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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千秋诗颂》是中国第一部全流程AI参与的系列动画片，动画将义务教育阶段的古诗词在视觉上做了全

新演绎。该片的播出不仅为AI技术在动画创作领域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实践范本，更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与前沿科技的创新性融合。值得关注的是，尽管《千秋诗颂》在技术探索与应用层面具有开创性价

值，但该作品在最终效果和大众舆论方面展现出仍然存在可以优化的空间。未来AI技术在动画制作领域

的高效灵活运用，有赖于从业者持续推动技术攻关与艺术创新相结合的深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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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ems of Timeless Acclaim” is the first series of animated films in China that involve full process 
AI participation. The animation visually interprets ancient poems from compulsory education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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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roadcast of this film not only provides a practical model for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AI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animation creation, but also realizes the innovative integration of excel-
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cutting-edge technology.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although “Po-
ems of Timeless Acclaim” has pioneering value in terms of technological exploration and applica-
tion,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optimization in terms of the final effect and public opinion. The efficient 
and flexible application of AI technology in the field of animation production in the future relies on 
practitioners’ continuous exploration of the combination of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and artis-
tic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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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智能技术在近年来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发展，从最开始的生成文本、生成图像到现在的动画、模

型生成。技术的发展让动画制作行业从业者开始尝试让人工智能参与到创作的环节中。2022 年，运用人

工智能生成的动画短片《乌鸦》荣获 2022 戛纳电影短片节最佳短片，短片运用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将实拍

片段转化为二维动画效果。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AI 生成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引发热议。如何将这项

技术更有效地融入大众的工作与生活场景，已然成为亟待探讨的重要课题。 
《千秋诗颂》是中国第一部文生 AI 视频系列动画片，该系列动画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策划

推出，教育部教材局、人民教育出版社提供学术支持。《千秋诗颂》将义务教育阶段课本涉及的部分古

诗词内容以 AI 文生动画形式做了全新的演绎。中国古诗词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折射出中国

人的传统价值取向，涵盖了民族的优秀精神传承，《千秋诗颂》的诞生无疑是先进技术结合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成果。然而《千秋诗颂》的面世伴随的不仅是赞扬，还有来自网友的质疑。本文将以《千秋

诗颂》为例，分析 AI 动画参与传统文化传承推广的现实意义，《千秋诗颂》作为中国首部运用 AI 文生

视频动画的表现，探讨未来 AI 技术会以何种姿态参与动画制作。 

2. 技术革新带来的行业机遇：AI 动画参与文化传承推广的现实意义 

当前，越来越多动画创作者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致力于将水墨意境、武侠精神

等传统美学元素与“仁义礼智信”等人性价值理念融入作品创作，不仅在国内引发年轻观众的情感共鸣，

更凭借独特的东方美学与叙事在国际影展中获得专业领域认可。AI 生成技术作为新出现的生产力工具，

参与到动画制作的过程中，为动画未来技术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不断演进的技术既是文化传播的工具和载体，也是文化传播的加速器[1]。现在 AI 已经趋向应用普及

型技术，越来越多的比赛开放 AI 生成作品的专属赛道，美国科罗拉多州博览会艺术比赛中《太空歌剧院》

的夺冠代表着 AI 生成作品的原创性得到了艺术行业的认可。技术的更迭往往会带来艺术表现形式的更

新，动画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从最开始的赛璐璐动画到二维无纸作画的转变表现了它可以适应技术变革、

展现形式多样的特质，在与 AI 技术的结合条件上具备曾多次技术迭代的经验基础。作为一门结合了文

学、绘画、摄影、音乐等诸多因素于一体的艺术形式，它所能承载的信息量是单一艺术形式不能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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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诗颂》系列动画的诞生，应用了央视和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联合推出的支持故事性、多镜头的央

视听媒体大模型，让包含优秀传统精神文化的动画作品伴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在大众面前拥有了更丰富

的创作可能性，推动了文化内容的输出。 
因为 AI 生成技术是可以让生产效率显著提升的工具，所以这项技术在商业设计领域中被高度关注。

AI生成一张岩彩风格，带完整背景的A4尺寸图像在输入关键词后只需要大约一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完成，

但是如果采用传统架上绘画的方式创作，根据创作者对工具的掌握程度，完成作品可能需要数日至数周

不等的时间，这种效率上的差异同样会在动画的创作上体现，并且体量较小的制作团队由于资金受限，

与大厂相比，在制作环节往往需要耗费更长时间。《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的出品人王长田说：“AI 能
够有效弥补动画电影产能不足的问题，帮助团队去完成场景搭建、分镜头设计和形象设计等方面的制作，

辅助创作者拓宽创作视野，也可以避免低质量产品的出现。此外，AI 能有效实现降成本”[2]。 
AI 参与《千秋诗颂》动画制作是一次 AI 生成技术在商业领域应用的一次大胆尝试，《千秋诗颂》里

尝试将场景和角色的传统手绘技法替换为 AI 生成，它在出产效率上的突破或许意味着未来某些类型、题

材的动画在制作环节中需要花费的时间和资金会降低，由此带来创作门槛的降低会吸引更多创作者加入

动画创作的行列，对于行业整体产能的提升和文化的传播都是有利的。值得关注的是，“人工智能技术

监制”职员表中汇聚的算法开发、模型训练及数据处理等跨领域技术人才，其复合型人才矩阵的构成，

正折射出 AIGC 技术重构动画工业流程的革新图景。 

3. 创新实践对未来发展的借鉴意义：《千秋诗颂》的研究价值 

《千秋诗颂》作为中国首部全流程应用央视“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 多模态工具链制作的动画，在

技术层面具有突破性的意义：从前期文本脚本、角色及场景生成、角色动画绑定，到最后的配音合成、

视频剪辑环节均用 AI 完成。AI 正在以灵活的姿态参与到动画项目制作中：例如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物为

保证形象的真实可考，在实拍人物后用 AI 进行动画制作，五官细节部分出现的问题则交由后期团队进行

修改。《千秋诗颂》的播出验证了 AI 技术全流程应用在技术层面的可行性[3]。央视听媒体大模型具有优

秀的开放世界理解和内容生成能力，可以准确地在理解内容要求的基础上生成符合风格参考的图片，央

视听媒体大模型的成功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双方的深度合作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央视听媒体大模型的诞生基于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发的书生通用大模型体系，集合了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的海量视听数据与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原创先进算法和大模型训练的基础设施优势。针对 AI 生成模

型质量参差不齐，性能缺乏量化标准进行评估的情况，为《千秋诗颂》提供技术支持的上海人工智能实

验室 2023 年发布了大模型开放评测体系“OpenCompass”。OpenCompass 提供了多样化的评测方式与全

面的测评方向，并且参与到了书生通用大模型体系的评测工作中。从技术社区 HuggingFace 官方发布的

评测榜单 OpenCompass LLM Leaderboard 中可以看到书生通用大模型体系中的模型在榜单上名列前茅，

书生·浦语大模型当期排名仅次于 GPT-4 和 ChatGPT，充分说明央视听媒体大模型对比同时期的同类大

模型具有比较卓越的性能。 
在 AI 图形模型训练方面，通过训练 AI 大模型学习水墨画风、唐代服饰或建筑等元素，突破了西方 AI

工具在中国文化符号表达上的局限性。中国画作为一种起源于汉代、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古老绘画形式，

历经数千年的艺术流变，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积淀。其中，文人画更发展出“诗画一体”的独特传统——题

画诗不仅以书法形式融入画面构图，更与绘画意境形成深层次的审美呼应。在以诗为主题的动画中融入水

墨风格，契合了中国传统书画中文人画的意境。 
以《山水情》为代表的传统水墨动画呈现出中国动画艺术的独特审美趣味，然而传统水墨风格动画

的制作对动画技术有较高的要求，不适合在短时间内大批量生产，对于《千秋诗颂》这样一个大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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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快的项目来说显然是不适用的。水墨风格 AI 模型的诞生及在动画制作中的应用，可视为以较低成本

将水墨风格融入动画的一次尝试。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中国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文化传播机构之一，同时作为国家的主流媒体，肩负

了一定的公共审美教育功能，此平台上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家当下的技术前沿和审美潮流。《千

秋诗颂》在反映现阶段 AI 的开发与运用程度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的诞生也是 AI 文生视频应用成果

的阶段性展示。 
《千秋诗颂》作为中国第一部全流程 AI 参与的作品，也必然有它的不足之处，无论成功还是失败，

它对后续 AI 大模型的开发以及解答 AI 以何种角度参与到动画制作流程中这一问题都是有借鉴意义的。 

4. AI 工具在动画制作过程中的双面性：《千秋诗颂》在技术运用方面以及艺术表现 
分析 

《千秋诗颂》对于中国 AI 生成应用技术起到的探索作用固然重要，也表现出来一些 AI 技术在动画

领域中应用的局限性，从哔哩哔哩视频网站上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官方视频评论区看大众对于这部动画的

评价还是不尽人意的，很多观众对于此次 AI 技术在动画中的应用接受度较低，分析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一部动画的选题奠定了它的整体基调。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我国的传统文化与价值取向承受

着来自西方世界价值观的冲击。古诗词作为中华民族流传千年的文化瑰宝，承载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志趣

与价值取向，古诗词中的韵律美也向世界传达了汉语言的博大精深。制作组选择古诗词作为主题并将其

与 AI 动画相结合，是一次对于古诗词表现方式的创新尝试。《千秋诗颂》第一集《别董大》通过对诗篇

进行故事化的改编，动画该集在离别桥段以雪景衬托离别的苦楚，同时反衬二人面对离别的坚强信念，

展现了高适与董大二人的真挚情谊和虽然境遇困顿，但依旧以乐观豁达的心态面对未来的开朗胸襟。《千

秋诗颂》的改编向大众展现了动画在情感与价值观传达上的可能性，有益于中国传统文化题材的创作繁

荣。 
其次，从画面观感上看，动画是属于空间和时间的艺术，动画规律就是专门研究空间、时间、速度、

张数这几个动画因素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从而确保动画动作的节奏规律[4]。优秀的人物动作演出可以

表现出角色的特质。现在 AI 生成技术的核心基础有生成对抗网络与降噪扩散概率模型。生成对抗网络通

过构建生成器与判别器的对抗博弈框架，实现图像的快速生成。降噪扩散概率模型的核心思想是通过模

拟数据在前向扩散过程中的逐步噪声化与反向去噪过程中的逐步重建，合成单帧图像。AI 模型训练中的

噪声化与去噪的过程导致了即使输入相同的提示，微小种子差异会导致生成路径的分叉，最终输出结果

出现显著不同。现在 AI 技术还在持续高速发展阶段，由于生成的画面具有随机性，AI 生成技术在作画

可控性方面十分欠缺。《千秋诗颂》在人物作画上只能保证人物特征的相对稳定，但是无法保证动作的

流畅度，不少动作的完成仅仅是在两张关键帧作画之间添加过渡效果，省略了中间画，并且一个动作的

首尾缺少缓冲，人物动作缺乏表现力。传统的动画为保证动作流畅，对于每秒作画张数有一定的要求，

一般情况下，每秒作画张数低于 8 张时在视觉上就会出现动作卡顿。《千秋诗颂》摒弃了一些传统动画

的要素，让角色运动的韵律感与视觉连续性较之常规动画呈现出明显落差。 
《千秋诗颂》中还存在着绘画语言不统一的问题，当前全球通用(国内也在使用)的大模型数据训练集

里，中文语料仅占 1.3%。数据训练的过程也是在底层定义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输出内容的过程[5]。基

于此背景，央视推出融合中国传统美学的央视听媒体领域大模型并运用到了《千秋诗颂》的制作过程中，

诞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生成模型，对于未来在全球范围内借助先进人工智能生成技术推广中国

传统文化也是一次大胆尝试。但是出品方没有把借助模型生成的内容做好结合，导致背景的拼贴痕迹过

重，动画会出现上一个场景是写实风格的背景，画面转到下一个场景就变成了水墨风格的情况。商业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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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系统为了避免前后风格不统一的情况，往往会让作画监督担任起统一画面风格的任务，如有动画作

品中出现前后风格不统一，往往是出于艺术表达的需要，《千秋诗颂》在缺乏这种前置条件的情况下反

复出现作画风格不统一的问题，表现出一部动画不该有的割裂感，画面中还能看到生成过程中出现的一

些未经修整的细节问题，例如非必要的断线、线头，表明了目前模型在生成过程中对于细节还是缺乏把

控能力，这些问题都需要后期花费人力进行调整。 
由市面上常见的初代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生成的图像，画面缺乏虚实关系和空间感，有很重的 AI 生

成痕迹。就目前《千秋诗颂》呈现的画面效果反映出在动画制作阶段应用的模型依旧受市面上初代的生

成模型影响。央视听媒体大模型现阶段已经可以准确地理解并生成具有中国传统的水墨，工笔风格的美

术图像，但是从《千秋诗颂》反映出来，这一模型目前只做到了对某一类型艺术风格的单纯模仿，目前

还无法完全理解传统绘画中的美学原理，最终的生成结果只是杂糅了多种绘画风格的图像，没有在全片

中呈现出令人满意的中式美学意境。 
AI 能参与到制作流程的前提是它在降低制作成本的同时保持了良好的视觉感受。2000 年后，中国为

了扶持文化产业的发展推出了针对动画行业的补助政策，导致一段时间内动画行业出现了野蛮生长的态

势，部分“水作”开始涌现，不仅破坏了以几大美术电影制片厂建立的“美术片”口碑，一度让中国商业

动画在大众心目中成了有量无质的代表，这种口碑下降带来的后果是大众对于中国动画产业的不信任，

尤其当智能手机和电脑已经普及，大家接触信息的方式多样化，可以选择的范围也会扩大，大众会自然

把目光投向有品质保证的一方。《千秋诗颂》在视觉方面的表现无疑是不够优秀的，信息爆炸的时代背

景下，如果一个作品无法在开篇吸引观众，就极有可能被淹没在网络冗杂信息中，动画展现的视觉表现

力如果不能在一开始就征服观众的话，其承载的精神内涵与文化气质也难以继续传播推广。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千秋诗颂》在台词表现方面有它的独到之处。《千秋诗颂》系列动画片选取的

是义务教育阶段的诗歌篇目进行改编，主要的受众群体是 6~12 岁左右的小学生，如何将台词写得让学生

们能听懂的同时保持汉语的美感成为了制作团队在台本撰写时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片中将一部分文言

文的要素融入台词，例如“乃”、“而”、“之”、“于”等文言虚词在台词中的大量出现。在不影响受

众理解基本含义的同时将文言虚词带入到文言文的语境中，在体会古诗文传达的精神内涵时感受汉语的

语音美，形式美。展示了制作团队对于产品有清晰的定位，对目标群体有明确的认知，并且依托人民教

育出版社提供的强大学术支持表现出来的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 
总体来看，《千秋诗颂》受众范围有一定局限的特点决定了这只是一次针对 AI 技术在动画作品应用

的试水，作为对于先进技术的大胆应用与将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融入新技术应用的尝试，具有进步性，但

作为一部动画作品来看是不理想的。 

5. 以谨慎的态度运用 AI 工具：未来 AI 技术参与动画制作的设想 

针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从上个世纪就已经开始，但是它的大面积推广应用还是近几年，人工智能

应用缺乏相关的行业、技术规范，需要行业相关从业者以谨慎的态度去对待其在动画领域中的应用。 
面对目前靠 AI 难以独立解决的问题，应该考虑如何让 AI 与人协作，将呈现效果最优化。例如 2024

年暑期档上映的《异人之下》，制作方在演员表演的基础上，利用 AI 摹片技术将三维画面转换成二维风

格，致敬漫画原著。通过 AI 摹片让实拍片段高度风格化的方法在 2023 年就已经被应用，例如由 Corridor 
Digital 团队制作的“Anime Rock, Paper, Scissors”：团队在前期已经完成了分镜头设计与演员表演的摄

制，演员的优秀表演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当时由于 AI 动画的技术限制产生的僵硬感。对比《千秋诗颂》的

角色表演，“Anime Rock, Paper, Scissors”在演出上有更加流畅的视觉体验。2025 年开播的动画《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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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nahima》在宣传 PV 中也放出了 AI 摹写真人表演的片段。针对传统 AI 无法准确识别手部结构的问题，

《双子 hinahima》的制作组在真人摄制后用 AI 摹片，从动画片段中可以看出，手部的结构经 AI 处理成

二维画面后依旧清晰准确，展现出 AI 摹片技术对于维持动画作画稳定性的切实帮助。并且 AI 摹片对比

直接生成需要的学习成本更低，风格的一致性更高。所以，针对目前《千秋诗颂》动画中出现的动作僵

硬问题也可以考虑将 AI 摹片技术结合到动画制作中，提升角色动作的流畅性，让动画表演自然生动，提

升观众的观看体验。 
包括电视动画在内，所有艺术文化产品的海外推广与文化传播都需要符合接受者的心理预期[6]。从

某种程度上来说，大众对于作品的接受程度极大地影响了作品文化内核的传递，大众希望看到更高质量

的作品。诚然高新技术的应用是佳作的判定标准之一，但是技术是为了作品表现服务的，《千秋诗颂》

目前应用新技术所展现出来的成果是不理想的，新技术的应用可以为传统文化带来关注度，却不应该成

为单纯的噱头，文化传播需要拿出更有诚意的作品，让 AI 投入到生产环节中，需要发挥这门技术高效率

优势。现阶段 AI 技术还有缺陷，没办法完全替代制作流程中的一些环节。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应该走创新路线，与时俱进。目前 AI 生成技术需要依靠大量“投喂”已有

的艺术成果进行训练，并且生成的结果会带有模仿痕迹。现在各个视频网站上已经有大量根据吉卜力动

画工作室的经典作品的画面风格生成的 AI 影像。这就导致人们担忧在 AI 进入动画制作环节的同时是否

会产生作品过于同质化的现象，摆脱模仿是改进 AI 动画工具的高级别技术难题，是无法回避和刻不容缓

的优先级任务[7]。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深刻的积淀，在全球多元文化中特色鲜明，有大量独特的文艺形式，

所以，可以利用中华传统文化对数据库进行训练并且扩充已有的模型数据库，让更多包含中国传统美学

的数据模型库在众多同质化的数据库中脱颖而出。在模型数据库训练的同时，还应当重视训练用数据的

版权问题，当前，大模型的出现对人类作者及社会将产生何种影响尚未完全显现，面对大模型训练数据

语料库对版权作品日渐强烈的需求，如何解决科技发展与版权保护间的矛盾陷入了治理困境[8]。要解决

这一问题，AI 模型的训练者们可以尝试通过从作者手中购买作品用于模型训练的使用权等方法规避版权

方面的争议，平衡双方的利益冲突，为世界范围内 AI 生成技术在动画制作领域中的运用提供行之有效的

方法，进一步为作品在世界舞台上的推广营造舆论优势，从而将带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品推广开来。

同时大力推广技术革新，利用 AI 生成具有创新内容的东西可以成为下一个突破口。 

6. 结语 

AI 技术虽然已经推出了一段时间并且它的应用成果在一些正式场合得到了认可，但是 AI 该不该在

动画中使用却一直没有在大众心中达成道德层面的共识。《千秋诗颂》的出品方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不仅在技术应用上作出了突破创新，也颠覆了传统的动画制作模式，让动画从业者开始思考新的

高效工作模式。 
AI 动画在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上也有卓越的潜力，从水墨风格在模型训练中的应用到文生视频环节对

文字的理解能力上的突出表现，AI 在动画艺术创作中展现出了强大的易用性。AI 这种高效生产工具的开

发如果能持续下去，有望以更高的效率生产出高质量的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文艺作品，增加传统文化在

世界舞台中的曝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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