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沪影云图》到《红色夏天 智能航宇》：
艺术数字人文合作中的开放数据设计

获奖团队：云端艺术

主要导师：郭春宁、王丽华、刘洁、杨洁
学生团队：

刘夜霏、刘琳琳、陈嘉喆、费楠益
牛嘉利、吴立格、孙雪浩等

感谢文澜人工智能团队
实验音乐人长安

合作支持



郭春宁
GUO Chunning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设计系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RUC 数字人文研究中心研究员
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北京国际设计周中华美学基因库专家

世界动画研究协会成员。荷兰政府奖学金项目访

问学者、温哥华电影学院访问学者，英国圣马丁

艺术学院的访问研究者，法国拉罗谢尔驻留艺术

家。

在国际学界较早提出“拓展动画”理念，并多次

参与国际跨领域研究、动画式纪录片、生成动画

、动画中的女性、动画游戏等主题论坛，并发表

30余篇中英文学术文章。《全球动画理论》在纽

约出版多部数字作品获得国际展览和收藏，获第

11届中国独立影像节评委会大奖，韩国釜山国际

短片节大奖。



数字人文合作：从课堂向外拓展

记忆叙事：新媒介-新方法-新数据

元宇宙前瞻：跨领域的实验探索



以立体教材体系为核心、结构化数据库辐射全国
在新媒体语境中推进艺术数字人文创新合作

精品 在线 互动 分享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面向全国推广教材

机械工业出版社
华章在线教材分享



超 数 字 国 际 学 术 沙 龙 数 字 人 文 跨 领 域 合 作



新 媒 体 艺 术 云 端 结 课





《 新 媒 体 艺 术 》

疫 情 期 间
探 索 云 端 模 式
开 启 跨 机 构 共 建
探 索 英 文 课 程



在新基建视域中
开拓艺术数字人文体系

“新基建”首次被纳入政府工作报告

2020-04 中国“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元年
同期全国智慧城市试点达到290个
海淀区作为“城市大脑”创新样板

中国数字人文联盟成立2020-10
新文科宣言-教育产业矩阵联盟2020-11









数字人文合作：从课堂向外拓展

记忆叙事：新媒介-新方法-新数据

元宇宙前瞻：跨领域的实验探索







创新互动体验
“沪影云图”之结构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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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文教育联动

城市记忆数据化
影像档案袋数字化地图

互动游戏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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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数字人文跨学科合作“沪影云图”团队架构



王丽华

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

数字人文研究与发展中心

数字人文研究

郭春宁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

RUC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影像与文化记忆研究

刘洁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

RUC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作曲理论与声音景观

杨洁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

RUC公共艺术教育中心

舞蹈艺术与公共教育

跨领域研究：“云端艺术”团队专家及指导教师



跨专业合作：汇集艺术数字人文力量

人文资料组长

曹欣恺
中国人民大学

新媒体动画研究生

UI组长

孙雪浩

学生团队总组长

牛嘉利

上海大学

档案学本科生

中国人民大学

新媒体动画研究生



小程序组长

陈嘉喆

插画组长

吴立格
中国人民大学

新媒体动画研究生

中国人民大学

环境工程本科生

应用开发组长

肖冬媛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本科生

跨专业合作：汇集艺术数字人文力量



跨专业合作：新文科建设的探索实验

 

 

 

UI组员

纪晓萱

中国人民大学

新媒体动画研究生

袁梦

刘夜霏

 

人文资料组员

  

上海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档案学专业、信息资源管理专业本科生

图书馆学专业研究生

 丁书颐

吉雯璇 王雨凡

 

陈嘉瑞



 

 

张钰鹏

上海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金融学专业本科生、档案学本科生、电影学研究生

程序开发组员

赵凝

 

陈琳

  

朱江松 黄同庆

牛嘉利

李卓然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专业本科生、新媒体动画研究生

应用开发组员

刁舒宁

 

 

 

马妤馨

刘琳琳

中国人民大学

新媒体动画本科生、研究生

插画组员

董浩南

跨专业合作：新文科建设的探索实验



霓虹夜上海：数字空间重构

大光明电影院，享有“远东第一影院”的

美誉，巨大的彩色玻璃灯箱以及装饰风格

的字体标识极具辨识度。大光明的设计风

格，迎合了上海求新多变、追求摩登、多

元融合的文化精髓。我们通过数字绘画的

方式，再次重构大光明影院、长江剧院的

建筑，再次使老影院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

车水马龙的夜上海，大光明影院是南京西路的标志性建筑



重访名家经典——见证民族振兴

1988年，第十三届《上海之春》音乐会上，

傅聪举行钢琴独奏音乐会。2006-2009年，

年近八十的傅老又多次奏响上海音乐厅。

多年来的传承令名家经典悠远流长，也令

上海大剧院愈发熠熠生辉。



沪影流光百年——云图活化资源

民国34年10月，梅兰芳抗战辍演八年，首

次复出，在兰心大戏院演出昆曲《刺虎》

等剧目。

时至今日，一代代名家的风姿仍回荡在兰

心大戏院之内，一百五十余年的历史积淀

下兰心大戏院更显夺目风采。



数字人文合作：从课堂向外拓展

记忆叙事：新媒介-新方法-新数据

元宇宙前瞻：跨领域的实验探索



《红色夏天 智能航宇》
微信小程序

项目团队：云端艺术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

RUC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

SHU数字人文研究与发展中心

感谢合作方：

文澜人工智能团队

实验音乐人长安







七月在红色记忆中位置独特，

对上海也意义重大，小程序

以火红的夏季为主要导览时

间轴，邀请您感受独属于上

海的红色记忆。

建构数据“元宇宙”时空，

在数据星空中搭乘记忆飞船

遨游，复古风格、赛博风格

及人工智能三种模式切换，

突出数据的语境化，邀请用

户感受智能航宇的独特魅力。

作品名称由来

以“数据元宇宙、视听新驱动”

为理念，创新链接上海图书馆

红色旅游、老电影资料库及报

刊索引等开放数据。

结合人工智能的“神经元感

知”，让用户成为参与者，体

验数据时空之旅，并在互动点

击中进行“元宇宙”的新建构。

作品简介

“红色夏天 智能航宇”之开启01



赛博风 复古风 文澜风

纪念馆维度-红色影像空间 故居维度-凸显人文情怀 智慧维度-链接人工智能成果

智能航宇之互动数据体验01



“红色夏天·智能航宇” 融合手绘元素和实验音乐，形成记忆共振和文化回

响。

视觉

主视觉以星空蓝色系

作为主色，电光灰银

色、紫色作为辅色。

采用富有冲击力的表

现形式，色彩对比强

烈，颜色鲜明。

听觉

选 用 音 乐 人 长 安

（Chang An）的实验

电子音乐，增加数据

星空的深层感知。

创新与亮点
元宇宙语境：探索“数据星空”的可视化结构



“红色夏天 智能航宇”微信程序联动“悟道∙文澜”

     文澜是国际通行25个数据集中最为成熟的中文系统。

第二代文澜作为首个中英文多模态双塔模型，最大参数量

为53亿，共有6.5亿图文对。多模态预训练后的文澜神经网

络能“看到”具象及抽象的人类概念。

   《红色夏天智慧航宇》探索与文澜人工智能程序和系统

结合，先期运用了人工智能的视觉风格，并期待进一步开

拓小程序与人工智能图文语音搜索的合作。

创新与亮点
联动人工智能：扩展“神经网络”的视听图景



“红色夏天 智能航宇”功能架构02





王丽华
Wang Lihua

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

数字人文研究与发展中心

数字人文研究

郭春宁
Guo Chunning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

RUC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影像与文化记忆研究

刘洁
Liu Jie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

RUC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作曲理论与声音景观

杨洁
Yang Jie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

RUC公共艺术教育中心

舞蹈艺术与公共教育

跨领域研究：“云端艺术”团队专家及指导教师
Scholars and mentors



跨专业合作：汇集艺术数字人文力量
Artistic Digital Humanities Research in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学生团队总组长

刘夜霏

中国人民大学

新媒体艺术专业研究生

资料研究组长

杜美琪

中国人民大学

作曲理论与分析研究生

UI设计组长

董浩楠

中国人民大学

新媒体艺术专业研究生

程序开发组长

陈嘉喆

中国人民大学

环境工程专业研究生

设计插画组长

刘琳琳

中国人民大学

新媒体艺术专业研究生



跨专业合作：新文科建设的探索实验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Exploration and Experiment of New Arts

中国人民大学

新媒体艺术专业研究生

中国人民大学

新媒体艺术专业研究生

资料研究组组员 设计插画组组员

袁梦

马妤馨 李烁

杨皓丞

刘宥彤 高嘉羚

周悦瑶



中国人民大学

新媒体艺术专业研究生

中国人民大学

新媒体艺术专业研究生

UI设计组组员 程序开发组组员

张卫

黎颖仪 李西凌

尹君伊 纪晓萱

魏昆莹 李卓然

张钰鹏

跨专业合作：新文科建设的探索实验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Exploration and Experiment of New 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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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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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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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化
更
新

“红色夏天-智能航宇”探索开放数据新模式
语境化提取开放数据+自主资料搜集+结构化文献

03

红色旅游文献库

华语老电影知识库

历史文化事件知识库

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宋庆龄故居纪念馆

上图开放数据



“红色夏天·智能航宇” 融合手绘元素和实验音乐，形成记忆共振和文化回

响。

视觉

主视觉以星空蓝色系

作为主色，电光灰银

色、紫色作为辅色。

采用富有冲击力的表

现形式，色彩对比强

烈，颜色鲜明。

听觉

选 用 音 乐 人 长 安

（Chang An）的实验

电子音乐，增加数据

星空的深层感知。

元宇宙语境：探索“数据星空”的可视化结构04



为了增强用户对人工智能艺术的整体感知

体验，《红色夏天智能航宇》使用声音艺

术家长安的电子音乐作品作为“文澜风”

模式的声音背景。

现代化的声音景观与人工智能绘画的视觉

图像相互配合，艺术家基于人工智能语境

的遐想与人工智能图文关系创作相结合。

使用户形成由 “元宇宙”数字印象。

音乐人 Chang An

电子音乐人、声音艺术家、|动静|
厂牌主理人，同时涉及戏剧、影片
配乐等形式的创作。

人工智能音乐合作04



进入相关词条视觉主界面

选择具体方向进行探索

“高亮提示”
 可自由点击探索区域

以红色赛博风格为主，

将不同时间维度的红

色历史区域进行联结。

数据间互动及聚焦时间维度：
         红色赛博主题的空间聚焦

05

跳转到
影片TOP10



05 在红色纪念馆语境中的影剧空间



进入相关词条视觉主界面

选择具体位置探索

以棕黄复古风格为主，

将不同空间维度的红

色事件地点进行联结。

数据间互动及空间记忆重构：
                怀旧主题的时光之旅

05

跳转到
影人TOP10



05 故居维度中的影像空间



徐汇区淮海中路1843号（原霞飞路1803号）

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是一个外籍船主建造的私人别
墅，后归德侨威未起所有。1948年，拨归宋庆龄居住。同
年春，宋庆龄从靖江路45号（今桃江路45号）迁居于此。
从1948年到1963年，宋庆龄在这里工作、生活达15年之久
。1950年代初期，在主楼旁建造了一幢辅楼，供宋庆龄身
边工作人员办公之用。1988年在保持建筑原貌不变的前提
下，对主楼进行了大修。
宋庆龄逝世后，上海宋庆龄故居于1981年10月9日正式建馆
，实行内部开放。展品全部是宋庆龄生前使用的物品，其
摆设完全依照宋庆龄生前原样。

1981年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宋 庆 龄 故 居
05 人文历史



上图开放数据平台
华语老电影知识库
百度图片

上图开放数据平台

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大众点评/百度地图

永乐票务

华语老电影知识库 上图开放数据平台

华语老电影知识库

上图开放数据平台

上海图书馆红色文献

数据库

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历史文化事件知识库

红色经典及更新数据关联05



“红色夏天 智能航宇”微信程序联动“悟道∙文澜”

       文澜是大规模通用多模态预训练模型，也是国际通

行25个数据集中最为成熟的中文系统。第二代文澜作为首

个中英文多模态双塔模型，采用图文弱相关假设，双塔模

型的最大参数量为53亿，共有6.5亿图文对。多模态预训练

后的文澜神经网络能“看到”具象及抽象的人类概念。

     《红色夏天智慧航宇》探索与文澜人工智能程序和系

统结合，先期运用了人工智能的视觉风格，并期待进一步

开拓小程序与人工智能图文语音搜索的合作。

人工智能系统关联05



扫码跳转到
“Ai心情电台”

扫码跳转到
“布灵的想象世

界”

“左右翻”
切换二维码

05 文澜风格的外部链接页面



乘坐记忆飞船回看历史，开放

式邀请让用户成为参与者。体

验穿行数据时空的游戏旅程，

在互动点击中进行新的元宇宙

建构。

我们提供了更大的选择空间，

引入“文澜”人工智能程序，

用户可以自主选择模式开启属

智能记忆之旅，体验“红色夏

天-智能航宇”的独特魅力。

轻嗅历史芬芳
多元风格呈现

红色纪念馆与文人故居见证红色历

史的伟大征程。美琪大戏院是“孤

岛”时期建成的最后一家影院，各

大报刊声称它“在远东建筑史上开

一新纪元”。解放初，美琪一度成

为上海重要政治活动集会场所，红

色事件常常在这里发生。我们以数

字绘画的方式，再次重构美琪大戏

院，以地图为纽带，通过程序将红

色建筑相关联，展现出老上海悠久

厚重的历史积淀。

探寻霓虹上海
数字空间重构

红色经典作品及影人将辉煌的红色历

史娓娓道来。

梅兰芳于1933年创编的《抗金兵》，

及1983年创编的《生死恨》均在上海

上演。1941年，梅兰芳因不愿为日本

人演出，蓄须明志，息影舞台。1945

年10月上海各界人士在兰心大戏院举

行盛大文艺晚会庆祝抗战胜利，卫仲

乐主持的中国管弦乐团及梅兰芳领衔

的梅剧团在会上演出。多年来的艺术

传承令名家经典源远流长，也让老上

海的红色历史熠熠生辉。

重访名家经典
见证红色历史

06 艺术数字人文创新



以“时空穿梭”为核

心概念，汇集文化名

人、剧院、红色电影

等重要节点在民国时

间范围内的历史信息，

通过空间地图与具体

事件建立联系，重新

构建出智能航宇视角

中的上海记忆。

 重构民国上海时空

为用户提供重要历史

事件信息及珍贵影视、

照片资料，使用户通

过互动体验全面了解

民国上海的红色思潮，

发挥文化艺术资源的

教育意义，传承红色

记忆。

传承红色文化记忆

以微信小程序为平台，

利用多领域数据库搭

建联系，融汇研究者、

兴趣用户需求，并尝

试引入人工智能技术

及中文文澜系统，拓

展图文及语音搜索。

融汇多方资源技术

通过开放数据构建红

色电影、影人、剧院，

结合宋庆龄故居凸显

文人情怀与红色记忆

的多维关联。以三种

风格进行航宇界面设

计，实现了对数字人

文可视化的创新。
 

创新历史呈现方式

06 创新功能及技术实现



梳理电影榜、影人榜，

广泛收集整理信息制

作出榜单。采用弱层

级样式，起到推荐引

导的作用。以红色夏

天为线索，提取上海

红色记忆之精华。

释放数据活化力量

进一步完善数字化互

引图谱，推进智慧城

市建设，实现程序智

库升级。互引对接，

基于城市大脑的数据

程序设计。在时空一

张图中联动教育、产

业、旅游和环境等领

域共建。

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兼顾地域建筑和文化

特色，搭建信息交互

平台，发挥结构化数

据库和联盟网络作用，

让开放数据竞赛项目

成为提升城市管理者

的规划能力和信息共

享之创新引擎。

搭建信息交互平台

《红色夏天 智能航宇》

联动新的知识传播、

提升媒介素养，以微

信社交媒体作为上图

开放数据竞赛项目展

示，作为世界级的竞

赛赛事联盟凸显了中

国影像创新能力和文

化自信。

创新提升文化自信

07 未来规划及创新价值 



以微信小程序微信小

程序链接开放数据的

同时，探索与文澜系

统结合、拓展人工智

能视听搜索。

智慧升级

基于9个专业的师生研

究背景，进行结构与

内容创新开发，使作

品程序研发和传播更

加完善。

跨专业共建
以上海图书馆数据为主，

重点联动上海年华数据库、

红色旅游、老电影数据库

等优质资源，并援引相关

外部数据库辅助。

多元化信息来源

精选引导类榜单，针对不

同用户进行内容引导。采

用弱层级样式，凸显设计

感层次排名，起到推荐引

导作用，帮助用户明确目

的。

榜单式阅读导览

先期运用了人工智能的视

觉风格，部分页面采用怀

旧复古胶片色调，让红色

夏天跨越时空，开启智能

航宇之旅。

全媒融合信息呈现

以红色夏天为时间轴、

在元宇宙中的记忆飞船

探索为浏览线索，展开

小程序的整体叙事，增

加趣味性和游戏感。

游戏式交互体验

07 艺术数字人文创新



《红色夏天 智能航宇》

云端艺术团队成员：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

RUC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上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

SHU数字人文研究与发展中心

感谢合作方：

文澜人工智能团队

实验音乐人长安

1、希望上图可以在获奖资源库之间推进
平台建设，让项目团队和专家评委进一步
交流；
2、重点介绍新增数据库及特色数据库的
更新情况；
3、同时推进与SODA大赛的衔接，提升开
放数据竞赛的国际性；

再次感谢上图开放数据竞赛组委会搭建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