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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嘉宾

王晋康：著名科幻作家，与
刘慈欣、韩松、何夕并称为中国
科幻界“四大天王”。

吴岩：南方科技大学教授，
带领团队发布《中国科幻产业报告》,为中国
科幻产业问诊把脉。

张小北：电影编剧导演，新拍摄科幻电影
《拓星者》已完成后期制作。

杨枫：《科幻世界》原副主编，现为成都八
光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

星海一笑：“小科幻”平台内容总负责人
焦策：新生代科幻小说《黎明》作者

“这车一般人根本开不了，正儿八经学五年才能上
路，我能让它动起来已经是个天才了好吗？”刘启开着姥
爷的车龙行蛇摆摇晃而出，吓得韩朵朵一路尖叫，车飞
驰，雪四溅，冲向外面的世界⋯⋯

今年春节档期，国产科幻的运载车横空出世，一路
爆红。45亿票房，二刷三刷粉丝不断，从冷门题材到大
爆款，似乎就隔了一张电影票的距离。科幻电影导演张
小北说，国产科幻这回不是迈出一小步，这叫“大劈叉”。

的确，《流浪地球》现象对于中国科幻电影类型来
说，算个利好信号。因为它一次性解决了很多问题：中
国科幻电影能不能拍出来？好不好看？如何把它做得更
受观众欢迎？

抛开争议，圈里圈外即便是夸《流浪地球》也往往
对特效等技术问题持保留意见和更高期待。科幻平台
负责人星海一笑觉得这种认识颇不厚道，“小破球”是

《流浪地球》导演郭帆的自谦，让人瞠目结舌的特效是
几千人制作团队风餐露宿四年换来的，虽不尽如人意
但是也令许多观众赞叹不已。据说，早在做剧本前，郭
帆就先搭建了百年的世界变化史，再带领团队写大纲、
建立世界观，接下来是几千张概念设计图、8000 张分
镜，全片视效镜头 2000 多个，占总镜头量超 90%。运
载车、地下城、空间站等都是实景搭建，1 万多件道具
都由团队设计和制作。比如，其中一套宇航服要用
1100 多个零件，一个头盔的构造多达 14 层⋯⋯这一
举一动都需要工匠精神，是以前那种五毛特效无法比
拟的。没有硬核，再好的科幻电影所要表达的啥啥情
怀，也无从谈起。

过年回家，父子解惑，为爱牺牲⋯⋯这些都是作者
以独特方式观照现实生存。在南方科技大学教授吴岩
看来，《流浪地球》的制胜之处，最终还是关于人的艺术，
无论哪种类型，打动人心是一切的前提。“技术固然重
要，但若仅仅是技术至上，或是用电影中的科技成分掩
盖故事，照样行不通。”科技时代，人文情怀尤为可贵。科
幻题材电影的着眼点也应该是人，是关于人类如何生
存、如何认识世界的思考。

硬核，情怀，还有中国心，《流浪地球》在气场上也
保持着满满中国“情调”：浓郁的中国市井生活气息扑面
而来，有麻将，有舞狮，有喜气洋洋的春节十二响⋯⋯
而韩朵朵无限向往的外面的世界，是被冻在冰崖夹缝
中的东方明珠、奥运大厦、央视大楼的尖尖角角。虽然
我们曾经被无数次的末日景象冲击过，但这次“最中
国”，引起我们的思考也更直接更深刻。

除去浮于浅表的种种，“带着地球去流浪”才是让
动辄放弃家园、建个诺亚方舟逃亡的老外们最不可思
议之处。刘慈欣说，刚做出来的时候，有人说片子里体
现了浓浓的回乡意识，细想来，所言极是。“中国心”是
什么，是“孩子的孩子还有孩子”“总有一天，贝加尔湖
的冰会化成水”的愚公移山精神，是带着故土去流浪的
家园情怀，谁说国人不浪漫，不过是浪漫的更传统、更
东方、更隐忍罢了。

在《流浪地球》中，不再是一个超级英雄来拯救全
人类的好莱坞电影模式，而是不同国家的人合力救援
地球，构建起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影片不以某个国家
为中心，而将全球作为整体来进行资源规划，分工合作
完成救援任务。科幻文学最珍贵的一点是，人类是作为
一个整体出现的，它里面的种族特征并不那么强烈。人
类整体利益高于局部和个人利益，这也是中国文化中
独有的“集体主义”“团结精神”。

张小北认为，《流浪地球》迅速走红，还跟赶上了一
个科幻电影的好时机有关。大概从 2015 年左右开始，
国内的电影行业其实就一直在关注和期待着一部重量
级国产科幻电影的出现，这是大势所趋。在《流浪地球》
上映之前，其实有好几部国产科幻电影都一直在做各
种各样的铺垫，然后《流浪地球》作为黑马出现，赶上一
个很好的时机。

此外，科幻作品的发展往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成
正比。科幻作家王晋康认为，以中国社会现在的综合国
力，催化出像模像样的科幻作品也是势在必行、理所当
然的。

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流浪地球》赢得“很中国”。

《流浪地球》赢得“很中国”1

“三八”妇女节前夕，国家
博物馆在其天猫网店打出“采
春光，映红颜”的招牌，推出“女
神节”促销活动。配饰、家居、
生活书籍、摆件等不同种类的
文创产品，都在讲述着国博馆
藏文物背后的故事，引来大批
网友下单。从故宫上元夜活动
一票难求，到各地博物馆文创
产品“走红”，最主要的原因还
是这些活动和文化创意妥妥地

“走心”，真正切中了人们的需
求热点。

时下人民安居乐业，百姓
在满足物质生活的同时，也更
加追求精神上的享受。如何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喜闻乐见
的方式推向大众，使人们能真
正感受到中华上下五千年文化
的厚重与美好，提升人们的文
化认同与文化自信，成为当下
不可避免的课题。对此，国家
相继出台了《博物馆条例》和

《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
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目
的在于进一步拓展文化、文物
单位的职能，推进文创产业的
发展。在有政策助力的情况
下，我们应该更多去考虑如何
利用好当前有利的环境，发挥
自身优势，以更加市场化的角
度去寻找大众需求与文创产品
输出的契合点。

首先，文创产品不是简单
的符号印刷，而是真正的文化
提炼。文创产品依托于其背后
的文化内涵，赋予一种商品文
化价值绝非仅靠复制、粘贴那
么简单。故宫博物院一款售价
99 元的手绳，其创作灵感来自
一件石青色缂丝八团灯笼暗八
仙五蝠纹吉服。商品介绍中，
除了写出手绳长短、材质等内
容，还有对这件文物的介绍。
国博天猫网店出售的一款蒸汽
眼罩设计灵感源自一件粉彩镂
空转心瓶，缠枝花纹寓意福寿
绵长。产品包装正面为小转盘
造型，与转心瓶的旋转功能契
合。显而易见，在讲述文物故
事的过程中，其文化附加值更
加凸显。

其次，文创产品所涵盖的
不应只有大同小异的纪念品，
也应有不同于人的特色品。我
国文创产业已发展多年，如何
让普通大众真正感受到文化的
魅力？这就需要结合各地特色
推出具有文化内涵的创意特色
品。滕王阁、黄鹤楼根据自身
优势开展的背诵诗文免票活动
以互动的形式增加群众的参与
性，将优秀古诗词文化引进百
姓生活。河北博物院的“汉代
绢纹针线包”让人们体验到历
史美感与日常实用性的结合；

“故宫咖啡馆”为大众提供便利
的同时，也对清代宫廷文化进
行了创意展示。由此看来，文
创产品绝不仅是同质化的纪念
品所能替代的。只有充分考虑
到人们真正需求的文化创意，
才能被大众所铭记。

最重要的是，文创产品给
予消费者的，不仅要有真真切
切的实物，也要有沉浸式的切
身体验。对于大众来说，普通
的文创产品已不再新鲜，更具
创意性、场景性、亲切感的文创
产品带来的亲身体验，也成为
一种创意模式。无论是清代帝
后画像，还是精美又应景的《千
里江山图》主题装饰，故宫咖啡
馆，可以说将文化创意渗透到
每一个角落，使人们既可享受
大众美食，又可感受宫廷文
化。这种下接民间地气，上有
文化情怀的沉浸式体验，是其
拥有别样吸引力的核心竞争
力。

多年来，以故宫博物院为
代表的各地博物馆，在文创产
品开发上走在前列，受到人们
越来越多的喜爱。我们应该看
到，博物馆文创在创造巨大商
业价值的同时，也将许多文化
观念传达给大众。文创产品是
一种载体，其背后的文化附加
值是其独特的魅力所在。

在中国，提起供销社和老百货
商店，无论城镇还是乡村，大概
1980 年前出生的人都会有或多或
少的记忆。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
实行计划经济，对商品实行统购统
销，供销社应运而生，成为城乡日
用百货和农业生产资料供应的主
渠道，一直延续至上世纪八十年代
末九十年代初。

当时，雄安新区一带与全国广
大城乡一样，国营供销社和百货商
店人气最旺，尤其是逢年过节或者
冬季农闲时节，柜台前常常挤满争
相选购物品的人群，熙来攘往，摩
肩接踵，好不热闹。那时，跟母亲讨
得几分零用钱，放学的路上，约上
几个要好的小伙伴，绕个弯儿来到
百货商店，买个糖果、橡皮或铅笔，
彼此分享甜蜜和收获，一路雀跃着

回家，成为儿时的美好记忆。
此次雄安乡愁调查中，共登记

老百货商店、供销社等 30 多家，除
个别建于新中国成立前后，多数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计划经济时代
的产物。一般为硬山顶或平顶单层
红砖或灰砖建筑，店面从两三个开
间到十多个开间不等，其装饰装修
具有浓郁的时代特色，“发展经
济 保障供给”“以粮为纲 全面
发展”等年代感极强的标语赫然盈
目。这些标语记录了新中国成立初
期，全国人民艰苦创业的发展历
程，针对经济发展提出的国家大政
方针和政策，是一个时代国家发展
的标识和缩影。

容城县晾马台供销社，是典型
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乡镇百货商
店，木门木窗，朴实亲切。跨进店

门，靠墙的木质货架依旧，除了摆
放的商品样式现代化外，其他一切
如故，摆满了五金百货、食品、布
匹、日常衣物等商品，一下子就能
唤醒人们怀旧记忆。

容城贾光乡供销社，当地人称
“大商店”，为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
所建，保存基本完好，九开间，单层
平顶砖混结构，设两门六窗。值得
一提的是，该店的装饰装修集时代
特色与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于一体，
彩绘色彩依然斑斓。门楣两侧高擎
的方柱顶端各塑有一只展翅欲飞
的和平鸽，门楣处有两层装饰，左
门楣上层为两株饱满的麦穗儿，共
同托起一颗红色五角星，下层为一
枝怒放的折枝牡丹；右门楣的上层
为两个当时流行的变形葫芦纹，中
间是中国结，下层是松鹤图，喻意

富 贵 吉 祥 ，财 源 广
进 。在 当 地 ，“ 大 商
店”妇孺皆知，历经
数十年风雨，营业至
今，承载着几代人的
乡愁。

位 于 安 新 县 城
小南街的县百货公司成立于 1953
年，占地 3000 多平方米，集办公、
销售和仓储于一体，1978 年，百货
公司辖一商场、二商场，芦庄大布
站等，最繁盛时有职工 160 多人。
大院及建筑富有时代感，临街的商
店，约有十个开间，从后期装置的
遮挡棚透出的檐部，尚能看到“中
国百货”等字，店门装修美观大方；
另一建筑为当时职工的办公场所，
东西向，正冲百货公司大门的西立
面为阶梯式七花山墙，山墙顶部为

红色五角星图案。小南街为安新县
的历史街区，自金代章宗建渥城起
繁华了千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末
安新县城新城北移后，逐渐冷落。
县百货公司不仅仅是老商场，也是
小南街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片断。

如今，除了少数老商店尚在营
业外，大多已失去原有功能，繁华
落尽，风光不再。但这些老商店，记
录了国家建设发展的历史进程，也
为人们留下无限遐思和美好乡
愁。 （刘洁 图/文）

3月4日，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关于电影《流浪地球》票房进展公告称：截

至 3 月 3 日 24 时，在中国大陆地区上映 27 天累计票房收入约为人民币 45.4 亿元。

短短近一个月时间，这部预期并不看好的国产科幻片在收获众多粉丝、斩获骄人票房

的同时，成功升级为现象级电影。在此，本刊邀请科幻界业内人士及专家学者共话电

影《流浪地球》，探讨其是否开辟了中国科幻电影纪元，能否让中国科幻走上良性发展

之路不再“流浪”？

有人说，从《三体》频繁获奖起，国
内科幻文学的春天已至。那么《流浪地
球》等科幻影片的火爆，能否催生更多
科幻文学之花？

每当和朋友们聊起科幻文学的发
展现状，新生代科幻作家焦策都会感
到有些失落。“在当下，不管愿不愿意
承认，中国科幻文学对作者和读者的
门槛都较高，需要数学、物理、逻辑等
多学科知识，确实是小众的圈子。”

科幻文学的高冷现状从当下的科
幻类出版物市场上有直接反映。细观中
国科幻图书市场，乱象频出，大部分科
幻图书是不需要支付版税的公版图书，
其中借科幻之名行圈钱之实、粗制滥造
的科幻书籍也不在少数。在少有的几个
出精品科幻的出版社中，又以出版国外
引进图书为主，真正属于中国本土科幻
作家的优秀之作非常之少。根据当当、
京东两家网上图书销售的相关数据显
示，中国本土科幻书籍的销售情况，比
如《三体》在当当约62万册，京东约61
万册；2017 年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银
奖 作 品 、著 名 女 科 幻 作 家 迟 卉 的

《2030·终点镇》却问津者寥寥，而这部
作品被国内科幻界公认为近年来质量

相当不错的一部作品。据介绍，《科幻世
界》杂志目前的发行量约为15万册。这
也基本反映了我国目前科幻出版的现
状，极少数作家一枝独秀，其他人则艰
难生存。在星海一笑看来，写科幻文学
的人很多，真正能打动人心、有警世意
义的作品太少。“除去科幻写作门槛较
高外，待遇低、回报少也是重要因素。”

科幻文学领域的研究现状则更加
尴尬。早在 2003 年，还在北京师范大
学任教的吴岩就开始了科幻研究生的
招生，2015 年更是把专业提升到博士
层次，而如今早已调到南科大工作的
他依然一声叹息：“我离开北师大，招
生就停止了，现在中国大学没有一个
专业的科幻方向了。我从2015年开始
招该专业博士，招了三年，总共才招收
了四个。”

尽管春寒料峭，但依然阻挡不了
中国科幻迎来百花齐放的春天。吴岩
称，根据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
象力研究中心发布的《2018 中国科幻
产业报告》显示，2018年科幻阅读市场
迅速反弹，国内科幻小说、引进作品都
有所升温。上半年总量达 9 亿元，下半
年即便持平，市场前景也相当广阔。由

此可见，曾经在西方很火爆的科幻文
学，在中国仍有很强劲的大众需求。吴
岩建议从国家层面上设立科幻文学奖
项，以激发国产科幻领域的创作动力，

“提前给予优秀选题资金支持，发挥带
动作用，促成良性循环”。

《科幻世界》原副主编杨枫则认为，
这是一个需要沉下心来浇水、剪枝，静待
成长的过程。“跟20多年前相比，科幻文
学的环境好了很多，作者人数确有增长。
最大的进步便是诸多科幻平台的形成
和全国范围内各类科幻奖项的增多。各
个机构，各个平台做好自己，能够为科幻
文化产业发展壮大，各尽其职。我觉得百
花齐放的春天不会太远了。”杨枫说，他
们做了一本《中国科幻口述史》，还在某
知名APP上给尽可能多的读者解读经
典的科幻、科普作品。在培养作者上与国
外先进科幻机构合作，引进国外优秀科
幻小说的同时，约定由国外方提供机会
展示中国原创科幻小说的相关内容。

此外，星海一笑认为，通过举办征
文大赛来选拔培养科幻小说作者也是
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我们选中征文
后还会进行后期分析点评，指出作品
的优缺点，作为一个参照系，让作者不
断改进提升，以此培养更多入门级创
作者，作为中国科幻文学的后备军。”

电影《流浪地球》中有这样一个
画面：

末日之际，与父亲隔空对话的刘
启悲恸欲绝，仰望遥远星空，突然灵机
一动想到小时候爸爸说“木星就像一
个大气球，里面 90%是氢气”，那么点
燃木星只需一根火柴，他兴奋地大叫
起来。如果这根火柴足够大，地球发
动机的火焰就会光辉灿烂一柱擎天。

电影《流浪地球》会不会成为点燃
中国科幻未来希望的“那根火柴”？

“我不知道《流浪地球》的成功算
不算开启了一个新纪元，起码，对于
期待了太久的市场和观众而言，它自
然而然地充当了这根火柴。”星海一
笑说，一段时间以来，科幻 IP 的落地
面临着种种问题，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就是低价卖出版权的《三体》，尽管前
期已经拍摄完成，到后期制作的时
候，却发现很多素材因为各种问题用
不了。另一个就是改编自《乡村教
师》的《疯狂的外星人》，其实二者是
完全不同的故事。因为原作没有足
够的戏剧性而进行了复杂的改编。
回望近些年启动的众多科幻项目，大

多夭折在半路上。而《流浪地球》的
成功也只能算个特例，其投资规模、
制作量级的配置，都是即将上映的几
部科幻电影无法匹敌的，这就是所谓
的“地球经验”，无法复制。在张小北
看来，国内的科幻文学创作，在过去
的 30 年里已经积攒了一批不错的作
品，但是之所以变成电影的过程很
慢，一方面有市场信心的问题，一方
面有技术操作上的困难，但最主要的
还是缺乏好的开发团队和编剧，这两
个短板在短时间内无法弥补。

“希望大家抱着宽容的心态，看中
国科幻电影蹒跚前行。中国科幻电影
暂时还没有能力做到全球发行，可先
立足本土市场，稳扎稳打。”张小北称，
在《流浪地球》之前，没有人知道中国
科幻电影能卖多少钱，也不知道资金
回收情况，不敢贸然投入。“而《流浪地
球》的意义就在于告诉了市场和观众，
如果我们的科幻电影做得足够好，市
场回报也会足够好。”

科幻电影烧钱，同样需要“烧时
间”。中国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就有科幻
电影了，八十年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

更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幻电影作品，但在
它之后，科幻电影多次断流。王晋康
说：“尽管《流浪地球》有着诸多不完美，
但它的成功让资本开始涌入科幻界，有
了培育科幻作家的土壤，这就足够了。”

“要认识到我国以科幻电影为核
心的人才培养还欠缺得很厉害。《流浪
地球》的火爆，可能会引发科幻电影人
才的培养热潮，至少是加强短期培训。”
吴岩认为，目前来看，高水平的作品、受
众市场的培育、稳定的投资、科幻迷群
体的增长是中国科幻创作进一步发展
的四大关键因素，但中国科幻产业的发
展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并不是一部
走红的《流浪地球》就可以解决的。

不过，由于《流浪地球》的成功，今
年势必会涌现出多部科幻片的立项，
而这些影片的成片质量，才决定着今
年是否能够被称为“科幻元年”。但无
论如何，喧嚣过后，国产科幻电影仍然
面对着种种困境和难题。

在吹着泡泡糖的少女韩朵朵眼
里，“希望”这个词以前是个鬼东西。
但在末日之际，爱，让她相信“希望，是
这个时代像钻石一样珍贵的东西”，也
是人类回家的唯一的路。

一切皆有始终，韩朵朵相信希望，对
于中国科幻，我们亦相信希望。

用一根火柴点燃“希望”3

期待中国科幻文学“百花齐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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