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浪地球2》不仅汇集
了顶级的科学团队、拍摄团
队、制作团队，也在拍摄时采
用了很多先进的摄影设备，
比如说马克罗伯茨运动控制
公司(MRMC)设计的亚洲首台
Titan运动控制机械臂、全世
界顶级的潜水摄影装备、一
些大的灯光阵列的设置，这
些好莱坞摄影师们所使用的
一些技术手段也都在这部电
影中得到了使用。

在张麟科看来，电影人
才的积累以及对于电影行业
的理解才是最重要的。“最先
进的设备实际上只是一个技

术手段，从业者对很多东西
不断的增加理解，这个是最
重要的。《流浪地球》之后我
们也接了国内一些一线制作
的片子，我发现中国的电影
技术发展是很迅速的，不管
是器材、意识还是从业人员
的基本功都离高水平的电影
工业越来越近了。就我个人
来说，从《流浪地球》到《流浪
地球2》，我自己对很多东西
的理解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
上。”他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闫雯雯罗惟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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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电梯”打斗场景是在这里完成的。

“太空电梯”拍摄场景。

《流浪地球2》拍摄现场。

摄影师解密《流浪地球2》：

看神舟13号直播
模拟太空光线

拨通张麟科电话的时候，他正在跟同事讨论工作。从
7年前作为摄影师加入《流浪地球》到《流浪地球2》在2023
年春节档票房突破27亿元，张麟科也完成了从一名新闻
人到电影人的身份转变。

张麟科大学就读于

成都理工大学，之后又到

北京电影学院进修了一

年，本来想考研究生，但后

来又觉得实践更为重要，

“我当时在北电进修的时

候，每天早上七八点开始

学习，晚上学到十一二点，

当时就想好了，我这一年

要学本科 4年所学的东

西。本来想考研，后来自

己琢磨，实践更重要一点。”

被张麟科琢磨得最

多的，是一个叫罗杰·迪

金斯(Roger Deakins)的

好莱坞摄影师的摄影技

术。迪金斯提名过14次

奥斯卡奖，也曾捧得过小

金人，他很爱分享自己的

灯位图，张麟科花了很多

年时间反复研究，而在

《流浪地球2》中，他终于

找到机会进行实践：“这

次有很多大场面的场景，

包括东方影都摄影棚内

和外景。特别是外景是

搭建在青岛的流亭机场，

风非常大，场面也大，所

以以前传统的一些打光

方式就没有办法实现效

果。于是我就采取了迪

金斯的方法，他常用数量

繁多的灯做灯阵来进行

布光。比如流亭机场搭

建的基地大门，本来有一

场大场面的夜戏，郭帆导

演想要太阳风暴侵袭基

地的效果，我就参考了

《银翼杀手2049》里有场

戏的灯位图。”

张麟科根据现场的

状况和郭帆导演的需求

做了一些改良，灯光组50

多人忙活了近一周，做了

6个巨大的架子，用吊车把

300多个skypanl led灯

连接到调光台，来实现导

演的意图。本来他还想再

放900多个钨丝灯在这6

个架子上，想用灯光来模

仿海洋般波浪的感觉，但

是考虑到成本以及施工的

难度，最后这个方案被制

片组否决了。

《流浪地球2》造梦，《流浪地球2》也圆梦。作为摄

影师，张麟科伴随着《流浪地球》这个IP的日子，也是

他随着这个行业成长的日子。他说：“因为是《流浪地

球2》这个体量预算的项目，我才有机会去测试实现和

更充分理解这些年研究的布光方法。”

在《流浪地球2》热映之际，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与张麟科聊了聊太空电梯、月球核爆……这些在

拍摄中有趣的事情。

外景地风大空旷
琢磨出不一样的布光方法

《流浪地球 2》上映

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

研究所研究员王元卓在

微博上发出了他的手绘

科学讲解图。4年前，为

了给女儿解释《流浪地

球》中的知识点，王元卓

手绘了科学讲解图，获得

了 1.5 亿 人 次 的 阅 读

量。而这一次，王元卓不

仅活跃在微博上，他的名

字还出现在了《流浪地球

2》的科学顾问团队之中。

这部电影的科学顾

问分为理论物理、天文、

地球科学、人工智能、基

础材料、力学、航空航天、

军事等组别，阵容庞大，

包括中国科学院国家天

文台研究员苟利军、中国

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

员梁文杰、中国科学院力

学研究所研究员韩桂来

等几十名科学家。

张麟科告诉记者，剧

组给工作人员发放了一

本电子“宝典”，里面有着

科学家们为未来世界进

行的设计：“如果打印下

来会是一本厚厚的书”。

“这本书是由中科院的

科学家们还有一些其他方

面的专家共同编写的，导演

组发给大家就是为了帮助

大家建立《流浪地球2》中的

世界观。他们通过目前的

世界发展状况，把未来世

界的一些东西全部推论出

来了，非常详细。里面的

推论包括了未来世界的各

个方面，比如说天气、人文、

交通等。”张麟科说。

模拟未来世界生活
科学家们给出“一本书”的预测

有了科学的世界观之

后，张麟科还需要根据摄影

的世界观来对场景的摄影和

光效进行布置，让大家感觉

演员所处的环境就是“外太

空”，但是让观众们身临其境

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比如说太空电梯的那一

幕涉及很多光效，而且分了

好几层，从地面到有云的阶

段，再到穿过大气层之后阶

段，由于缺少大气层的反射

和漫反射，就会变成那种很

硬的直射光。另外还有空

战、云层的划过，甚至还有一

些周围钢结构的光影等。

针对这些问题，张麟科的

处理方法就是参考国外的一些

电影，而且还观看了神舟13号

的现场直播：“我当时参考了一

些国外的电影，还看了一些太

空纪录片，也去看了神舟13号

的直播。在一些关于太空的电

影里，虽然有太空光线，但是那

些还是基于电影的艺术创作，

而神舟13号的直播是真实的

场景。我看到了直播现场里非

常真实的太空状态，比如说光

效光影都是很硬的质感，然后

再综合一些登月的纪录片、太

空的纪录片等，综合去吸收，最

终呈现出了电影里的效果。”

在《流浪地球2》中，最出

彩的一个场景是“太空电

梯”。从开拍到最后完成，这

个场景一共拍了两个多月时

间，是张麟科记忆最深刻的

一个镜头。

“太空电梯”的场景从预

告片一出来，就成为了网友

们热议的话题，而且正好最近

刘慈欣小说《三体》改编的电

视剧正在热播，《三体》就曾出

现过太空电梯的描述。在《流

浪地球2》中太空电梯正式亮

相银幕两个月前召开的2022

空间技术和平利用（健康）国

际研讨会上，国际太空电梯联

盟主席、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彼得·斯旺提出，未来太空电

梯作为永久性物流基础设施，

可将物资和人员运到太空，成

为进入太空的新通道。彼得·
斯旺的发言让无数科幻迷心

驰神往。可以说，“太空电梯”

自带流量，注定成为《流浪地

球2》的看点之一。

这个场景的拍摄的确比

较复杂，总共拍了两个多月，大

部分镜头是张麟科带b组摄影

组完成，而就在太空电梯里，也

有一个让他很想观看的场景，

“因为我们在拍摄的过程中是

没有做特效的，所以有的地方

拍的时候跟最后呈现的效果并

不太一样。在太空电梯里有一

个镜头，就是有个光头男演员和

吴京在舱顶上打，打着打着就掉

落下来了。当时这个镜头是分

成两部分拍的，而舱顶在最后

也需要经过翻转。我们在拍摄

的过程中，实际上演员是吊着

威亚做出失重的感觉，后期再

合成出下面的观众。这个镜

头我觉得很有意思，也是最想

看看最终效果的。”张麟科说。

追求真实的光效
看神舟13号直播模拟光线

太空电梯拍了两个月
印象最深是吴京舱顶打斗

拍摄设备已是顶级
影人对于电影的理解更重要

张麟科(右一)在《流浪地球2》拍摄现场。

《流浪地球2》中的太空电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