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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的中国电影市场以科幻巨作《流浪

地球2》“王炸”开端，总票房超40亿，位列中国影
史票房榜第十位，被誉为中国式的科幻美学巅
峰。“小破球”进击成为“超级地球”，将中国制造
与中国科幻引向前所未有的高潮。

中国科幻的背后是中国制造

《流浪地球2》是当下最能全方位呈现中国
科幻实力的现象级作品：现实、太空、数字等多元
的空间影像设计，三线并列的宏观叙事，视觉的
科技感呈现等硬件，以及流畅的剧情和饱满的人
物形象，在人文精神层面打动了中国观众，起步
较晚的中国科幻影视也在此刻真正迎来了比肩
好莱坞巨制的代表作。

年初超级科幻IP《三体》剧版热播，相比于因
改编不到位导致口碑崩塌的动画版，剧版更贴合
原著故事，获得了更好的口碑和关注度，为中国
科幻注入又一针强心剂。该剧成功发行至亚洲、
美洲、欧洲、大洋洲等地区，播出后YouTube平
台观看人数超700万，腾讯视频海外版WeTV
北美地区日均站内播放量高居TOP1，超乎预期
的海外表现也让科幻题材成为国产影视出海的
下一个突破口。

4月，被称为年度最荒诞电影的《宇宙探索
编辑部》上映，与传统意义上的科幻不同，影片中
没有高端科技、大场面，也没有关于未来的探讨，
科幻元素仅是主角唐志军对外星文明的探索。影
片用手持晃动的镜头和粗糙剪接的画面佯装“伪
纪录片”的表现形式，讲述了一个人生失意的中
年人执着地寻找“外星人”的故事，科幻剧情最终
落脚在对个体命运的关怀。

电影《流浪地球2》和《宇宙探索编辑部》以
及剧版《三体》是2023年三部科幻特色代表作，
分别呈现了当下中国科幻影视作品的三种形态：
硬科技大片，IP系列剧以及“科幻+”外壳下的小
成本创作，深度体现了中国科幻影视的两大特
点：科幻故事的民族性与本土化以及科技发展带
来的哲学深思。

创作体量与口碑的两极分化

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2023年上映的国产
科幻电影共有10部，其中有4部动画电影。动画
电影一直是电影市场乃至科幻电影市场中的重
要类型，尤其近些年的科幻动画电影兼具原创
性、IP性与技术性，获得了票房口碑双丰收。除此
之外，国产科幻网络电影有8部，科幻剧有11

部。从中可以看出，2023年的中国科幻电影除
《流浪地球2》和动画题材之外，中小成本作品居
多但未产出代表作，中外合拍片《巨齿鲨2》票房
虽达8.51亿元，但在国内的讨论度明显不足。

在影视剧层面，除了《三体》获得了标志性的
成功外，B站的《明日生存指南》因寓言式的题材
也较有热度，该剧聚焦近未来社会中AI无限侵
入人类生活、人们如何与科技共存的主题展开了
七个单片故事。其余如《他跨越山海而来》《来自
未来的你》《百慕迷踪》《超时空护卫队》等各大视
频平台自制剧也拥有一定程度的讨论，而其他小
成本网剧更像是披着科幻外衣的爱情剧或悬疑
剧，科幻只作为噱头和点缀，有“科幻之名”而无

“科幻之实”。
2023年的国产科幻影视剧有头部爆款，缺

腰部代表作。2023年还诞生了诸多打着“科幻”
旗号的中小成本网大和网剧，但热度和口碑几
乎全军覆没，均低于平均线，反响也不及预期，
差评颇多。

科幻影视固然对技术影像有着超高要求，但

总结诸多中小成本“不完善”的科幻影视作品并
非毫无意义，这正深刻体现了当下国产科幻影视
的发展水平。现阶段，极度依赖技术和工业体系
的科幻影视作品在中国确实难以进行高质量的
量产，虽已有了以《流浪地球》系列为代表的精
品，但高投入大制作需要较高的时间成本，也缺
乏漫威这样的涵盖了从IP到影视再到周边的全
产业链制作公司。《流浪地球3》上映要等到2027
年，这期间需再创爆款才能让中国科幻稳步发
展。同时科幻作品在技术之外，对幻想创意层面
也有较高要求，中小成本体量的科幻作品抓住科
幻的“幻”不失为另一种进击方式。

打造本土特色的平民英雄

学界公认中国第一部科幻电影是1938年的
《六十年后上海滩》。纵观近百年以来的中国科幻
影视发展，最大的特点便是舶来文化的本土性融
合。当下国产科幻影视正在努力改变以好莱坞技
术美学为主导的局面，彰显出浓郁的民族性并蕴

含着独特的中国本土化气质。科幻可以打破边
界，让不同体系的文化互相融合与流动，也因此
催生出中式科幻“丝绸朋克”：极具本土特色的平
民英雄。

国产科幻电影摒弃了好莱坞“超级英雄”式
的传统表达，拯救人类和地球的往往是以小人
物为代表的平民英雄，而且常以群像形式出现，
突出的是普通人的联合和集体的力量。这些平民
身上也不乏人性的弱点，正如《流浪地球》系列电
影中为换取儿子进入地下城的入场券而报名应
征的刘培强，最终牺牲小我拯救大家的奉献，痛
失妻女的偏执父亲图恒宇只想给女儿在数字生
命中完整的一生，但在面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困境
时还是选择让流浪地球计划得以顺利实施。

再比如，《家园·重返地球之战》中，地球已经
无法满足人类的需求，人类需要寻找新的家园来
延续生命。太空作战部队士官姜森在多方势力的
交织和冲突中夺回了被外星人占领的地球。《全
城风暴》中因人为自然灾害，救援队成员张英勇
逆流而上营救与其心生隔阂的儿女的同时，舍命
在末日逃生中救了很多人。《地心危机》中，在地
表遭到破坏人类被迫迁居地下城的背景下，科学
家团队苦心研制气温平衡剂，建造地底列车，准
备带领大家返回地表重建家园。而地底列车失控
导致变异巨蜥攻入地下城，列车工程师王戈和地
下城高级工程师安源在逃亡中尽力保护身边的
普通群众，带领幸存者们逃生成功。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科幻哲思表达

科幻影视作品因其呈现内容的科技性对视
听的沉浸感与保真度有较高要求，但其核心还是
故事与情感。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断深
入人心，“中国形象”已然在全球电影的内容表达
中承担着举足轻重的“大国”作用。《流浪地球2》
用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讲述了一个
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人类将来自33个
国家的核武器集中起来去炸毁偏离轨道撞向地

球的月球，电影中不仅出现中、美、俄、法、英等五
大常任理事国，还出现了印度、巴基斯坦、日本、
朝鲜、韩国、土耳其、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
诸多国家的身影等情节都充分地表现了灾难来
临时全人类的休戚与共。

2023年这几部优秀的科幻影视作品将科幻
的意义深刻地落在了哲学层面。《流浪地球2》中
体现了躯体和意识谁更重要、牺牲小我成全大我、
人类迁徙等哲学思考；《三体》蕴藏着人类的渺小
与悲剧、人类对命运的关注、地球文明与宇宙的碰
撞等人文内涵。虽然《宇宙探索编辑部》的文艺成
分远大于科幻成分，但其在人类与宇宙、现实与理
想的层面探讨生命存在的意义，引人深思。

宇宙闪烁会颠覆现代物理学吗？

“宇宙闪烁”是电视剧《三体》中的一个名场
面，即三体文明为了封锁地球科技，在天文台向
主角汪淼展示了“宇宙闪烁”这一奇观，以证明

“物理学不存在”，试图让他信念崩塌，放弃纳米
实验。因为现代物理学认为微波背景辐射非常稳
定，如果“宇宙闪烁”也就是剧烈波动，会颠覆人
类对现代物理学的认知。由此可看出，科幻作品
拥有创作和观影的双重科技知识门槛。

近些年国产科幻电影中的“行星发动机”“量
子计算”“太空电梯”“氦闪危机”等科学术语也被
热议，科幻影视热潮直接带来了“科技热潮”，培
养了观影群众的科幻思维，全民科学素养已被拉
高，科幻创作若还停留在对未来科技想象的单纯
堆砌上是跟不上发展步伐的，科幻影视创作也呼
唤更准确、深刻和前瞻的科技发展内核。

相较于日美等重科幻国家，中国科幻电影的
兴起还是基于近几年出现的“头部”作品。虽然国
内的科幻电影已经在国家相关政策扶持下有了
极大的动力持续发展，但与国外尤其好莱坞相比
仍具有差距。除了技术和影视工业化水平的差距
之外，更早进入科技时代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早就对未来科技产生了极大的幻想和预设，很多
科幻IP和科幻形象已经流行十几年了，在此IP
基础上创作出的电影作品更容易被观众期待和
接受，而属于中国自己的科幻作品还一直在依赖
刘慈欣、王晋康、何夕、韩松等少数几位科幻作家
的作品，因此，中国科幻影视对本土IP的打造势
必是未来发展重点。

科幻电影是人类科技文明发展的高度概括
和宏远展望。当人们开始注重对生命价值的思
考，对科幻影视的幻想性文化消费需求也将会日
益增长，期待中国科幻影视后劲充足，势头勇猛。

（作者系厦门大学电影学院博士）

■新观察

关键在科幻世界观的艺术建构

张子瑞：科幻短片、短剧和短视频（以下统称
科幻短作品）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固然可喜，但
相对电影和长视频（剧集）来看，引爆话题的作品
还是少了些。科幻短作品的创作难点或核心是
什么？与其他类型的剧目相比较，科幻剧最大的
区别是什么？

王真峥：相比而言，科幻短片的创作者具有
更大的自由度，可以跳出模式化设定。在戏剧导
演工作中，舞美和场面调度的核心创意叫作“形
象种子”，借用这个比喻，形象种子是一部科幻短
片最独特的创意内核。科幻短片必须带有实验
性的特点，世界观的设定也应该围绕创意的独特
性来构建，而且要聚焦于此，突出特点即可，不用
面面俱到，更不要嫁接一个普通的世界观。

谢泽文：科幻要根据现有的科学理论、科学
逻辑去构建一个未来可能实现的世界观，以此为
基础创作短剧和游戏内容。我们更倾向于创造
一个游戏机制，以此为世界观，去考虑人类的角
色以及这些角色会做的事情。编剧或者主创团
队必须找到一个很好的世界观，它能够展示戏剧
结构、人物关系、时间关系、情节发展，这样才能
让所有的创意在创作层面达到预期目的。

科幻创作最痛苦的地方在于要颠覆固有认
知，科幻作品要基于未来去构造世界、创造人物，
而非基于现有认知去创作。因此，创作者的脑洞
必须足够大，世界观建设也必须非常通达，这实
际上是重构世界、重构机制，是对现有世界的映
射。在科幻领域里，通常需要创作强情节的作
品。在强情节的基础上，需要设定强硬的反派角
色，而反派角色的动机往往也是基于世界观建立
的。这就需要创作者依据反派角色的动机和价

值观，反推出世界观来进行创作。
甜宠剧、古装剧等类型作品通常基于人物关

系，用现实逻辑去创作，而科幻作品必须紧密围
绕着世界观来创作。情感逻辑关系是科幻和传
统作品之间最大的差异。科幻作品依托于新的
世界观，又不能脱离现有的人文情感，所以要求
创作者拥有无限的遐想、脑洞和想象力，团队成
员之间应具备不同的想法。我在创作的过程中
让团队之外的人加盟，就是为了避免同一性。

张子瑞：科幻的创意来源来自哪里？创作中
应注意哪些问题？

查 杉：我喜欢收集各种有意思的想法，像
科技的新进展，知乎上看到的或脑子里突然闪过
的念头，我就用笔记下来。如果有特别好的想
法，就会设定一个完整化的世界观，尝试编出一
个故事，按小说的方式写出来。有为拍摄一个短
片而特别创作的，比如《家在时光深处》。也有特
别高效率的，像《地下室富翁》，想到这个点时，就
决定要同时写小说和拍摄，很快就完成了。

张翔鹏：科幻往往涉及到宏大的世界观，它
首先有两套逻辑：第一种是基于现有的世界观来
设计。这类片子有扎实的基础，面向的群体也很
有针对性，省去了很多创作精力。第二种则需要
搭建一个完整的逻辑世界，用一个切面展现给观
众，类似海明威的冰山理论。短片时间有限，创
作者必须要找到一个具体的脑洞。比如《黑镜》
系列的整体氛围是基于现实逻辑的，只扣一个科
幻点来展开故事，这样更有利于短片的创作。

柳 飞：科幻、奇幻和恐怖电影的共同点主
要体现在世界观、幻想度以及超现实的层面
上。无论何种类型电影，都要求有制作基础和
基本功。好莱坞很多大片导演首先拍的都是科
幻、奇幻等类型片，不断地尝试各种拍摄技法，
磨炼电影创作基本功。但类型片的创作还需创

作者有一定的类型文化基础，类型漫画和小说
是很好的工具，从小受过这些熏陶的创作者相
对更有底蕴。

观众在期待更多本土科幻故事

张子瑞：怎样看待科幻影视的“本土化”？当
前的科幻本土化还存在哪些问题？

科幻Fans布玛：中国的科幻设定、剧情是基
于我们自己的生活、文化和现实基础来设计的，
与被动接受的“西方科幻”，在感受上完全不同。
我看过“科幻春晚”的一篇小说，故事基于平行时
空的设定：不同平行时空的人到了春节这一天，
会去不同时空看望自己的家人，可能是已过世
的，或者是自己未来的孩子……是这样的一个科
幻式的春运。我当时就觉得，这若不是中国人，
谁能写得出来。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中国和外
国科幻的差异。小说里扑面而来的年味一下就
把我抓住了，这些细节在科幻作品里呈现的是中
国的家庭观和社会观，完全不同于西方作品。

王真峥：在过去的两年里，创作者在有意识
地将本土元素融入创作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创意的独特性和实现的可行性，因为短片的重点
在于创意。在短片中加入戏曲元素、东方禅意元
素，以及本土情境设置和国风元素的融合，已经
成为一种非常明显的创作趋势。观众也希望看
到与自己更相关的故事。就像有个导演告诉我，
一个场景的设置会改变观众的亲密感。比如，
一个机器人出现在曼哈顿还是在外滩，中国观
众的心理感受肯定是不同的。因此，从观众的
角度来看，他们一定期待更多的本土故事。

柳 飞：科幻很多时候是共性的，是“人类
科幻”的概念。非要本土化的话，呈现的方式可
能是从场景、服饰元素、语言再到生活习惯以及

宗教民俗文化上的一些本土化。从近些年类型
片影展中的科幻短片来看，国内的一些作品，一
是在演员表演上存在问题，低预算难以找到专
业演员，演员缺乏相关的经验和认知度，很难进
入科幻的语境，使得表演显得尴尬；二是太过于
依赖数字特效，缺乏实物的创作美学基础，导致
影像上的质感不够，视觉感受很差。

播撒创意、技术和人才的火种

张子瑞：哪些科幻题材更合适做短片？
张翔鹏：对于我个人而言，星空和赛博朋

克，这也是科幻电影的两座丰碑，像《2001太空
漫游》和《银翼杀手》。我对赛博朋克更迷恋一
些，尤其喜欢它营造的氛围和光影。我的想法
是结合传统文化或武侠创作中国版的赛博朋
克。但赛博朋克的氛围比较文艺，不容易构成
完整的短片故事。如果要做，就需要加入刑侦、
动作或其他元素来填充。此外，仿生人、人形机
器的影片成本也相对较低。

谢泽文：随着短视频的发展，人们变得不喜
欢去消耗、去动脑筋。鉴于此，科幻短剧不应过
于复杂，应该从一开始就具备猎奇感和代入感，
之后加上强压力和强动机，最终故事的核心还
是落在人身上。

张子瑞：如何看待AIGC 的崛起，AI会为影
视行业带来什么？

王真峥：影视工业的发展一直伴随着新技
术的革新，如果说之前主要是在“手段”和“介
质”上对行业产生影响，那么随着ChatGPT等
AIGC产品的问世，创作主体则发生了微妙的
改变。今后，从剧本到视听，很有可能一部分来
源于人的独创性，另一部分则是算法的综合
性。这对整个行业的流程和效率都会带来很大
的影响，我认为在算法的映衬下，人的创意独特
性、自由意志的思想性会越来越珍贵。从观众
视角来看，观众并不会因为制作过程中采用了
AI技术而高看创作者一眼。所有的技术都必
须符合电影创作规律本身的要求。如果创作者
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创意，并且需要用到某项技
术，那么这个技术会恰如其分地介入。现阶段
的AI技术对于电影创作本身的影响并不会产
生颠覆性的改变。

张翔鹏：目前AI在模仿能力上很出色，但
在创新层面还非常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AI
技术会越来越发达。整体而言，AI技术对于整
个传媒领域最大的好处是降低了门槛。作为一
个普通的创作者，我是能从中受益的，它打破了
很多技术壁垒，长远来看是一件好事。尽管暂
时会造成一种恐慌，但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剧情扎实、逻辑完善是探索
科幻短片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张子瑞：中国科幻太需要一个综合的发展
平台了。能否谈谈，如何构造综合性发展平台
孵化科幻有生力量？

王真峥：以蓝星球科幻电影周为例，首届蓝
星球科幻电影周的序幕是在2018年长春电影节
上拉开的，当时举办了一场科幻与科学相关主题
的高峰论坛，反响非常好。后来就决定做一个独
立的科幻电影节，与综合性影节区分开来。巧合
的是，2019年也正好是“中国科幻电影元年”。

做科幻电影必须要依托科研，依托高校以
及电影工业方面的科技力量。世界需要多元化
的表达方式，所以一开始我们就希望把东西方
的智慧、技术发生的交锋和交融，嵌入电影节本
身的寓意里。我们邀请了重要的科幻奇幻类电
影节的创始人来参加第一届论坛，努力打造多
元化的叙事风格。第二届电影节还将科幻元素
与健康、体育、旅游相结合，丰富科幻产业业
态。我们还聚集学习能力最强、最愿意接触新
技术的一批创作者，与科技公司开始合作应用
虚拟拍摄技术。有内容的支撑，才能体现出技
术在电影创作中的优势。我们在这样的创新尝
试中，努力为中国科幻影视撒下火种。

张翔鹏：虚拟拍摄技术与传统拍摄技术最
大的区别，是它有特别高的摄影自由度。场景
师会先搭建一个虚拟场景，然后在这个虚拟场
景中完成演员动作捕捉，生成一套完整的数据，
导演再任意选择摄影机位置进行画面调整。这
样的流程对于拍片有特别的优势，它能提前把
脑海中想象的画面呈现出来。尤其对于科幻类
的作品，视效是重头戏，导演在前期很难凭空搭
建一些东西。不只限于科幻创作，动作片、奇幻
片这种需要大场景搭建的作品，都可以提前用
虚拟制片把影片的镜头机位、布景的效果大致
确定，这样可以节省特别多成本。

张子瑞：科幻短视频的兴起与发展离不开
观众的支持和热爱。中国科幻短视频的受众是
怎样的群体？

科幻Fans布玛：以我们账号为例，受众主
要以“80后”“90后”的男性为主。地域分布上
以沿海地区为主。海外受众主要是海外华人。
科幻类型方面，从播放数据来看，比较受欢迎的
有太空、机甲类型，以及市场效果比较好的商业
大片。此外，剧情和科幻设定上让人耳目一新
的类型也会更受观众青睐。多数观众更看重故
事内核，科幻更像是“皮囊”一样的存在，大家更
关注“皮囊”下的东西是否具有吸引力。

我认为好的科幻作品的核心是设定和概
念，需要有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刘慈欣的作
品为何如此受欢迎？因为他的每个科幻设定
不但新颖、具有吸引力，而且给人一种“好像是
会实现”的感觉。此外，科幻影视作品也需要
把特效和包装做得更好，如果特效做不到极
致，最起码要做到剧情扎实。所以，我认为能
够围绕科幻设定，搭建完善逻辑和世界观的作
品更吸引人。短片、短剧的导演和视频博主遇
到的痛点应该是一样的，需要将短片进行持续
性的输出，而不是仅仅做长内容的试水或灵光
一现的展示，必须为短片作品安排合理的收益
方式，即使没有获利，也要覆盖成本，这样才可
能持续下去。

科幻科幻““短作品短作品””的进击之路的进击之路

近年来，中国科幻获得广泛的关注和认可。以科幻短片、短剧和短视频为代表的科幻短作品

乘着“科幻热”和“短视频热”的东风，在传播科幻创意、普及科学知识等方面逐渐显示了诸多可能

性。为了解科幻短作品的创作、传播及受众现状，科幻青年研究者张子瑞邀请6位相关从业者从

多个维度探讨科幻短作品的发展现状与意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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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真峥：新华社媒体融合生产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

室研究员。蓝星球科幻电影周发起人、首席内容官

查 杉：科幻导演，科幻作家

谢泽文：咕咕工作室制片人

科幻Fans布玛：B站知名博主，专注于科幻短视频领域

张翔鹏：青年导演、编剧

柳 飞：类型片影展“南瓜奇幻”发起人

张子瑞：中国科幻研究中心“起航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