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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伊始，沉寂许久的电影市场势如
破竹，以近 68 亿元“春节档”票房迎来开
门红，也让影迷剧迷在一个又一个精品力
作中找到了久违的惊喜与感动。

烟火气重回影院。科幻、悬疑、喜剧、
动画等类型多元化、创作专业化的影片供
给，点亮了新春消费市场，以高口碑掀起
了电影市场复苏的第一波热潮。

从《流浪地球 2》《满江红》到《深海》
《熊出没》……这些高票房、好口碑的影
片，在人类文明共同体、仁义礼智信的价
值 书 写 中 ，彰 显 了 中 华 民 族 的“ 精 神 筋
骨”，也结束了“中国没有科幻片”的论调，
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的想象力。

主旋律创作突出重围。此前，在偶像
剧、古装剧、女性剧扎堆的影视剧作中，以
现实为底色的《县委大院》，于一县中见天
地，以近乎白描的手法描画了县委书记梅
晓歌接过烫手山芋、清理历史欠账、带领
干部群众建设光明村的一连串经历。这
部剧拍活了县域治理“两头难”的千辛万
苦，拍活了年轻干部身上的理想与坚守、
困惑与信念，让人直呼过瘾，意犹未尽。

近来，一批有质量又有分量的影视力
作接连“破圈”，备受市场欢迎、深得观众
喜爱。原因何在？

在这些“叫好又叫座”的文艺精品中，
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崭新的“打开方式”：它
们的主基调与主旋律不像是板着面孔的一
堂思想品德课、一篇申论文章。相反，它是
流动在每个人心中的涓涓细流：理想、正
义、爱，这些具有感召力的价值共识。

这些细流，脱胎于生活。生活这棵常
青树上，藏着创作的无限灵感。从热气腾
腾的真生活中破土而出的细节，自然饱蘸
真情，能以平实又抓人的张力，引起观众
的深度共鸣。不论是《人民的名义》《县委
大院》还是《山海情》《大江大河》，都不约
而同地摆脱了“假大空”的说教气，舍弃了

“靠炫技种悬念、以悬念拉剧情”的套路
活，而是本真地回归生活，扎根泥土，找到
了最能折射太阳光辉的那一滴水。

这些细流，高于生活。从中华文明中
“采矿”、号准时代脉搏，对生活进行再创
造，才能让“当下的故事”“你我的故事”

“未来的故事”更有重量。令人耳目一新
的影视力作之所以带给观众超乎预期的
后劲、使人奋进的精神力量，是因为它把
时代大的背景墙刻画得栩栩如生。透过
这面墙，更多人得以了解中国当下更广袤
的基层，读懂时代问题的耦合性复杂性，
理解不同人的苦与乐、喜与盼。

艺术是根植于大地、又离地一尺的飞
翔。脱胎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立足于本
土价值、又勇于创新的表达，让世界看到
了中国的想象力。

这几天，外媒纷纷报道海外观众二刷
《流浪地球 2》的情景。“带着地球去流浪”
的价值选择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
智慧，点亮了这个“人类从分裂走向团结、
共同应对灾难”的恢弘故事。不仅如此，
大到太空电梯、行星发动机的防御系统、
群舰登月等奇观，小到电子军犬、“门框机
器人”、外骨骼装甲等装置，并不是脱缰的
臆想，而正是基于现实对未来的映射——
如果没有中国科技实力的强大，中国式科
幻中的大量细节根本无法支撑起一个真
实可信的未来世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文艺
创作将担负起更加光荣的使命。只有融
入火热的现实、融入壮阔的时代、融入厚
重的历史，艺术才能自觉观照人民命运与
情感，传递人民心愿与心声，凝聚人民智
慧与共识，生长出创造性的力量和文化自
信的根基，书写新时代中国自信、包容、开
放的大国气象，以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带
给人们获得感、幸福感，带来不竭的精神
力量。 据新华社

近三分之一剧本
被“科学”修改

中国计算机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主
任助理崔原豪与《流浪地球 2》的缘分，始
于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王元卓
的电话邀请。“这可以说是‘造梦’故事的
开始，除了科幻电影之外，科学家恐怕很
少有机会‘见证’一个未来世界。”

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魏红祥、中
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苟利军、中科院力
学研究所研究员韩桂来……科研“国家
队”力量的陆续加入，为电影注入了更多
科学的味道。

两年多来，科学顾问参与构建了长达
20 万字的“流浪地球世界”架构，其中不仅
包括了基础物理、天体物理、航空航天、人
工智能等自然科学知识，也涵盖了政治、
经济、文化等社会科学设定。在文本之
外，黑板上的一行行科学公式、科学家日

常的穿着造型、科研机构的层级架构等细
节，科学顾问都力求严谨，产生了大量的
手绘科学概念图和计算草稿。

科学的计算论证，还曾让剧组忍痛推
翻了关键剧情。编剧团队在构思“地球如
何摆脱月球引力”的剧情时，曾设想在太
空电梯加装大炮，向月球发射弹丸使其加
速自转解体。这是一个具备视觉呈现力
度的方案，但苟利军在计算后给出了一个

“天文数字”——至少需要发射上千万枚
超高速弹丸。“论证后，我们还是决定改为
用发动机推走月球。科学顾问的参与，改
变了原剧本近三分之一的剧情，美术团队
为此曾‘痛哭流涕’。”该片世界观执笔骆
翼云笑着介绍。

电影促使大家
更关注科学

不 过 ，现 实 中 的 科 学 顾 问 并 不“ 古
板”。本次科学顾问团队的成员，大多有

着多年的科普工作经历。帮助剧组在科
学基础上展开艺术创作，平衡科学性和艺
术性的冲突，是团队的共识。“在做科普的
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宽容和磨合，这是科
学与影视融合的关键基础。”魏红祥说。

科幻电影通过情节设置，让普通人关
注并理解生僻的科学概念，也是科普的有
效路径。在王元卓看来，科幻电影是展开
科学传播的有效载体，即使观众对影片设
定“挑刺”，起到的依然是正面效应。“科学
本身就是思考、争论、验证的过程，影片引
起社会的广泛讨论，也是在促使大家关注
科学。”

“ 这 是 一 件 既 有 意 义 又 有 意 思 的
事”……在被问及未来是否还愿意参与到
科幻电影的制作时，多位受访科学顾问都
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如果有机会，我肯定
还会参与，并力争把科学与影视更好地融
为一体。” 据京报网

由田晓鹏执导的 3D 动画片《深
海》公映 8 天收获了 4.5 亿元的票房，
该片以绚丽奇幻的画面赢得了很多
观众的赞赏，但也有部分观众反映有
些地方看不明白。29 日晚，田晓鹏亮
相 一 家 影 城 ，跟 现 场 的 观 众 互 动 交
流。他表示，这部影片没有按照常规
的剧情片节奏来叙事，而是采用了更
加 私 人 化 的 情 绪 体 验 来 推 进 剧 情 ，

“这种叙事方式是我自己很欣赏的。”
“《深海》整部影片其实是主角参

宿的一个个梦境，是她在溺水后濒死
状态下的幻觉和挣扎。”田晓鹏解释
道，影片设计了参宿和南河两个人，
其 中 南 河 想 表 达“ 来 自 陌 生 人 的 善
意”主题，“参宿跳进海里被一个陌生
人救了，当她躺在医院里的时候，不
断进入梦境。在梦里，每当南河变得
好时，参宿的潜意识里就会想到陌生
人为了救她而死的事实，于是她就会
不断地醒来，重启这个梦。”一个观众
提出，“海精灵”的造型有点吓人。田
晓鹏解释，海精灵就是根据参宿妈妈
回头一瞬间的形象设计的，“是她的
头发和眼睛多次叠加后的效果，这是
参宿的一个心结。当她的心结变得
沉重时，海精灵就是变大。”

“每天在创作的过程中，我都会
深 陷 在 参 宿 的 情 绪 里 ，不 断 地 问 自
己：究竟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每天
上班的意义是什么？但是我也不断
鼓励自己。其实我特别像电影中参
宿在梦境里看到的粒子和彩色的光
斑，每天出门我就是在找这个东西，
一开始我是在找素材，但找着找着，
它就成了治愈我自己的东西。”

说起为什么花了 7 年时间来创作
这部作品，田晓鹏说，每一步都很费
时 间 ，“ 既 要 把 故 事 讲 通 ，又 要 像 梦
境，这很难平衡”。至于“粒子水墨技
术”，更是集中了 1478 个动画人，不断
试验，最终才开发出来。

“可能有人认为现在国产动画片
在技术上跟好莱坞已经越来越近了，
但我不这样认为。”他举例，就拿海精
灵来说，自己的本意是想把海精灵做
得很逼真，“如果是皮克斯的动画，他们
很容易就实现，但是我们做起来非常
费时间，于是我就用了很多光斑、折射
等来做遮掩，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中国现在不缺好的动画师，缺
的是开发这一块。”这也是田晓鹏当
初 一 定 要 开 发“ 粒 子 水 墨 ”的 初 衷 ，

“这个技术开发出来，对于后面的创
作者来说，用起来就很容易了，我要
做的这件事的意义就在这里”。

据京报网

“流浪地球世界”怎么构建的
电影《流浪地球 2》幕后藏着 19人科学顾问团队

▲ 王元卓手绘的科普图解

电影《流浪地球 2》上映后
票房火爆，话题不断。观众围
绕“太空电梯不可能建成”“几
千颗核弹炸不掉月球”等话题
展开热烈讨论。观众挑的这些
“刺”，其实科学顾问都一一讨
论过，“科幻电影不是科学纪录
片，它既要有‘科’，也要有
‘幻’。”《流浪地球 2》幕后藏着
一个19人的科学顾问团队，其
中多位是来自中国科学院的研
究员，上述理念就是他们的共
识。他们提供的科学视角，帮
助影片完善了世界观架构和视
觉呈现效果，也曾促使一段重
要的剧情做出了修改和完善。

中国不缺好的动画师
缺的是“开发”

导演田晓鹏现场答疑

艺术是根植于大地、又离地一尺的飞翔

——近期影视力作接连“出圈”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