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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影视

数智影视，这个新时代的宠儿，正
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无限的潜力，逐渐成
为视听艺术领域的新星。数智化不仅
是一场技术的革命，更是一次艺术的飞
跃。它以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
为核心，深刻改变了影视创作的生产方
式、传播路径和审美体验，为影视艺术
的发展开辟了全新的可能。

数智影视是什么？为什么要提出
和强调“数智影视”？我们知道，当下社
会发展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人类已
经进入了一个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区块链、5G、元宇宙等为代表的新
技术不断涌现，各种新媒体、新业态、新
模式层出不穷、日新月异的数智化时
代。数智化时代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
数字经济、数字技术和我们的生活、工
作、学习，和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已经
深度融合，当然也包括和影视艺术深度
融合。

数智化正在改变我们传统的影视
工业体系、影视制作流程、影视传播方
式，也在改变我们传统的影视美学和影
视文化。换句话说，数智化正在深刻改
变着影视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和接受
方式，当然也在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方式、思维方式和生命方式。数智化已
经成为当下影视发展、影视创新的一个
最重要的动力和引擎。

这些年来，我们的影视创作、影视
生产、影视传播和影视接受，已经或正
在经历着数智化的转型。从创作生产
来看，虚拟制作、虚拟拍摄、智能制作已
经成为我们影视创作生产的一种新的
常态。我们传统影视制作当中很多难

以实现的、成本很高的、具有很大危险
性的拍摄场景、镜头和画面，现在借助
于数智化手段，已经变得轻而易举、易
如反掌，而且成本很低，效果也很好。

传统的影视特效制作，往往是先拍
摄，然后在后期制作当中，把演员从绿
幕当中“抠”出来，再进行背景合成。现
在我们借助于数智化手段，可以先创造
出一个虚拟环境，让演员在虚拟环境当
中进行表演，然后进行实时拍摄。比
如，在国内影院上映的詹姆斯 ·卡梅隆
执导的《阿凡达：水之道》，已上映的美
国科幻大片《沙丘》和《沙丘2》等等，都
是这样创作出来的。

从前期创意、剧本创作、场景选择、
演员表演，到后期制作、发行放映、市场
推广，数智化已经全面渗透到我们影视
生产、创作和传播的各个环节、各个方
面和全过程。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发展，
已经出现了人工智能编剧、人工智能导
演、人工智能剪辑师、人工智能演员，等
等。很显然，数智化颠覆了传统影视中
导演和编剧作为创作主体的角色定
位。罗兰 · 巴特曾在《作者之死》中提
出，文本的意义是由读者而非作者赋予
的。那么数智化的介入则进一步打破
了主客体之间的界限，影视的文本结构
因此变得更加开放、流动。

从传播方式来看，传统的线性、单
向、固定的影视传播方式，正在为一种
非线性、多向度、移动化、社交化和互动
化的传播方式所取代。互联网特别是
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我们影视传播的
主渠道。网络电影、网络剧、短视频，以
及各种形式的微电影、微视频，已经成
为当下大众特别是年轻人接受影视、消
费影视的主要方式。

从影视的接受（消费）方式来看，也
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传统的在电
影院、在电视机前的，“仪式感”很强的
观影方式、欣赏方式、审美方式，正在为
一种更为日常化、生活化、移动化、社交

化、互动化和“悦己化”的接受方式、消
费方式所取代。

所以，数智化已经成为当下影视发
展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也是影视创新的一
个最重要的动力和引擎。数智影视转型，
反映了当下影视发展、影视创新的一个关
键点，或者说一个“风口”。

强调数智影视，强调数智化对影视
的赋能，并不是要完全取代或抛弃我们
传统的影视美学和影视文化。相反，我
们是要在数智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坚守
和弘扬我们优秀的传统影视美学和影视
文化，同时与时俱进，创造出适应数智化
时代发展的新的影视美学和影视文化。

数智影视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
影视表达和影视叙事的方式。数智化手
段的运用，使我们能够创造出更加逼真、
生动、奇幻的影视画面和影视场景，能够
以一种更加自由、灵活、多元的方式来讲
述故事、塑造人物、表达情感。比如，我们
可以通过数智化手段，来重现历史的某个
场景、某个人物、某个事件，让观众有一种
身临其境的感觉；也可以通过数智化手
段，来创造出一个完全虚拟的世界、一种
完全虚拟的生活，让观众在一种全新的审
美体验当中，去思考人生、思考社会、思考
未来。

数智影视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影视
接受、消费和影视审美的方式。数智化
手段的运用，使我们能够以一种更加便
捷、高效、个性化的方式来接受、消费和
欣赏影视。我们可以通过手机、平板、
电脑等各种终端，随时随地观看我们喜
欢的影视作品；也可以通过各种社交媒
体和平台，来分享我们的观影感受、审
美体验，与他人进行交流和互动。这种
全新的接受、消费方式和审美方式，也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和思维方式。
同时，数智影视的发展，给影视的

文化内涵和价值引领提出了新的要求
和挑战。在数智化时代，如何坚守和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通过数
智影视来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如何通过数智影视来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如何通过数智影
视，来展现中国人的历史自信、文化自
信？如何通过数智影视，来提升我们国
家的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的影响
力？这些都是需要认真思考和回答的
重要问题。

此外，反过来，我还想表达的是，人
类创作者的想象力、情感表达与社会洞
察力，仍是影视艺术不可或缺的核心。
德勒兹曾在《褶子》中提出，世界的复杂
性与艺术的丰富性往往通过“褶皱”来
表达。而所谓影视艺术的“想象褶皱”，
即艺术创作中存在的多重层次与维度，
超越了表面的逻辑结构与线性叙事。
影视创作的过程会充满不确定性与偶
然性，会出现那些“未曾预料到的瑕
疵”，而这些不可预知的因素正是创作
的魅力所在，使得作品充满了生命力与
张力。影视艺术中那种超越逻辑的深
度表达，仍旧需要依赖人类创作者的情
感参与和直觉判断。在这个意义上，只
有通过持续的思考与探索，影视艺术才
能在数智化的未来找到属于它的独特
表达方式。

总之，数智影视是当下影视发展、
影视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向和趋势。笔
者希望业界和学界能够在这方面继续
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色，不断探索和创
新，为中国数智影视的发展贡献更多的
智慧和方案，共同推动中国数智影视的
发展和创新。

(作者为中国高等院校影视学会会
长、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学部长)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

激流。”作为1987年《便衣警察》的主题

曲，《少年壮志不言愁》早已成为经典。

而当这首歌曲再次出现在2024年《我是

刑警》片尾时，似乎是不同年代的人民

警察在穿越时空展开对话。一批又一

批的公安干警前赴后继，把青春、热血

和生命奉献给了他们热爱的职业。

两部作品相隔的近40年来，荧屏涌

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公安剧，在掀起一波

又一波观看热潮的同时，丰富多彩的警

察形象更是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

印象，如《我是刑警》（2024）中的秦川、

陶维志、武英德、曹忠恕，《狂飙》（2023）

中的安欣，《警察荣誉》（2022）中的王守

一、李大为，《三叉戟》（2020）中的崔铁

军、徐国柱、潘江海，《营盘镇警事》

（2012）中的范党育，《重案六组》（2001）

中的郑一民、曾克强、季洁，还有《公安

局长》（2003）中的李西东、《便衣警察》

（1987）中的周志明等。

无论是对群像还是个体塑造，出色

的演员们不仅演出了人民警察的“历经

苦难痴心不改”精神品质，演绎中还反映

了技术、手段的进步乃至中国法治进程。

公安剧塑造的警察形象各不相同，

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那些根据

真实人物或案件改编的剧集中的形象。

这些典型人物本身就是法治社会的代

表，正面形象与法治建设不可分离。

《我是刑警》以全国公安一级英模、

七一勋章获得者崔道植，全国公安一级

英模、最美奋斗者、刑侦专家乌国庆以及

真实案件中诸多原型人物、先进事迹为

原型，展现了几十年来我国一线公安干

警随着技术进步不断破获大案要案的历

程，尤其是剧集最后以“群像”的形式回

顾了这些刑警办案的艰难险阻，令人泪

目。根据1992年开封特大文物被盗案改

编的《九一八大案纪实》（1994）中的武和

平（本人饰演）、《猎罪图鉴》系列（2022、

2024）中沈翊（檀健次饰）的原型张欣、林

宇辉等，则都是刑侦领域著名的专家，通

过热播影视剧而更加广为人知。

还有同是于和伟饰演的顾铭（2015

年《刑警队长》，根据顾瑛真实事迹改

编）、刘佳饰演的任长霞（2005年《任长

霞》，根据任长霞真实事迹改编）等，将

一大批公安系统具有影响力的人物搬

上荧屏，体现了他们高超的刑侦水平、

执法为民的模范行为和无私奉献的崇

高品德，是对法治建设有力的宣传。

除了塑造刑警形象，这些剧集中警

察办案的过程也是普法的过程。

《我是刑警》中有两个名场面是由现

实案件改编而来的，即千人同时在场观

看视频查找犯罪嫌疑人踪迹（原型张克

华案）、百人同时在河里捞作案工具手枪

（原型凯里灭门案），在展现刑警本色的

同时，也是对犯罪分子的有效震慑——

只要犯罪，哪怕动用百人千人都一定会

抓获凶手。

根据中国刑警在海外与当地警方开

展执法合作的典型案例改编的《刑警之

海外行动》（2021），讲述了以高笑天（吴

刚饰）为代表的刑警组成的海外行动专

案组，开展多国执法合作，最终破获多起

跨境案件的故事，同样对犯罪嫌疑人起

到了警示作用：法网恢恢，即便是逃到海

外或者在海外针对中国公民犯罪（电诈

案），也都会被抓捕回国。

根据公安系统二级英模真人真事改

编创作的《营盘镇警事》，讲述了一个扎

根基层的派出所所长范党育（张嘉益饰）

的工作点滴，小人物大情怀的故事增加

了可看性，也表明了给基层老百姓普法

才是最为紧迫的。

无论是基层派出所所长，还是公安

部刑侦局领导或专家，剧集将刑侦工作

进行纪实性再现，也是对这些典型人物

和故事的艺术性呈现、法治化宣传，实

现了刑侦题材影视作品法治人物故事

创作的全新突破。

时代在变，刑侦剧中的刑警形象也

在变，其转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侦查

技术、侦查手段变化的过程。这点尤其

体现在时间跨度比较大的作品中。

在《我是刑警》中，办案警察从剧中

原型为1995年黑龙江鹤岗市“1·28”持

枪抢劫案开始，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水

平，只能简单在现场勘验，如提取痕迹

物证、比对血迹等，导致侦破工作迟迟

没有进展。之后，随着弹道检测、DNA

检测、视频侦查、心理测试等技术的普

及开来，刑警办案的手段在发生变化，

之前没有想到的方法，结合现在的技术

是可以实现的。如剧中多起案件侦查

陷入僵局时，通过心理测试技术，获取

有关信息，证实犯罪嫌疑人在撒谎，使

其交代了杀人事实，最终破案。

而近年播出的反映20世纪八九十

年代的刑侦剧《看不见影子的少年》

（2024）、《他是谁》（2023）、《尘封十三

载》（2023）中的刑警们，也是从一开始

没有技术到利用先进的技术尤其是

DNA检测技术破案。在技术的加持下，

丰富了办案手段，刑警群体显得更加智

慧、更与时俱进，也更加符合法治精神。

技术和手段的变化并非抛弃原有

的技术、手段，而应该是新旧技术、手段

的结合。在新技术出现的时候，一些刑

警可能会走向两个极端：一种是固守传

统的办案手法，不信任新技术；另一种

是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新技术上，完全

抛弃了传统手法。《我是刑警》中，陶维

志（富大龙饰）的性格复杂多面，有正义

感，但是一根筋。自从知道了DNA，便

一心试图通过DNA直接锁定犯罪嫌疑

人，数年跑了数不胜数的地方、查了无

数人的家族谱系，还是没有结果。其问

题就出现在“唯DNA论”，即没有结合传

统的重建现场手段来锁定犯罪嫌疑

人。事实上，犯罪嫌疑人就在距离案发

现场不超过10公里范围内，且是非常熟

悉案发环境的本地人。如果一开始就

更加科学地将新旧技术结合起来，就不

会走这么多弯路。技术只是辅助手段，

关键还是在侦查人员的分析。

当然，新旧侦查技术交替运用下的

困境也是诸多刑侦剧巧妙设计的看点，

刑警形象的变化随之显现。诸如《雪迷

宫》（2024）、《重 生》（2020）、《燃 烧》

（2020）等刑侦剧中，对多年未破案件采

用新旧技术和手段的结合方式最终破

获，也塑造出了刑警形象的变化过程，

目的是更好地符合法治建设要求。

公安剧中一代代警察的传帮带，反

映了法治观念的进步过程。虽然技术

和手段不断进步，但是办案方法、破案

思维是可以传递的，刑警精神、法治观

念是可以传承的，这些对警察形象的塑

造都不可或缺。

从2003年《公安局长》中江川市公安

局局长李西东（陈宝国饰）到2010年《沉

默》中奉春市春城分局局长林荫（张嘉益

饰），再到2022年《对决》中粤东省公安厅

刑侦总队支队长文陆阳（王景春饰），这

些刑警形象都非常成功、深入人心。这

固然因为其执着与信念所产生的感染

力，更重要的，就是老一辈刑警对年轻一

代刑警的传帮带效应。老一辈刑警以身

作则，让年轻一代刑警从自己身上学到

艰苦奋斗、精益求精的精神，培养年轻一

代刑警热爱自己的事业、对未破案件永

不放弃的优秀品格。在办案过程中，他

们不厌其烦地强调办案要依法进行，证

据要做扎实，证据链要完整，没有犯罪嫌

疑人口供的情况下只要证据足够也能定

罪等。年轻警察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成

长，观众看到的则是这些年来法治观念

不断进步的进程。

警察形象的塑造史其实就是中国

法治的发展建设史。在梳理了从1987

年至2024年播出的200余部公安剧后

发现，这些作品与中国法治建设之间有

密切关系。如1999年“依法治国”入宪、

2002年“依法执政”提出、2012年“法治思

维”“法治方式”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

2014年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提出、2021

年“八五”普法规划发布，在《重案六组》

系列（2001、2003、2009等）、《中国刑警

803》（2013）、《白夜追凶》（2017）、《反骗

警察》（2023）等作品中都得到了不同程

度的反映，无论是警察的法治观念还是

警察对法治的宣传，都是紧跟法治建设

过程的。剧中角色的法治观念是构成警

察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法治观念随

着国家的大政方针不断在变化和完善，

所以通过看公安剧中的警察办案手法，

就能大致推断出法治的建设情况。警察

群体形象随着法治进程前行也在不断变

化，法治进程促进了警察群体形象的变

化，警察形象的变化也恰恰说明了法治

建设的成效。

当然，随着公安剧井喷式地增长，

也出现了不少同质化之作，观众会产生

一定的审美疲劳。这就要求创作者在

塑造警察形象时，不能是单一的而应是

立体化的，在大量收集人物、案件原型

的基础上，既要追求“传统”的一面，也

要体现“现代”的一面，再加上与法治发

展、普法教育相结合，相信未来的创作

会更加多元，更能体现刑警精神。剧集

在好看烧脑的同时，还能带领观众在沉

浸式破案过程中积极参与到法治建设

中来，潜移默化地开展了普法教育，也

算是该类型剧的一大贡献。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
院教授、刑侦剧研究中心主任）

挖掘数智时代影视艺术的独特性

荧屏警察形象彰显国家法治进程
肖军

丁亚平

塑造警察形象
的同时，也具有普
法功效

刑侦技术在进
步，刑警形象也在
转变

警察形象的塑
造史，也是中国法
治的发展建设史

一

二

三

警察形象的塑造史其实就是中国法治的发展建设史，荧

屏警察形象的变化也恰恰说明了法治建设的成效。从左图起

逆时针分别为《我是刑警》中于和伟饰演的秦川，《营盘镇警

事》中张嘉益饰演的范党育，《对决》中王景春饰演的文陆阳，

《尘封十三载》中陈晓饰演的陆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