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近日，中央企业工业文化遗产（矿业行业）名录发

布活动在京举行，中铝沈阳铝镁院新中国铝工业技术发展图

纸档案入选。这是该院开展“文化浸润”工作，加强文化遗产

保护利用的又一成果。

据了解，沈阳铝镁院是新中国第一家国有设计企业，创造

了新中国铝工业 10余项“第一”，开辟了我国铝镁工业科技自

主的道路，是行业技术人才的“摇篮”。近年来，该院认真落实

“文化浸润”工程，做到在保护中利用、在传承中创新，对新中

国铝工业发展图纸档案遗产保护工作进行了系统谋划和整体

规划，深入挖掘图纸档案遗产价值，从资料整理、规范管护、协

同开发等多维度，对图纸档案遗产保护传承进行全过程管理，

建立起图纸档案遗产保护定期例会机制，协调内外资源，形成

保护利用合力，从价值性、系统性、稀有性等多维度考量，确保

图纸档案遗产的文化内涵、历史价值。

截至目前，新中国铝工业发展图纸档案收录了新中国氧

化铝、电解铝等众多新中国“第一厂”设计建设资料，铝、镁、

硅、钛、炭素等有色行业技术迭代档案资料 25 万卷、60 余万

册，完整翔实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铝工业技术从无到

有、从引进到自主、从追赶到超越的历程。 （王晶）

本报记者 张世光

本报通讯员 支京阳 肖瑶

绿幕摄影棚内，一个神似铁人王进喜的

人挥舞手臂，演示着石油钻探工作，仿佛就是

铁人本人穿越时空而来，这就是“数字铁人”

生成素材的拍摄现场。

在无限接近铁人真实形象的设计背后，是

工作室一路的艰辛探索，更是没有条件，创造

条件也要上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再现。

从零开始，铁人重塑

“重塑铁人”的过程充满挑战。

“打造‘数字人’首先需要有面部超过 10

分钟以上的视频，才能充分捕捉人物的动作

和面部表情。”AI 工作室成员焦蕾说道。由

于年代久远，铁人的影像资料的数量极为稀

少，且影像时长、清晰度都不达标，“我们现有

的影视资料没有正面超过 30秒的画面，而且

画质连最基本的标清都达不到。”团队现有的

素材完全无法实现制作数字人所需的面部数

据的要求。

他们与各个做过数字人的机构与单位交

流，寻求新的解决方案，但“数字铁人”面临的

难题与其他数字人案例都不相同。“比如‘数

字屈原’这个全虚拟的人物，没有具体的形

象，所以可创造发挥的空间很大；而‘数字钱

学森’的时间跨度相对小一点，而且有一定的

影视资料基础，可以做出来。”焦蕾说。

团队面临的“数字铁人”难题介于两者

之间。一方面，历史中留存了铁人的人物形

象，公众对于铁人形象有一定的认知，可自

主发挥的空间过小；另一方面，现存的影视

资料不多，不足以生成铁人的数字形象。万

般无奈的情况之下，团队最终决定根据生成

数字人的基础要素，即人物的正面动态视

频，“无中生有”——采用演员演绎的方式提

供生成素材。

为了保证形象的相似度，他们邀请到了曾

在铁人诞辰百年活动中饰演过铁人的国家话

剧院一级演员张志忠来参与数字铁人的制作。

还原细节，精益求精

团队虽然找到了“再塑铁人”的方法，但

是如何让呈现的“数字铁人”最大程度复原铁

人形象，远比想象中复杂。

虽然张志忠形象与铁人相近，但在体

型、面部特征方面仍有着较大的差距。比

如，“数字铁人”需要还原 40岁左右的铁人形

象，但演员的年龄已近 70 岁，面部不可避免

地存在细微差异，这也是团队成员之前没有

想到的问题。“我们只在台上看过张志忠老

师表演，没近距离接触过，到了拍摄现场才

发现有这个问题。”焦蕾回忆道。虽然演员

在形象上已经十分接近了，但是团队有着更

加严格的要求。为了缩小差距，团队还决定

通过后期的影视制作对铁人形象进行处理，

通过修改面部特征来使最终的呈现更加接

近铁人。

在修改面部特征的过程中，最困难的部

分当属“遮罩处理”。“遮罩”的原理近似于在原

有的人物形象上增加一层“面具”，通过调节

这层“面具”更改面部的皱纹、表情等细节。

团队需要对“数字铁人”中出现的5000多帧的

画面逐一进行精细的调整，才能确保“数字铁

人”的形象完整、完美。在这个过程中，他们

同样遇到了诸多困难，如面部涂层过于明显、

接缝处过于清晰、不自然等问题，只能通过一

次次地修改，一点点地模糊处理，甚至人为的

“造旧”一个视频来完善不自然的地方。

不仅如此，团队又特意邀请了大庆油田

以画铁人闻名的画家王顺伟进行指导。王顺

伟生在油田，长在油田，多项作品入选各大展

览。他发现了更加细微的不同：铁人的眉间

距要更宽一些、鼻头要比正常人大一些。这

些细节甚至精细到 0.2毫米。然而，调整这些

细节意味着已经完成的面部“遮罩”需要全部

重新制作，近乎从头再来。但团队成员仍坚

定选择了重做。“虽然工作量比较大，但是相

比第一遍，这次的制作更加得心应手，效果较

第一遍也有很大提升。”焦蕾说。

“很像，很逼真。”铁人王进喜的家人们在

看到这个 AI数字形象后非常感动。

接续创新，精神永传

经过无数次细节的调整和创新工作室成

员的不懈努力，“数字铁人”的成品终于在铁

人王进喜101周年诞辰之际呈现在众人眼前。

“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 AI技术融入铁人

精神的宣讲之中了。”苏爱华是大庆油田铁人

纪念馆的馆长，据她介绍，特别是在面向中小

学生的宣讲活动里，铁人爷爷“亲自”讲解的

视频是孩子们特别愿意看的。

此外，苏爱华还告诉记者，未来，铁人纪

念馆的展陈还要跟 AI铁人进一步融合，从而

让参观者在身临其境中感受大庆精神（铁人

精神）。

“不要小看这种沉浸式感受带来的感

动。”苏爱华透露，今年 7 月 1 日，他们利用一

段修复后的铁人声音组织了一次特殊的党

课。通过“原音重现+历史讲解”的方式在大

庆油田川渝项目部给远在他乡的大庆油田

职工送去了一堂鲜活的党课。当铁人的声

音出现在现场的时候，有的职工现场掉下了

眼泪。

在成功打造出“数字铁人”后，团队并没

有止步于此，他们表示，已经有了“数字铁人”

2.0版本的设想。吸取了上一次的经验教训，

他们打算从素材拍摄之初就着手进行面部还

原，针对面部细节不匹配等问题，通过影视特

效化妆进行处理，如此一来便能使后期制作

时拥有更大的可修改的空间，让“数字铁人”

的形象更加生动逼真。他们还设想引入更加

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通过语言大模型的训

练能使“数字铁人”具备与人进行对话和交流

的能力。

除了对形象的优化和创新外，团队还计

划将“数字铁人”应用于更广泛的领域。他们

希望将这一形象融入油田的文化建设和宣传

教育中，让更多的人了解铁人的事迹和精神，

在新时代继续传承铁人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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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阅 读 提 示
在大庆油田，铁人王进喜的名字早已深深烙印在每一位石油工人的心中。作为中国

共产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不仅是大庆油田的宝贵财富，更是

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为了将这一精神代代相传，大庆油田在宣传方式上不断创新。

在铁人王进喜101周年诞辰之际，大庆油田文化集团AI技术创新应用工作室（下称“AI工作

室”）使用先进的AI技术，将演员的表演进行数字化处理，成功打造“数字铁人”，对铁人形象

实现了高度还原。

刘颖余

上周，我选择了一家拥有激光巨幕的影

院，观看《风流一代》，也想以此表达对于贾

樟柯导演的敬重。

因为映后有主创见面会，观众比想象的

多一些。见面会上，观众提问踊跃，专业范

十足，贾樟柯、赵涛伉俪，一派谦卑，诚诚恳

恳，回答得体，且屡屡发人深思。

文艺片名导名演员和文艺青年如此惺

惺相惜、温情脉脉的画面，在北京今年最冷

的冬日里，尽显暖意。

必须承认，我喜欢也珍惜这样的美好画

面，但仅从个人观感而言，我却很难掩饰自

己对于影片的失望。

《风流一代》讲述了女主人公巧巧从千

禧年代开始，跨越 21 年直到当下的情感历

程。这样的立意毫无问题，看似还非常迷

人，但从呈现效果看，女性的成长、男女主人

公的爱情，与影片的核心内容似乎有些割裂

了。影片三分之二的内容，是贾樟柯旧时拍

电影时留下的数字影像，这些在剪辑室里完

成的画面，和那些带有时代印记的音乐，共

同组成了电影叙事的一部分。这部分内容

粗粝、真实，也非常动人，有冲击力，但对于

普通观众而言，的确显得过于杂乱和随意，

逻辑性欠奉，除非你是贾樟柯电影骨灰级的

影迷。

以纪实性、背景性为主的叙事方式，显

然削弱了影片叙事性更强的最后三分之一

部分的内容，这恰恰也是贾樟柯最想表达

的：在时代的洪流中，人如何一直坚持往下

走，不被潮流冲走（影片英文名为 Caught

by the tides，意为被浪潮卷走）。以巧巧寻

找爱人为主线的剧情单薄、牵强，充满各种

槽点，无法引起观众共情，而主体内容又过

于喧宾夺主，观众不买账、选择用脚投票，也

就不足为怪。

据统计，《风流一代》豆瓣评分仅为 6.2

分，电影上映 5 天，票房 392 万元，预测总票

房 568 万元。日票房更是低至 35 万元，让

人唏嘘不已。

而网络上，则充斥着各种调侃和恶搞，

有人说这是金曲串烧，有人说这是赵涛版

MV，有人说，“22年的边角料拼成了一部新

片”。有人调侃混剪，“这哪是电影里加混

剪，是混剪里加电影啊”；赵涛被反复推回

车里 11次的镜头，则被网友戏称为“鬼畜镜

头”，“这都不是《涛声依旧》了，这是《涛涛

不绝》”……

无须怀疑贾樟柯对于电影的深情，就

像他自己说的，真情实感一直是他的护身

符 。 他 也 有 理 由 认 为 ，自 己 在 拍 这 部 片

时，“找到了自由”，《风流一代》是他最想

达到、最想靠近的一种电影形态。但当影

片无法引起公众共鸣时，所有这些都将止

于个人表达。

贾樟柯形容自己拍电影，是“咬紧牙关

站立着，拍自己想拍的电影”。这样的姿态，

非常让人尊敬，但电影终究是要给观众看

的，而主要不是靠电影人（包括影评人）言说

的。没有观众捧场，再好的电影也都会差点

意思。

贾樟柯已经有足够的资格自恋和“寻找

自由”，但他依然无法漠视掏钱消费的电影

观众。当那天见面会上，主持人带领粉丝齐

喊：“《风流一代》，票房大卖”，当影片以数字

22 作为营销——影片历经 22 年制作完成，

11 月 22 日全国公映，将以限时上映 22 天的

方式，“共同深情告别我们一同走过的 22年

时光”，这就注定了，该片从一问世开始，就

不是用来自娱自乐的。

所以，贾樟柯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是，

咬紧牙关拍自己想拍的电影，然后呢？对于

导演来说，贾樟柯依然年轻，我们期待他在

未来，少说些话，少写些文章（虽然他的文字

是那么好），多拍些足以传世的好电影。

电影人，用电影说话，没有比这更酷更

公平的事了。

视 线视 线G

艺 评艺 评G

咬紧牙关拍自己想拍的电影，然后呢？

本报讯（记者苏墨 实习生荆昭延）12月 3日是第 33个国

际残疾人日。为不断满足残疾人精神文化需求、推动残疾人

文化事业产业发展，日前，国家广电总局联合民政部、中国残

联组织召开残疾人广电视听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暨“光明影院”

推进会。

近年来，广电视听行业积极会同民政、残联等部门，组织

实施了一系列项目和活动，在无障碍视听内容供给、智慧广电

扶残助残应用、残疾人广电视听权益保障等方面取得阶段性

成果。中国视听大数据统计，2024 年以来，全国卫视频道播

出扶残助残类节目超 5000期，全国广播电视机构残疾人相关

公益节目观看总触达户次达 103亿次。

在国家广电总局和中国残联大力支持下，中国广电联合

中国传媒大学集中攻关，研发上线“光明影院”公益点播专区，

为全国视障残疾人免费提供居家无障碍电影服务。专区通过

在影片对白和音响间隙插入对画面的声音讲述，让视障观众

“看懂”电影。从影片无障碍化制作、页面操作逻辑和方式、内

容编排和推荐等各方面入手，专区旨在优化视障用户体验，有

效满足了视障人群特殊的视听文化需求，有力推动了残疾人

广电视听公共文化服务建设。

目前“光明影院”专区已在 32 家省（区市）广电网络公司

上线提供服务，累计上线无障碍影片 210部，影片点播次数超

过 10 万次，覆盖注册视力残疾人近 450 万人。有网友在评论

区留言：“‘光明影院’为我的视障儿子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构建了一条通往心灵的‘文化盲道’。”

2024年广电行业扶残助残成果显著

卫视相关公益节目触达用户103亿次

大庆油田“重塑铁人”的过程充满挑战——

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打造“AI铁人”

12月 4日，观众在中国国家博物
馆参观“俄宴风华——克里姆林宫博
物馆藏饮食文物精品展。

展览共展出 138 件（套）文物珍
品，从“食材烹具”“饮食传统”“饮食艺
术”三方面，系统生动地展示俄罗斯饮
食文化风貌，见证俄罗斯各个时代的
风俗习惯和历史变革。饮食作为文化
交流融合的重要途径，能够引发观众
的共鸣。展览突出饮食的日常性、普
遍性，引领观众来一场“俄罗斯饮食文
化之旅”。

本报记者 王伟伟 摄

校园心理剧大赛举办
近日，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举办“心海共鸣 青春同行”第

十届校园心理剧大赛决赛。比赛以心理剧的形式，聚焦当代
大学生在学习、生活、情感等方面遇到的挑战，通过舞台呈现
出问题的产生、发展和解决过程，给观众以启示，助推大学生
们提升心理素养，传递青春正能量。

本报特约记者 朱润胜 本报通讯员 曹建雄 摄

168件秘鲁国宝在云南亮相
本报讯（记者赵黎浩）近日，由云南省博物馆联合秘鲁 14

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再见印加——秘鲁安第斯文明特展”在

昆明开展，特展精选 168件(组)文物，涵盖骨器、金属、石器、陶

器、木器、纺织品、绘画和木乃伊等。

本次展览向公众介绍安第斯地区自查文文化到印加帝国

近 3000年的文明与历史，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古代安第斯人和

印加人在没有发明文字、铁器、轮式车辆的情况下，是如何在

悬崖峭壁上建造城市、在延绵山脉中培育粮食、在纹饰图腾与

精细工艺中寄托自己的世界观与精神信仰。

在特展上，一具木乃伊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的注意。云

南省博物馆展览部陈霁宁介绍，除了埃及外，印加也有木乃

伊，不管是国王还是贵族、家族首领都有可能被制成木乃伊，

每年太阳节上还会把家族的木乃伊拿来继续供奉。

记者看到，木乃伊呈一个蜷缩的姿势，旁边包了 16 个捕

鸟网。“考古学家认为他生前可能是一位年轻的捕鸟者。”陈霁

宁告诉记者，该具木乃伊发掘后经过 X光检测，判断他为一名

大概 19岁的男性。

“近 3000 年的文明与历史一次性在秘鲁安第斯文明特

展出现，并且器物在每个时期每个文化都非常具有代表性，

涵盖了安第斯整个区域的不同的文化和特征，属实难得。”陈

霁宁说。

据悉，围绕此次展览还专门搭建了秘鲁文化主题文创区，

集合配饰、摆件、日用品等多种类型的文创产品，让观众在参

观之余，也能把文化带回家。本次展览是“秘鲁安第斯文明特

展”在中国的收官一站，展览将展至 2025年 3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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