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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马璐）近日，吉林动画学院（简称吉动）在

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科技单元中，受邀加入“全国高

校动漫创新联合体”，并联合承办了 BJIFF（北京国际电影

节）核心论坛——技术论坛暨光影未来电影科技单元启动

仪式，并联合主办了光影未来电影科技单元动画科技论坛。

在技术论坛暨“光影未来”电影科技单元启动仪式上，

围绕“新质生产力引领电影强国之路”主题，专家学者、嘉宾

代表们展开了政策解读、项目发布与产业对话。吉林动画

学院产业项目负责人何振辉作了题为“智能仿生技术：从虚

拟生物到真实拍摄角色的技术跃迁”的项目发布。

他表示，吉林动画学院秉持“学研产一体化”办学特色，

在深化产教融合、强化“技术与艺术”融合创新发展方面的

积极探索。围绕《山海经》神话体系，学校自主研发智能仿

生机械神兽——“兕”，打造“智能仿生工场”，构建影视实体

化创作平台，加大智能仿生机械自主研发力度，实现从虚拟

角色设计到实拍机械的技术跨越，成为推动电影工业升级

的创新引擎，并以此举让富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元素以

科技之形，绽放于世界舞台，彰显文化自信。

在以“AI时代动画产业升级与教育创新”为主题的“光影

未来”电影科技单元动画科技论坛中，行业精英们共探产业

与教育融合新路径。吉林动画学院执行校长刘振华在论坛

上发表了题为“AI赋能高等艺术教育的变革与突破”的主题

演讲，系统阐述学校在AI浪潮下的教育创新实践。他表示，

吉动通过开发动漫游戏大模型、成立未来智能影像学院，推

动教学资源数智化升级，构建“艺术+AI+影视技术”交叉学科

体系。在实践成果展示中，影视项目《山海之战》运用AI实现

剧本快速预览与素材生成，吉动团队更突破AI生成技术瓶

颈，在文本图像识别领域取得显著成效。他提出“深化AI通

识教育”“培育复合型人才”等五大发展方向，为行业人才培

养提供新思路。

此外，吉林吉动禹硕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在现场推介了由吉动师生原创的动画电影《疯狂电脑城》。

这部国内首部以电脑互联网动画形象为主角的动画作品，使

用了先进的3D建模、视觉效果和材质技术，使用PBR标准影

视全流程制作，打造100+角色、300+道具、60+场景，超1亿个

建模面。这部动画作品于去年10月在法国戛纳完成全球首

映，今年3月，入围美国哥伦布国际电影与动画节。目前，影

片计划瞄准国内暑期档合家欢市场重磅上映。

此前，在动画影视单元“在春天 幻动漫”活动中，吉林动

画学院与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24家高

校以及影视科技头部企业，在北京市广电局的指导、组织和

支持下，共同成立了“全国高校动漫创新联合体”，旨在破解

动漫产业人才发展瓶颈，推动动漫影视产业的产学研深度融

合，激发青年创作者的创新活力，为动画产业的创新持续发

展提供人力支持。

从智能仿生机械技术的创新实践到 AI 教育生态的构

建，从标杆动画作品的产教融合探索到行业趋势的前瞻研

判，吉林动画学院在第15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呈现的两场论

坛中，以多元视角展现了“学研产一体化”办学特色的成果

与潜力，彰显了深化产教融合、强化技术与艺术融合创新发

展的办学理念。

聚焦科技前沿 推动深度融合
吉林动画学院亮相北京电影节核心论坛

一部电视剧《人世间》，宛

如时光机，将观众拉回那个充

满烟火气的年代。剧中，“省

委大院”的精彩戏份赚足了眼

球，而其取景地——吉林省南

湖宾馆，也随之走进大众视

野，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

《人世间》剧组多次入驻

吉林省南湖宾馆进行拍摄。

剧中，曲秀贞家的外观取自

四栋，郝省长家则以五栋为

原型。从第12集起，“省委大

院”的情节逐渐丰富，曲、郝

两家的楼体外观，大院门口

人们散步、聊天的场景，都给

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吉林省南湖宾馆为何能

获得《人世间》剧组的青睐，

成为重要取景地？这离不开

它自身的独特魅力。宾馆坐

落于风景旖旎的南湖之滨，

始建于 1958 年，1960 年正式

投入使用，是吉林省国宾馆，

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春

“十大建筑”之一。宾馆占

地面积达 86万平方米，建筑

面积 18 万平方米，享有“都

市森林宾馆”的美誉，更是

国家 AAAAA 级绿色饭店。漫

步园区 ，负氧离子扑面而

来，游客还能邂逅散养的梅

花鹿，以及每年如期迁徙而

来的苍鹭、白鹭等候鸟，宛

如置身于自然的怀抱。难

怪导演组称赞“在这里拍戏

不穿帮”，一位网友更是感

慨：“我曾经住过南湖宾馆，

时常会恍惚自己走进了一个

植被丰富的园林。”

吉林省南湖宾馆不仅是

《人世间》的取景地，更是历

史与文化的承载者。它的建筑风格融合了中国传统园林布

局与西方特色。主楼仿照明代宫阙风格，飞檐微翘，圆柱通

顶，尽显宏伟壮观；6座小栋分别采用中式、法式、德式等风

格，错落有致地分布在东南丛林中，与周边自然和人造景观

相得益彰。2014年，南湖宾馆建筑群被核定公布为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其每一处细节，都诉说着岁月的故事。

从《人世间》的荧幕，到现实中的建筑瑰宝，吉林省南湖

宾馆正以独特的姿态，向人们展示着长春的历史底蕴与文化

魅力，成为这座城市一张闪耀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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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诙谐的叙事、夸张灵动

的肢体语言，搭配鲜活的东北方

言台词……近日，由省作家协会、

省戏剧家协会推荐，三脚猫剧场

出品的原创东北喜剧《凤凰养老

院》在长春工人文化宫“幸福汇·

三脚猫剧场”上演，一场地域文化

与舞台艺术交融的视听盛宴呈现

在观众面前。

艺术创作体量小、制作周期

短、投资压力较小、空间形式灵

活，不同于传统剧场，像三脚猫剧

场这样“小而美”“轻而活”的小剧

场近年来在我省演艺市场上逐渐

走红，正悄然重塑着城市文化空

间，为城市注入新的文化活力。

打造创作新模式
引领小剧场演出新风尚

如果说，大剧场流淌着文化

“动脉”，小剧场则是文化呈现的

“毛细血管”。

自2021年成立以来，三脚猫

剧场就创新采取“作协专业创作+

高校多方戏剧资源力量+精品原

创制作+小投入市场化演出”的运

行模式，将“散落”的文化力量凝

聚起来，以“小体量”撬动大市

场。“三脚猫剧场成员都是各个高

校艺术专业非常优秀的教师和学

生，大家‘召之即来’。”吉林艺术

学院导演系副教授高轶男表示，

这种灵活的创作模式，不仅没有

影响作品质量，反而激发了大家

的创作热情，短短几年间，《画皮》

《猎枪》《不亦说乎》《良宵》《徐娘

梦》等 10余部原创作品陆续推

出，多部作品获奖，均深受观众喜

爱。其中，《猎枪》于2023年荣获

吉林省戏剧节优秀剧目奖，《不亦

说乎》于2024年荣获全国小剧场

戏剧展演“优秀剧目”奖，原创喜

剧《凤凰养老院》首轮10场演出，

每场演出平均近万元票房收入。

此外，全新艺术表现形式、个

性化场景打造和互动式情感体

验，也让小剧场收获了一众忠实

“粉丝”。“剧场面积虽然不大，只

设有120多个座位，但打破了传

统剧场的舞台界限，实现了演员

和观众近距离互动，让观众沉浸

其中，填补了长春市沉浸式小剧

场演出的空白。”高轶男说。

“现代社会资讯传播手段众

多，话剧在这样一个大资讯的AI

时代，提供的信息并不多，然而小

剧场最宝贵之处恰恰在‘少’和

‘真’上，在剧场中，演员真实地面

对观众表演，会因不同场次演出

状态及氛围的差别使每一场演出

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小

剧场沉浸式的观看体验，观众与

舞台的距离被无限拉近，演员的

一颦一笑、每一处细微的情感变

化都能被观众精准捕捉到，这种

情感的冲击力和饱满度会让观众

感觉特别‘过瘾’。同时，这种近

距离的观演体验让艺术不再高高

在上，而是真正走进大众，为城市

文化增添了一抹温暖而独特的亮

色。”省作协主席、吉林艺术学院

教授金仁顺表示。

小剧场演出多点开花
打造文旅消费新引擎

除了三脚猫剧场，长春市的

其他小剧场演出也是多点开花，

各具特色，探索出了属于自己的

小剧场演出发展之路。

走进长影博物馆，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那充满复古气息的建筑和

浓厚的电影氛围。而沉浸式话剧

《消失的母带》则在此基础上，为游

客们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戏剧

冒险。大型沉浸式悬疑话剧《消失

的母带》，以长影洗印车间为背景，

讲述了一段关于电影母带失窃的

悬疑故事。游客们将扮演不同的

角色，跟随剧情的发展，在车间内

穿梭，寻找线索，解开谜团。这种

身临其境的体验方式，让游客们仿

佛置身于电影世界之中，成为故事

的一部分。2023年11月，首演以

来共演出256场，接待游客7500余

人，实现票房收入172万元左右。

在吉林省东北二人转博物馆，

挤坐在东北土炕上，听一口地道的

唱腔；围坐在“火炉”旁，感受关东

的趣味民俗；穿着棉袄，为艺人的

卖力叫好；在茶楼吃点心，畅快地

为喜欢的角儿捧场欢呼，全国首部

二人转主题沉浸式文旅演艺

《戏韵关东》，将二人转的发展

与时代的变迁呈现在观众面

前，让观众在实景实境中沉浸感受

二人转的前世今生和强烈的东北

风情。2024年12月首演以来，演

出20余场，实现收入约12万元。

在长春水文化生态园15号

馆，吉林省首部工业遗址演绎新

空间剧目《南岭1932》近日进行

了 2025 年首演，园内老旧的厂

房，斑驳的墙壁，幽暗的灯光，令

人不知不觉间追忆“南岭水厂”曾

经的过往。《南岭1932》作为吉林

省首部工业遗址演艺新空间剧

目，以南岭净水厂原厂房为基础

空间进行改造，使观众“行进式”

感受故事氛围，在工业遗址的烟

尘里探寻往昔的记忆，与历史直

接对话，达到深度的沉浸体验，近

距离感知文化的温度。

“小而美”的小剧场演出以其

独特的沉浸式体验，为观众提供了

个性化的选择，成为激活文化旅游

消费的新引擎，推动了城市文化空

间的更新与升级。在长春莲花岛

影视休闲文化园，大型沉浸年代剧

《这是长春·1948》，以民国风情为

主题的沉浸式室内实景演艺剧场

有58处主题场景空间，让每一个

不同的表演和这个城池本身重新

建构出一个世界。大型室外实景

剧《抗联抗联》，依据山形地势修建

剧场，在保持原生态特色的基础

上，真实还原了东北抗联作战时的

场景，是我省最具时代印记红色标

识的抗战题材实景剧场，是开展主

题党建团建培训、研学拓展活动的

生动课堂和现场教学场地。

创作更多精品剧目
充分满足观众多元文化需求

作为异军突起的文化新现

象，小剧场就像是市民身边的“文

化传声筒”和“现实放大镜”，它扎

根生活，用故事、表演讲述历史、

反映现实。“剧场不仅是娱乐场，

更应是思想场。”省作协主席、吉

林艺术学院教授金仁顺说，“下一

步，三脚猫剧场将坚持‘东北故事

全国化表达’，继续深耕社会议

题，通过喜剧、主旋律、儿童剧3

条产品线，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原

创内容生态，着力构建东北喜剧

IP，传递社会正能量。”

“红色基因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内核。”省和平大戏院集团有限公

司总裁韦素芳表示，“未来我们将

继续加强与长春城投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的合作，共同出品更

多优质的红色文化产品，通过小剧

场这一贴近群众的艺术形式赓续

红色血脉，让更多人尤其是年轻一

代深入了解革命历史，感受红色文

化的厚重与力量。”

长春小剧场的蓬勃发展，不

仅为演艺行业带来了新的发展路

径，更激发了城市的时尚气息，通

过深入挖掘城市历史文化资源，

打造小剧场文艺精品，为演艺注

入了新的内涵，为城市文化建设

增添了绚丽色彩。市民们纷纷表

示，坐落在城市里的小剧场，不仅

让艺术文化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

活，更让生活场景变得生动立体，

让生活变得更加多姿多彩。

图片说明：
①东北二人转博物馆《戏韵

关东》剧照
②长影博物馆《消失的母带》

剧照
③三脚猫剧场《凤凰养老院》

剧照
④莲花岛《这是长春·1948》

剧照
（本栏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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