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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是当代纪录片创

作的重要题材。近年来，我参

与 创 作 了 多 部 乡 村 题 材 纪 录

片，涵盖民俗、美食、教育等多

个领域，讲述不同人物和不同

群 体 的 精 彩 奋 斗 故 事 。 这 些

作 品 反 映 乡 村 发 展 的 崭 新 面

貌和脱贫攻坚的巨大成就，在

海内外取得良好传播效果，获

得观众和行业肯定，为讲好中

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贡献

了力量。

如果要总结经验，首先是

我们坚持了大时代、小切口的

创作理念。将时代发展通过真

实具体的人物故事娓娓道来，

让观众更容易接受，更容易产

生共鸣。无论是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还是城市更新、美丽中

国建设，这些宏大主题都反映

了当代中国快速发展的现实，

但 纪 录 片 拍 摄 是 有 自 身 规 律

的，不能面面俱到，贪大求全往

往适得其反。实践证明，小切

口是符合创作规律的有效叙事

策略。在创作《柴米油盐之上》

的过程中，我们就是从小切口

出 发 选 择 人 物 故 事 的 。 作 品

中，主角是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卡

车 司 机 、杂 技 演 员 、民 营 企 业

家 ，他 们 是 普 通 的 中 国 人 ，是

社会发展的亲历者，更是美好

生 活 的 创 造 者 。 讲 述 他 们 的

故 事 ，就 是 讲 述 中 国 故 事 ，而

且是鲜活真实、接地气、贴人心

的故事。

比如，通过卡车司机琳宝

能 够 看 到 交 通 事 业 的 蓬 勃 发

展。在创作之前，我们通过调

研发现，货运司机是一个人数

庞大的职业群体，他们的辛勤

工作为经济发展贡献了力量，

让中国的物流效率享誉世界。

能 不 能 找 一 个 典 型 的 表 现 对

象？我们找到了琳宝，她是一

个小个子女孩，却开着一辆庞大的重型卡车。一小一大，在视

觉上形成了巨大冲击。同时，琳宝身上又有着中国人勤劳、能

吃苦、肯奋斗的品格。作品记录下她每天驾驶重卡行驶在公

路上的场景，使她成为数以百万计中国卡车司机里的“这一

个”，反映了中国经济的生机活力，也生动揭示了繁荣背后的

成功密码。

有了人物和故事，还需要发挥多方合作的力量，让纪录片

切实抵达观众。我们与高水平团队合作，通过他们的差异化

视角，讲述精彩的中国故事。《佳节》《奶奶最懂得》《柴米油盐

之上》这 3 部纪录片都在相关部门指导下，与国际团队合作拍

摄，这为镜头语言的运用、叙事角度的选择提供了新的思路。

《柴米油盐之上》由国际纪录片大奖得主、导演柯文思执导，作

品中杂技演员怀甫的故事，就由他精心挑选而来。对海外观

众来说，杂技是他们所熟悉的中国艺术样式，杂技之美是世界

观众都能理解的。因此，怀甫的故事更能走进人心，生动反映

中国人的生活态度和精神面貌。

我最近参与创作的纪录片《田野之上》，就采用第一视角

巡访各地的形式，行走“十万八千里”，探访上百个乡村，真实

记录中国乡村振兴的人和事。在总结发扬以往经验的基础

上，我们正在进行新的探索，不断丰富纪录片表现的广度和深

度。我们还将多方合作机制贯穿于策划、创作、传播各个环

节，让几家合作方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提升节目品质、放大传

播效能。

广袤大地上正在涌现无数精彩的中国故事，它们期待着

记录和讲述。作为创作者，我们要继续发挥纪录片真实可信、

生动可感的优势，争取推出更多精品佳作，以多彩影像记录乡

村振兴，用精彩故事展现中国力量。

（作者为纪录片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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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片晶莹的雪花迎风飞舞，在立春的

中国绽放；激光“雕刻”出的冰雪五环缓缓升

空，点燃了观众的激情。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向世界展示了新时代中国的风采。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在惊艳亮相之前，各

个环节已经在“冬奥会开闭幕式大型表演智

能化创编排演一体化服务平台”排演了无数

遍。这一平台利用数字表演与仿真技术构建

“虚拟鸟巢”，模拟冬奥会开闭幕式全流程，对

演员、灯光、音乐、烟花、火炬乃至转播机位等

全要素进行全方位“排兵布阵”，精确到每一

名演员的位置、动作、步伐速度，精确到开闭

幕式每分每秒，为活动策划、创意、排练和运

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大型演出活动是展示中国形象的重要窗

口，也是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据统计，

近年来我国万人级大型活动每年举办数百

次。由于规模庞大、人数众多，活动的策划创

意、编排实施、彩排演练、正式运行等环节的

组织调度和可视化呈现就成了活动顺利举办

的关键所在。2007 年以来，北京理工大学团

队先后为多项国家重大活动提供技术保障，

通过数字表演与仿真技术逐步打造出大型活

动创编排演的“数字大脑”“数字沙盘”，实现

了大型活动的全要素、全流程、全业务数字仿

真，极大提高了创编排演的效能和精准可控

水平。

用数字仿真提升大
型活动创编排演效能

长期以来，各国举办大型演出活动，通常

采用传统创编排演流程，存在成本高、效率低

等问题，人力物力消耗大，时间成本居高不

下，运行可控性较差。数字仿真、人工智能等

技术的创新应用，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有

利条件。

大型演出通常流程复杂、人员众多，运用

数字化训练彩排系统，可以在正式训练彩排

前，根据导演团队创意，智能化生成表演和排

练方案以及针对每个演员的训练手册，调度

演员、仿生设备、道具等表演要素，确保各要

素在空间与时间上的一致性和准确性。如大

型运动会开闭幕式上，仿真系统测算运动员

入场等环节的备场、退场时间，规划人员场内

运行流线等，使排练效果更加真实，排演数据

更加准确，排练过程更加高效。

表演预演系统为主创团队提供了交互式

的排演方法，保证了从表演创意到现场演出

的系统转化与有效实施，使以往大型演出存

在的“人员多、调度难”“创意好、实施难”的问

题迎刃而解。这一系统基于虚拟现实、增强

现实和混合现实技术，对表演预演过程进行

仿真推演和三维呈现，对表演环境和要素进

行物理和行为建模，对表演内容进行可视化

编排。北京理工大学团队构建的仿真预演系

统，连续多年为央视春晚排演提供直观展示

和科学评估平台，可视化预演效果与真实演

出场景几无差别。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节目

《立春》令人印象深刻，演员用手中的发光长

杆营造了大地回春、万物生长的意境。观众

可能不知道，这个最终表演方案是从仿真系

统生成的数百个方案中筛选优化出来的。根

据编导团队创意，这一仿真系统用算法模拟

出多种队形和挥杆方式的组合，实现了众多

创意方案的可视化预演。

大型演出活动要素众多且来自不同团

队，要实现演员与声音、画面的完美配合，时

间与空间相互吻合，就要在仿真系统中不断

调整、模拟，找到最优解决方法。这种高频次

的创意排演，如果不借助仿真系统，是难以实

现的。

仿真系统还能对摄像机进行物理建模，

通过机位设定输出多套转播方案和预案，生

成拍摄和转播技术方案。过去依靠大量人力

策划编写的转播方案，现在依托这项技术，可

以 做 到“ 创 作 团 队 出 创 意 、仿 真 技 术 来 实

现”。如针对北京冬残奥会开闭幕式的转播

需求，仿真系统模拟转播机位 23 个，辅助会

徽展示等环节生成转播方案。在此基础上，

技术团队反复验证转播效果，有力保障了开

闭幕式高效、准确、精彩的转播。

在重大项目实践中
提高大型演出科技水平

10 多 年 来 ，北 京 理 工 大 学 团 队 先 后 为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2018 年平昌冬

奥会闭幕式“北京 8 分钟”、2022 年北京冬奥

会开闭幕式、多届央视春晚等重大庆典活动

提供仿真技术保障，不断探索创新、总结经

验、迭代技术。

在这一过程中，北京理工大学实现了科

技与文化的融合创新、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的

相互促进，建成了国内首个数字表演与仿真技

术交叉学科、北京市高等学校数字表演与创意

学高精尖学科，不断提升科研与教学成效，为

社会培养和输送高层次文化科技人才。

从社会需求和艺术发展前沿趋势出发，

数字表演与仿真技术学科下设 3 个学科方

向：智能媒体与创意、智能表演与仿真、虚拟

表演与工程。智能媒体与创意方向，依托人

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智能仿真等新技术

手段实现艺术创意，推动形成新的艺术形式，

研究智能媒体形态、演化及交互规律。智能

表演与仿真方向，针对各类表演构建数字表

演孪生体，实现智能化创意、编排、演出和推

广。虚拟表演与工程方向，研究虚实混合表

演、观演人机界面，通过提供感官复合的视觉

效果和虚拟交互能力，丰富表演呈现和制作

手段，增强艺术表现效果。

在学科建设推进和重大项目牵引下，我

们储备了优势技术和高端人才，掌握了“大型

活动人群仿真”“直播方案自动化设计”等一

系列重要技术成果，并基于这些技术和人才

优势，不断提升社会服务能力。比如，我们承

担“科技冬奥”项目，研发了集成智能创意系

统、训练彩排系统、表演预演系统、装备协同

控制系统、集群渲染系统、人群疏散系统等，

形成了新一代表演全流程技术解决方案。这

一方案集成灯光、机械、道具、舞美、视频、演

员、焰火等要素，可完成全流程内容可视化仿

真，推演时间计算、规划人员流线、优化流程

方案，实现超高分辨率视频应急渲染，解决多

个大型装置的运行过程仿真测算等，为大型

演出活动的策划、设计、排练提供了平台支撑

和技术储备。

面向时代需求，文化科技工作者利用新

的技术矩阵为各类大型演出和庆典活动提供

多维支持，推动我国大型活动不断出新出彩，

也填补了国际上相关技术的空白，使我国在

大型演出技术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在人类艺术发展史上，科学技术的作用

不断凸显。数字时代的到来，为艺术打开了

想象大门，铺展开更大舞台。我们将进一步

加强科研教学和社会服务能力建设，用科技

手段推动艺术创新，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向

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作者为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党委

书记、教授）

版式设计：沈亦伶

文学说到底是要表达思想内涵、传递精

神力量。我们倡导作家讲好中国故事，展示

当代中国人形象，特别需要在创作实践上给

出生动、有说服力的例证，需要一批在表现人

间烟火的同时传递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作

家鲁敏的长篇小说《金色河流》在人物塑造、

故事结构、情节叙述以及内涵开掘上做出有

益探索，既写活了我们置身其中的烟火世界，

也生动展现了一个理想高洁的精神世界。

《金色河流》作品名意境隽永，阅读小说

可知，“河流”寓意人生，“金色”既指财富，也

指超越物质财富的金子般的心灵。作品以民

营企业家穆有衡生命最后两年的时光为切入

点，回望他艰辛打拼、步履不停的创业历程，

讲述他在财富、亲情、道义之间抉择的故事。

从穆有衡大开大阖的人生巨变，到他与子一

代的观念碰撞，再到他选择将财富捐赠作为

生命的终章，作品写出了物质创造、道德情感

与时代发展的同频共振，折射出时代大潮中

精神世界的嬗变。

从作品中，可以读出作者自觉的戏剧性

追求。绵密的现实生活书写里潜藏着戏剧性

结构。人物关系构成也带有戏剧性特征，以

一个人物为中心，逐渐向周边扩散，又因种种

显在和潜在、直接和间接的交错关联，构成一

种网状形态。在故事情节与人物关系的不断

推进中，小说逐渐引出一个正剧式的严肃主

题：人在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中，如何保持心

灵和精神的光泽？这既是义利关系的考量，

也是对精神品格的淬炼。对此，作者给出了

自己的思考和回答。可贵的是，这种表达是

通过人物故事的发展、丰沛的现实细节自然

引出的，给读者留下了思考空间。

从主题上说，作者所要表现的，是中国人

的精神追求。主人公穆有衡从始至终所抱持

的价值观以及他最后做出的财富捐赠，显示

了道义的力量。小说中其他人物也保持了内

心的高洁。王桑对传承民族艺术怀有深深的

热情，与好友一起为振兴昆曲艺术而执着努

力。乡村女孩河山在人生境遇的变化中领悟

到的也是爱与亲情的珍贵。

作品塑造的这些人物，作为小说里的典

型人物，他们身上体现着美好心灵和价值理

想。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美好心灵和价值理

想，生命的河流才能闪耀精神的光泽，时代大

潮才能如金色河流般奔涌向前。

时间是检验作品成色的试金石，《金色河

流》的评价还要交给时间，交给广大读者。

阎晶明

一条闪耀精神光泽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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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演出活动是展示中
国形象的重要窗口，也是传播
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
数字表演与仿真技术打造出
的大型活动创编排演“数字大
脑”“数字沙盘”，实现了大型
演出活动的全要素、全流程、
全业务数字仿真，极大提高了
创编排演的效能和精准可控
水平

大型演出活动要素众多
且来自不同团队，要实现演员
与声音、画面的完美配合，时
间与空间相互吻合，就要在仿
真系统中不断调整、模拟，找
到最优解决方法。这种高频
次的创意排演，如果不借助仿
真系统，是难以实现的

文化科技工作者利用新
的技术矩阵为各类大型演出
和庆典活动提供多维支持，推
动我国大型活动不断出新出
彩，也填补了国际上相关技术
的空白，使我国在大型演出技
术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作为创作者，我们要继续发挥纪录片
真实可信、生动可感的优势，争取推出更多
精品佳作，以多彩影像记录乡村振兴，用精
彩故事展现中国力量。

《金色河流》：鲁敏著；译林出版社出版。

核心阅读

纪录片《柴米油盐之上》海报。 朱乐贤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