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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的惭
愧，亦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
南人”的潇洒，更有“人生如逆旅，我亦
是行人”的淡然……他，就是写不尽、说
不完的苏东坡。

3月29日，“灵感中国 数字东坡”新
视听论坛在成都举行。作为第十届中
国网络视听大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论坛
以智能算法为核心的“纵目云”国际传
播智能技术平台正式发布，开启人工智
能技术与国际传播产业深度融合、赋能
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崭新探索。一系
列推动中华文化出海、东坡文化出圈的
跨界签约和项目发布，为经贸文化人才
交流提供了更大的想象空间。

穿越千年
苏东坡苏小妹数字人“空降”

“只要提起苏东坡三个字，中国人
就会露出会心的微笑。”在林语堂所著
的《苏东坡传》中，用诙谐幽默的语言，
高度凝练了苏东坡的多面性。而在与
苏轼相隔近千年的今天，人们借助科技
手段得以跨越时间与苏轼“相遇”。

论坛刚开始，由全国首位超写实数
字人苏东坡带来的光雕秀就吸引了全
场目光，随后，数字人苏小妹的客串主
持，似乎穿越了时空，让到场观众回到
宋朝，邂逅这两位历史名人。

在中国人心中，苏东坡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而在当代，如何以网络视听传
承创新东坡文化？在案例分享环节，众
多来自不同行业的“苏迷”到来，讲述了
他们通过短视频、动画、纪录片等形式
传播东坡文化的故事。其中，凭借东坡
系列短视频出圈的“意公子”吴敏婕，以
线上视频的方式分享了自己心中的苏
轼。“我想我们喜欢苏轼，不仅仅因为他
的神圣、超脱、豁达，他身上还有着我们
都有的，一个非常真实的人的特质。”

苏轼的少年时期是如何度过的？
在原创动画片《少年苏东坡传奇》中，也
许能找到答案。活动现场，功夫动漫股
份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庄丽霞介绍了
如何用动画传播东坡文化，“动画讲述
了苏轼少年时期的一些成长故事，也融
入了‘三苏’的一些经典诗词，更包括眉
山当地的景点。”

同为影视作品，纪录片《苏东坡》创
作方、湖北广播电视台纪录片部导演张
毓雄讲述了自己在青年时期与苏轼结
缘的故事，因为年少对苏轼的兴趣，所

以有了纪录片《苏东坡》的诞生。“苏东
坡的传奇性，有一个张力感。从诗词文
赋到书法绘画艺术、美食美酒等方面，他
是一个‘全才’，这是很了不起的。”

熟悉苏轼的人，都知道他身上的
“吃货”属性，作为一位美食家，他创作
了很多流传千古的美食。论坛现场，四
川国际传播中心内容平台部主任邓翔
沣，以美食为切口在海外传播东坡文化
的故事，其团队所创作的获奖精品视频
《不孤独的美食家》，邀请了一位日本嘉
宾到眉山品尝东坡美食，用独特的视角
展现了独特的美味。

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春节，央视
《中国诗词大会》第五期“先生”开播，现
场迎来了一位神奇的嘉宾——苏东坡先
生。而在29日的活动中，这位苏东坡先
生也来到了现场，他就是数字人苏东坡。

苏东坡数字人制作团队及联合出
品方、谛听视界创始人李帆介绍了其诞
生过程。“我们从中华书局海量的古籍
大数据中挖掘、整理、提炼角色小传、知
识图谱、古人服饰特点，组织专家论证，
再应用超写实3D技术建模，经过数次
迭代，最终才得以诞生。”

组团“出海”
讲述国民偶像的中国美好

一位与之相隔近千年的古人，为何
仍生活在当代人的人生际遇之中呢？
在圆桌论坛环节，《传媒》杂志社社长兼
主编杨驰原，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
会长周裕锴，比较文学博士、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教授宁虹，头部
MCN机构OST传媒内容总监苟明，就
深入探讨了“东坡热”的成因。“苏东坡
不是高高在上的天才，他去过的地方
都留下了苏东坡的印记。他每到一个
地方，就把自己的生命投射其中。”周
裕锴说。

那么，网络视听该怎样赋能中华文
化传播，传递出东坡文化的时代价值
呢？现场，首次亮相的“纵目云”国际传
播智能技术平台和东坡国际传播账号
矩阵，成为关注的焦点。据悉，以智能
算法为核心的“纵目云”，由四川国际传
播中心依托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
技术与传播认知实验室，联合知名高
校、新型科研机构研发。“纵目”二字取

自三星堆文物——青铜纵目面具。未
来将通过跨界合作方式共建技术平台、
共研智能算法，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
行技术赋能、平台赋能、内容赋能。

同日亮相的东坡国际传播账号矩
阵，则以国民偶像为符号，以海外主流
社交及电商平台为舞台。其中，“東坡
曰く/Dongpo’s saying/东坡曰”，以
中日英三语为桥梁，面向海外Z世代创
新讲述苏东坡在文学、书法、绘画、烹
饪、医药、水利等领域的成就；“Ya
Yummy”以川菜为灵感源头，将全世界
的吃货紧紧团结在一起；“It’s Ruby’s
Channel”以“内容+社交+电商”为纽
带，向世界推介东坡背后的四川好物、
中国美好……以中国人的超级偶像为
符号，东坡国际传播账号矩阵将带动大
美四川组团出海，全面展示真实、立体、
全面的中国形象。

跨界启航
把四川国际传播服务平台建强做实

论坛上，一系列聚焦文化交流、经
贸合作、城市营销、人才培养、技术赋能
的签约合作和项目发布引人关注。四
川国际传播中心与G20青年企业家联
盟结为战略合作伙伴，与中意设计交流
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与北京师范大
学签署东坡文化国际传播领域的合作
备忘录。四川国际传播中心积极携手各
方，开发各自资源和核心能力，以内容共
创、品牌共建、活动共办、IP共享等方式，
把四川国际传播服务平台建强做实。

同时，四川国际传播中心宣布与清
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发布“国际
传播启航计划”，双方将聚焦推进高层
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培养，共建教学实
践/专业实践基地。今后将整合优势资
源，构建在研究生培养、关键技术研究、
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的资源共享机制
和合作平台。

此外，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组织开
展、备受网络视听行业关注的“神秘蜀
韵 百部川扬”全球短视频征集大赛也
在现场宣布启动。即日起至7月13日，
面向全球征集优秀原创网络短视频、网
络纪录片、网络动画片、网络综艺节目、
网络剧、网络电影等，安岳石刻、三星
堆、东坡文化等四川本土文化主题都是
重点征集方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雨心刘可欣

实习生王邵佳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雨心 李佳
雨）3月29日，在第十届中国网络视听大
会开幕前夕，“时代光影 百部川扬”网
络视听作品征集传播活动优秀作品发
布盛典在四川传媒学院举行。经过专
业评审评定，最终选出最佳作品11部、优
秀作品33部、提名作品61部、优秀人才
奖10项，优秀组织奖20个。同时，活动
现场宣布2023年“神秘蜀韵 百部川扬”
网络视听作品征集传播活动正式启动。

“时代光影百部川扬”网络视听作品
征集传播活动借“百步穿杨”谐音，寓意在

奋进新时代的火热征程中号召全社会运
用现代化视听手段创作网络视听节目，通
过征集展播百部优质作品向海内外展示
美丽、飞扬、蓬勃、向上的四川形象。

能够看到，在此次获奖的作品中，
以鲜活、多元的四川故事引发无数网友
的情感共鸣。譬如，名为《海拔4000米
的少年足球梦》的作品，讲述了甘孜州
德格县马尼干戈小学，有一群少年坚持
着足球梦，哪怕条件艰苦，却从未想过
放弃的故事。《重装出川》展现“四川造”
重大技术装备服务国家战略的精彩实

践，彰显四川装备制造业助力中国高质
量发展的辉煌成就。还有《来喝一杯成
都本地咖啡》，将镜头对准了成都街头
四位咖啡从业者，讲述他们在成都的创
业和生活故事。

封面新闻在此次征集活动中，凭借
《与大熊猫为邻》获得最佳作品奖。该
片讲述了位于大熊猫国家公园核心区
的四川雅安宝兴县的硗碛藏族乡，这里
不仅是“偶遇大熊猫最多”的村庄之一，
也是一个完整保留了嘉绒藏族历史传
统的村庄。该片以“小切口”讲述村民

和大熊猫之间的故事，进一步展示“熊
猫村”的独特文化，及其在新时代下的
改变，用一个普通村庄的生态样本，展
示生态文明建设在普通民众之间的时
代内涵。此外，封面新闻选送的《剪羊
毛的摄影师》也入选提名作品。

据了解，此次“时代光影 百部川
扬”网络视听作品征集传播活动从2021
年启动，征集到作品4442部，包括网络
纪录片、网络微电影、纪录片、短视频等
多个类别。优秀人才奖涵盖了制片、导
演、编剧、音乐等多个领域。

数字人、纵目云、重磅签约……

这场新视听论坛助力中华文化出海东坡文化出圈

展示蓬勃向上的四川形象

“时代光影百部川扬”优秀作品揭晓

◀数字人苏小妹
客串主持人。

▲数字人苏东坡
亮相“灵感中国 数字
东坡”新视听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