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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视觉效果协会宣布吸
纳华人王乃鹏为正式会员。他不仅是
该协会中首位，同时也是唯一一位从
事物理特效行业的华人。

创办于 2002 年的美国视觉效果
协会，旨在表彰前一年度在电影、动
画电影等影像中的最佳视觉效果，其
颁发的美国视觉效果协会奖一直被看
作是奥斯卡最佳视觉效果的前哨。例
如今年美国视觉效果协会奖将最佳特
效电影视觉效果颁给电影 《奇幻森
林》，此后第89届奥斯卡金像奖也将
最佳视觉效果奖颁给《奇幻森林》。

此次加入美国视觉效果协会的王
乃鹏，也许公众不太熟悉，但提起他
参与制作特效的电影，大部分人都耳
熟能详，如电影 《大话西游》《大闹
天宫》《鬼吹灯之寻龙决》《鬼吹灯之
九层妖塔》《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堂
吉柯德》《钢刀》《老炮儿》《绣春刀》《邓
小平》，电视剧《幻城》《推拿》等。在
他带领下，其公司参与制作影视剧已
达 70 余部，成为中国内地第一家以
物理特效全流程技术为主要工作内容
的影视科技公司。

物理特效，是指影视作品中的特
效化妆、机械仿生道具、特效道具、
特效服装、微缩景观、灾难装置、特
效装置等技术，是电影工业化不可或
缺的重要环节。此前很长一段时间
里，物理特效技术一直是西方为强，
如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也开始
迎头赶上。

过去好莱坞电影中常见的机械
马，向来被视为是其电影工业发达的
标志性技术。2012 年，王乃鹏及其
团队也自主研发出国内第一匹仿真机
械马，此后又通过技术的不断创新和
发展，相继研发出第二代、第三代机
械马以及机械狼、老虎、狮子、海豚、鸭
子等机械仿生道具。机械仿生道具不
仅能完全模拟真实动物的自然奔跑，
连肌肉纹理、皮肤褶皱、毛发生长、
眼睛瞳孔等，都可以做到一比一高
仿，最主要的是可以通过物理、机械
操作模拟其面部表情，并且可根据需
要更换造型、皮肤、毛发、眼睛等颜
色。这项技术的研发不仅对演员及动
物演员的安全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也为剧组解决了在拍摄过程中机
位景别等实质问题，同时也代表着中
国在电影特效技术上的进步。

中国电影工业化的路还有很长一
段要走，像王乃鹏一样的技术人才显
得难能可贵。在中国电影产业大发展
大繁荣的背景下，他们得以施展自己
的才能，并通过自身努力一点点地推
动着中国电影工业化技术的发展和完
备。虽然他们没有银幕上的明星光芒
闪耀，但是更应该获得观众的掌声。

全世界的民歌都有共同的话题，比如
爱情歌、劳动歌、历史歌、生活习俗歌
等。民歌的表达方式、故事讲述、音乐风
格特点均与各国各地各民族语言和生活习
俗有着密切关系。

我国新疆地区的民歌是世界文化的财
富。新疆地区是多元文化、多民族的丰富之
地。不仅是饮食习俗，语言和音乐更是多
姿多彩。以新疆各地的维吾尔族民间音乐
为例，无不融注了当地生活的乳汁。

维吾尔族有许多方言，东西南北的民

歌风格多样，形成了风格迥异的南疆、东疆、
北疆、刀郎色彩区。哈密、吐鲁番等地，在新
疆东面（敦煌莫高窟地区），那里人说话腔
软，民歌也是柔声软语，语气后面声调往往
会上扬，民歌在结构、调式等方面，同汉族、
蒙古族民间歌曲有许多近似之处。

南疆区域较广，民歌形式因地而异。比
如，和田地区民歌古朴短小，民歌方言特点
较浓重，每句结尾有个滑音，富有乡土气
息。维吾尔族年轻人喜欢的维吾尔语流行
歌曲大多具有和田的山歌风格；喀什人说话

声儿大，风趣幽默，特别是在生气的时候表
现出黑色幽默，很有个性；库车人喜爱跳
舞，民歌的节奏具有鲜明舞蹈性，热烈活
泼。女人常手里拿着一块漂亮的手绢一边
唱歌一边跳舞，歌词也是开心舒畅的内容。

北方的伊犁地区却不同，性格硬朗有
型，富于思考。所以伊犁民歌讲究歌词表
达，通常是讲历史故事、刻画人物内心世界、
描述风景自然或者农耕劳动。著名的维吾
尔族歌唱家塞努拜尔·吐尔逊的歌声就打动
了许多维吾尔族的男女老少，他们不仅喜爱
她自然典雅的气质和歌声，更被她深刻的歌
词感动。比如，她经常表演的情歌《月夜》：

啊爱人，你是否记得那迷人的月夜？
那夜群星璀璨为我们见证，而今夜孤月当
空，离别之苦使我憔悴。那夜星月见证我

们的誓言，而今你在他乡留我孤苦零丁，
对你的忠贞牢记心间，期盼你回返结束这
漫长的夜晚……这样的歌词，让你直接猛
烈地感受到伊犁人执着的性格。

刀郎地区的民歌风格粗犷，保留着古
代从事游牧的刀郎人的牧歌情调。他们的
歌声通常是带有吟唱式的，充满高亢悲情情
绪。尤其是刀郎木卡姆风格，与新疆其他地
区的非常不同，是直着嗓子吼，往往还带有
粗糙沙哑声。节奏与音乐结构较复杂，多用
卡农、热瓦普、艾介克伴奏自弹自唱。但是，
很少看到刀郎女人唱歌，大多数女人只是跳
舞不唱歌，脚底
下踩的舞蹈节奏
点儿复杂多变，
好看极了。

江风习习，人流如织。码头上，黄包
车叮当作响，报童高声叫卖，亲友珍重道
别。不远处，一艘江轮准备起航。这是上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汉口港。在经历了半个
多世纪的开埠通商后，这里俨然已是长江
沿岸的商业重镇。四方商贾云集，在这座
因水而兴的武汉城里，上演着人间百态。

由武汉旅游发展投资集团与知名导演
樊跃团队联袂打造的文化大剧《知音号》，正
是复原了这一场景。该剧以上世纪初武汉
民生公司的“江华轮”为原型，打造出一艘复
古游轮，并复建一座汉口老码头，所有演出
在行驶于长江的“知音号”上完成。

2000 多年前，发生在武汉地区的伯牙
子期故事，让世人感叹知音难觅。导演樊
跃抓住人们渴望知音的情感共鸣，依托长
江文化打造了《知音号》。在拿到船票的那
一刻，观众已化身船客，既是观者又是剧

中人，与船上 108 位演员一起，开启一段
时空交错的相遇之旅。整艘江轮都是演出
空间，分为客舱、酒吧、舞厅等多个区
域。这里没有传统舞台，也没有传统观众
席。船在动，剧场在漂移。精心编制的十
几个源于武汉的“故事”，是供船客们相遇
的时空场域。这里，有码头大佬秋水、汉
剧名伶小玉兰、盲人实业家许世康……踏
进不同的船舱，就会遇见不同的故事。若
想 了 解 下 一 个 故 事 ， 需 要 自 己 移 步 换
景。在船上，或给朋友寄张明信片，或
换上客舱内准备的长衫，或跟剧中人对
上两句台词，或与演员在舞池共舞，恍
如身在其中。

“观众自己的故事与设定的故事相遇。
这一刻，观众就是主角，观众的体验就是
再创作。观演本身就是主题。”樊跃说，情
感共鸣让“知音号”出现了这样的现象：

越来越多观众自发穿着怀旧
衣服而来；老人带着儿孙上
船，讲述自己抗战乘船逃难
的往事。可见，大众才是最
好的编剧，他们的故事也是

《知音号》的故事。
《知音号》 被称为“长

江 首 部 漂 移 式 多 维 体 验
剧”。在樊跃看来，他希望
是线下剧场的漂移式体验
和线上社交网络的漂移式
传播，来共同定义“漂移
式多维体验剧”这一全新的
展演理念。观众可以随意拍
照、摄像，甚至直播，从而引发关注，形
成自主传播。

当踏上 4 层甲板，眼前切换到灯火通
明的江景，不免有穿越之感。融入影像、

戏剧、体验的这段旅程，在长江上缓缓浮
动摇曳，浸润着城市的昨天、今天、明
天，慢慢氤氲出城市的肌理。

2017 北京大学生舞蹈节近日开幕。
舞蹈节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北京
市教育委员会主办，北京学生活动管理中
心和北京舞蹈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等共同承办。从5月17日至6月2日
的17天时间里，来自北京100余所高校的
师生将参与到本届舞蹈节中，带来开幕
式、市级展演、剧目展示、教学公开课、舞
蹈工作坊、创意舞蹈营、户外舞蹈体验等

26场活动。舞蹈节全部门票采取公益形
式发放到广大学生手中，预计参演和观看
人数近万人。

据主办方介绍，今年的北京大学生
舞蹈节参与高校和表演节目数量超过以
往各届。作品原创性多、民族性强，立
意深刻、形式新颖、题材广泛。在舞蹈
形式上既有中国传统的古典舞、民族民
间舞，如北京舞蹈学院专场 《大美不言

国舞集萃》《沉香》、中央民族大学舞蹈
学院的作品专场等；也有芭蕾舞、现代
舞，如北京舞蹈学院的 《芭蕾创意工作
坊》、北京师范大学舞蹈系的《现当代舞
专场》。在演出形式上，既有小节目串联
成的“拼盘”演出，也有以舞剧形式呈
现的大型作品，如首都师范大学的现代
舞剧 《春·祭》、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原创
舞剧《七尺》等。 （郑 娜）

日前，由胡杨树公益社、北京创意行无障
碍发展服务中心、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
一研究所共同发起的“真爱无碍，梦圆名苑”助
残大型主题公益活动在圆明园举办。百名残
障人士参加了活动。很多残障人士表示，现场
就如同一个大家庭，他们在活动中体会到了社
会的关爱、志愿者的温暖。 （毛新宇）

中国电影特效

此处应有掌声
□文 纳

◎墙内看花

遇见《知音号》
□赖 睿

“真爱无碍，梦圆名苑”
助残公益活动举办

2011 年，江苏省无锡市洛社镇总商会 18
名企业家成立洛社太极拳协会，旨在把洛社镇
打造成“太极特色镇”。过去 6年，该协会共开
办 8 期专业培训班，传授太极拳技艺 180 多
人。如今洛社镇太极拳爱好者已遍布该镇 25
个行政村，企业、学校等各行各业中都不乏有
太极拳爱好者的身影。自 2015 年至 2016 年，
在当地政府支持下，洛社镇连续两年开展千人
太极拳集中演练活动，有超过1000名太极拳爱
好者同台操练，一个全民健身的“幸福洛社”呼
之欲出。 （苏晓鸣）

无锡洛社打造太极特色镇

▲演员在《知音号》中表演

听，维吾尔族民歌
□吴 蛮

◎丝路音乐

北京大学生舞蹈节开幕

一款“可入住”的博物馆APP

作为“故宫出品”APP 系列的第 9 部
作品，《故宫社区》 是一个全新形态的博
物馆APP。它改变了以往数字产品单向传
播的模式，在提供官方资讯的同时，邀请
用户从消极被动的文化消费者转变为积极
的文化参与者甚至创造者，围绕博物馆资
讯创造、分享内容，共同构建更具人气、
活力和创新性的博物馆文化。

它不但是故宫数字社区化服务生态的
重要入口，也是基于“宫·城”创新设计
概念打造的数字文化体验空间。它既是一
个小体量、超易用、强串联、提供全方位
信息的内容聚合平台，也是一款可持续生
长且具备独立垂直生态的移动社交类产
品。它整合了包括故宫资讯、导览、建
筑、藏品、展览、学术、文创在内的10余
类故宫文化资源与服务形态，探索数字文
化服务的创新模式。

在这款APP中，用户可以建造属于自
己的房子，创造自己的线上数字生活；可
以通过发表文章、阅读或点赞他人的文

章、完成任务等方式获取积分，使用积分
及经验值升级自己的专属府邸。通过这个
基于传统建筑元素进行再创造的线上虚拟
城市，《故宫社区》 设想构建完善的用户
成长体系、城市系统和社区化经济体系，
邀请用户以现代的方式体验最具古典范儿
的文化生活。

“这是故宫博物院以“互联网+”模式
构建社区化、参与式博物馆的全新尝
试。”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阐释“故宫
社区”的理念，他希望在数字“故宫社
区”里，用户可以建造属于自己的“故
宫”，成为故宫博物院的主人。他也相信
热心观众通过持续不断地参与数字“故宫
社区”活动，越来越多地了解故宫文化知
识，属于观众自己的“故宫”就会不断地
发展壮大。

20年数字化建设成果可观

近年来，故宫博物院持续发布了 9项
系列APP，受到广泛好评。其中包括小朋
友们喜欢的《皇帝的一天》《紫禁城祥瑞》、
苹果商店年度最佳应用的《韩熙载夜宴图》

《胤禛美人图》，还有每天都能欣赏一件
（套）故宫文物藏品的《每日故宫》，以及今
年年初推出的 《故宫展览》。这些移动端
的应用商品，使观众足不出户就可以身临
其境般观看展览，是故宫自1998年以来启
动数字化建设的又一重要成果。

早在1998年，故宫博物院开始将文物
底账卡片录入到数据库中，同时持续将文
化遗产资源拍摄成数字影像，用先进数字
技术提高故宫博物院的工作效率，加强对
文物藏品和古建筑的管理。2001年7月18
日，故宫博物院对外发布了故宫官方网
站，通过互联网与世界各地的观众一起分
享故宫博物院的数字资源。经过两次改
版，故宫官方网站得到了越来越多观众的
喜爱。在为时 7年的文物藏品清理和为时
3 年的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之后，故宫博
物院文物藏品总目在网站上得以发布。在
故宫官方网站上能够查阅到越来越多古建
筑、文物藏品等方面的信息，还有海量的

期刊资料。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和新媒

体的发展，故宫博物院又开设了故宫官
方微博、微信。2011年，故宫博物院刚开
设的微博就得到积极呼应，开通之初吸引
了上百万的粉丝。2014年，故宫博物院又
开设了微信公众号“微故宫”，把紫禁城
最美的景色、最精彩的文物、最新的陈列
展览和最近举办的文化活动，及时推送
给观众朋友们。期间，故宫博物院还采
用网上直播，使更多的社会公众听到故
宫故事。

值得一提的还有，在拥有超过 600 万
国内“故宫粉”基础上，故宫博物院进一
步积极探索面向海外宣传的方式，推动故
宫文化“走出去”，与全世界喜爱故宫的
人们共飨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盛宴。全新的
故宫官方英文网站 （en.dpm.org.cn） 率先
推出了移动版。目前，100 件馆藏精品的
高清影像将通过谷歌艺术文化网站这一全
球推广平台，让来自全世界的文化艺术爱
好者欣赏到灿烂悠久的中国文化传承和艺
术魅力，借助科技之力打造令人激动的文
化体验。

走，到故宫里建房子
□本报记者 郑 娜

在故宫里建房子？这
个 看 似 天 方 夜 谭 的 想
法 ， 今 天 只 要 通 过 一 部
手 机 就 可 以 实 现 了 。 近
日 ， 故 宫 博 物 馆 推 出
《故 宫 社 区》 APP， 并 且
发 布 全 新 改 版 的 故 宫 官
方 中 文 网 站 ， 旨 在 通 过
博 物 馆 新 型 数 字 生 态 社
区 的 探 索 性 建 设 ， 将 故
宫 丰 富 的 文 化 资 源 与 现
代 科 技 手 段 相 结 合 ， 为
观 众 提 供 更 为 开 放 和 有
趣 的 互 动 体 验 ， 营 造 一
个 “ 故 宫 式 ” 的 线 上 生
活空间。

▲现代舞《河》

◀欢迎
关注《人民
日 报 海 外
版》文艺部
微 信 公 号

“文艺菜园”

▼

故
宫
博
物
院
院
长
单
霁
翔

在
《
故
宫
社
区
》
发
布
会
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