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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乐梦融）上海博
物馆始终以“世界顶级的中国古代
艺术博物馆”为发展目标，秉承着开

放的心态，积极寻求加强与社会各
界的交流合作。随着物联网、边缘

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发
展，博物馆与科技企业的交流日益

重要。昨天下午，上海博物馆与上

海科大讯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阿
科瑟司（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同济

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
司正式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本着“优势互补、开放公平、互

利共赢”原则，上海博物馆分别与三
家科技企业和单位建立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共同开展人工智能及智慧

文化场馆建设等相关的业务合作。

2019年 4月，上海市经信委征
集本市第二批人工智能应用场景需

求，上海博物馆根据自身特点提出
AI展厅导览和 AI文物科研两方面

场景需求。5月，上博从约 200家应
征单位中入围，通过市经信委人工

智能应用场景建设平台的结对子、

AI领域专家评审的建议指导、场景

建设的解决方案及建设方案讨论编

制的实际合作，上海博物馆与多家
单位形成了伙伴关系，上海博物馆

人工智能试点应用场景建设方案得
到专家认可，并被确认为上海市第

二批人工智能 19个试点应用场景
之一，已在 2019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闭幕式上发布。

上海博物馆表示，博物馆作为

社会公共机构，承担着文物保藏、

学术研究、教育宣传、文化交流等
各项职能，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

博物馆的职能仍在不断拓展之中。
未来希望在战略合作协议的框架

下，双方能够进一步整合优势力量
和资源，更全面、更系统地构建交

流机制。

科大讯飞智慧城市相关负责人

对共同打造国际一流的创新式、智

慧化博物馆提出了美好愿景，他表
示基于科大讯飞的人工智能、大数

据和信息安全等核心技术，以及在
智慧场馆建设领域的丰富实践、深

刻理解和前瞻思考，他们也有足够
的信心，助力上海博物馆公共服务、

场馆管理和安全防护等方面的数字

化建设。

人工智能会让博物馆更“聪明”
上海博物馆携手科技大腕加强合作

影院“盲道”将从这里延伸全国
上海率先成为中国视障者无障碍观影城市

    2012年，黄轩参与拍摄了一部

电影《推拿》，拍摄期间，黄轩结识了
很多有视力障碍的推拿师，“那段时

间，我们工作生活在一起，成了好朋
友。”黄轩说，“和他们一起拍摄，一

起推拿，空下来也一起聊天，一起喝
酒⋯⋯”后来，他们还保持着微信联

系，每当黄轩有新的影片上映，他们

总会发来“贺电”，“我们都会去看你
的新片。”黄轩说，“没错，他们用的

‘看’这个词。”每一次收到这样的消
息，黄轩心中五味杂陈，打了字删

掉，删了再打⋯⋯不知如何回复才
妥帖。

所以，当电影《囧妈》邀请黄轩
来为视障朋友录制无障碍音轨的那

一刻，他一面激动万分举双手赞成，
一面赶紧把这个好消息用微信发给

那些朋友，可以想见，手机那头的手
指也一样激动到颤抖。

“我八岁失明，看电影都是小时
候的事情了。看不见之后，家人和朋

友也都有带我去过电影院看电影，
但是他们自己观看的同时还要不停

地给我描述，一场电影下来我会很

愧疚，家人朋友也会觉得很累。几次

以后他们也不会主动地陪我去看电
影了，但是我还是很渴望有一天，我

能够和家人朋友一起走进电影院，
和普通人一样平等地去观影。”视障

人士雪慧说。

另一位在一家世界五百强企业
工作的视障人士 Sam说，“曾经我也

被几个同事带去电影院观影，然而

一场下来同事们有哭有笑，而我却
满脸木然，除了轰鸣的音效之外，画

面里的内容我一无所知，尽管通过角
色对白，加上十分想象与十二分脑

补，整个影片讲了什么，我依然云里
雾里。但愿这个项目能让更多盲人走

出家门，进入影院享受文化大餐！但

愿有一天我也能像普通观众那样能
在影院里感受每一帧画面的精彩。”

据悉，项目最终根据“2019年上
海市星级电影院”名单在全市范围内

选出了 50家影院作为首批“至爱影
院”，分布全上海主要城区及商圈，极

大便利了视障人士的观影选择。

“从 2008 年起，上海就
开始在影院中为视障人士，
推行无障碍观影，不过都是
以‘专场’和‘现场讲解’的形
式。从这个春节开始，《囧妈》
作为第一部在电影后期制作
中加入无障碍音轨的上海商
业影片，将在上海的 50 家
‘至爱影院’率先让视障人士
和家人牵手一起走进共享影
片。”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副理
事长吴秋珍说。昨天，“至爱
影院———无障碍观影”正式
上线，让上海率先成为中国
视障者无障碍观影城市，上
海率先铺设的这条有爱的
“第三音轨”是电影院的无障
碍“盲道”，未来还将从上海
延伸向全国。

文体社会

    昨天，黄轩刚刚完成了《囧妈》

的无障碍音轨录制，从下午两点一
直录到午夜。作为项目发起人，《囧

妈》的导演徐峥说，“无障碍音轨和
博物馆里的同步解说不一样，这应

该算是影片的再度创作。”徐峥解释
道，毕竟现在的电影音效、台词非常

密集，要保证在同步体验这些音效

的同时，更要同步剧情，让视障人士
和所有的观众一样，在那个点笑出

来，哭出来。
为了能更好地做好“至爱影

院———无障碍观影”项目，上海成立
了“至爱电影”平台，组织了一支由

艺术家、技术专家等组成的至爱平

台。至爱平台特地邀请了上海电影
家协会副主席郑大圣导演、唐季礼

导演、国家一级录音师、上海
市电影发行放映行业协会影

院技术委员会主任朱觉
等为平台顾问，以帮

助制片方制作

无障碍专

用声轨，指导影片解说的内容创作，

提供影院技术支持，帮助影院搭建
无障碍观影环境。

就拿《囧妈》来说，制作团队与

至爱平台团队经过不断沟通解说词
创作思路和风格，撰写脚本，多次

修饰调整后，由演员录制，混录，

到最终完成数字母版共历时 1个
月。除了大年初一正式上映《囧

妈》配备无障碍版本之外，黄轩还
将为本项目拍摄宣传片，宣传片

由上海另外一名著名导演郑大圣
来执导拍摄。此外，唐季礼的动作

大片《急先锋》也在紧锣密鼓地制
作无障碍音轨。未来，还有更多影

院以及电影加入到项目中。
上海还将通过长三角电影

发行放映联盟，将“至爱影

院———无障碍观影”项目辐射
到长三角各重要城市，满足视

障朋友们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
的需求。

本报记者 吴翔

走 一起去看电影

    高楼林立、 车水

马龙的城市里， 街边
的盲道、 电影院里的

无障碍体验……这些
细节处处流露着这座

城的温度， 在这个冬
日里温暖申城。

相比从前的“包

场”和每一次都请来
志愿讲解员，此次推

出的无障碍观影项目，影院只需安
装无障碍观影的无线耳机及发射

装置就可满足视障人士自主选择
观影的需求，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

视障人士和家人朋友一起携手走
进电影的世界，同甘共苦。据悉，项

目于去年启动以来，市电影发行放

映行业协会收到了近百家影院加
盟项目的申请书，看得出，对于视

障朋友大家都愿意伸出友爱之手。

此次作为至爱影院无障碍项

目发起人， 徐峥一直在探寻如何
将电影做得更有温度，“《囧妈》是

一部讲述亲子关系的合家欢电
影， 我们主张全家一起走进电影

院一同观看，从而传递一种温暖，

我很感谢这个项目， 因为这个项

目我们可以将这份温暖传递给更
多的人。 ”中国的电影蓬勃发展，

以后无障碍音轨必将是电影工业
的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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