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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地球》剧照。

《流浪地球》，这部刷爆朋友圈的中国
硬核科幻电影，和四川人关系密切，不仅
原著小说 19 年前发表于成都的杂志《科
幻世界》，还获得了峨影集团参与投资，如
今正在与红旗连锁合作跨界营销。

2月7日下午，封面新闻记者从峨影
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彭瑾处获悉，峨影很
早就关注《流浪地球》电影的筹拍，并于
2018年参与投资，但依据协议，具体的投
资金额不方便对外公布。

彭瑾透露，峨影投资《流浪地球》，首
先是对著名作家阿来曾任主编的《科幻世
界》这一品牌的青睐；其次，《流浪地球》开
启了中国科幻电影这一崭新的电影类型，创
新性不言而喻；此外，这部电影的制作、出
品、发行方之一北京文化公司，其电影事业
部总经理张苗是四川成都人，此前一直与峨
影保持良好的联系。综合这些因素，峨影在
得知《流浪地球》电影立项就参与了投资。

不止是投资，包括《流浪地球》在四川
地区的落地活动，峨影也有参与。早在几
年前，中影集团酝酿《流浪地球》的电影剧
本之时，峨影就开始关注这部电影，持续
几年记在心上。后来得知北京文化公司
参与其中，对其制作、出品、运作能力十分
信任，于是峨影毫不犹豫地投资。

今年春节档两部科幻电影成为爆款，
峨影以后是否还会继续投资科幻电影？
彭瑾坦言，峨影会一直关注本土品牌、本
土创作人，并不局限于科幻电影，也包括
现实主义题材。 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文化过大年，观影是很多
人春节期间的“必选项目”。今
年春节档的一大亮点就是科幻
题材首次集中亮相，两部改编
自刘慈欣科幻小说的电影备受
关注。一部是改编自刘慈欣同
名小说的电影《流浪地球》，中
国首部大成本制作的科幻电
影。另一部是取材自刘慈欣小
说《乡村教师》的电影《疯狂的
外星人》，影片将喜剧与科幻两
种类型元素融于一体。

统计显示：电影《流浪地
球》上映5天之后，票房突破了
14亿，它所带动的观影热潮，
成为这个春节独特的文化现
象。冲击50亿票房，卡梅隆祝
贺，外媒盛赞……这部被称为
中国“硬科幻”电影的《流浪地
球》，硬科幻的魅力是什么？电
影火爆的原因是什么？

《流浪地球》电影的
成功，不仅让广大影迷过
瘾，更是让科幻界人士感
到兴奋。这其中就包括
成 都 的 资 深 科 幻 人 杨
枫。她在科幻界有着十
多年的从业经历，曾担任

《科幻世界》编辑部主任、
副主编。2016年，她辞职
创立了自己的科幻文化公
司，重心放在科幻IP版权
运营及开发上。

《流浪地球》的成功，
会带来哪些关于科幻事
业、产业的深度启发呢？
成都的科幻升级，她有着
怎样的思考？2月7日，封
面新闻记者专访了杨枫。

封面新闻：作为一名
资深从业者、见证者，回
望过去几十年，中国科幻
的发展路程，您最深的感
受是什么？

杨枫：是老一辈科幻
人不计回报的付出、初心
不改的坚持，才让三十多
年前的星星之火不仅没
有被浇灭，还在今天逐步
形成燎原之势。2016年9
月，八光分文化刚创立不
久，我们就和新华网四川
分公司联合发起了一个
项目：中国科幻口述史访
谈。这个项目第一期我
们立足成都，对杨潇、谭
楷、周孟璞、刘兴诗、王晓
达、何夕以及流沙河、董
仁威、吴显奎、姚海军等
十位对四川乃至中国科
幻文化推动做出了重要
贡献的人物进行采访，通
过他们不同侧面的讲述，
勾勒出了一幅中国科幻
的版图。在两个半月的
采访中，我无数次被嘉宾
们的讲述感动得热泪盈
眶，作为一位科幻从业
者，相信很多同行都跟我
怀有同样的梦想：珍惜今
天来之不易的环境，为中
国科幻产业的发展壮大
竭尽全力。

封面新闻：在成都创办
科幻公司，并且发展势头非
常好。就你个人的感受，成
都的科幻氛围是怎样的？

杨枫：成都的科幻氛围
非常浓郁。众所周知，除了
熊猫之都的美誉，多年来，成
都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打造自
己 的 第 二 张 名 片“ 科 幻 之
都”。之所以有这样的胆气，
当然源于成都是中国历史最
悠久的科幻期刊《科幻世界》
的大本营。科幻世界不仅培
养了新中国两代科幻迷，还
因为先后举办过四次世界级
的科幻大会而吸引了全球科
幻作家的目光，使成都发展
科幻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新兴的创业公司之所以
选择成都，除了对科幻的爱，
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长期以
来成都深厚的科幻文化基
础。成都是个不断产生科幻
作家和科幻迷的城市，差不
多所有大学都有科幻迷组
织，省市两级政府对科幻产
业也非常重视，目前全国还
没有哪座城市像成都一样将
科幻作为城市的新名片，对未
来的科幻产业有那么热切的
期望。综合看，成都已经形成
集聚效应，优势非常明显。

封面新闻：有人提到，
《流浪地球》的成功或标志着
全国科幻产业的新一轮转
型，国内科幻产业正从“文学
时代”进入到“电影时代”，对
成都来说意味着新的挑战。

杨枫：科幻本身就是一
种不断推进认知、不断打破
边界的思维方式。科幻产业
也是一个涉及上下游非常广
泛领域的产业，不能简单地
以地域来衡量，况且网络和
全球化的生产也早就打破了
地域界限。早在 2017 年 11
月的成都国际科幻大会上，
我们就主办了一场关于中国
科幻电影的高峰论坛，八光
分文化的影视总监西夏老师
请来了《流浪地球》导演郭
帆、《拓星者》导演张小北和
万达影业当时负责几部科幻
电影开发的制片人曲吉小
江，那场论坛我们命名为“中
国科幻电影的破冰纪元”；西
夏老师也参与了跟《流浪地
球》几乎同期开发的另一部
刘慈欣作品《超新星纪元》。

获得中国科幻大会年度
最佳科幻游戏奖的腾讯《王
者荣耀》开发团队就在成都，
光这个游戏的年产值就达几
百亿；成都还有做出爆款科
幻动画的《十万个冷笑话》的
团队艾尔平方也在进行科幻
项目；还有游戏出口到国外
的成都游熊科技等。大家肯
定不希望中国科幻电影只有

《流浪地球》这一部吧？科幻
影视的金字塔也不是造一个塔
尖就可以屹立于世，还有大量
基础工作需要做，像科幻电影
节、科幻电影编剧培训、各种级
别规模的科幻网剧开发等。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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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9 日大年初五中午 11 点，《流浪地
球》的票房达到12.46亿，这部被“卡神”翻牌
的现象级科幻电影，也在四川高校影视教育
圈泛起不小波澜，专家学者纷纷道出对未来
相关领域人才培养的见解。

成都大学中国-东盟艺术学院影视与动
画学院副院长、四川省广播影视高等教育学
会副会长王珏殷认为，《流浪地球》走红的背
后，是媒介变革带来电视、电影、新媒体份额
的不断调整。“从2018年票房单部占比最高
的十部影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国产影片和
大面积运用动画与特效的影片分别占六成
和五成以上，因此动画、特效技术的创新和
发展必不可少，必须加强这方面的投入和基
础性研究。”

而如今市场对高品质制作人才的需求
不再仅限于纯粹的“技术流”。作为一名机
械控，四川电影电视学院影视原画设计、三
维动画制作专业教师黄齐白惊叹于影片对
于载重车辆悬挂、操作警示贴纸、枪械自动
原理等细枝末节方面的精妙设计。“《流浪地
球》前期美术制作，要求设计人员熟悉机械
设计理论，其实就是多领域的跨界融合，这
对人才的综合素养要求很高。”

对于影片的评价，王钰殷认为，《流浪地
球》预示着中国科幻电影制作实现“全链
条”——不再仅承担国际项目的外包制作，
而是对科幻作品的“中国文本”进行“中国情
怀，世界叙事”的改编。

黄齐白谈到，为更好地诠释影片，《流浪
地球》导演曾到好莱坞探访学习，了解中美
电影文化、拍摄手法、叙事风格等差异，双方
团队不断沟通交流，才实现国内科幻电影的
弯道超车。“这种深层次的国际合作，也是高
校影视教育面临的挑战之一。包括国外影
视制作软件的引进与系统学习，国外学界、
专家资源引进等。”

封面新闻记者 杨晓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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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惯了《地心引力》、《星球大战》、《星
际穿越》等外国科幻片在国内俘获粉丝、
狂揽票房，本土科幻电影的缺失，始终是
中国影迷们心中的遗憾。2019 新春伊
始，《流浪地球》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
遗憾。19 年前，刘慈欣的这部原著小说
正是发表于《科幻世界》杂志上。而《科幻
世界》正是成都的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

封面新闻：您在看完《流浪地球》点映
后说，“中国科幻在今天终于启航了”。这
句话意味深长。这部国产科幻电影的成
功，是否意味着，今后中国科幻电影会驶
入一片蓝海？

刘慈欣：其实早在民国时期，咱们国
家就有人拍过科幻电影，只是成本小、影
响小。像这次《流浪地球》这样好莱坞制
作级别的科幻电影，还是第一部。这部电
影在口碑上已经取得成功，如果票房成绩
要是表现不错，那对于中国科幻大电影今
后的发展，肯定就非常有利。

封面新闻：《流浪地球》电影改编成功
以后，很多人肯定都会提高对《三体》的期
待。您觉得《三体》电影改编的难点在哪？

刘慈欣：《三体》比《流浪地球》更复
杂。《流浪地球》是中篇小说，《三体》是长
篇小说。我觉得，《三体》电影改编要成
功，关键还是要找一个能让中国观众共
鸣、认可的点。 这个点到底是什么，我也
不太知道，这些是电影人的事情。

封面新闻：《流浪地球》首发于《科幻
世界》2000年7期，您的《三体》最早是从
《科幻世界》上开始连载的。您跟成都的
科幻人，来往甚多。四川省作协主席、著
名作家阿来也曾经是《科幻世界》的主
编。他也曾提到，他在很早的时候就发现
了您的才华，并表达了对您的欣赏。

刘慈欣：我写科幻不久，当时是主编的
阿来就离开了《科幻世界》。所以我们打交
道并不多。但是他给我留下一个最深刻的
印象是：他从不拒绝学习新知识。他总是很
勤奋地学习现代科学知识，尤其是前沿的科
学知识。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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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地
球》更多精彩，
扫码上封面新
闻看短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