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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热播的悬疑剧《猎罪
图鉴 2》中，人类画师与AI达·芬
奇上演了一场“巅峰对决”，这
不 仅 是 一 场 智 慧 与 技 术 的 较
量，更是对人类情感与创造力
的一次探讨。

可以预见，一方面，技术变
革将带来更多专业影视内容创
作突破，创意转化为作品的路
径大幅缩短，更多普通人也能
参与进来。另一方面，未来在
内容生产环节，AI 将扮演什么
样的角色，人与 AI 如何实现真
正意义上的“共创”，这些问题
仍有待探索。

诚如导演李少红所言，如何
处理与AI的关系、如何让AI为我
们所用，是下一代电影人需要去
面对的问题。

AI 技术为影视制作带来了
更多可能，但目前，其深度应用仍
处于起步阶段。业内人士认为，
继续拓展“AI+影视”的发展边界，
需要更多时间与耐心。

资深AI 技术研究者李培丰
认为，目前，AI在影视创作中承
担的仍是辅助角色，并不是万能
神器。专业创作者讲故事的能
力、对美学的独特感知以及艺术
表达仍是核心竞争力。

青年导演、AI创作者尾鳍同
样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通过
AI创作出兼具情感、审美和表达
的作品。从本质上来说，AI会给
你新的东西，但最终仍然依赖于
创作者本身。

谈 到 AI 对 行 业 的 影 响 ，
AIGC 应用师郭致聪认为，应该
厘清一个基本思路，是“行业+
AI”，而不是“AI+行业”。“换句
话说，在尝试把 AI 应用于行业
之前，应该首先成为该领域的
专家。只有深入了解一个行业
的流程和痛点，才能明白 AI 可
以帮助解决何种问题。”

AI进入到电影工业，还有哪
些可以继续提升的地方？AIGC
应用师温维斯谈到，至少有 3个
方面，即语义理解能力、生成质感
和生成速度。

尽管尚有诸多不足，但AI技
术在影视业的应用前景仍备受期
待。“通过将电影人文艺术与先进
的AIGC技术深度融合，我们希望
共同探索新技术在影视创作和制
作领域的边界，从而推动整个行
业向着更加智能化、高效化的方
向发展。”快手科技副总裁、大模
型团队负责人张迪说。

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
色，从胶片到数字……百余年来，
每一次技术变革，都是电影工业
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AI的辅
助下，可以想见，一个全新的影视
创作时代，正奔涌而来。

不久前，导演张艺谋宣布将执
导刘慈欣的科幻经典《三体》。他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透露，正
在组建一个由 90后组成的人工智
能团队，将利用AI技术帮助创造外
星飞船的视觉效果，探索AI在电影
创作中的可能性。

对于电影行业而言，张艺谋的
尝试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为人
文艺术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打开
了新的想象空间。

而幻想类题材，是一些创作者
试水AI作品的首选。

从央视频与清华大学合作的
AI微短剧《中国神话》，到博纳影业
与抖音合作的《三星堆·未来启示
录》，再到快手自制AI微短剧《山海
奇镜之劈波斩浪》，AI在科幻、奇幻
题材中的应用愈发成熟。

“AI让我们拥有了无穷的想象
力，你要去哪里都可以。”导演叶锦
添首次试水AI电影，他在科幻短片
《快递员》中描绘了未来的太空世
界，外星快递员 Lili带着唤醒地球
的任务开启了寻找银龙之旅。斑
驳的地球表面、飞船快速着陆腾起

的灰尘等画面效果亮眼。
借助AI技术以充满张力的画

面进行情绪表达的，还有王卯卯导
演的动漫短片《再见兔子》。在王
卯卯看来，“动画是最适合发挥想
象的创作形式，AI的加入带来了更
多表现手法”。

区别于一般AI影片中常见的
审美风格，现实题材短片《喵心归
处》在叙事与画面上都强调了真
实。本片执行导演、AI艺术家陈刘
芳表示，影片中更多保留了人物面
部的自然肌理、猫咪的毛发、自然
的光影等细节。“实拍真实的猫挺
难的，而AI不受限制，我们可以相
对自由地设计镜头。”

陈刘芳认为，这次尝试的意义
在于，可以看到AI不限于做科幻和
玄幻的内容，也能处理其他丰富的
题材。“我觉得未来可能会涌现一
波新的AI创作者，这将带来很多新
的机会，包括行业机会和职业机
会。同时，这也会重塑电视、电影
等领域的生产工作流，从研究到观
望再到探索和落地，这个过程在未
来1到3年内会急剧加快。”

为人文艺术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打开了新的想象空间

人工智能产品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至各行各业

用AI“拍”电影，打造视听新体验

新华社电 2024年初，文生视频模型 Sora问世。短短一年内，随着技术的迭代
和突破，AIGC技术在影视文娱领域的落地应用十分迅猛。

去年，国产视觉生成大模型“可灵AI”联合 9位知名导演共同创作了 9部AIGC
电影短片，并被中国电影博物馆收藏，在年末掀起了一波话题。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4）》显示，我
国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用户规模已达2.3亿人，并且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至
各行各业。

AI为电影叙事
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语言

去年 9月至今，多款国产视频生
成大模型加速迭代，阿里的通义万
相、快手的可灵 AI1.5、腾讯的混元
等，均向公众开放使用。文生视频和
图生视频的可控性、稳定性、一致性
等不断优化，风格、审美和创意能力
亦在提升。

以“可灵AI”与导演共创的 9部
AIGC影片为例，在初步策划与概念
孵化阶段，就要开展技术可行性分
析、验证与测试。然后依据创意编制
分镜头脚本，需明确每一帧的视觉元
素、构图布局、色调风格及影调处理，
并用AI生成高质量图片素材。

据业内人士介绍，最关键的一步
是在 AI 图像基础上生成视频片段。
这个过程需要紧密围绕人物形象打
磨、对口型等细节进行精细调整，确
保视频内容的流畅与稳定。所有视
频素材“拍”完后，再进入剪辑与后
期制作阶段。

这一过程中，AI替代了传统影视
制作的拍摄、置景等环节，能低成本、
快速完成某些镜头。传统的线性工
作流也变成了非线性工作流，有一些
工作可能需要前置，比如配音。

导演王子川介绍，他和AIGC创
作者、剪辑师等，以精简的团队配置
完成了电影短片《雏菊》。该片通过
重复蒙太奇，以及高速剪辑的特效镜
头等呈现了一个科幻故事。“AI可以
尽可能地模拟出你想要的每一个动
态和整体的叙事节奏，包括所有的冲
突、画面内部的调度，都可以完成。”

在王子川看来，技术不仅仅是工
具，也拓展了叙事艺术的新维度，为
电影叙事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语言，

“AI可以把创作者的想象快速变成可
视化内容呈现出来”。

奇幻短片《百鬼勿扰》设计了一
些颇有挑战性的“钟馗斩妖”打斗场
景。AI内容社区“故事接龙”发起人
宋东桓参与了幕后制作，他介绍：“我
们设想打斗镜头是完全随机的，因为
这是AI的特性。但做的时候，镜头里
的每一个动作分析是完全按照分镜
来的，完全精确可控，确实是一个小
惊喜。”

电影《独行月球》导演张吃鱼说，
传统电影生产流程中，有些镜头虽然
也能实现，但要么耗资巨大进行置
景，要么通过绿幕后期重新制作。而
AI仅靠一个指令就能生成的画面，准
确性有些超乎他的想象。

记者注意到，或许是为了磨合
适应AI技术现阶段的特性，AI制作
的短片在叙事层面多多少少做出了
妥协。导演俞白眉坦陈，现阶段的
AI 创作只能称为“涂鸦”，虽然还不
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品，但这个探索
的过程弥足珍贵。

中国电影博物馆副馆长刘军认
为，从语言大模型到视觉生成大模型
技术的不断突破，不仅可以有效降低
视频内容制作成本、提升生产效率，
更有望发展出成规模的、影视工业级
的生产工具，推动人文艺术与AIGC
技术共同参与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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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AI“共创”一个全新的
影视创作时代正奔涌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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