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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高质量发展

从“野蛮生长”到规范有序，网
络视听行业正逐步迈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在各主题研讨中，“如何打磨优
质作品”“精品化包含哪些维度”“如
何创新”是记者听到的高频论题，

“精品化”正成为网络视听领域的共
同目标。

今年上半年，历时 3 年打造的
《我的阿勒泰》 用 8 集的体量诠释了
“自由、生命力、热烈、浪漫”，让观
众酣畅淋漓又意犹未尽，开辟了国产
精品短剧集赛道。研讨现场，《我的
阿勒泰》 导演、编剧滕丛丛分享了
创作历程，包括两次赴阿勒泰采风和
服装、道具、配乐的细节把控等大量
前后期工作，在她看来：“一部作品
的美好与璀璨只是海平面上的冰山一
角，海平面之下，才是托举起整部剧
的创作基石。”

截至目前，暑期上线的《唐朝诡
事录之西行》 播放量已破 18 亿。该
剧总导演柏杉表示，网络剧创作要遵
循内容为主、品质为先的核心理念，
创新思维和精益求精的制作态度，能
够帮助作品在浩如烟海的网络视听内
容中脱颖而出。

网络视听内容质量的提升，一方
面离不开创作者的精心打磨，另一方
面，也离不开行业主管部门的引领与
扶持。2023 年，北京市广播电视局
创建“北京大视听”文化品牌，建立

“北京大视听”精品创作工作机制，
去年全年发行网络剧 39 部、网络电
影60部、网络微短剧102部、网络动
画片38部。

在“北京大视听”机制引领下，
“向上创作”的网络视听内容爆款频
出。在网剧之外，网络电影《浴血无
名·奔袭》《穷兄富弟》上线即登各平
台榜单首位，微短剧 《反诈风暴》

《柒两人生》《大过年的》展现人间烟
火气与温暖，网络纪录片 《追光者
3：这就是高手》 聚焦技能高手，致
敬奋斗的力量，《登场了！北京中轴
线》等中轴线题材网络综艺生动描绘
古都之脊及其变迁图景，为北京中轴
线申遗成功贡献了视听力量。

在大会开幕式上，2024“北京大
视听”重点网络文艺精品项目发布。
片单涵盖8大类别，共计60部优秀作
品，以多元视角生动讲好中国故事、
北京故事。其中，《闪耀吧！大运
河》《此心安处》《登场了！丝绸之
路》等一批文化气息浓、制作效果佳
的网络文化节目备受期待。

此外，无论是在营商环境主题研
讨中，北京市相关区县及产业园区代
表对影视公司发出的真诚邀请，还是

“网络微短剧‘首亮微光’2.0扶持计
划”的发布，都为网络视听从业者提
供了良好的平台和坚实的后盾。

强化科技赋能

当前，AIGC （人工智能生成内
容） 技术成为网络视听内容创作者关

注的焦点。在本届大会关于技术赋能
的主题研讨现场，由 AI 生成的庄子
和亚里士多德、薛兆丰和亚当·斯
密，展开两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让人
们打开了数智生产力的想象边界。

在网络微短剧领域，AIGC 技术
已经有所应用。

今年6月，快手AI团队自研的视
频生成大模型“可灵”上线，并先后
发布了文生视频、图生视频、视频延
长以及可控视频编辑能力。目前，

“可灵”已经积累了 160 万真实的创
作用户，生成了 2500 万张 AI 图片、
1600万条AI视频。

由“可灵”支持创作的AIGC短
剧《山海奇镜之劈波斩浪》对奇幻的
上古传说进行当代“转码”，将古代
的浪漫想象进行赛博复现，为广大观
众构建出了一个光怪陆离的神话世
界。在该剧联合出品人、自然火 （深
圳） 科技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龙会磊
看来，AIGC技术降低了微短剧制作
门槛，让影视从业者看到了“小团队
也能做大题材的可能”。

7月初，由北京市广播电视局指导、
博纳影业出品的AIGC生成连续性叙
事科幻短剧集《三星堆·未来启示录》在
抖音上线，并同步亮相北京大运河博物
馆举行的“探秘古蜀文明——三星堆
与金沙”展览，引发广泛关注。

“我特别关注网友的留言，比起
探讨 AI 技术，有些网友更加关心短
剧内容本身，这是我特别高兴的事
情。”博纳影业制作总监曲吉小江表
示，过去，工业化电影制作需要投入
巨 大 的 人 力 、 物 力 和 财 力 ， 借 助
AIGC，许多IP储备得以实现。

活动现场还启动了AIGC网络微
短剧、微电影大赛，征集关于未来生
活、数字生态、科幻世界等8个方向
的AIGC作品，以新质生产力推动网
络视听产业繁荣发展。

除了 AIGC，虚拟制片技术也为
广电及网络视听行业发展注入活力。
从古装剧 《狐妖小红娘月红篇》《大
梦归离》《清明上河图密码》，到微短
剧 《柒两人生》，后期前置、所见即
所得的虚拟拍摄技术让实拍效率得以
提升。

助力跨界融合

自国家广电总局发布“跟着微短
剧去旅行”创作计划以来，“微短
剧+文旅”逐渐成为网络视听领域一
个重要的创作方向。由北京市广播电
视局选送的 《我的归途有风》《大王
别慌张》《亲爱的乘客，你好 （第二
季）》 等 10 部作品入选总局“跟着
短剧去旅行”创作计划推荐片单。

今年3月，北京市广播电视局推
出跟着微短剧去旅行·“短剧游北
京”创作计划，目前已征集到 72 部
作品。经过组织专家论证，优中选
优，培育孵化推出 12 部北京文旅题
材重点项目，于大会现场发布。其
中，《小王子带你游中轴线》 讲述了
来自外星球的小王子在飞船遭遇大地
磁暴，降落在北京中轴线后的奇遇故
事；《如果AI》 在石景山区首钢园取
景，利用人工智能等科幻元素，将故
事内容与首钢园区文化旅游资源紧密
结合；《三井胡同的夏天》 以西城区
的胡同生活为背景，讲述了北漂女孩
何悦与邻居们的生活故事……这批作
品紧紧围绕“京貌、京韵、京创、京
潮、京尚”五大主题，通过微短剧这
一网络视听新形态，生动诠释了北京
的历史文化底蕴及生活风貌。

在“+文旅”的同时，与会代表
也分享了微短剧如何与法治、医疗、
综艺、美食、传统文化等密切结合，

通过“+”的方式赋能千行百业的创
作经验。深圳卫健委推出的《霸总剧
里当怨种医生》，借助穿越等趣味形
式，科普癌症知识；《大王别慌张》
是综艺《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衍生
剧集，把综艺作为元素融合进戏剧逻
辑；《禄小斋的人间美味之旅》 主演

“禄小斋 LULU”是阿里大文娱集团
推出的国内第二位、海外首位超写实
大模型数字人，观众将可以跟随禄小
斋在微短剧中探寻北京美景、北京
美食。

微短剧之外，剧集的 IP带动效应
也十分亮眼。在《我的阿勒泰》播出过
程中，爱奇艺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
化和旅游厅、阿勒泰地区文体广旅局、
花城出版社共同推出《我的阿勒泰》

“文旅合作新生态”，通过共创文化符
号、共办线下活动、共设旅游专线、共
建会员机制等一系列举措，推动影视
与旅游深度融合。爱奇艺创始人、
CEO 龚宇介绍，今年上半年，剧集的
拍摄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巴河县旅
游接待人数同比增长140%，旅游收入
是去年的1.9倍，影视文旅联动效应明
显。今年 7 月，《我的阿勒泰》旷野音
乐会让剧集和阿勒泰文旅热度进一步
延续。

与此同时，基于 《苍兰诀》《唐
朝诡事录之西行》 等影视 IP 和虚拟
现实技术打造的VR全感剧场，已经
在西安、澳门、深圳、北京等地开
业，受到广泛欢迎。

“我们认为优质的作品具有持久
的长尾效应，随着国内线下商业和文
旅消费用户行为的变化，优质内容
IP 对场景的赋能作用将日益凸显。”
龚宇表示，爱奇艺将继续推进内容
IP多形式开发，持续放大IP价值。

图①②：《我的阿勒泰》 旷野音
乐会现场。

爱奇艺供图
图③：AIGC 短剧 《山海奇镜之

劈波斩浪》海报。
快手供图

图④：观众在参观网络视听艺术
IP市集。

主办方供图

本报电（记者赖睿） 由中国美
术馆、白俄罗斯美术家协会共同主
办的“中国美术馆丝路系列展览：
丝路心相通——白俄罗斯当代艺术
展”日前与观众见面。展览展出 8
位白俄罗斯当代艺术家的百余件作
品，涵盖油画、版画等艺术门类。

参展艺术家对白俄罗斯文化景
观有着细致的观察，他们的作品体
现了白俄罗斯艺术在现代化、国际
化进程中的探索，展现出白俄罗斯
当代艺术的独特魅力。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
框架下，中国与白俄罗斯在文化艺

术领域的合作日益密切，通过举办
展览、作品捐赠与收藏、参与丝绸
之路国际美术馆联盟建设等多种形
式，不断丰富双边交流合作。2016
年，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一行访
问白俄罗斯，偶然发现白俄罗斯雕
塑家谢尔盖·谢利哈诺夫创作的齐
白石、巴金等中国文化名家塑像，
揭开了一段尘封的记忆。中国美术
馆由此收藏其作品并举办展览，成
就了一段跨越世纪的中白文化交流
佳话。此次展览是中白两国美术馆
领域合作的延续，一件件佳作搭建
起连接彼此心灵的桥梁。

秋日的北京，天高云淡。走
进京郊昌平区的一处画满墙绘的
紫色房子，色彩明艳的非洲舞蹈
服装、别具一格的道具装饰、大
大小小的非洲鼓随处可见。这里
是中国舞蹈编导蒋可钰和她的丈
夫西蒙·阿蓓的工作室。

“舞蹈是对生命喜悦的表
达。”伴随着音乐鼓点，来自喀麦
隆的阿蓓向记者演示舞蹈动作。

“重心向下，跟大地去接触，不同
的节奏会产生不同的动力。无论
跳哪个舞种，其实都是一种天、
地、人之间的关系。”阿蓓说。

今年 41 岁的阿蓓从小就与
中国结缘，儿时的他对中国功夫

“情有独钟”，幻想着有朝一日能
到中国学习“盖世武功”。2005
年，阿蓓遇到了来自中国贵州的
蒋可钰。彼时，中国舞蹈编导娜
尔斯与蒋可钰通过中喀文化合作

项目来到喀麦隆，负责重建喀麦
隆国家舞蹈团，并为此培养专业
的舞蹈演员。

“现代舞强调用身体表达自
己的语言，编舞时较易融入非洲
元素，保留非洲文化传统。”蒋
可钰说，为了让当地舞者更好地
感知身体，她们强调舞者需要巧
妙地运用呼吸，而中国的太极是
很好的训练及调理方式。

经过选拔，包括阿蓓在内的
27 名舞者进入喀麦隆国家舞蹈
团。通过3年多的精心培养，舞
蹈团很多成员都成为有独立编创
能力的人才。2008 年北京奥运
会“相约北京”之“非洲之夜”
中的舞蹈 《黑色是美丽的》《在
云的那一端》，就是重建后舞蹈
团带来的特别礼物。

一段情，跨越山海，对艺术
的热爱超越了语言与地域的界
限。舞蹈“牵线”，阿蓓与蒋可
钰在非洲大陆相识、相恋，并最
终在北京喜结连理。2012 年，
阿蓓舞团在北京设立分部。此
后，两人又开设了非洲舞蹈工作
坊，传播非洲文化。

“震颤的灵魂，这是我对非洲
舞最直接的感受。”蒋可钰说，自己
9岁时就开始跳苗族舞、侗族舞、藏
族舞等各种舞蹈，在非洲的舞蹈中
找到了小时候跳舞的“印记”。

“中国与非洲相距很远，在
文化上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在阿蓓看来，非洲“跺脚”舞步
从大地上汲取力量，中国佤族、
藏族舞蹈中也有类似表达，“去
中国云南、新疆等地采风时，看
到当地少数民族的舞蹈，会被那
种纯粹的情感和喜悦所打动。”

阿蓓说，他对中国传统文化
很着迷，会去阅读《老子》，也会学
习中国传统乐器，体验非遗。

“在中国生活的这些年，他
得到了很多中国文化的滋养。”
蒋可钰说，每接触一个舞蹈项
目，阿蓓都会真正地扎下去研
究，再进行创作。

今年，阿蓓担任了音乐剧《西
湖东坡》的编舞工作，他花了大量
时间去了解、研究苏轼当年走过
的地方，探寻不同地域文化的根
源，并从中取材进行创作。

“我在做这次的编舞时，就好
像既在‘山里’又在‘山外’，既在

西湖的‘此岸’又在‘彼岸’，有多
个视角。”阿蓓告诉记者，苏轼曾
经写过“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
在此山中”，让他回味无穷。

通过观察在玻璃杯中舒展、
旋转的茶叶，阿蓓受到启发，进
而在这部剧中编排了茶舞，借以
表达自己对东方哲学的思考。

多年来，阿蓓舞团活跃在中
非文化交流的舞台上，参演了多
台大型演出，成为中非文化交流
不断加深的见证者和实践者。

“中国有很多值得参观的地
方，非洲也有很多这样的地方。”
阿蓓说，现在他的很多朋友都很
想到中国走走看看，“中国有我们
需要学习和借鉴的东西，这将对
非洲的发展有很大帮助。”

“我们一直通过各式各样的
文化艺术项目，在中国传播非洲
文化，运用东方智慧帮助非洲年
轻艺术家成长，努力搭建中非文
化交流借鉴的桥梁。”蒋可钰说。

“每个人都是舞者。”在阿蓓
眼中，文化是留在人们心灵中的
痕迹，可以持续很长时间，“如
果双方的文化真正互相融入，就
会建立一种美丽的连接，而这种
连接是不容易被打破的。”

秋日暖阳下，阿蓓敲响非洲
鼓，欢快的节奏中，中非文化交
流的舞步从未停歇……

（据新华社电 记者杨淑君、
高尚）

近日，第二届北京网络

视听艺术大会 （以下简称

“大会”） 在北京城市副中

心举办。2天时间，1场高

峰研讨、6场主题研讨以及

多项网络视听艺术系列活动

接连推出，涵盖剧集、综

艺、电影、微短剧等网络视

听内容类型，涉及技术赋

能、环境优化等网络视听行

业共同关心的话题。

行业主管部门、专家学

者、网络视听平台、网络视

听内容创作者或带来政策动

态，或分享经验感悟，或推

介精品佳作，共同催热北京

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网络视

听创作氛围。

白俄罗斯当代艺术展举办

喀麦隆舞者的中国情缘

日前，江苏省海安市墩头镇仇湖幼儿园开展“舞动校园迎
开学 传统文化润童心”开学第一课主题活动，孩子们在舞龙舞
狮表演中，感受非遗传统文化魅力，活力满满开启新学期。

周 强摄 （人民视觉）

非遗文化进校园非遗文化进校园非遗文化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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