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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浪地球》大年初一公映之前，

宣发已经自然地将“中国第一部真正意

义的科幻片”的名片推至公众面前，而

后档期放映的口碑高涨更是推动了票

房的攀升。今年春节档院线上映的影

片几乎是一场血拼，能在这样的境遇下

取得好成绩不仅在于其科幻类型题材

的突出，更在于完美精良的制作。

中国的第一部

“硬核科技”电影由此起航

《流浪地球》没有辜负“硬核科

技”的称号，电影在技术层面完成度

极高，特技特效也极具震撼力，这种

扑面而来的具有强烈科幻气息的电

影具有明显的类型片特征。就科技

感和画面感而言，《流浪地球》带来

的视听冲击完全不输于好莱坞的大

片。

众所周知，科幻的大工业制作

不仅考验电影制作的技术水平，也

考验着电影的资本和理念，任何一

个元素的缺失，都不能够完成这样

的制作。事实上，近年来由电脑数

字技术介入的特技特效带来的视觉

奇观的电影并不少见。随着电影产

业的不断发展，中国电影开始对电

影 的 呈 现 方 式 不 断 进 行 全 方 位 探

索，大场面、大制作、高特效影片不

断出炉。被称为电影魔术的特效在

数字技术不断进步的带动下，电影

特效营造的或唯美、或震撼的观影

体验，已经成为电影视觉效果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成为评价电影重要

标志之一。然而最能产生视听震撼

的、充满想象力的“硬科幻”电影，在

中国却一直处于空白状态。在《流

浪地球》之前，中国也有科幻题材影

片的出现，如《大气层消失》、《霹雳

贝贝》、《长江 7 号》、《机器侠》等，但

这些影片在特效制作上与好莱坞科

幻 影 片 的 大 工 业 制 作 根 本 无 法 抗

衡。想要打造一部“硬科幻”电影，

不仅取决于电影技术发展的实际状

况，也取决于电影本身的经济投入

能力。《流浪地球》投资 3 亿人民币，

工作团队高达 7000 人，特效镜头超

过 2000 个，本土公司特效镜头完成

量占到全片的 75%。为了追求画面

的真实感，影片也未全部采用电脑

特效，而是很辛苦、很费时的搭建各

种场景。构筑出了灾难来临后的末

世生活图景，由充满生活气息的地

下城，到冰封的北京上海等地表状

况 ，再 到 浩 瀚 宇 宙 的 空 间 站 、太 空

舱，生动地完成了恢弘大气立体空

间影像表达。不同层次的各种道具

也极为逼真细致，耗资巨大，影片道

具总数超过 10000 件，而李光洁穿的

外骨骼防护服成本就超过 45 万。强

烈音效的烘托，贯穿始终苏联重工

业气质下厚重、凝滞、粗粝的科幻风

格，使得“硬核科技”成为整部影片

的重要特征，技术的支撑为电影带

来的超级震撼的视听享受，展示了

华语电影顶尖的特效水平。

面 对 中 国 科 幻 大 片《流 浪 地

球》，不仅让人感慨中国国产电影工

业发展的如此迅猛，更让人们惊呼

“中国科幻元年”已经开启，而《纽约

时报》在 2 月 4 日的更是直接发文刊

出 ，“ 中 国 电 影 终 于 加 入 了 太 空 竞

赛”。《流浪地球》不仅仅给观众带来

一部优秀的史诗级科幻大片，在制

作的过程中还为中国电影的制作储

备了大量的专业人才和制作经验，

更为中国电影走向国际市场树立了

自己的标杆。

科幻语境下

中国式的审美趣味与人本关怀

近年来，有着优秀特效的电影

并不在少数，但超豪华的炫技之下

亦有遭遇滑铁卢惨境的，而《流浪星

球》的逆袭则来源于电影故事镜头

叙述的流畅。影片改编自著名科幻

作家刘慈欣 20 年前完成的同名小说

《流浪地球》，为了将小说文字变成

立体的影像，影片的表达重心发生

了变换。影片《流浪地球》的故事不

再展示小说中深远思考和庞杂的宇

宙架构，而是采用简化原小说的故

事，形成一个完整的叙事结构，随着

太阳能量的耗尽，地球无法继续维

持，而智慧的人类选择了带着地球

寻找新的家园。

电影《流浪地球》首先定位是灾

难片，影片以极寒天气下的中国的

城市北京、上海等地作为地标，拉近

观众和科幻世界的现实距离，萧条

悲凉、不断土崩瓦解的地震带来的

末世感瞬间将观众带入电影情境之

中。在地球受到木星磁场影响，不

断的爆炸逐步走向崩溃的时候，生

存在地球上的人面临消亡。在这样

的影片结构中，需要面对的很重要

的一个哲学思考就是选择。人生的

道路上就是在不停地作出选择，一

旦做出选择就没有再回头的路。影

片每个高潮的聚焦点都是一次选择

的考验。在最后高潮阶段，即地球

生死存亡之际，是保存人类的火种

还是选择与家人家园共进退，这在

根本上是个并没有对或者是错的答

案，只是无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就

要承担其所可能面临的后果。影片

由中国式价值观作出了选择，这种

选择是中国式的审美导向所致，那

就是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能舍

弃自己的家园和自己的家人，家是

中国文化的核心命题。没有家，任

何精神或物质的存在都没有意义。

由此带来中国的审美文化，重视家

庭的伦理、上升到对国家的爱直至

对地球——这个家园的守护。这样

的宏大命题是深刻在中国人的骨髓

中的，无论宇宙有多少颗星星，但只

有人类生存的地球才是不能割舍故

土。所以在面对灾难的时候，与好

莱坞模式或脱离地球、或超级英雄

救援、或淡然赴死都不同，刘启和爷

爷的车辆被征用的时候也依然随之

前进运送火石，运送火石的队伍岁

不断有成员死亡但最终仍然坚定地

走在守护地球的道路上，刘培强在

面对自己的家园被毁、亲人面临死

亡之际，毅然选择以死来换得地球

的生存希望。

《流浪地球》还具有公路片的特

质，随着刘启从地下城带着妹妹出

逃，到地面后由木星磁场引发的突

发状况，再到最后拯救地球，都是按

照公路片的路径发展。刘启在旅途

的过程中从一个反叛的青年成长起

来，而这种成长的推动力就是感情，

是亲情和友情。作为科幻大片，《流

浪地球》并没有按照好莱坞大片的

末世灾难片模式那样，打造拯救地

球的超级英雄或者是英雄团队。影

片中的各个人物性格鲜明，刘启聪

慧略带反叛气质，姥爷有高超的驾

驶技术对外孙外孙女无比慈爱，刘

培强坚韧为工作无法回家，王磊特

战队长坚持理想……所有的人物就

像生活在我们身边从事各行各业的

人们，他们有自己的坚持却并不具

备超能力的特征，就是这样的一群

普通人最后在亲情友情的激励下，

运用自己的智慧解决了地球当下面

临的危机。所以，导演是以科幻题

材表达自己的人本主义审美理想，

以中国原创的审美趣味，传达着人

类 普 世 共 通 的 情 感 —— 友 情 与 亲

情、责任和担当，剧中将情绪推到高

潮的是刘培强慷慨赴死之时，与儿

子的互动。让人泪奔，从内心深处

产 生 共 鸣 。 影 片 票 房 一 路 逆 袭 攀

升，正是契合了观影人群的审美趣

味，才使得这样一个悲壮的史诗巨

制在春节档的合家欢氛围中脱颖而

出，成为开启重工业时代科幻大片

的启航者。

并非说《流浪地球》就可以睥睨

世界科幻电影，但是影片宏大、极具

震撼力、精致、具有重工业色彩的科

幻视听觉效果，的确显示出中国电

影业的制作资本、特技特效水平已

经达到一个新高度，而且在原创方

面也有了自己的特色。就如学者饶

曙光所言，影片呈现的是一种“共同

体美学”，是由文明转型、科幻想象

力、电影工业体系、技术水平及综合

国力合力而成。影片也并非完美无

缺，在某些方面打磨也有不足，如台

词生硬、故事转折节点突兀等，但是

瑕不掩瑜，中国的科幻大片时代已

经来临，在《流浪地球》的引领下，我

们可以满怀欣喜的期待未来更具震

撼力的科幻电影作品。

互联网的基本面是“BAT”，即

搜索、电商、社交。中国是全世界

最大的互联网应用市场，而且有其

最生动的证明：全世界的互联网应

用 App 以中国开发的为最多。中

国这些稳居全球应用市场前列的

应用软件基本上都在 BAT 概念涵

盖中。现在我们要想的是，中国电

影产业本身是被互联网的，今天凭

着自身的能力，能否实现更多更好

的软件开发呢？当前院线行业作

为最容易实现产业互联网的领域

迭代创新的迹象很少，倒是每天关

闭一到两家影城成为产业研究者

们非常担心的现状。究竟关门是

趋势，还是开辟产业互联网是趋

势，我们今天还能与多少行业中人

讨论诸如此类的问题？

技术的变革需要基本的激情，

它们包括颠覆性创新的激情、开拓

商业市场的激情、人类文明再造的

激情。这已经决定了在初始阶段

不会有很多人参与，“很多人”是跟

在后面作为羊群的大概率，而变革

的事业从来属于思维异端与奋进

的人们。这些人相信世界可以不

是这样的。手机可以不是单纯用

来打电话的，或者手机应该不是首

先用来打电话的。最早相信这个

真理的人，一开始就抛弃了摩托罗

拉和诺基亚的范式。对，范式！这

就是我们相信院线未来也主要不

是用来放映电影的一样。

激情是和创新的异想天开在

一起的，在上帝创造世界之前没有

世界。我的青年时代有幸跟随过

一位年轻的异人，他叫刘学能对佛

学很感兴趣。我们曾经一起到过

广东的南华寺，学能希望在里面挂

单体验佛教的信仰。知客在大堂

上考问他，为什么要来出家？学能

回答，佛教好！知客又问他，你读

了 多 少 佛 经 ？ 学 能 就 说 没 有 读

过。知客奇怪：没有读过佛经，你

怎么知道佛教好呢？刘学能出乎

我们意料的回答道：“佛祖不是也

没有读过佛经吗？”知客非常讶异，

这个小年轻的佛性异乎寻常。

我的小朋友刘学能留下给我

的思维模式成为了我成长的方法

论。美好世界不是因为人曾经看

到过它，而是因为人信仰它。事物

与世界存在和发展的范式其实常

常存在于思维的异动当中，存在于

心智的跨越当中，因此也就存在于

人格的成长中。那些勇于为人类

的美好未来奋斗的人，是可以根据

信仰和可能性创造出新的革命性

的范式的。

2018 年中国院线世界最可宝

贵的是产生了 18 亿人次，最遗憾的

则是 18 亿人次没有被我们看作是

最珍贵的资源。互联网的三大基

本领域既然就是搜索、电商与社

交，我们就可以知道 18 亿人次足以

成为 BAT 的广阔空间。因为互联

网的革命是人性的革命，人性的基

本需求恰恰就是搜索、电商和社

交。搜索是信息与价值的传播，电

商是产业的普世价值，社交是支撑

这一切的信用货币。既然院线产

业在单一的领域售票市场走到天

花板，那么它的“信息与价值的传

播”、“普世价值”、和“信用货币”就

应该被释放出来。

这里我们解释（展望）一下，

“信息与价值传播”就是数据，“普

世价值”就是流量，“信用货币”就

是区块链。手机的革命就是这样

发生的：这个世界会有多少人使用

手机，就等于有多少人使用这个便

捷工具，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便捷

性需求就会令手机有多少的无限

可能性产生，这就是大数据理论下

的信息与价值传播——直至资讯、

教育、音乐、通讯、交易、摄影、测

量、储存、财务管理等等。

世界的充分商业属性造成了

人类的全球化，流量所致，价值诞

生，手机上述产生的流量足以成百

倍地带来超过电话费用的全球收

入，关于收入的最大化才是商业与

技术世界的普世价值。什么是技

术革命？带动数据流量“井喷”与

互导的基本算法只能是互联互通、

跨界链接、创造新生态，也只能是模

块之间的链接高度自动化，伴随着

安全系数的提升而非相反。人类在

分布式的世界上享受自己创造的价

值并且安全地享有自己的信用认

证，手机的世界就是一个个人拥有

的互联网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

实现了不须在商业中心购物而在网

络的任何节点上（任何 App）都可以

留下自己交易的证据。

假设我们的院线就是手机，只

是较之于手机的生活便利性稍逊

风骚。但是院线可以出现不同于

手机的另一类体验场景。我设想

2019 年的院线总部应该是这样的，

它按照 BAT 的价值与数据创造维

度安排自己的架构。B 搜索，院线

数据流量的价值边际是搜索的无

限可能性；A 电商，O2O、“群”英

会、财富管理模式等线上线下体

验，在档期与强片涌至当中异彩纷

呈，中产阶层和亚中产阶层的孩子

们成为院线流量带引的财富管理

模式的幸运儿；T 社交，跨界活动

的策划联络部门是院线总部数据

流量革命的核心部门，也是在价值

传递之前的信息传递部门，“无社

交不影城”成为院线的普世价值，

“无跨界不营销”成为院线的金科

玉律，“无变现不数据”当然是院线

的赢利模式，“无线上不线下”则成

为院线的管理场景。

总部的架构是公司战略追求

的实现基础。架构的夯实依赖其

下的岗位设置。岗位则要靠所招

聘的团队实现价值，真正的岗位价

值则依托关键而完美的 KPI。目前

应该将架构的变革放在院线改革

的首位，传统的发行部、市场部、

HR 部门等等貌似应该改为数据资

讯部门、跨界引流部门、活动营销

部门、设计与拓展部门等等，院线

的市场标的在于一年当中有多少

个热档和预测带引怎样的流量，院

线掌握怎样的数据流量链接的跨

界价值群，而总部的一切部门都应

该成为财富管理团队的运作平台。

最后，整个院线的革命性范式

从传统的放映平台和发行实现平

台变成社会年轻的中产阶层、亚中

产阶层的创造性财富管理平台、娱

乐休闲管理平台、社交与互联平

台。人类的普世价值因为信息的

共享（B）、商业的互联（A）、信用的

流通（T）而实现，这个步伐正是电

影产业在院线端的变革的节奏。

互联网创造了一个任何节点

都会是消费的，任何节点也都可以

是生产的未来世界。试想一下，院

线作为人们的生活的 BAT 媒介，难

道不是可以先行一步，况且诸如手

机等等已经从线下走到线上的媒

体、自媒体都已经成为了产业互联

网的先驱。院线成为每一个人的

商业数据运用媒介，中国院线出现

数据的国际商业联盟，难道还是我

们不可相信的乌托邦吗？换一个

角度看世界正是改革开放四十年

给与中国人民最可贵的经验。换

一个角度看一切都会看到不同的

世界。刘学能看到知客没有看到

的世界，因为知客就在寺庙中读

经，殊不知在佛祖之前居然没有佛

经，但是佛祖却已经心中有佛经。

这就是换一个不是从经书来的角

度，而是从信仰来的角度，或者从

理性来的角度。

2019 年对于中国与世界都是

很不寻常的年份。中国面对的不

仅仅是贸易战，世界面对的也非仅

仅是特朗普的“美国第一”单边主

义。从现在开始，人类开始了一个

好比当年工业革命开启新世纪的

一个崭新的时代，它的标志便是互

联网新生态到来。工业革命带来

资本主义，互联网革命会带来什么

主义？也许这是一个二百年跨度

的猜想，我们能够有多远的眼光不

好说，但是我坚信中国有希望，人

类有希望。正是从这样的信念角

度出发，我们没有理由不好好认识

这 样 一 个 时 代 和 这 样 崭 新 的 文

明。中国电影院线是数据流量之

王，在这十年内，你能参与创造院

线的新时代你就上去了。

院线产业互联网的
性感空间

《流浪地球》：

硬核科技下的中国式审美趣味

■文/饶师嘉

根据刘慈欣同名科幻小说改编

的硬核科幻片《流浪地球》，讲述了

太阳将因氦闪而毁灭，人类不愿放

弃自己的家园，开启“流浪地球”计

划，试图带着地球逃离太阳系，寻找

人类新的生存家园的故事。当《天

地大冲撞》、《世界末日》、《星际穿

越》等西方科幻电影在全球银幕上

播散着“到遥远外太空寻找人类希

望”的生存逻辑和文化道统时，80 后

中国新生代导演郭帆采用苏联重工

业式的粗狂风格，将“人类把地球推

离太阳系”的镜像推向全世界，传达

了中国人孕育于农耕文明之上的对

土地和家园的深沉情怀。这部被称

为或将开启中国科幻新篇章的太空

灾难片，在依照本土文化逻辑建构

起的视效场景、情感伦理和价值理

念中，恣溢出基于丰富生命体验的

理 性 之 光 与 感 性 之 美 。 这 一 要 用

2500 年、100 代人去实现的流浪之旅

注定悲壮且浪漫，它承载着愚公移

山精神和集体主义内核，满怀对人

类生命的无限敬畏，在广袤宇宙中

找寻光明与希望，这是对“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的生动诠释与表达。

如若将《流浪地球》放在影史纵

向流变脉络中加以审视，它在类型

创新和工业实践层面都将注定是一

个里程碑式的存在。上世纪 30—60

年代，《六十年后上海滩》、《十三陵

水库畅想曲》等带有科幻元素的影

片在初试啼声后便匆忙谢幕。直到

改革开放后文艺领域融化坚冰，以

《科幻世界》为阵地涌现出一大批科

幻作家和科幻小说，催生了《珊瑚岛

上的死光》、《霹雳贝贝》、《魔表》、

《大气层消失》等对科学技术尚有负

面想象的影片，不过它们因缺少视

觉特效只能在踌躇中前行和探索。

新 世 纪 以 来 ，《长 江 7 号》、《机 器

侠》、《全城戒备》、《蒸发太平洋》等

尝 试 向 好 莱 坞 科 幻 类 型 看 齐 的 影

片，但因类型经验不足、工业基础薄

弱等原因仍在迷惘中徘徊。2015 年

是拨开迷雾、播散希望的一年，据统

计，确定立项及投拍的科幻电影项

目达 86 部，这让本已蓬勃发展的中

国电影业显现出大气磅礴想象未来

的格调，尤其是“重工业电影”的提

出，为打造与好莱坞大片比肩的科

幻电影保驾护航。也正是整个电影

业的齐心协力，在筚路蓝缕中小心

求证、谨慎推敲，才让 2019 年的电影

银幕如此星光璀璨，也才让中国电

影人自信地抬头仰望星空。

当刘慈欣充满激情的想象力与

郭 帆 拍 摄 科 幻 电 影 的 梦 想 不 期 而

遇，《流浪地球》展开了一场“在绝望

中寻找希望”的工业化探索。3000

张 概 念 设 计 图 、7000 多 工 作 人 员 、

8000 张 分 镜 头 画 稿 、30 多 分 钟 的

PreViz 动态分镜预览、上万件道具、

近 10 万米延展平米实景搭设……这

不仅保证了《流浪地球》的视觉奇观

体验和严谨的世界观，也是对中国

重工业、高概念电影的一次全面检

视。包括影片中的核聚变发动机、

引力弹弓（助推）效应、洛希极限、比

邻星等烧脑硬核科幻知识，还有最

先进 VR 堪镜技术协助拍摄的地下

城 、宇 宙 飞 船 、冰 冻 的 地 表 、运 载

车 、引 爆 木 星 等 特 效 场 景 ，细 致 到

“外骨骼”防护服、宇航服的设计，

让对好莱坞视效大片产生业已审美

疲劳的国内观众大呼震撼。尽管借

鉴了《星际穿越》、《盗梦空间》、《机

械 战 警》、《2001 太 空 漫 游》等 影 片

的科幻元素，但其中 75%的硬核特

效 基 本 由 国 内 特 效 公 司 完 成 ，《流

浪地球》刷新了大众对国内特效水

平的认知，充分显示了中国电影工

业的自信。

更 为 重 要 的 ，当 剥 除《流 浪 地

球》层层的科幻外壳，包裹着的是中

国人对故土家园的情感和依恋，这

一贯穿影片的精神内核成为影片的

“精气神”。在刘慈欣看来：“太空航

行是一种离开本源文化去流浪的情

结，如果把地球变成宇宙飞船，就有

了 更 深 的 含 义 —— 我 们 不 是 在 流

浪 ，依 然 和 我 们 古 老 的 文 化 在 一

起”。就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带有

中国人独特情感的城市地标，无论

是被冰封的北京央视大楼、北京国

贸大厦，还是被摧毁的上海东方明

珠塔、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都将是对

银幕前观众的情感冲击，这些极具

现实代入感的场景也负载着未来能

够得以重建的希冀，以及将中国人

的情感放到整个宇宙太空中去审视

的 维 度 ，何 尝 不 是 一 种 文 化 自 信

呢？就像由吴京饰演的宇航员刘培

强，已经完成了由民族英雄向世界

英雄的蜕变，这是一种大国自信的

彰显，也是一种中国气派的传承。

难能可贵的是，郭帆在影片中

还倾注了对灾难之下生命的思考，

就像多次出现在大俯拍镜头下的地

球救援队，齐心协力在修复行星发

动机；大远景镜头、重复蒙太奇里木

星吸走地球的大气层，人类命运危

在 旦 夕 ，抽 签 决 定 进 入 地 下 城 ，领

航者预设放弃地球自保程序，面对

艰难的生死抉择，都是触动人类共

通情感的伦理追问。相较之下，在

广 袤 宇 宙 中 显 得 孤 独 而 弱 小 的 人

类 ，反 而 凭 借 着 智 慧 、勇 气 和 坚 毅

渡过了难关。影片还传递着生命中

不乏奇迹的价值观，身着红色防护

服 的 韩 子 航 、刘 启 和 朵 朵 ，象 征 着

一种情感的力量和精神的传承，代

表着活下去的希望。影片中无处不

在的父子情、祖孙情、兄妹情、战友

情，它们承载着必将融化寒雪与坚

冰 的 希 望 ，即 便 有 过 隔 阂 、有 过 背

叛 、有 过 误 解 ，但 终 将 团 结 起 来 重

建人类家园，这是信仰，也是希望，

更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式表

达。当然，不少“骨灰级”科幻粉仍

会 发 现 影 片 中 存 在 的 技 术 上 的 槽

点，但《流浪地球》将本土文化融入

科幻类型的开拓性探索，将创意与

工 匠 精 神 妥 协 融 合 的 工 业 美 学 实

践，为我国科幻电影带来了扬帆起

航的希望。

仰望星空：
《流浪地球》的理性之光与感性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