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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第一次听到张娅姝这个名字是在哪里？是15岁便拿到第七届“桃李杯”舞蹈

比赛金奖的她；是在《中国好舞蹈》的舞台上舞姿婀娜，并斩获亚军称号的她；还是

在《中美舞林冠军对抗赛》中凭借双人舞《卷珠帘》征服全场，为国争光的她。人们

都说是舞蹈成就了张娅姝，但在记者看来，张娅姝也同样赋予了舞蹈更多的可能性。

2021年，33岁的张娅姝凭借水下舞蹈《红》火遍全网，让人们看到了舞蹈不一样的美；

从去年开始，张娅姝在B站上也陆续发布了很多舞蹈视频，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

网络UP主。但无论是怎样的她，在张娅姝这个名字前面，永远有两个字——舞者。

如今，35岁的她再次启程，带着全新的作品《咏春》来到观众面前，“30岁之前，

我为舞蹈而生；30岁之后，我为自己而舞。无论何时何处，只要我还能跳舞，我就会

一直跳下去，因为我是一名舞者。”

主对话up

张娅姝 不断挑战，为自己而舞
本报记者 徐雪霏

“中国诗词大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就是你们传说中的苏轼，非常高兴能

以这种方式与大家相遇，千年之后，还有

这么多人喜欢我，我还是蛮欣慰的……”

今年1月29日，央视的《2023中国

诗词大会》节目现场，惊现一位跨越时

空的“先生”——“苏东坡数字人”。苏

东坡数字人是中华书局古联公司基于

古籍文献和数字技术研发，在中华书局

成立110年之际，推出的全国首位超写

实数字历史人物。

“苏东坡”与现场的主持人以及百人团

选手进行了实时互动，还以“历史情景再

现”的形式为选手出题。作为北宋第一“美

食家”，他用美食出题，与百人团选手一起

分享了“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

香”的美味；重温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

辞长作岭南人”的境界；描绘了“蒌蒿满地

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的景象；回味了

“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的惬意。这种

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场景，令人

对数字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本报记者 郭晓莹

超写实数字人技术助力历史文化传播

苏东坡“千年归来 重返人间”

追踪热点

挑战极限，打造水下舞蹈

记者：您与水下摄影师斜杠玩家吉叔一

起合作了多部水舞作品，在B站上播出后反

响热烈，给人们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您

是如何接触到水舞的？与您在舞台上的表演

有何不同？

张娅姝：水舞是一个带给我无限惊喜的全
新挑战，因为它能够将我所热爱的两个领域完
美地结合在一起。除了跳舞以外，我的另一个
兴趣爱好就是潜水，当我得知原来在水下也可
以跳舞，并且是那么的美，我想我一定不能放弃
这个尝试的机会。

我第一次尝试水下舞蹈是很多年前了，当
时吉叔找到我，希望可以给我拍一个水下舞蹈
的片段或是照片，可那时的我连游泳都不会，壮
着胆子在水下完成了第一次的拍摄，这段经历
也让我对水舞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时隔三年，
吉叔再次找到我，这次的吉叔不再是一个人，而
是组建了一个专业的水下拍摄团队，而我也已
经学会了自由潜水，我们彼此都相信这一次一
定能创作出一个令人难忘的作品。那是2021
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我们想以这
支水下舞蹈《红》献礼党的生日，向革命先辈致
敬，因此在舞蹈中我设计了很多充满力量的动
作，但与在陆地上跳舞不同，水的阻力是很大
的，很多舞蹈动作到了水中所呈现出来的效果
就大打折扣了，因此我也在不断尝试，希望可以
做到与水共舞。

这支舞蹈的拍摄周期只有72个小时，下潜
400多次，最终完成了水下舞蹈《红》的拍摄。
《红》在网络上的火爆出圈，在我看来是意料之
外，也是情理之中。当初我和吉叔创作《红》只
是在做一件我们想做并且热爱做的事情，这只
水下舞蹈传递了我们渴望表达的情感，并且留
下了一段难忘的经历，至于它能够被多少人喜
欢，带来多少流量，都是我们无法预测的。但和
吉叔的这次合作，也让我看到了一个优秀团队
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我想这也是《红》能够
出圈的原因吧。

记者：可以聊一聊水舞幕后的创作历程吗？

张娅姝：对我来说，每一部水舞作品都是一

次新的突破，创作水舞就像是游戏闯关，而我们
就是在寻找更多的玩法。比如《月影无极》是我
第一次挑战水下双人舞，《鲲》是在水下1∶1还
原了福建土楼，《青女司霜》则是在零下20度的
极限环境下，完成雪中和冰下两支舞蹈。不管
是与人配合，还是与布景配合，亦或是与自然配
合，对我来说都是一次次大胆的尝试和全新的
挑战，我希望可以发掘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如果让我从中选出一段感触最深的经历，
我想可能是《青女司霜》吧。青女是中国古代神
话中的霜雪女神，因此我们将拍摄地点选在了
长白山深处的一个火山湖，湖水冰封形成了一
个天然的雪景舞台，真的很美，但也是真的很
冷，最低气温已经达到了零下20度，而我要挑
战在这样的极限环境下，还原出冰雪女神衣袂
翩跹，与山河共舞的风采。

每天我们天不亮就要出发，驱车来回就要
8个小时，一天的拍摄时长最多不过4个小时，
真的是争分夺秒，一刻也不敢松懈。这是我和
吉叔的第四次合作，他总是有很多大胆的想法

和新奇的创意，让我觉得和他合作是一件很有
意思的事情，但是我怎么也没想到，这次他不仅
让我在雪中跳舞，还要让我跳进冰湖里，完成冰
潜舞蹈。出于对吉叔的信任，我硬着头皮跳进
了湖里，跳进去的那一刻脑袋“嗡”的一下，整个
人都懵了，甚至连怎么从湖里出来的都不知道
了。我们把《青女司霜》称作是一次勇敢者的游
戏，因为我们不仅要挑战环境的极限，还要克服
身体和心理上的恐惧。好在最终所呈现出的效
果令我们所有人都觉得这次的付出是值得的，
也带给我一次十分难忘的经历。

记者：从去年开始，您拥有了一个新的身

份——网络UP主，这个新的身份带给您怎样

全新的体验？

张娅姝：作为一名艺术创作者，我的初心其
实是希望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我的作品，用艺
术来传递我的思想，而网络是我寻找到的一个
新的平台。通过网络，我跟我的观众们有了更
加直接和深刻的交流，从他们的留言中，我可以
接收到他们对舞蹈，对艺术作品的理解和感受，

也让我对艺术创作产生了更多的灵感。对于网络
这个领域，我还处在不断摸索的阶段，但网络也确
实带给我很多意外的惊喜。比如去年我在B站上
发布了一个作品《小娟》，这是我所有舞蹈作品里
拍摄成本最低的一个，整个场景只有一张白布，但
我没有想到这个作品却收获了54万的播放量，大
家都很喜欢这个作品，这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也
让我对网络有了全新的理解。

以舞绎武，感受“咏春”情怀

记者：在2022B站跨年晚会上播出了舞剧《咏

春》的片段，引发全民热议。您是否可以为我们介

绍一下这部舞剧？

张娅姝：在B站上播出的《咏春》片段只是这
部舞剧的一个预热，我希望观众朋友们还是可以
走进剧院去看一下这部舞剧的完整版，因为它所
包含的内容远远不止那十几分钟的片段。这部舞
剧名为《咏春》，但不仅仅是在讲叶问的故事，它还
包括了很多平凡人的梦想，英雄的梦想。

我在剧中饰演了两个角色，一个是电影导演，
一个是八卦掌掌门，这就要求我既要有舞蹈演员舒
展的肢体，又要有武术力道的展现，还要有戏剧演员
的张力，是一次很大的挑战，也拓宽了我舞台表演的
边界和对人物塑造的认知。对于一个舞者来说，无
论我在其他领域收获了怎样意外的惊喜，对我来说，
最幸福的时刻还是走进剧院，站上舞台的那一刻。
能够在这个年纪遇到这样一个好的剧本是非常难得
的，我也很荣幸能够得到韩真、周莉亚两位导演的信
任，让我在剧中出演如此重要的角色。

记者：舞剧《咏春》中有哪些精彩的看点？

张娅姝：我觉得有两大看点。第一个看点是
《咏春》将舞蹈与武术进行了结合，在这部舞剧中
设计了很多非常漂亮的武术桥段，包含了咏春拳、
八卦拳、太极拳、螳螂拳、八极拳五大拳法，每种拳
法都有它独特的风格，我们也请教了很多武术老
师，请他们给我们进行武术方面的专业指导，这对
我们舞蹈演员来说也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另一个看点就是，这部舞剧其实是“戏中戏”，
有两条故事线在叙述，一条线是讲述电影人在拍
摄作品时的艰辛，另一条则是想表达英雄其实也
会遇到和平凡人一样的挫折与困难，而平凡人只
要心中有光，也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做
自己的英雄。

记者：舞剧《咏春》在创作和排练的过程中有

哪些难忘的经历吗？

张娅姝：为了能够潜心打磨《咏春》这个作品，
半年来我推掉了所有外界的工作，将全部精力投
入到这部舞剧中，并且和所有舞蹈演员们一起提
前一年的时间来学习武术。武术虽然与舞蹈有很
多相似的地方，但其实从发力点到气息运用都有
很大的不同，我们也是通过长期的训练才慢慢找
到其中的诀窍。

记者：舞剧《咏春》于今年三月份已正式开启

全国巡演，预计六月份将来到天津，您想对天津的

观众朋友们说些什么吗？

张娅姝：我很开心可以和天津的观众朋友们见
面，我对天津这座城市和在这里演出都充满了期
待。我希望大家可以走进剧院来观看我们这部舞
剧，并且我觉得这是一部值得多刷的舞剧，因为“戏
中戏”的叙事模式，让很多虚虚实实的细节穿插其
中，需要观众朋友们去发现。我们也会用最好的状
态来完成每一场演出，将精彩的舞剧奉献给大家。

研发历经三个阶段
以70多亿字古籍大数据为基础

提到苏东坡数字人是如何登上《2023中国
诗词大会》的现场，中华书局副编审王建介绍，
“苏东坡数字人推出时，恰逢《中国诗词大会》筹
备工作，我们和导演组一拍即合，计划让数字人
苏东坡出现在诗词大会的现场。我们希望参与
录制的观众能够在现场裸眼看到苏东坡，并且
可以和现场的主持人、嘉宾、百人团进行实时互
动交流。现场要出现一个活灵活现、难辨真假
的苏东坡。如果能够实现，这将是业内领先的
元宇宙数字人应用场景的经典案例。”

苏东坡数字人是怎样诞生的呢？王建在此
详细介绍了中华书局苏东坡数字人的整个研发
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任务是提炼角色样稿。“基于中
华书局古联公司70多亿字的古籍大数据资源，
我们为苏东坡数字人研发了人设数据库，并进
行了相关知识图谱的开发工作。首先，我们对
苏东坡所处的历史年代、家世、社会成就和影
响、比较突出的性格特征及成因、个人生活图
谱、性格嗜好、体态等资料进行了挖掘与梳理。
其次，我们搜集整理了苏东坡外貌相关的资料，
包括文字记载、画作、雕像等。我们搜集参考了
近百幅从宋至清的东坡画像，其中有东坡单人
画像，也有西园雅集、赤壁等主题群像中的东
坡，还有不少石刻画像拓片。之后，梳理与苏东
坡相关的场景和配角信息，如东坡生活、工作场
景的建筑，符合历史时代的道具，饮食习惯和特
点，地理环境特点，家人的社会身份、长相等，为
人物的周边刻画打造基础。根据以上这些资
料，我们提炼出苏东坡的角色样稿，基本确定他
的外轮廓、体现他心理性格的主要颜色、不同阶
段的服饰以及习惯性动作等。”

第二阶段任务的关键是3D技术呈现。“首

先，在角色样稿的基础上，由设计师绘制原画立
绘及人物三视图。三视图直接服务于三维模型
的制作。其次是数字化建模，根据策划文件描
述及详细的人物设定，按照原画立绘及人物三
视图文件来制作‘苏东坡数字人’3D数字模
型。这一过程会经历粗模、中模、高模三个阶
段。然后赋予模型毛发系统、材质贴图系统，在
灯光环境的渲染下，就可以生成有颜色有质感
的‘苏东坡’模型。经过这一过程后，‘苏东坡数
字人’的面部就接近真人了，看起来栩栩如生。”

在3D超写实数字人苏东坡基本成型后，中
华书局古联公司还专门邀请了很多专家学者来
审核把关。“我们邀请到北京师范大学康震教
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陈才智教授，著名
文化学者李山教授，文图学专家、央视纪录片
《苏东坡》海外讲述人衣若芬教授，纪录片《苏东
坡》总撰稿祝勇先生等苏东坡研究的知名专家
对该数字人模型进行审核。审核过程中，专家
们就数字人苏东坡的身高、胖瘦、胡须多少、眼
睛形状、神态气质等各个方面均提出了专业的
意见建议，这些意见建议均在后来的研发过程
中被吸收、迭代进了大家今天见到的最新版本
之中。在确定苏东坡形象的同时，对于其服饰
的研究与设计也很重要，如东坡帽是否半透明、
戴帽后是否透出里面的发髻、怎样系腰带等都
是需要认真考究的，为此，我们邀请了‘三星堆
奇幻之旅’的服装顾问、北京服装学院副教授沈
飞老师等专家担任数字人苏东坡的服饰顾问，
为苏东坡设计、把关各个场合的服饰搭配。”

第三阶段的任务则是让苏东坡“复活”。让
“苏东坡数字人”动起来，是苏东坡“复活”的关
键要求。“我们在3D超写实数字人模型的基础
上又进行了骨骼绑定和蒙皮权重，赋予数字人
自然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为了让‘苏东坡
数字人’在表情上流畅自然，更符合古人的神
态，我们制作了200个以上的表情体，并对特殊
表情做了符合人设的特殊处理。在此基础上再
接入动作捕捉系统，这样‘苏东坡数字人’就能

按照动作要求进行活动了。在声音方面，我们
邀请了知名播音主持韩伟老师为其配音，然后
通过面部捕捉等技术，让‘苏东坡数字人’做出
对应的口型、表情等。”

经过这三个阶段的研发过程，终于实现了
“东坡先生”的千年“归来”。

技术支撑加文化打底
有效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在《2023中国诗词大会》，为了让观众得到
最佳的视觉体验，中华书局、技术团队和导演组
进行了多轮的细致讨论，采用最先进的全息技
术，在诗词大会的现场搭建全息空间，通过MR
混合现实技术实现与超写实数字人苏东坡进行
实时交互。“只有一个月的周期，从全息设计到
搭建、脚本的确认、制作、测试、排练等，摆在团
队面前的难题非常多。比如，现场如何呈现真
实演员与苏东坡数字人同时空表演；比如，为追
求历史真实性，苏东坡数字人的服装完全依照
宋代文人的服装制式制作，现场需要动作捕捉
实现3层布料服装、腰带以及胡子毛发的实时
解算……经过全体人员一个月的努力，这些问
题最终都得以完美解决。”

王建感慨，该项目的技术挑战无处不在。
“大家在诗词大会现场看到苏东坡以中年和老
年两个形象出场，为选手们和百人团出题，这就
意味着在一个月内我们要制作两个年龄不同的
数字人。为此，我们又整理了苏东坡老年相貌
特征和生活境况的相关资料，推演出老年苏东
坡的长相。技术团队根据资料，对大量老年人
表情的数据进行了处理，结合古人画像特征，制
作了古代名人面部表情管理插件和老年表情生
成插件，基于中年版苏东坡通过插件生成300
多个老年表情体，并做了更符合苏东坡的针对
性修改。在动画制作上，采用与中年苏东坡相
同的动画骨骼数据进行录制，根据中年的骨相

推演老年的骨骼变化，在不同骨骼节点上按照提
前测试好的预制插件参数，进行一键变化，形成老
年版动画数据，大幅缩短了动画的制作周期。”

中华书局编审俞国林认为，“数字人的设计制
作并非易事，既需要技术支撑，又需要文化打底。
传统文化类数字人的设计制作，本身就是对传统
文化研究、整理、应用、传播的过程。而苏东坡数
字人的设计制作过程，完全是一次对苏东坡主题
古籍文献、艺术作品的整理和研究。由于这种整
理和研究带有强烈的‘目的性’和‘应用性’，所以
能够有效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而非像纯学术研究那样，研究成果大都只能存
在于论文中。”

让大量文化瑰宝重新“复活”
未来将加强对数字人进行人工智能训练

“数字人让大量文化瑰宝重新‘复活’，以科技
手段让传统文化走进生活，焕发青春活力。可是，
数字人建设毕竟刚刚起步，在很多方面还有待完
善。其中，内容生态是制约数字人发展的最大瓶
颈。”王建一语道破了数字人在发展中需要突破的
局限性。“虚拟世界中的人物，即使只是存在于数
字空间中的化身，也需要现实生活内容作支撑，需
要‘故事’来引流。唯有如此，数字人才能既拥有
好看的外表，又拥有丰满的灵魂。”

王建认为，数字人要在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方面有效发挥作用，可以始于颜值，但最
后还是要终于价值，因为人们开发数字人，不是为
了观赏，而是为了使用。2022年被业界称为“数
字人元年”，数字人的相关应用刚刚起步。传统文
化领域是应用数字人比较多的领域，且应用场景
越来越丰富。例如国家博物馆身着汉服的“艾雯
雯”、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的“文夭夭”、新华网的“筱
竹”、浙江卫视的“谷小雨”、敦煌研究院的“伽瑶”
以及“梅兰芳孪生数字人”等等。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方面，苏东坡

数字人对未来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对此，王建
表示，“未来，‘3D超写实数字人苏东坡’将会逐步
参与到数字出版创新、文化普及教育、城市文化宣
传、数字形象代言、数字文旅赋能、数字虚拟演艺、
沉浸场景构建乃至国际传播等全新场景中去。苏
东坡是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者，其丰富精彩的人
生留下了很多故事，用这样一位千古名人的数字
形象来向世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更有助
于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王建介绍，中华书局专门建设了“苏东坡专题
数据库”，并陆续开发了多个维度的“苏东坡主题
知识图谱”。下一步，中华书局将加强对“苏东坡
数字人”的人工智能训练，以为其“赋魂”，从而让
“苏东坡数字人”真正像苏东坡一样去认知、思考、
表达、行动，最终实现苏东坡在数字世界的“复
活”。除此之外，中华书局古联公司还将调研海内
外人们心目中最具影响力的中华文化人物，综合
考虑时代、年龄、外貌、性格、成就等不同维度，选
出最能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先贤，继而开发
一系列历史文化名人数字人，逐步形成“中华文化
数字人”矩阵。同时，以数字人为基础，深入挖掘
历史人物相关故事，在科技加持下进行现代化表
达，逐步搭建起“中华文化元宇宙”。通过对全新
内容与场景的打造，真正地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
字活起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
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
“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数字人技术正以前所未
有的速度渗透进入并重构升级歌舞、影视、戏剧、
文博等多个文化行业。数字人的产生和应用，是
文化与科技相互融合的过程，也是人类不断认识
自我的过程。”俞国林认为，“所谓数字人，是指通
过计算机图形渲染、动作捕捉、深度学习、语音合
成等技术打造的虚拟或仿真人物。我们无法预判
数字人未来会走向何方，但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以
开放包容的心态面对新概念，拥抱新技术，在文化
与科技融合发展的时代进程中，真正实现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