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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许晓青

2000 年，短篇小说《流浪地球》在《科幻世界》
杂志首发引起轰动，但当时的环境不足以拍出科
幻大片。那一年，小说作者刘慈欣 37 岁，科幻读者
郭帆 20 岁。

《流浪地球》当时的责任编辑，如今《科幻世
界》杂志副总编姚海军回忆，“看到《流浪地球》稿件
第一眼，就觉得耳目一新，大胆的想象令人震撼。”

2000 年时，使用互联网发电子邮件的人还不
多。《流浪地球》刊登后，让读者雀跃，杂志社收到
雪片般的来信，不少青少年就此迷上科幻。

同是在 2000 年，中国人在电影院里第一次看
到了李安导演运用国际化团队拍摄的大片《卧虎
藏龙》，当时中国内地商业电影的年票房还不到
10 亿元人民币，市场化的电影院线机制尚不完
善，合拍大片更是寥寥无几，科幻电影市场基本被
好莱坞占领。后来《卧虎藏龙》获了诸多国际大奖，
这部武侠片包含了西方对中国人的各种“想象”，
辫子、功夫、山水风景……

中国人拍武侠大片可以，但何时才能拍出属
于自己的科幻大片？长期研究科学技术史的上海
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一直在追问。

“所谓的‘中国科幻元年’，它只能以一部成功
的中国本土科幻大片来开启。有抱负的中国科幻
作家，和有抱负的中国电影人，都必须接受这一使
命。”后来他在个人著作《江晓原科幻电影指南》的
封底专门印上这段话。

2019 年春节，在电影《流浪地球》首映前夜，
与很多科幻迷一样，江晓原对这部“可能是迄今为
止中国最‘硬’的科幻电影”仍抱有疑虑。不过，后来
发生的一切，让江晓原着实兴奋不已。业界普遍认
为，以电影《流浪地球》等为标志，2019 年将开启
中国科幻电影元年。

积跬步，至千里

在刘慈欣脑海里的那个“流浪地球”，“地球自
转刹车用了 42 年”。

《流浪地球》从原创小说到本土电影，经历了
大约 19 年。显然，所用的时间比“地球刹车”短不
少。

截至 2019 年 2 月 21 日，电影《流浪地球》在
中国内地上映 17 天，票房已突破 40 亿元人民币，
成为仅次于《战狼 2》的中国电影票房亚军。与此
同时，在海外，《流浪地球》是第一部以 IMAX 3D

形式上映的中国电影，上映仅 11 天，就成为 5 年
来华语电影北美票房冠军。

与一国的综合国力相匹配，“科学幻想”作为
现代文学的分支之一，主要与工业革命及信息化
紧密相关。在科技史上，日美等国伴随国力增强，
特别是在新的科技革命到来之际，都相伴出现科
幻电影集中公映及“科幻热”。20 世纪 70 年代以
来，《星球大战》系列影片、科幻小说《日本沉没》都
在原产国引起轰动。

相比之下，中国的电影生产和科幻创作，都被
列入了“后发现代化”的行列。“后发”要如何“追
赶”？这是中国科幻界长期讨论的话题。

如今，科幻界的资深人士回想起来，《流浪地
球》从文学到电影的成功转化，与《三体》三部曲的
“飞跃式进步”分不开。

刘慈欣创作的《三体》三部曲是中国当代科幻
领域最著名、最畅销的长篇小说。他以恢宏大气的
笔触描绘了地球文明以外的“三体文明”，作品极具
幻想冲击力和心灵震撼力。文学评论人士称《三体》
“为中国文学注入整体性的思维和超越性的视野”。

时间的年轮转到 2012 年，11 月上旬的一天，
在北京西四环亮甲店的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有限
公司迎来一批神秘的客人，这其中就有刘慈欣、姚
海军，还有一些外国面孔，以及更年轻一些的科幻
作家代表陈楸帆等。

当时的一项统计显示，截至 2012 年上半年，
《三体》三部曲中文版已累计销售约 40 万套。这家
图书进出口公司的项目负责人也是科幻迷，多年
来跟踪《三体》三部曲的出版进展，最大的期待是
推动《三体》系列国际化。

在那次英文版的翻译工程启动仪式后，历时
4 年《三体》三部曲完成了浩如烟海的翻译工作。
其中，《三体》第一部的英文版于 2015 年荣获科幻
领域最重要的奖项之一雨果奖。《三体》和《流浪
地球》的电影项目也都在 2015 年有了起色。

致力于科幻普及推广和产业培育的文化品牌
机构“未来事务管理局”负责人姬少亭回忆，拍科
幻电影，是科幻界一直以来的向往，但是条件是否
成熟，业内分歧一直存在。直至 2015 年，《三体》拿
到雨果奖的最佳长篇小说奖，电影能否拍成依然
是个谜，读者对此既充满期待，又特别害怕“跳票”
(注：指影视作品无法如期完成并公映)。

“圈内绝大部分人都怀着忐忑的心情迎来 2019
年，因为《流浪地球》在电影创作的跑道上朝着我们
加速飞奔而来，马上要‘冲刺’了。中国科幻作品和科
幻电影发展，格外需要这样一次伟大的‘冲刺’！”

“冲刺”

1995 年，来自山东济宁的 15 岁少年郭帆偶
然看到了外国科幻大片，他冒出一个念头———“我
是不是可以当导演”。后来辗转到海南省读法学专

业的他，最终还是执导筒，要做自己爱做的事。
郭帆也是科幻爱好者，也爱读《三体》。他回

忆，2005 年时，他开始尝试看一些关于量子物
理的书，但起初其实看不懂；真正开始着手《流
浪地球》这个项目时，已是 2015 年，《流浪地
球》这部电影从无到首映，花了 4 年。

从一部科幻大片的角度看，《流浪地球》已
具备了知识结构、逻辑关系、视觉特效、人物命
运、科技伦理等要素，比照之前的国产科幻电
影，实现了整体性的进步。

在新中国近 70 年的电影史上，并非完全没
有科幻作品，一般认为改革开放助推了一批科
幻电影诞生。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珊瑚岛上
的死光》曾激励包括刘慈欣、韩松等在内的一批
“60 后”科幻作家进行科幻创作。而在中国观众
记忆中，还有《霹雳贝贝》《大气层消失》等作品，
但有的只归为儿童片，有的则与科研本身挂钩，
真正的科幻片，特别是科幻大片，几乎为零。

“过去很多导演都想拍科幻片，但是条件和
想象力还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包括周星驰也
曾经拍过《长江 7 号》，但大家知道，一般外星人
也只是简单的装扮，还不是科幻大片。”参演《流
浪地球》的香港演员吴孟达感慨。

吴孟达回忆，接到剧本时，自己根本不敢相
信，能接到一部中国人自己的科幻片并参与拍

摄。后来经过与导演的沟通、感受剧组的氛围，
这位资深演员断定，“导演是认真的”。

郭帆告诉记者，在摄制《流浪地球》过程中
几乎每天都会遇到新的困难。而最大的困难，是
面对质疑。当别人不相信中国人能拍出一部属
于自己的科幻电影，团队能做的就是进一步细
化前期的所有方案，让一切尽可能规范化，包括
故事大纲、概念设计、分镜头画稿等。

“超支的次数大概有四五次，因为没有办
法，我们对于拍摄科幻电影是没有经验的，没有
可循的路，所以在制作层面上确实会有出乎意
料的事情，这个很难避免。”郭帆说。

“地球村”

“《流浪地球》中，人类作为整体出现——— 即
‘人类命运共同体’。”刘慈欣说。

在《流浪地球》首映之际，刘慈欣通过“未来
事务管理局”的“科幻春晚”平台发表一篇文章。
他写道，“当人类的‘太空大航海时代’到来的时
候，故乡的观念将再一次回到人类文化之中。”

多名文学评论人士指出，电影《流浪地球》
不仅提供了一种奇观式的幻想图景：例如中国
的一些特大型城市遭遇冰封等灾难的挑战，同
时电影也提供了一种中国科幻的叙事逻辑，比

如在遇到整体性灾难时，不是不顾一切逃离，而
是要带着眷恋的这片土地、带着地球这个人类共
同的家园，一起飞向未来。

刘慈欣坦言，自己是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
创作的，地球是全部历史、文化、文明之根的一个
象征。带着地球一起在太空航行，表达了中国人
对故土、对家园的感情和情怀。他试图在宇宙的
大背景下去表现这种情怀。

值得关注的是，今天全世界任何一部科幻大
片的拍摄，也同样需要依靠“地球村”的共同努力。

《流浪地球》制片人龚格尔透露，影片约八成特效
由中国本土团队自主完成，另外约 20% ，由来自
德国、韩国等的多个团队，支持中国团队，共同合
作完成。

总部位于新西兰的特效道具制作工作室———
维塔工作室(Weta Workshop)近日也透露，为中国
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制作了 5 套外骨骼装置，12
套防护罩，以及 19 套防护服等。这家工作室早前
曾参与《阿凡达》《攻壳机动队》等科幻大片的特效
道具和装置设计。新西兰工作人员坦言，这是第一
次为中国科幻效力，感到特别兴奋。这些精密的道
具装置，经历了“测试开发—服装裁剪— 3D 细节
推敲—涂装和做旧—电子数控及组装”流程。这家
工作室还向中方团队开放了部分研发技术及材料
工艺，助力中国本土科幻“启航”。

“从科幻电影产业链观察，电影工业占较大决
定权，虽然‘科幻’只是类型片的一种，但在全球价
值链中的产出效益十分可观，中国尚在起步阶
段。”江晓原认为，当代电影的工业化大生产，与先
进制造业的大生产有一些相似之处，即经济全球
化的趋势不可逆，这意味着在鼓励本土原创的同
时，也鼓励彼此间的协同合作和协同创新。

“可以预见有一批科幻电影已经在筹备、拍摄
的路上。事实上，我们正在做的是孵化更多的本
土‘科幻头脑’和原创力量，包括培育新一代的创
意提供者、专业作家、编剧、导演、制作人、运营者
等，这将是针对全产业链的人才和创意孵化，促
进文学向视听影像转化。同时，要普及和推广科
幻文学和电影，扩大读者群和观众群。”姬少亭说。

《流浪地球》的异军突起，不是孤立的现象，
今年同期还有《疯狂的外星人》等国产科幻片热
映，年内还有新的本土科幻电影也计划公映。据
“未来事务管理局”分析，事实上近年来在“三体宇
宙”概念的版权开发、名家名作的科幻影视化等方
面，进程都在加快。从互联网上看，已连续第四年
举办的“科幻春晚”，今年得益于《流浪地球》热映，
“科幻春晚”全程浏览量进一步攀升，与此同时，围
绕《流浪地球》举办的部分科幻活动，也是“科幻春
晚”的重要组成部分。

“打造一条基于中国本土原创的科幻产业链，

大有可为！”姬少亭说，“中国科幻已经迎来了好时
光，有理由相信，未来将更加美好。”

不就一部科幻电影吗，为何要等十九年？
科幻电影《流浪地球》“意外”大获成功的背后

影片《流浪地球》中的地下城场景图，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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