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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创作

新风潮

近期，由中国传媒大学动画
与数字艺术学院 DigiLab 实验室
制作的动画短片 《龙门》，获得
第三届巴西Tietê （“铁特”音
译） 国际电影奖实验短片单元最
佳影片提名。该动画短片使用原
创生成式人工智能 （AIGC） 技
术，是国内首部全部以 AI 技术
制作的水墨动画短片。

目前，AIGC 已经在美术、
影视、文学、音乐等创作领域产
生广泛影响，动画领域也不例
外。面对人工智能的挑战与机
遇，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
术学院院长王雷带领实验室师生
团队，从 2023 年初开始尝试训
练 水 墨 风 格 的 AI 视 频 生 成 模
型。团队通过对开源AIGC技术
的二次开发调整，训练出了拥有
自主产权的人工智能模型“墨
池”（Inkstone），经过大量反复
试错，开发完善了水墨插画风格
的文生视频、图生视频、视频风
格化等AI流程。《龙门》就是应
用这些技术完成的试验短片。

产生灵动的质感

水墨动画将中国水墨画引入
到动画制片，是最具代表性的中
国动画形式，也是动画创作中非
常有难度的一个片种。传统水墨
动画的制作流程较为繁复，水墨
效果也很难以人手控制。因此，
想要做出一个连贯流畅的水墨动
态效果并不容易，成本也较高。
直到现在，除了《小蝌蚪找妈妈》

《山水情》《牧笛》等经典作品，以
水墨创作的动画数量并不多。

“2022 年下半年，我开始感
到AIGC技术将给水墨动画带来
新的发展契机。因为 AI 能够加
速水墨动画的制作过程，一个画
面里多达上百个的笔触可以用
AI来完成。”王雷说。

走进 DigiLab 实验室，各式
电脑设备摆满了办公桌，几位老
师和同学正在细细打磨新的动画
作品。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
艺术学院副教授段雯锴，也是

《龙门》 的导演、技术总监，介
绍了运用“墨池”制作动画的工
作流程：艺术家需要将创意准确
地告诉“墨池”，引导它按照艺
术家的想法来生成结果。生成结
果有时会存在偏差，因此需要艺
术家理解技术原理并不断地尝
试。“与AI沟通需要以技术或图
形化的方式进行，比如输入文
字、三维图像，或者提供参数
等。”段雯锴说，目前网络上大
部分AIGC视频或图片生成工具
的随机性较大，要想做出有明确
主题表达的作品，每个元素都需
要非常精准的掌控。因此，在制
作 《龙门》 的时候，DigiLab 实
验室师生团队采用了真人实拍加
绿幕抠像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
拍摄了很多角色动作，“墨池”
会将实拍素材进行打磨，并补充
出更多细节，最后形成水墨晕染
的效果。

这是一个人机沟通的过程，
也是一个从创意到实践的过程。

《龙门》就是DigiLab实验室师生
团队与“墨池”沟通的产物。

“墨池”采用多模态视频生成方
式，攻克了诸多技术难题，在角
色面部特征稳定性、较长镜头生
成中，降低了视频抖动与局部错
误，使画面拥有灵动而充满意境
的水墨质感。

“水墨动画是中国动画学派
的核心和瑰宝。如果我们用新技
术能生成跟以往一样，甚至更好
的效果，对整个中国动画行业都
是有所贡献的。”王雷说。

呈现新的视觉效果

说起“墨池”模型的研发，
王雷想起了一些有趣的故事。
AIGC 训练和生成需要算力，开

发“墨池”正值夏天，实验室里
所有的电脑都在全力运转。实验
室变得非常热，团队成员来到别
的地方办公，远程操控电脑。

“空无一人的实验室也能继续
‘热火朝天’的创作，可见技术
让 创 作 模 式 发 生 了 多 大 的 改
变。”王雷说。

建立“墨池”模型的过程充
满挑战。AIGC 作为新技术，缺
乏足够的现成材料，需要不断地
做测试。王雷告诉笔者：“过程
中，我们经历了大量试错和遇到
问题不知如何解决的时刻，这也
是经验积累的过程。”段雯锴
说，在训练自主模型的过程中，
自己每天都会接触到新技术，需
要不断更替优化。

段雯锴结合动画生产细节举
例说，如果用二维或者三维动画
的方式去创作水墨动画，会涉及
贴图、灯光渲染等方式，生成的
画面精度较低，AI 则可以做到
细节的无限添加。“AIGC 能够
实现传统动画创作模式不敢做或
无法实现的效果，开创动画新的
视觉路线。”他说。

“AIGC 技术对动画界的影
响，可能相当于手机拍照功能之
于摄影界，能够给创作者带来新
的可能。”王雷表示，AIGC 技
术一方面降低了创作门槛，让普
通人就可以做出简单的动画，并
通过在短视频平台的分享，让动
画更贴近日常生活；另一方面，
这项技术还能催生更多更加快捷
的专业化工具，呈现更加令人惊
叹的视觉效果。“我们从业者还
需要进一步思考技术和内容表达
的关系，在技术迅速更迭的时代
发挥所长，掌握技术的自主性和
独创性，用好技术做更专业的内
容。”王雷说。

据悉，中国传媒大学已经和
英特尔公司联合创办了AIGC创
作实践中心。强大的硬件能力加
持，相信将有助于高校和平台收
获更多成果。

“墨池”模型目前主要能生成
一种风格的水墨动画。DigiLab
实验室团队已经策划了新的项
目，将逐步丰富“墨池”的家族
谱系，迭代“墨池”，并在未来
的动画制作和教学中加以应用。

“前辈们已经将传统流程做得非
常优秀了，往前走则是我们应当
做的思考。”王雷说，AIGC 时
代，如何开拓前沿，在国际舞台
上持续释放中国动画与数字艺术
行业的巨大潜力，是动画科研创
作者们不断努力的方向。

中外艺术家齐参展

塞纳河畔，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一曲悠扬的
《青花瓷》 拉开了“丝路瓷行”中国景德镇陶瓷
文化特展的帷幕。这支由中法音乐家共同演绎、
民乐与西乐合奏的乐曲，让现场观众仿佛置身中
国古典意境中，清丽、淡雅之感渐渐渲染开来。

参加表演的法国音乐家雨果说，在法中建交
60周年这个特殊的年份，自己能够近距离接触中
国文化并参与中国文化传播，是一件非常难得且
值得骄傲的事。

当天，展厅内外人头攒动，观众在展览序厅
排起长队。一件名为 《金玉祥和 四海归心》 的
胭脂红扒花描金粉彩图案天球瓶，吸引了很多观
众驻足欣赏。这件瓷瓶上绘有万里长城、凯旋
门、熊猫、高卢雄鸡4幅具有标志性的图案，引
发中法观众共鸣。许多观众表示，这件作品体现
了中法两国人民悠久深厚的友谊。

展出作品不仅来自中国艺术家，还有来自法
国、西班牙、英国、比利时、希腊等国家的艺术
家。法国艺术家爱玛的陶艺《圣女》，融合了她对
东西方女性美的想象；西班牙艺术家欧兰的柴烧
瓷杯《众生相》，是她在研究张大千绘画后，从敦
煌石窟壁画中获得的启发；英国艺术家彼得·比
尔德的陶艺 《曙光》，组合使用哑光釉、半哑光
釉和彩色粘土，形成了绚丽多彩的纹理表面……
这些作品都是他们在景德镇创作完成的。

20年前，“燃烧的辉煌——12至18世纪景德
镇陶瓷艺术杰作展”曾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展
出，精美的历代陶瓷珍品倾倒了法国观众；这次

“丝路瓷行”中国景德镇陶瓷文化特展，集中展
现中国陶瓷历史文化和当代创新发展面貌。“这

次展览是对传统的致敬和对未来的展望，大部分
展品是现代作品，从技法运用、艺术表达等方
面，展现了景德镇陶瓷的新面貌。”景德镇美术
馆馆长岳峻介绍。

法国前总理让-皮埃尔·拉法兰夫人安娜-玛
丽·拉法兰，在参观展览后表示，这次展览非常
精彩，让大家看到了中国景德镇陶瓷的当代成
就，与2004年的展览相得益彰。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公使陈力表示，景德镇作
为中国的“瓷都”，千百年间产出了不计其数造
型精美、工艺高超的陶瓷艺术品。中国瓷器和法
国瓷器有很多共通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如同中
法两国人民，虽然在文化等方面有所不同，却能
在过去的60年间相互理解、彼此欣赏。本次“丝
路瓷行”中国景德镇陶瓷文化特展是中法文化沟
通的一座桥梁，希望观众能够从中感受到瓷器的
永恒之美和艺术超越国界的非凡魅力。

文化交流续写新篇

展览现场，来自景德镇的艺术家和旅法陶艺
家带来了传统制瓷拉坯和绘画技艺展示。不少法
国观众是第一次近距离欣赏制瓷过程，他们时而
屏气凝息，啧啧称奇，尽情感受千年技艺的精
妙，时而在艺术家的指导下体验拉坯技艺。

展览设置了“青花秘境”互动游戏、360°
陶瓷实景体验等活动，以数字技术打造沉浸式体
验空间，拉近法国观众与陶瓷文化的距离。

展览开幕当天下午，主题为“陶瓷艺术的历
史性与当代性”的讲座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多功
能小剧场举行，来自巴黎的 120余位陶瓷艺术爱
好者参加了讲座。主讲人岳峻从陶与瓷的概念、
中国陶瓷的历史发展及陶瓷艺术的当代表现三方

面，讲述了中国陶瓷文化的历史与创新。
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雅尼克·

林茨在参加活动后说，2024年是吉美国立亚洲艺
术博物馆的中国文化主题年，博物馆将在6月至
9月期间举办关于中国单色釉瓷器的展览。她希
望进一步加强法中文化合作与艺术对话，为法中
文化旅游年添彩。

中国和欧洲在历史上就有许多商贸、人文交
流。明末清初，大量陶瓷制品经丝绸之路销往欧
洲，广受欢迎，也对欧洲的陶瓷艺术产生了深远
影响。“从成分来看，陶瓷在世界各地都是相同
的，只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赋予了它不同的文
化内涵，由此带来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它们都
是人类共同的瑰宝。”岳峻说。

如今，中外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在陶瓷艺术
领域，每年都有国际大赛、展览举办。岳峻告诉
记者：“面对未来陶瓷艺术的发展，中外艺术家
在交流和互动中不断探索陶瓷的当代性，以寻求
陶瓷艺术创作的更多可能性。”

景德镇是一座由瓷而生、伴瓷而兴、因瓷而名
的城市，这里有生生不息的“千年窑火”。陶瓷也
见证了中法两国的深厚情谊。早在14世纪初，景
德镇根据市场需求开始制作专供外销的瓷器。在
这些“订烧中国瓷”中，法国的洛可可艺术与中国
的粉彩瓷碰撞出了璀璨的火花。2010年，景德镇
与法国利摩日结为友好城市，中法两座“瓷都”跨
越时空牵手。如今，数千名外国艺术家在景德镇
创意、创作、创业，形成了独特的“洋景漂”现象，
其中不乏法国陶艺家在这里逐梦、圆梦。以瓷为
媒的中法文化艺术交流，还在不断续写新的篇章。

本报电 （闻逸） 近日，
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
导，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华
世纪坛艺术馆主办的“中国
美术家协会新时代青年美术
人才培养计划·以美筑梦——

‘儿童图画书创作 100’作品
展览”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举
行。本次展览分“童思”“童
趣”“童心”三个章节，以原
稿、样书、出版物、动画视
频、场景空间等多种方式，
展示 100 部优秀儿童图画书
作品。

图画书虽小，却包含着
大天地。这100部优秀的儿童
图画书构思巧妙，贴近儿童
视角，艺术手法丰富，体现了中国儿童图
画书的创作风貌和水平。《花木兰》《七品
芝麻官》《海龙王娶新娘》《江南礼物 定胜
糕》 等，广泛取材于中国民间故事、神话
传说、戏曲戏剧和传统民俗等，蕴含着中
华民族的美好品德和精神价值；《鹿衣少
年》《找太阳做朋友》《我的妈妈》《蝶》
等，从敦煌壁画、淮阳泥泥狗、绢本工
笔、刺绣等传统艺术中汲取造型元素。除
了传统题材，不少青年作者把目光投向日
新月异的当代中国，比如 《大国重器·出
发！去深潜》《极地·远天之南》《我和野马
王子》《小北岸》等作品。

本次展览是“中国美术家协会新时代
青年美术人才培养计划‘儿童图画书创作
100’”项目成果的正式亮相。2023 年 6
月，中国美术家协会发布“儿童图画书创
作100”项目，旨在鼓励广大青年美术家参
与原创儿童图画书创作，促进中国原创儿
童图画书创作质量的提升，启发儿童感知
中国文化。该项目面向全国青年美术人才
公开征稿，由专家指导委员会从申报方案
中评选出 120 个创作选题。历经多次专家
线上线下指导和作者创作完善，最终评选
出 100 部优秀作品，与相关出版社签约陆
续出版，并面向大众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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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也是世界认识中国的一个窗口、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张

名片。

当地时间1月30日，由江西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景

德镇市人民政府、法国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主办的“丝路瓷行”中国景德镇陶瓷文化

特展在法国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开幕。作为中法文化旅游年重点开幕活动之一，特展

围绕“丝路航程”“瓷语新境”“华夏万彩”“瓷上世界”“协和万邦”5个主题，展

出48件（套）陶瓷艺术精品，以陶瓷艺术讲述中国故事，搭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动画短片《龙门》剧照。 受访者供图

在巴黎遇见中国陶瓷
本报记者 赖 睿

《金玉祥和 四海归心》瓷瓶。

法国观众参观展览。 法国观众体验拉坯技艺。 （本文配图由主办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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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现场，小朋友体验投影互动效果。 主办方供图展览现场，小朋友体验投影互动效果。 主办方供图

本报电（袁雨晨） 在中国龙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由黑龙
江哈尔滨冰雕艺术和四川自贡彩灯组成的“你好！中国”冰雕
彩灯艺术展亮相挪威奥斯陆。本次展览由文化和旅游部与中国
驻挪威大使馆主办，是 2024“欢乐春节”活动之一。晶莹剔透
的冰雕和五彩绚烂的彩灯，吸引了许多当地市民参观。

今年是中国挪威建交70周年。中国驻挪威大使侯悦在展览
开幕式上说，中挪两国都有多姿多彩的冰雪文化。为了分享对
冰雪的共同喜爱，中方专门邀请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艺术家来
挪威，制作了中国龙年生肖“吉祥龙”、熊猫等冰雕作品，表达
对挪威朋友的新年祝福和到访中国的真诚邀约。希望中挪两国
以建交70周年为契机，加强文化交流，密切旅游合作，为两国
关系发展注入新活力。

挪威创新署副总裁兼旅游和特派事务处处长伊丽莎白·斯万
霍尔姆·梅耶尔说，此次冰雕彩灯展是来自中国朋友的慷慨馈
赠，将成为又一座连接挪威人民和中国多彩文化的桥梁。展览
以奥斯陆市为背景，为来自挪威和世界各地的游客带来了一次
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体验。

中国冰雕彩灯亮相挪威中国冰雕彩灯亮相挪威 百部原创儿童图画书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