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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薪传遗

史桂艳 以泥土为古老文化塑新形

本报记者 徐雪霏

天美师生讲述央广总台首部“AI+真人”微短剧诞生幕后

创作这样赋能微短剧生产
本报记者 郭晓莹

追踪热点

从空间场景到表情细节

丰富AI生成视频的枝丫

在微短剧《爱永无终止》中，男主人公宝华人
过中年，是一位优秀的企业工程师，在去给老母亲
庆祝钻石婚纪念日的途中为了救助他人不幸去
世，宝华的儿子阿健和妻子桂英担心老人家承受
不了如此巨大的打击，通过人工智能手段制作数
字人视频抚慰亲人心灵，展现了一家三代亲情的
坚韧和爱的无尽力量的故事。该剧由实力派演
员苇青、陶慧敏、曹力、陈冠甯倾情加盟演出。

天津美术学院刘姝铭教授带领学生团队，
在该剧中承担了一部分创作任务，包括利用
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生成分镜脚本、
空间场景、真人合影、虚拟道具、主客观空镜、
片名logo等。团队使用AIGC技术生成出意外
去世的父亲的影像，借助科技弥补逝去的亲
情，让爱在虚拟世界里永续，为该剧增添了浓
厚的科技属性和人文内涵。
“创作伊始，我们先根据故事情节确定影片

的视觉基调，故事发生在初春，那么，我们考虑到
北方的这个季节整体的色调偏清冷，而南方此
时的环境色调更温暖一些，我们把故事的环境
设定为中国南方的某城市，随后开始收集与之
相匹配的视觉参考图，最后与导演沟通确定下
来整个短片的视觉调性。同时，这些图片也为
后续的AIGC生成提供了基础视觉依据。”刘姝
铭教授介绍，“利用AIGC生成空间场景，主要是
匹配剧情中人物的故事线发展，根据剧情中人
物的身份、年龄、职业、生活方式等生成相应的室
内外场景和房间的家具物件陈设，包括家中客
厅、厨房、卧室和医院走廊、病房，航拍的城市空
间日夜景等，起到推动剧情发展，增加视觉表现
力的作用。比如奶奶家的场景，我们经过反复
生成、调试确定为南方小城的老房子，装修简朴，

屋里会有一些老物件，符合老年人的生活场
景。为后续的演员表演提供光线、构图、景别、道
具、运镜等预演依托。”
为了满足拍摄和演员表演分镜与景别切换

的需求，刘姝铭教授带领团队基于选定场景的
正视图，在保持场景一致性的基础上进行不同
景别、不同角度与不同时间的其他分镜场景的
生成。实现了同一个场景的多景别背景套系生
成。现阶段的AIGC细节处理能力一般，为了追
求细节一致性，同学们协同多个图像处理软件
深加工，以达到精益求精的细节效果。

在创作过程中，需要为剧中的奶奶这个关
键角色生成不同年龄段的照片，有年轻时的黑
白照，还有在剧中为了庆祝奶奶的钻石婚，使用
AI还原的奶奶年轻时的婚纱照。现实问题在于
演员的年龄是不可逆的，传统剧组拍摄中都会
请长相相近的不同年龄的演员，来饰演同一角
色的不同人生阶段，但在AIGC技术的辅助下，
团队经过多次尝试和调整，最终只采用了演员
的一张写真照，就生成了不同年代和年龄的照
片。包括仅利用剧中男主人公宝华扮演者的肖
像照和网络上的非洲工作照，生成出了宝华与
非洲工人同框的工作照片。

AI辅助创作深入影视全流程

极大提高拍摄工作的容错度

刘姝铭教授曾连续多年在央视多部纪录
片中参与虚拟影像的创意工作。然而，带领学
生参与央视的节目制作，这还是第一次。今年
四月初，胡朝晖导演在筹备央视总台首部“AI+
真人”的剧情式微短剧《爱永无终止》之际，恰
好了解到刘姝铭带领学生们进行有关AIGC的
教学实践，于是经过深入沟通后，双方最终达
成了此次合作。刘姝铭教授介绍：“这个项目
的工作流程不同于其他剧组，几乎没有可供参
考的先例，其实验与探索价值不言而喻。天津
美院青年学生具备较高的美术修养和创新能
力，尤其是勇于尝试挑战的综合学习能力极强，
这也是央视和导演组看中的，加之我与他们在
多年合作中建立起来的专业度和默契度，多种
机缘之下就促成了这次合作，我带领四位学生
参与这个非常有挑战性的央视项目。”

在此次制作中，刘姝铭教授与学生团队面
临了四点挑战。

第一点在于如何把AIGC生成的虚拟影像
应用到实拍的影视剧中，如何将两者有机地结
合起来。对团队来说，乃至于对整个影视行业
来说，AIGC技术与真人实拍相结合的方式在
国内尚属空白，央视更是首次探索，因此可以
供团队参考的资料、实操经验相对欠缺。如何
使AIGC技术更好地介入影视行业的工作流程
并进行融合与创新，团队面临着在过程中摸
索、修正，甚至试错的挑战。

该团队面临的第二点挑战是，区别于传统
拍摄的工作流程，以往摄像会有较大的创作发
挥空间，现在摄像要高度配合AI生成场景的角
度、景别、透视关系，以保证后期剪辑的流畅
度。因此该团队需要逐渐摸索出与剧组各个
工种高度嵌套式配合的工作模式。

第三点是如何将AIGC生成的虚拟场景与
真人实拍的镜头无缝结合，并且生成的场景要
足够自然，符合人物本身的角色定位与整个剧
本的背景设定。这就需要团队在实际生成场景
之前，将不同的人物特征加以总结归纳，设计出
不同人物出现场景的独特元素与特点。有了场
景的设计方向之后，学生们通过不断调整AIGC
生成的参数，最终实现了人物实拍镜头和AIGC
生成镜头拥有较高匹配度的完美呈现。

第四点挑战就是创作时间非常紧迫，从进
组开始软硬件准备，到与摄像、灯光、服装、道
具、化妆全流程配合，直到后期剪辑，只有十天
的时间。
刘姝铭表示：“通过同学们夜以继日的讨论

与实践，我们最终摸索出了一套完善的工作流
程，同时也引入了多种软件协作的方式，解决
单一AIGC技术在图像细节和画面一致性方面
的缺陷。这套完善的工作流程在同学们的合
理分工与配合的过程中，也大大提高了项目的
制作效率，按时完成了制作任务。”

这项艺术实践在AI生成艺术方面积累了
宝贵的实践经验，刘姝铭教授表示，“我们的工
作，概括来说是探索在影视拍摄过程中全流程
的AI辅助创作；积累了AIGC技术在艺术表达
之外的行业实践经验；探索了AIGC技术与实拍
相结合的多种可能性和工作流程；颠覆了传统
置景需要大量道具和空间的现实局限性，在
AIGC技术的助力下，任何场景都可以更加高效
地进行产出和更换，在拍摄过程中也能够实时
看到最终的合成效果，极大提高了拍摄工作的
容错度。”
“团队在AIGC的艺术性和情感表达方面进

行了积极探索，遵循更加细腻地呼应主人公心境
的原则，充分发挥AIGC技术天马行空的表现力
和创造力，创作了多个主观空镜，通过添加符合角
色情绪和心情的背景或主观空镜，强化主人公心

绪的渲染。”
例如，在表现奶奶等待儿子到来的喜悦心情

时，为进一步烘托温暖恬静的气氛，通过AIGC技
术，制作组在奶奶的床头生成了一只小猫并与奶
奶互动，既符合人物的环境设定，又增加了镜头
的灵动性。为了烘托阿建痛失父亲的悲伤心情，
最终画面形成雨夜场景，雨夜的树影映在阿健的
窗前，既增加了窗的寂寥意境，又烘托了阿健的
形单影只，使观众与角色产生共鸣。而在奶奶渐
渐释然了儿子去世的消息后，这时用窗外怒放的
杏花寓意希望。
“通过这些探索，我们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实

践经验，如何优化AI生成参数、如何处理生成结
果中的细节问题、如何与实拍素材进行融合等，
这次实践经历也为我们未来的创作和研究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刘姝铭教授说。

打破传统创作局限

创造新的视觉效果

天津美院实验艺术学院的科技艺术专业在
为学生提供专业知识的同时，鼓励并践行将最新
的科技手段与艺术创作理念有机结合，探索科技
艺术更为多元的应用场域。在此次参与央视的
制作实践中，更是取得了多方面的创新与超越。
“此次实践项目中，我们将AIGC技术与传统

的影视制作相结合，以后期前置的方式，打破了
传统创作的局限，创造了新的视觉效果。在
AIGC技术的应用上，我们进行了多次优化和创
新，尝试使用不同的软件技术，如图生图、图生视
频、文生视频、针对性训练LORA模型等手段，使
得生成效果更加逼真和生动。同时，在艺术创作
中，我们更加注重通过AI技术实现独特的艺术表
达，使作品既具备技术优势，又富有艺术美感。”
刘姝铭教授表示。

天津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2021级研究生
刘泽是此次项目的主创成员之一，刘泽同学感
慨道：“作为一名在数字媒体艺术领域持续创作
的艺术实践者，时刻都在体会科技与艺术的关
系，在这次AIGC技术的实践中，我更加深刻地认
识到了这一点：AIGC与影视微短剧的碰撞已经
远远超出‘1+1>2’的效应，甚至是对传统影视行
业的工作流程带来几何倍数的效率提升。我们
只需要以既定的剧本设定进行场景生成，在短短
一到两天的时间内，就可以迭代出数十版方案，
并且生成的图像只需要进行局部细节的微调就
可以投入实际的影视合成工作中。对于此类微
短剧领域资金预算不够充足的情况，AICG技术
也将有着更大的发挥空间，这对我们传统工作流
程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除了对场景成本的优化，AIGC甚至在提升

拍摄技巧与演员表演方面也有着很大的潜力。比
如，在一场夜景实拍的车祸戏中，一位临时到位的
群演老人要表演出被飞驰的汽车撞击前的惊恐表

情，这一特写镜头需要通过演员的面部表情体现出
当时状况的突发性和危机感。然而，在拍摄结束
后，群演老人的表情并没有达到预想的表演感。由
于时间等诸多原因，这段镜头也无法补拍。于是，
团队成员提出了使用AIGC的图生图技术，在原来
画面的基础上进行优化。我们将群演表情的单帧
画面提取出来，通过提示词优化了演员的面部表
情，并且使用了人物一致性的功能尽可能保留演员
原有的面部特征。最后，在几个版本的迭代后，一
个非常生动的惊讶表情的面部特写就完成了。最
终我们再通过图生视频的方式，将这一帧画面导出
为一段特写镜头，完美解决了演员表情不到位的问
题。”刘泽同学对此记忆犹新。

AI技术推动影视行业向智能化转型

科技艺术作品需要坚守情感与温度

如今AI技术与内容创作相结合的方式，打破
了影像创作的传统界限，呈现出一种全新的视觉
风格与叙事方式。目前在影视中使用AI技术是
否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它未来的发展
方向如何？
对此，刘姝铭教授认为，“在本次实践过程中，我

们团队深切感受到AIGC作为一股新的技术力量在
赋能未来影视制作上的实力，它在特效制作、场景生
成、实时预演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而且节约了大
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省去了辗转多地拍摄的
舟车劳顿，同时，也打破了拍摄季节、拍摄场地和设
备的限制，即使在冬天也能生成春天里燕子在枝头
呢喃的场景，实现了最大程度的降本增效。而且，AI
模型具有不间断地从海量数据中学习的能力，这为
影视行业源源不断地提供新的灵感和思路，有助于
创作更具有创新性和市场竞争力的作品。AI技术
在影视行业的应用正推动整个产业向智能化转型。”
“当然，AIGC赋能影视的技术局限性也是显

而易见的，例如AIGC技术的广泛应用可能会对
部分从业人员造成就业压力,导致相关岗位被替
代。另外，其所生成内容的相关版权问题也是亟
待解决的。更为重要的是AI生成的内容可能在
情感表达、创意独特性等方面存在不足。”

刘姝铭教授表示，影视创作自诞生以来历经
一百多年之所以魅力不减，在于它承载了人类的
情感与梦想，它是一门充满人文关怀和美学价值
的艺术形式。AIGC技术虽然能够提升制作效率
和效果，然而假如未来所有的影视创作过程中，演
员都在抠像绿幕环境中进行无真情实感的表演，
观众都带着AIGC虚拟生成的主观预设去观影，
那么，影像还是那个承载无数人梦幻与情感的不
可或缺的精神纽带吗？“因此，我认为科技越发达，
我们越要坚守住科技艺术作品的情感与温度，深
思科技人文，倡导科技向善，充满节制地利用
AIGC技术，在科技的外衣下小心翼翼地保护好
人类亘古弥新的道德与情感，方为科技进步造福
人类的初衷之所在。”

史记泥塑，起源于清代中期，至今已有上百
年的历史，泥塑作品以其生动的造型和鲜艳的
色彩深受大众的喜爱。近日，记者来到位于静
海区独流镇的“国俗泥艺彩塑工作室”，见证了这
一传统手工艺的独特魅力。工作室中，每一件
泥塑作品都是手工制作，每一个细节都经过精
心处理，将传统的工艺技法与现代审美结合，让
这门古老的艺术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第五代传承人史桂艳继承并创新了家族百

年技艺，其创作的十二生肖彩塑和点毛泥塑老
虎，不仅色彩丰富，更加入了独特的毛笔字和祥
纹设计，使得每件作品都具有深厚的文化底
蕴。在她的不懈努力下，史记泥塑的影响力逐
渐扩大，史记泥塑作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得
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和保护。通过开办
展览、设立工作室和开展培训课程等形式，促进
了这一艺术的传承和发展。

泥娃娃里传承着喜怒哀乐

记者：请您向我们介绍一下史记泥塑的传

承过程。

史桂艳：我们是家族传承，我的祖辈史魁
连生活在清朝中晚期，那时老一辈人为了生
活，会在农闲时制作小盆小碗和小泥娃娃等小
型工艺品，走街串巷地售卖，或者到庙会里以
物换物，这种形式很适合那时劳动人民的生活
方式，所以就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了。

我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耳濡目染地接触
泥塑，开始学习制作一些小的工艺品，但慢慢地
我有了自己的想法。我喜欢泥塑，希望能将兴
趣与生活或者生计结合起来。因此，2011年3
月，我成立了自己的“国俗泥艺彩塑工作室”，专
注于市场。一开始我的方向是关注大众喜欢的
题材、颜色和造型，将我个人喜欢的各种元素与
大众的需求相结合，塑造传统的史记泥塑风
格。例如我设计的十二生肖系列，每个中国人
都有自己的生肖，我认为中国人喜欢红红火火
过日子，因此我将红色作为底色，并用各种鲜艳
的色彩来衬托它，从而创作出具有自己风格的
泥塑产品。

制作史记泥塑不仅要熟练掌握泥塑技艺，
色彩的搭配与运用也十分重要，为了让史记泥
塑更具观赏性和艺术性，2017年和2018年，我参
加了由当时文化部和教育部开设的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初级研修班、高级研修班，
并顺利结业。在天津美术学院学习的过程
中，老师们详细地为我们讲解了国内外各
种艺术品，我深刻地感受到泥塑创作应不
拘一格，要形成自己的风格，才能将这门古
老的艺术传承和发展下去。我非常喜欢中国
的传统文化，例如年画、剪纸、书法等各种传统
艺术，因此我将这些元素都融入史记泥塑的创
作中，打造出属于我的原创作品，让史记泥塑
更具有独特性。

记者：2011年刚成立工作室的时候，经营

状况如何？

史桂艳：起初经营得非常艰难，如果让我
再选择一次，我可能不会选择走这条路，因为
太难了，但也许正是因为经历得太多，让我收
获了很多，也成就了现在的我。

刚成立工作室时，我很有信心，也投入了
很多。那时候我一整天都在阳台上打磨模具，
邻居们都奇怪为什么我家里总包饺子，还一直
亮着灯？我花费那么长的时间为的就是打磨
出自己想要的模具，可惜一开始的实验并没有
成功，泥塑作品没有得到市场的认可。那时为
了能够继续把事业做下去，我把自己陪嫁的所
有值钱的东西都卖了，还退了自己10多年的保
险。我想着坚持一个月，再坚持一个月，就这
样一步一步地坚持过来了。

最初成立工作室时，我几乎没有在半夜12
点之前回过家，每天就在工作室里找灵感做产
品，直到最近5年工作室稳定下来了，我才在晚
上10点之前回家。2012年我怀了老二，从怀孕
到生产，我一天都没休息过，每天加班到晚上10

点。直到生产前，
我还在工作室里，
晚上 11 点半把订
单都安排完之后，
凌晨1点我到了医
院。我当时觉得这
都没什么，但现在
想想那时候确实挺
难的。怀孕8个月

的时候，我坐在椅子上做泥塑，椅子突然散了，整
个人躺在地上，那是我唯一一次哭，但我不知道
的是我的母亲那时候经常为了我偷偷流泪，她
很心疼我，觉得我特别不容易。但好在不管多
苦多难，我都坚持下来了，一路走来我不断地出
样品，不断地提高自己，每一步都走得很踏实，虽
然现在做得还不是太好，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对
我自己这么多年来努力的一个认可。

记者：您认为自己通过哪些努力或者想了

哪些办法才让史记泥塑变得越来越好？

史桂艳：我觉得我的方法就是坚持传承和
发展。作为非遗传承人，我们首先要传承祖先
留下的文化精华以及泥塑制作的各种技巧，同
时将自己喜欢的元素融入泥塑的创作中，提高
对市场的敏感度。每个时期，大众的思维不
同，需求自然也不同。我认为史记泥塑不能仅
仅是简单的泥土塑形，更应该是一种文化的传
递和情感的表达。我们的每一件作品都融入
了对生活的观察、对自然的感悟以及对未来的
希冀。人们希望生活顺利、家庭和睦，希望孩
子出人头地。因此我们以一举夺魁、书香门第
和事事如意等为题材创作泥塑，希望能够带给
人们美好祝福。

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我们也希望能够
以泥塑为载体，记录和展示我国优秀丰富的文
化传承。例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

目独流老醋，我们与他们达成了合作，在独流老醋
的高端礼盒内会在两瓶醋中放置一个史记泥塑，不
仅增加了商品的美观性，也增添了一份文化价值。
同时，我们结合独流镇当地的醋文化，通过塑造泥
人展示制醋全过程，使观者对传统工艺有更直观的
了解，增强了文化的互动性和教育性。

此外，我们与云南大理相关单位签订协议，
定做《南诏图传》与《张胜温画梵像》等大型古画
复原场景，由我们历时三年制作而成的大型场景
彩塑作品《五朵金花》被云南大理“张家花园”长
期收藏展出。

在展示传统文化的同时，我们也积极融入现
代元素。例如，将抗疫主题融入作品中，通过《火
神山镇毒妖》等作品表达人们抗击疫情的决心和
勇气，被天津档案馆收藏。

在传承中寻找史记泥塑的当代价值

记者：作为非遗传承人，您对于史记泥塑在

非遗传承方面有什么想法吗？

史桂艳：2019年6月，史记泥塑成功入选为静
海区区级非遗项目名录；2022年，史记泥塑又被
评为市级非遗项目。成为一名非遗传承人后，我
觉得自身的责任更重了，不仅要不断提升个人的
能力，还要让史记泥塑在历史的长河中越走越
远，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喜爱史记泥塑。

近几年，我将一部分精力放在了史记泥塑历
史的追踪和溯源上，逐步建立完成了非遗档案，
目前已搜集了大量与史记泥塑相关的照片、县志
以及口述材料。我们还聘请著名专家、学者对史
记泥塑进行研讨、评论，深入挖掘带有大运河气
息的史记泥塑，为研究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带来
的文学价值、历史价值等。

为了让史记泥塑的传承更加系统，我们还制
定了作品创作规范，总结了标准化作品创作工艺和

制作流程，尝试进行了“互联网+大平台”的宣传和
推广方式。利用现代多媒体手段，如：文字、录音、
录像、数字化等对史记泥塑技艺进行真实、全面、系
统的记录，对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加强保存。
此外，我们还积极参加全国、全市及全区举办

的各种展览，让史记泥塑有更多的展示机会。活
动中，观众们不仅可以欣赏到精美的泥塑作品，还
可以现场观看艺人们制作泥塑的过程，体验这一
传统技艺的魅力，加深公众对这门古老艺术的认
识和喜爱。

记者：对于传承方面，您在进行传承人的挑选

和培养吗？

史桂艳：史记泥塑作为一门民间艺术，想要走
得长远，就必须要传承，目前史记泥塑已经有了第
六代传承人，并且她也在培养自己的徒弟。但在
传承人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传承不仅仅是要培养
徒弟，而是要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泥塑艺术的魅力，
这才是传承和发展的意义。

一方面，每年“国俗泥艺彩塑工作室”会投入
20万元资金作为非遗专项保护，定期对所有员工
进行培训，我会手把手地教厂子里的工人，我认为
只要把工人培养好，把产品和新样品做好，市场自
然而然就会打开。非遗传承不能只谈传承，还要
适应社会，比如我们的生肖系列作品，一周的销量
为300—500个，这就是市场的认可，也是对非遗
传承最好的证明。

此外，我们每年都会开展非遗公益活动，深入
校园，为孩子们讲述泥塑的历史和文化以及制作
工艺，孩子们都很感兴趣，也会制作自己喜欢的泥
塑，在动手中感受非遗的乐趣。我觉得孩子们对
非遗都有一颗好奇的心，只是缺少了解的途径，我
也希望可以用这样的形式让泥塑技艺更好地传承
和发展下去。

记者：您对史记泥塑的未来有什么期望吗？

史桂艳：我认为史记泥塑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发
展，现在工作室的工人越来越多，我们的产品也逐渐
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各项工作也慢慢步入正轨。未
来，我希望史记泥塑不仅仅在中国得到推广和传承，
同时也能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关注和兴趣，通过我
们不断探索和创新，把史记泥塑带到更多的地方，让
世界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作为非遗传承人，我还想在自己能力范围内
为社会做些什么，因此现在我们还招收残疾人和
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让他们能够有自己的一项技
能，从而使生活得到保障。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部采用AI

与真人演出相结合的剧情式微短剧

《爱永无终止》播出后，令人耳目一

新。全剧运用AI技术生成意向场景，

画面唯美细腻，情节跌宕起伏，讲述

了一个家庭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通

过人工智能手段制作数字人视频抚

慰心灵的故事。引人注目的是，天津

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学生团队刘

泽、刘奕伽、章一沁、章凌泽在刘姝铭

教授的带领下，全程参与了该剧AI生

成的创意和制作工作。这项艺术实

践是天津美院科技艺术专业在AI生

成艺术上的行业探索，在此次制作过

程中这个师生团队做出了怎样的探

索？在AI生成艺术方面又积累了哪

些宝贵的实践经验？本报记者对天

津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科技艺术

系刘姝铭教授进行了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