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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这一生当中，虎年总是有着特殊的意义。甲寅
年，我的第一出时装新戏 《孽海波澜》 首演；丙寅年，
我完成了一至四本的《太真外传》；戊寅年，面对日军的
侵华，我只能蓄须明志，谢绝了一切舞台演出；1950年
是庚寅年，我举家迁回了北京，能为新中国的戏曲事业
服务，是我毕生的荣幸。又一个新的虎年即将来临……
畹华我祝观众朋友们虎年大吉。”2022年壬寅虎年，“梅
兰芳孪生数字人”向大家拜年的创意视频走红网络，在
新华社客户端、抖音、快手、微博、B 站等平台发布
后，被 200余家媒体转载，全网浏览量超 5000万。从面
容、体态、语音语调，到着装、道具、一颦一笑……惟
妙惟肖的“数字人”让大家一睹大师风采。

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
通过全方位数字化和可视化，让数字世界里的“人”活
起来，成为传播传统文化的“新使者”。

“数字京剧人”还原大师风采

给观众拜年，不是“梅兰芳孪生数字人”第一次登
台。2021年，北京梅兰芳大剧院剧场，随着一束光照向
舞台，京剧大师梅兰芳熟悉的声音响起，穿着大褂的他
缓缓走向观众，令世人仿佛时光穿越。

复现京剧大师梅兰芳，是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理工
大学共同发起的“数字梅兰芳”项目成果。在北京高校

“卓青计划”支持下，该项目通过高逼真实时数字人技
术，对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进行复现，形成在外貌、形
体、语音、表演等各方面都接近真人的“梅兰芳孪生数
字人”。项目团队希望借此为传承传统文化插上现代科技
这双“隐形的翅膀”。

项目负责人、中央戏剧学院教授、数字戏剧系副主
任宋震从小是个戏迷，4 岁开始跟着大人到剧场里听京
剧。2016年，他开展了一项针对 28个戏曲院团的调研，
发现有很多濒危失传的剧目急需抢救。“我希望能做点什
么，让我喜欢的京剧重获生命力。”

宋震找到了北京理工大学研究员翁冬冬，商讨制作
一款真正意义上的“数字京剧人”，复现梅兰芳的“唱念
做打”以及神韵风采，这样不管时代如何变迁，梅派表
演艺术都能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还能进一步实现交互

表演，传播京剧艺术。
尽管国内外已有不少数字人技

术经验，但由于缺乏高清摄影，生
活影像又少，表演视频更是少得可
怜，想要逼真还原已故历史人物，
难上加难。

团队翻检了梅兰芳老照片，又
结合他的人生经历，最终敲定将26
岁的梅兰芳作为原型。“那时的梅
兰芳处于艺术黄金期，那一年，他第
一次走出国门，将京剧带到世界舞
台，引发轰动。”宋震说。

“我们首先需要通过照片采集
梅先生的三维数据，然后邀请中央
美术学院教授张伟以照片为依据，
制作1︰1无表情头部雕塑；再用高
精度激光扫描仪扫描雕塑，由此获得梅兰芳基本面部结
构，生成三维数字模型。”翁冬冬说。

这样的数字模型还没有表情，自然也无法模拟京剧
大师在舞台上的眼波流转。正如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所
说，“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眼睛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梅兰芳在日本演出期间，东京 《朝日新闻》 评价

“他的眼睛价值千金，他的媚态都是从这里产生的”，这
让团队遇到了空前的困难。

“艺术家眼神的文化表达是复现的重点，我们想了
很多办法，最终采用 Vicon光学运动捕捉系统对梅派表
演艺术家表演时的面部表情、动作等数据进行采集，然
后以梅派传承人作为‘中之人’（指操纵虚拟主播进行
直播的人） 驱动人物模型表情、身形体态的数字化重
建。”实验室中央搭建起庞大的球形设备，安装着36台
相机和 162 组可控 LED 灯组成，通过毫米级的精度捕
捉，将梅派传承人的一颦一笑记录下来。

“‘梅兰芳孪生数字人’是多种技术综合运用的成果，
其中就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宋震举了一个例子，《穆桂英
挂帅》是梅兰芳60多岁时演出的戏，如何让26岁的数字

“梅先生”进行表演呢？为了让“梅兰芳孪生数字人”表演
更多剧目，团队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对梅兰芳二三十岁的唱
腔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再把相关数据的基本特征与梅派
传人的声音进行整合，还原梅兰芳不同时期的语音和润
腔，为日后的交互表演奠定了声音基础。

目前，团队先后攻克了高逼真表情光场采集系统、
皮肤纹理写实渲染等关键技术，完成了人物皮肤、表
情、动作、便装服饰、戏服盔头等高精度数字资产的生
产，在传统戏曲数字化方面探索了新路径。

激发传统文化无限可能

2022 年，数字人大量涌现，“数字人”一词也成为
“汉语盘点2022”年度十大新词语。

以“敦煌飞天”为蓝本打造的虚拟数字人“天妤”、
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的“文夭夭”、新华网的“筱竹”、浙
江卫视的“谷小雨”、敦煌研究院的“伽瑶”、国家博物
馆的“艾雯雯”、中华书局的“苏东坡数字人”等，或在
文博场所化身为导游，或担纲文化短剧主角，或成为对
外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令人耳目一新的角色形象将传
统文化故事讲得活色生香。

“所谓数字人，实际上是现实生活中人类身份在数字
世界中的‘替身’‘化身’或‘分身’，它们是现实人类
在赛博空间的‘真身代理人’或‘数码代具’，现实人的
精神、思维、意识、心理、信仰、道德和记忆等‘类本
质’要素，整体地迁移到了这种‘数字替身’上，使其
在网络空间的‘仿真环境’中通过在场状态获得再现与
重塑。”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鲍远福说。在他
看来，现实人类的精神气质与文化特征是数字人的灵
魂。“从技术角度说，数字人是集计算机图形学、计算
机视觉、智能语音、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于一体的计算
机应用，但光有技术支撑还不够，必须用文化打底。”
翁冬冬说。

一些虚拟数字人取材于传统文化，打造出全新 IP，
在形象外观上对传统文化进行视觉化呈现。“天妤”的设
计以传统飞天和唐代女俑为灵感，发型是“双环望仙
髻”，簪花用金、银、铜等制成的样式多样的金钿，妆容
则还原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女俑妆容，

都是在史料和考古基础上设计而成。中华书局的“苏东
坡数字人”，致力于还原一代文豪的“精神真实”，依托
数据标引体系生成各个维度的知识图谱，将苏东坡的人
生历程与精神世界“翻译”成一张彼此关联的数据网
络，并将其放进“苏东坡数字人”脑中；“梅兰芳孪生数字
人”创造性建立“从艺术到技术”的人物建模方法，探索实
践数字演员建模标准和技术伦理规范，把人物性格、情
感融入模型驱动参数，改善了国际建模技术在中国应用
的适用性，形成了“东方路径”的数字人物表现技术，
使数字梅兰芳表演更具东方人物特征。

福建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桂茹认为：“一方
面，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为数字人创新发展提供深厚文
化根基，数字人能够成为展现中国文化精神的符号载
体；另一方面，数字人通过形象创造、故事讲述、场景
应用等方式与新的时代审美相对接，能够以新文艺形态
表达文化自信。”

《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明确，
到“十四五”时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
服务平台，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服
务供给体系。到2035年，建成物理分布、逻辑关联、快
速链接、高效搜索、全面共享、重点集成的国家文化大
数据体系，中华文化全景呈现，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
民共享。

在宋震看来，数字人技术的创新应用有助于推动文
化数字化。“我们的愿望是建构更多像梅兰芳先生一样凝
聚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标志性人物，形成‘数字
中国人物谱系’，以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为依托，呈现中
华文化壮阔图景。”

未来，在弘扬传统文化、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方面，
数字人技术大有可为。在艺术场景的再现与应用方面，
数字人技术可以修复或重现一些经典的艺术情境或艺术
角色；在打造数字文旅产品方面，游客可以进入虚拟现
实的文旅场景中，与数字人进行互动；在数字艺术场景
或角色创作方面，数字人可以与演员同台表演。

“制造更多样的中国式数字人艺术角色，让它们通过
电影电视、戏剧舞台、文学艺术、游戏动漫等形式，触
达海外受众，有助于提升中华文化传播力影响力。《流浪
地球》《三体》 等科幻影视作品、《第一序列》《地球纪
元》等网络文学、《仙剑奇侠传》《三国志》《灵笼》《黑
门》等游戏动漫，在利用开发数字人角色以讲好中国故
事方面，做出了成功探索。”鲍远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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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广阔的国境内，生物多样性异常丰富，珍稀
动物在它们的家园自由和谐地生活着，从它们身上可以
看到这片土地的瑰丽与宽广。近期，在中法建交即将迎
来60周年之际，中法合拍纪录片《野性四季：珍稀野生
动物在中国》完成拍摄并播出。

在连映的 5集中，亚洲象、雪豹、藏羚羊、东北虎、
川金丝猴等中国珍稀野生动物集结出镜。摄制团队跟随
四季更替，捕捉到它们超近距离、细腻完整的影像，每
一集以一种珍稀野生动物为主角，讲述它们的情感起
伏、成长轨迹、冒险经历、家族兴衰等一系列故事。《云
南大象奇游记》聚焦一群身处保护区的大象，如何在开
辟新路径的过程中影响周遭的生态系统；《雪豹的冰封王

国》通过一只怀孕母豹的视角，走进世界屋脊之上的冰
封王国，揭秘青藏高原区域雪豹真实的生存场景；《藏羚
羊·神秘的迁徙》展现了藏羚羊在广袤开阔、危机四伏的
荒原上完成的伟大迁徙和繁衍；《东北虎的秘密领地》让
观众在全景、直观的镜头中，沉浸式感受动植物互利共
赢的自然奇观；《金丝猴王国·勇者的世界》深入两大实
力悬殊的金丝猴家族，探寻它们争夺食物、选择配偶背
后隐藏的“社会生存法则”。

细致的观察、优美的讲述和极富感召力的野外记录，
奏响了自由开放、坚韧伟大的生命旋律，展开了一张万
物共生的壮美画卷。观众跟随覆盖山地高原、热带丛
林、温带森林等地貌的镜头，亲近大自然，见证动植物

奇观，感知生命之美，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中重
新理解人与自然。

从纪录片的创意孵化到野外摄制、后期制作、宣传
推广，中法双方以及其他国际合作方一直紧密合作。拍
摄过程中，中法摄制团队根据科学预判，长期在野外坚
守，捕捉细腻珍贵的影像，并基于事实强化情感，让纪
录片的艺术价值、情感价值、科学价值都得以提升。全
5集拍摄完成后，在国际平台提前播出 2集。《雪豹的冰
封王国》于2021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
会第十五次会议开幕式当天在中国播出，并在法国、德
国、美国、匈牙利等国家的主流电视台热映，斩获多项
国际纪录片及专业类奖项。今年 4月，《金丝猴王国·勇
者的世界》陆续在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多个国家的主
流电视台播出。海内外观众跟随中国珍稀野生动物穿越
四季，一起见证中国广阔大地上丰富的地貌气候、多样
的物种形态和千姿百态的生活方式，见证中国保护物种
多样性的信心、力量以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对全球生物
多样性治理的重要贡献。

本报电（文纳） 今年是“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
隆平攻克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难关 50 周年。9 月 4
日，“一粒种子 改变世界”原创民族音乐会在北京音
乐厅首演。音乐会由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文化和
旅游厅等共同主办。

怀化地处湖南西大门，是世界杂交水稻发源地。
“世界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院
士，1953年被分配到地处怀化的湖南安江农校，从事
教学、杂交水稻研究37年。1973年10月，袁隆平团队
宣告中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一粒种子，从
怀化走向世界，也改变了世界。

“一粒种子 改变世界”原创民族音乐会由音乐家
杜鸣心领衔，湘籍作曲家孟勇、江晖，旅美作曲家刘
一璋等老中青三代艺术家组成创作团队。音乐会在中
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教授王甫建执棒下，由中央民族乐
团民族管弦乐队及演奏家呈现了 《稻花飘香》《妈妈，
稻子熟了》《通道转兵》《南国雪峰》《山的那边是海》

《五溪新韵》《美丽乡村》等7首原创音乐作品，作品融
入了苗族歌鼟、侗族大歌、沅水号子等怀化当地民族
文化元素。据悉，音乐会将于 9 月 13 日、9 月 15 日在
长沙和怀化各演一场。

本报电（杨正） 近日，2023 珠算文化嘉年华暨第
二届“指尖上的智慧”珠算文化非遗展演活动在北京
举行。活动由中华儿童文化艺术促进会等主办。

中国珠算 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2013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本次展演以“让珠算文化活起来”为主题，分
为“我为珠算代言”“珠算非遗技艺展演”等 3 个单
元，致力于为孩子们搭建知识交流、展示珠算非遗技
艺的平台，助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
数学思维能力。活动共有来自全国 17 个省 （区、市）
的80余支代表队1359名少年儿童参加。少年儿童通过
传统的看珠算、看心算项目，以及自选的听心算、闪
电算、马拉松、数码秒记项目，展示了珠算文化的时
代魅力。

将中国自然生态故事传播到世界
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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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记者潘俊强） 8月 28日至 31日，2023首
届中国纪录片大会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由国家广播
电视总局、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国家广播电视
总局宣传司、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广播电视
局、北京市东城区委区政府承办。

2023 首届中国纪录片大会以“文化传承 光影见
证”为主题，在连续成功举办五届北京纪实影像周的
基础上，经中宣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北京市人民
政府批准，首次升格为纪录片行业的国家级活动。大
会开展包括中国纪录片盛典、学术交流、展播展映、
提案大会、产业合作、特色活动、总结式等七大版块
精彩活动，打造涵盖项目孵化、学术交流、精品展
示、人才培养、国际交流等五大国内最具权威性的纪
录片展示交流平台。

2023 首届中国纪录片大会进一步丰富拓展纪实文
化的外延，突出首都核心区特色，推出“纪录片人之
夜”“揽胜中轴”观摩活动等一系列精彩纷呈的特别活
动。其中，“揽胜中轴”观摩活动邀请大会嘉宾漫步中
轴，感受钟鼓楼、北大红楼、前门三里河、颜料会馆
等东城地标的历史底蕴和文化魅力。“纪录片人之夜”
活动以开放、创新的姿态，打造中国纪录片多元生态
发展的年度交流盛会，搭建全球纪录片人的行业合作
交流新场景。

展映展播活动作为中国纪录片大会的重要内容，
坚持精心选取国内外纪录片精品佳作，满足纪录片爱
好者的观影需求。今年，中国纪录片大会继续在东城
区影院及文化空间开展纪录片展映，让纪实文化进一
步深入东城。随着纪录片逐渐从“小众”走向“大
众”，从“大屏”走向“小屏”，本届大会还探索建立
一批纪录片放映空间，为广大纪录片爱好者提供定期
观赏中外优秀纪实影片的温馨家园，更好地服务市民
的精神文化需求。

图片从上至下
依次为：“梅兰芳孪
生数字人”建模用
到的梅兰芳照片与
雕塑；

“梅兰芳孪生数
字人”（左） 与梅兰
芳照片对比图；

“梅兰芳孪生数
字人”静态图像。

受访者供图

首届中国纪录片大会举办

麦积山石窟位于甘肃省天水市，因其形似麦垛而得
名，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
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的遗产点之一，有大量精美
的雕塑、壁画，被称为“东方雕塑陈列馆”。图为 8 月 28
日，游客在麦积山石窟参观。 李君光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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