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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导演到AI影像
AIGC 技术就像影视巨轮上

全新的船舵，一边系着影片创作
者的创意，一边系着团队的成本
和效率。AIGC技术逐步向产业
辐射，为鼓励青年影人以技术思
维打破传统影像边界，第二十七
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设立全球A类
电影节首个AIGC竞赛单元，标志
着AI影片正式驶入主流电影体
系的航道。90后导演阿米（本名
杨子强）没想到，当初尝试AI影
片的决定，会让他的作品《金鱼》
荣获最佳视效奖。

一身简洁的黑白穿搭，阿米

站上台领奖，神情平静。然而，
当话题转向 AIGC 时，他便变得
滔滔不绝。“我大学学的是广告
策划专业，通过自学积累了影
视创作的经验，毕业后从事导
演工作。AI让每个人都有机会
成为‘超级个体’，它用相对低
的成本撬动创作，一定程度上
实现‘降本增效’，尤其适合独
立创作。”

《金鱼》既充满奇幻色彩又
不失真实感。橙色的主调营造
出欢快的氛围，与蓝色点缀形成
鲜明对比色。影片讲述女主角
在职场中的一天。谈及如何用
AI表达灵感，阿米说：“AI作为新
的媒介，就像画笔和摄像机，但
重要的是其背后的碳基大脑。
那段时间我非常忙碌，不在最佳
状态，于是在工作间隙，用AI软
件创作了《金鱼》。”在阿米眼里，
AI生成内容的过程，有点像“抽
卡”，充满未知的惊喜，而创作者
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调整画面和
内容，这种灵活性是AI创作的一
大优势。

如何让 AI 影片更有人情
味？阿米笑着点头道：“这是个

很好的问题，我也
在探索中。AI 创
作需要将情绪融

入作品中，通过镜头设计、剪辑、
声音设计等创作技巧来调动观
众的情绪。创作者需要给AI工
具提供明确的指令，包括风格、
角度、景别等，以确保AI生成的
内容符合创作意图。”

采访中，阿米提到了“创作
密度”的概念。在他看来，保持

“创作密度”非常重要，创作者的
情绪状态可以成为创作的源泉，
饱含情绪的作品如果能结合人
与社会的议题，便能引发观众共
鸣。

电影科班的AI实验
当传统影视人在探索AI边

界时，00后“数字原住民”也在这
片领域施展拳脚。00后刘璨闻
穿着薄薄的白色长袖上衣，头发
微卷，在上影节AIGC单元，面对
现场观众的提问，他毫不怯场，
条理清晰地回忆起 AI 制作过
程。他毕业于上海温哥华电影
学院，在一家AI公司从事AI制作
师的工作。

刘璨闻担任AI影像总监和
电影分镜设计的影片《潜入梦
海》荣获最佳创意奖。让人惊

讶的是，这部融合动作场面和
爆炸特效的8分钟短片，仅由4
人团队耗时一周完成。刘璨闻
为记者算了一笔账：“粗算一
下，同样的镜头去海外拍摄至
少要 500 万元。传统影片原本
需要特效的镜头，可以用 AI 呈
现。通过 AI，影片的投入可以
放在人力上，回归到了人的本
身。”

谈及何时接触AI，刘璨闻神
情自信且从容。AI视觉模型刚
兴起时，他还在读高中。初次尝
试用AI生成画作，其量产图像的
高效就震撼了刘璨，这直接促使
他选择了导演专业。

对于刘璨闻所在的年轻团
队而言，AI不是简单的工具，而
是需要不断学习和探索的伙
伴。刘璨闻的队友，也是他的大
学同窗周子博告诉记者，“AI影
片更看重创作者的基本功，比如
审美、分镜和剪辑能力。以《潜
入梦海》主角在大巴车上的动作
戏为例，我们重新调整分镜，用
视觉色彩和音效来烘托动作戏，
降低影片中的‘AI味’，让整体更
显真实自然。”

艺术梦想遇上商业变现
采访当天，刘璨闻刚体验了

最新的AI视觉模型。他感叹，同
样的影片需求，仅隔两月，用更
新后的 AI 生成，质感已天差地
别。AI的确大幅度提高创作效
率，但是刘璨闻和他的同伴依然
要每天了解和熟练掌握AI工具
的最新功能。

传统影视业一条成片脚下，
往往踩着数十条“废片”的阶梯，
而AI则让预设效果快速高效地
跃然于屏幕。阿米看好AI的未
来，不过他坦言 AI 影片还需进
一步发展。“如果AI技术在某些
方面不够成熟，创作者需要通过
别的技能，比如美术风格的选择
来弥补短板。在叙事性内容的
创作上，目前 AI 影片的制作成
本较高且需要更多技术优化。”
他说。

生活交织着“月亮”的理想
与“六便士”的现实。对于创作
者而言，“面包”是绕不开的话
题。如今，品牌方对 AI 影片的
态度已从观望转向认可。多位
受访者透露，IP联名合作、商业
定制片单等变现路径已然显
现。然而，合作方对 AI 技术的
理解差异——例如将其与传统
实拍简单对比——常使创作者
陷入反复沟通的漩涡，带来无形
的压力。

光影实验：拥抱AIGC的年轻人
对于一个包含海

外场景、动作戏和爆
破戏的 8分钟短片，
一支仅 4人的“迷你
团队”能否在一周内、
以 5000 元的成本完
成？在传统影视制作
中，这近乎天方夜
谭。然而，生成式人
工智能（AIGC）技术
的浪潮，正将不可能
变为可能。

在今年上海国际
电影节AIGC单元的
领奖台上，一群充满
锐气的年轻创作者正
用创意和热情拥抱AI
影像的未来。他们中
既有从传统导演转
型、尝试探索AI影片
的90后，也有刚从电
影学院毕业、带着学
院派锋芒的00后。

青年报记者 陈泳均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6月21日和22日两
天，位于闵行的华东师范大学第
二附属中学闵行紫竹分校、附属
初级中学，集聚了来自上海全市
的无人机飞行健将。他们在这里
共赴一场无人机盛会，参加由中
国航空学会、上海市航空学会、上
海航宇科普中心、上海市青少年
活动中心主办的第九届全国青少
年无人机大赛（上海市赛）。

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与
上海结缘已久，2017年的第一届
大赛就在上海举行。作为其预
选赛，上海市青少年无人机大赛
此前已举办八届。据第九届全

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上海市
赛）上海市赛组委会工作人员、
上海航宇科普中心刘乐陶介绍，
此次第九届全国赛的上海市赛
选拔赛，比赛规模再次有了进一
步扩大，赛项数量和参赛人数都
屡创新高。“比如赛项方面，在原
有赛项的基础上，今年又新增了
5个赛项，像是‘魁地奇’无人机
足球赛就是今年新增的。”

据介绍，本届大赛划分为操
控类、编程类、组合类、创意类、
虚拟类五大类比赛，包括个人飞
行赛、空中格斗赛、编程挑战赛、
协同穿越挑战赛、“魁地奇”无人
机足球赛、“雷霆行动”赛、“飞跃
巅峰”赛、动力飞行器创意赛、模

拟飞行紧急迫降挑战赛、应用场
景创意编程赛等24个赛项，吸引
了来自324支代表队的超过2800
名选手参与。最终获得优胜的
选手除了能获得上海市赛的获
奖证书，还有机会得到晋级全国
赛的资格，8月份将代表上海去
重庆参加全国总决赛。

上海市风华初级中学学生
张皓杰和几位同学一起参加了
初中组创意图形编程赛。这一
比赛是运用编程的方式让一架
架无人机升空。“在平常的大型
活动中，大家都可以看到有几
百、几千架无人机升空，我们这
次比赛没有那么多，只要操控12
架无人机完成动态动作就行了，

相当于大型无人机活动的雏
形。”张皓杰告诉记者，虽然只有
12架无人机，但对他们来说依然
没那么简单。“难度在于编程的时
候必须算好每架飞机的时间，因
为在做动态的动作时不算好时间
的话，整体的动作就都会乱掉。”

张皓杰表示，自己和小伙伴
们都很喜欢玩无人机。“无人机
是未来的趋势，随着高科技、人
工智能产业的迅速发展，我们需
要掌握这些技能，有这样一项技
能的话，至少在以后的高科技环
境下能有立足之地。”而来自浦
东华耀初中的万里飘雪则心态
更“轻松”。她参加的是初中组
球形无人机个人障碍挑战赛，

“今天表现一般，但没关系，反正
玩无人机就是我的个人兴趣。”
她告诉记者，虽然最开始把玩无
人机当成是一种消遣，但在练习
跟比赛中，她也感觉到自己的能
力逐渐得到了提升，“尤其是让
自己变得更稳健了。”

主办方表示，无人机技术的
学习实践，可以让青少年在动手
实践中学习科学知识，培养创新
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
无人机编程、操控等实践课程，
青少年能够近距离接触前沿科
技，激发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和热
爱，不仅有助于培养未来的科技
人才，也为青少年成长成才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第九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上海市赛）举行

2800余学子逐梦蓝天创未来

90后导演阿米。
00后AI制作师刘璨闻。

上影节AIGC竞赛单元最佳视效奖影片《金鱼》。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