为艺术表达而

生。在技术与艺术融合发展的道路上，期待

更多创作者回归艺术本身，给艺术创意和思

想表达插上数字技术的翅膀，助力中国影视

攀登艺术高峰。

（作者为中国电影美术学会 CG艺术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电影《流浪地球 2》视效总监）

左 上 图 为 科 幻 电 影《流 浪 地 球 2》海 报

（局部）。 魏 明供图

制图：沈亦伶

数字技术应用助力影视产业发展
魏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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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文塑旅、以

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讲好

乡村振兴故事，打造特色文旅品牌，以乡村为

题材的文旅综艺大有可为。由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文化和旅游部联合摄制的大型文旅探访

节目《山水间的家》就是一次有益探索。

节目以平易亲和的“探访”视角，深入 24
个特色各异的新时代美丽乡村。每期节目由

主持人、文化学者等组成两组嘉宾，进入两个

乡村家庭，体验真实的乡村生活，感受乡村在

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创新实践。从

浙江安吉县鲁家村到湖南张家界石堰坪村再

到辽宁东港獐岛村，“诗与远方”的文化内涵和

乡村振兴的蓬勃气象扑面而来。正如一位嘉

宾所言，处处是“留得住的山水，守得住的家

园，值得过的人生，看得见的未来”。在主题设

计上，“山水间”与“家”体现了乡村在环境、情

感上的双重美感。事实证明，“既像世外桃源，

又是烟火人间”的和美乡村的确唤起了屏幕内

外的共鸣共情。节目全网视频播放量累计超

4 亿，获得全网热搜 300 余次，相关话题阅读总

量累积超 31 亿。

《山水间的家》将新时代乡村新形象送抵

更多观众。节目播出后，多地掀起“旅游打卡

热”。河北易县安格庄村特别推出了“山水间

的家”太行水镇过大年系列活动，游客慕名而

来，纷纷体验节目所展示的老手艺老味道。四

川蒲江县铁牛村的民宿、餐饮双双火爆，蒲江

柑橘的销量跟着节节攀升，让村民们深感振奋

鼓舞。借由在年轻观众中的人气和口碑，《山

水间的家》将文旅资源转化为深层次的情感融

通，让新时代乡村以一种既有乡愁又有朝气的

形象，深入那些远离乡村生活的观众心里。有

年轻网友留言说：“山水间的家”这令人怦然心

动、无限向往的 5 个字，堪称中国乡村的鲜明

标识。

该节目不仅是展现美丽乡村的画廊，而且

力图呈现不同乡村实现振兴的多元路径和特

色发展经验。每期选定的两个村庄，既有共性

又有反差，相互比较对照，让观众看见乡村发

展背后的驱动力量，思索乡村振兴中创新创造

的重要意义。

而今，“山水间的家”的后半篇文章还在加

速书写中。作家周立波的家乡、经典长篇小说

《山乡巨变》的故事原型地湖南益阳清溪村，近

年来依托名人名作的文化内涵，打造作家书

屋，对接村民与游客的精神需求。节目播出

后，村庄持续走红，更加坚定了当地深挖文学

特色的信心决心，一系列文化活动正在有声有

色地开展。江苏溧阳礼诗圩村通过共享厨房、

共享菜园、共享棋社、共享琴社等项目，带领村

民致富增收、提高文化生活质量，“共享经济”

这一新鲜事物和乡风民俗水乳相融。节目的

热播带动更多年轻人来到乡村寻找合适项目，

投身乡村建设，给村庄发展注入活力。

作为一档文旅综艺节目，《山水间的家》

在乡村选择的广度、体验生活的深度以及嘉

宾互动的丰富性上，还有提升空间。节目的

播出对乡村来说只是一次集中而短暂的亮相，

但它为乡村振兴所提供的经验启示将是持久

而深刻的。如诗如画的山水风光，生机勃发的

千里沃野，将吸引更多人关注乡村、去往乡村，

共赴乡村振兴的多彩实践，书写美丽乡村的无

限可能。

左图为大型文旅探访节目《山水间的家》

海报。 张庆龙供图

山水之间的振兴画卷
胡妍妍

走进浙江德清县干

山村农家书屋，新鲜时

尚 的 文 化 气 息 扑 面 而

来。新书零售、图书借

阅 、文 创 展 示 、活 动 沙

龙、咖啡茶吧等功能分

区一目了然，各类数字

化 阅 读 设 施 也 一 应 俱

全，“智能化”“沉浸式”

的环境让许多村民展开

书卷、爱上阅读。结合

当地的文旅特色，干山

村农家书屋还会经常举

办红色宣讲、手工课堂、

有声朗读、儿童研学等

多种文化活动，大大增

强了村民与农家书屋的

互动黏性。

得益于浙江省实施

的“ 新 华 书 店 + 农 家 书

屋”微改革，在星罗棋布

的乡村田野，一大批农

家 书 屋 从 传 统 的“ 屋 +
书”，迭代为书店与艺术

展览、非遗传承、研学培

训、便民服务等业态融

为一体的乡村文化新空

间。农家书屋的跨界融

合 运 营 带 热 了 乡 村 阅

读，成为打通农村基层

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的新尝试。

与此同时，一些城

市民营书店，也将目光

投向广袤的乡村大地，

依托乡村独特的自然景

观 资 源 和 历 史 文 化 底

蕴，营造出多维复合、别

具一格的乡村公共阅读

空间和文化体验空间，

成为“高颜值”的乡村文

化地标。

坐落在安徽黟县碧

山村、由古祠堂改造而

成的碧山书局，是村里

最热闹的公共文化场所

之一。书店经常举办创

作分享会、音乐会、放映

会等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吸引很多年轻人慕名前来“打

卡”。在河南修武县大南坡村，“方所乡村文化·大南坡”

已经成为小有名气的乡村农文旅综合体，书店+艺术展

览、书店+美学生活、书店+时尚服饰等多业态模式，点亮

了古朴乡村空间。位于浙江舟山新建村的欢喜书店，“有

书有茶有美景”，每天来此阅读的游客络绎不绝，让小小

的村庄焕发勃勃生机。

早在 2016 年，中宣部等 11 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支

持实体书店发展的指导意见》就提出：“支持实体书店进

一步融入文化旅游、创意设计、商贸物流等相关行业发

展，努力建设成为集阅读学习、展示交流、聚会休闲、创意

生活等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式文化场所。”从文化产业的角

度来看，实体书店具有业态接口多、文旅融合能力强等特

点和优势。近些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和“书香中国”

建设的深入推进，原本以城市为主阵地的实体书店逐渐

开始渠道下沉、触角下移、要素下乡，诞生了一座座内涵

与“颜值”兼具、乡土气息浓郁、迸发时代活力的“书店+”

公共文化空间，激发了阅读，吸引了客流，点亮了乡村，让

人们看到了“书香味”与“泥土味”交融产生的多元价值。

乡村书店成为乡村文旅发展的“香饽饽”、建设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的新亮点。

作为乡村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乡村书店要实

现持续健康发展，从文化“轻资产”蜕变为文旅“新富矿”，

不应简单照搬城市书店模式，其生命力在于积极融入乡

村振兴事业，对优秀乡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因此，实体书店下沉乡村需要立足乡村、深耕乡土。

一方面，与时俱进、因地制宜构建以阅读为内核的复合型

文化生活空间，深入挖掘传承乡村人文内涵，重塑在地乡

村美学；另一方面，不断创新“书店+”产业形态，探索跨

界融合发展之道，提升自我“造血”功能，让乡村书店的

“破圈”“出圈”真正惠及乡村大地。期待更多新型乡村书

店成为满足人民群众精神需求的“文化粮仓”。

让
乡
村
书
店
成
为
﹃
文
化
粮
仓
﹄

方

宁

乡村书店要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不应简单照搬城市书店模式，其生命
力在于积极融入乡村振兴事业，对优
秀乡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

核心阅读

这些年人们明显感到，国
产影视作品特效水平大幅提
升。生动而富有质感的数字
特效应用，为丰富影视作品视
觉效果、提升影视艺术水平提
供了更多可能。

数字特效为艺术表达而
生。在技术与艺术融合发展
的道路上，期待更多创作者回
归艺术本身，给艺术创意和思
想表达插上数字技术的翅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