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拜访中国顶级科研机构
光科学笔记就写了几大本

总导演杨磊、视觉导演陆贝珂、编

剧田良良，电视剧主创团队中很多人都是

《三体》一书的铁粉。“用心去制作”不仅是

他们的坚守，也是他们四年如一日“死磕”

《三体》IP的最好见证。

“四年前，我第一天接到这个戏的时

候，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研究科

学。我们沿着小说中所涉及到的所有真

实科学部门，挨个去做了一次次地研讨

和采访。”剧版《三体》改编伊始，杨磊就

决定要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通过对

基础科学、生活常态的解构，带领观众

进入那个天马行空的想象世界。

“刘慈欣写《三体》是混杂着科

幻和科学来写的，里面有些内容是

想象的，但大多数是真实的。我们要把他

所写的东西都弄明白，是什么仪器，要怎

么工作。如果弄不明白，你不知道要拍什

么。”他非常感谢中科院、纳米中心、射电

天文台等科研机构和协会提供的帮助，包

括组织开研讨会，探讨各种科学问题等。

每次探访、研讨，杨磊都会疯狂记笔

记。从以太阳为坐标形成的太阳历，到

宇宙闪烁到底是什么、3K望远镜的原理

……以及影视画面中出现的大量公式

等，都详细记下来，笔记就写了几大本。

尽管有的镜头只是一闪而过，但为了尽

可能还原原著，杨磊及主创团队都会“死

磕”学习,他说：“从科学、历史、地理到三

维、四维、五维，包括游戏，各种各样的镜

头色、光线，这些细节都得一点点去扒，

一点点去琢磨。”

为了更好地还原原著情节，制作团

队耗时4年打磨《三体》剧本，剧组历经

一百多天拍摄，足迹遍及宁波、横店、北

京、黑河，置景270余处。

最让观众惊叹的，要数进入北京正

负电子对撞中心、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等

科研机构的拍摄场景。“我们一开始就是

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去拍的，我们一定要

先考虑现实问题。这些科研单位真的很

好，基本上一听是《三体》剧组，就愿意为

我们提供帮助。不然我们也想不出什么

办法，能把这部剧拍得这么真实。”言语

中，杨磊满是感激。

然而，在拍摄书中描写的“古筝行

动”时，却出现了不能去巴拿马运河拍的

意外情况，主创团队只能寻找与其相似

的河流。“太阳升起的位置、河的宽度、植

被等，都要考量。”从四川到三亚，从长江

各支流到黄河各支流，40多位工作人员

跑了三个多月勘景，最后剧组用很多个

不同的地点里的场景，综合还原巴拿马

运河环境，再叠加

特效处理，拍完了这

场戏,“我们还看了大

量的关于巴拿马运河的

纪录片和船舶设计的资

料，经过非常复杂的工作，最

终把所有细节都还原出来。”杨

磊说。

“人列计算机”震撼亮相
最长特效镜头做了近18个月

剧集中呈现出来的“古筝行动”戏份只

有25分钟，而在拍摄之前，把该有的细节讨

论完，包括摄影、光线、画分镜、做动态分镜、

预演等，就做了三四个月准备。再经过27

天的拍摄，才有了这25分钟的画面。

“整整一年半，我们一场戏一场戏地

讲，后面又剪辑了一年半。就连作曲我

们都干了整整7个月。”7个月里，因为时

差的原因，杨磊只能每天零点跟作曲团

队通话商讨，每次一聊就是4个小时。

“我们的混录师跟我干混录都干了将近5

个月。画面中，观众听的任何一个小零

件落地的声音，都是我们一点点码进去

的。红岸基地发射那场戏，所有的零件

碰触的声音、风吹的声音，我们光音轨差

不多就有将近300轨。到古筝行动的时

候，也是四五百轨的音效。”

在已播出的剧集中，伴随着波澜壮阔

的“秦始皇人列计算机”的启动，气势磅礴

的华阴老腔惊艳了观众的耳朵。尽管只

有几句，却让杨磊和制片部门费尽心思：

“我听过华阴老腔，太给劲了。看到人列

计算机画面时，我就觉得一定要用华阴老

腔才能对上味儿。光是为了找这几句话

的版权，我们制片部门都疯了。每天跟我

说找不着人（演唱者），找不着也得去找，

四面八方找。现在看来，我觉得是值得

的，播出那一刻，所有人都震撼了。”

也正是一次次地“折

腾”，才有了让观众叫好的

《时间的尽头》《整个宇宙将为

你闪烁》《在时空尽头等我》等音

乐作品。

同样惊艳观众的，还有《三体》视

效。不论是三体人脱水、浸泡，还是恒纪

元、乱纪元、三日凌空、单摆、金字塔等元

素，均获赞“拥有不输电影大片的质感”。

杨磊以“古筝行动”的特效为例，分享

了一组数据：“我们一个镜头的数据量在60

个T，解算和渲染这一个镜头，得用128位的

电脑。如果不用云计算的话，一帧镜头可

能要处理几个月。我们整个‘古筝行动’最

长的镜头，做了将近18个月。所以这真的

是硬碰硬的事，大家都是怀揣着对《三体》

的真诚热爱，怀着信念感在往前推。”

于和伟被称“史强本强”
他的表演能力让大众信服

剧版《三体》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也

进行了合理化改编，并从科普的角度，帮

助大众更容易看懂那些比较费解的科学

知识，了解剧情的走向。作为原著粉，杨

磊在捍卫原著的同时，也接受这些改编。

因为“我需要把《三体》传递给更多没有看

过原著的人。”为了让大家看懂，剧版《三

体》加了一些角色，比如记者幕星，沙瑞山

也改编成了一个略带喜剧特质的人。

好作品还需要好演员的塑造。从

“张鲁一还原汪淼”“于和伟史强本强”

“王子文叶文洁好贴脸”等热搜话题，

可以看出观众对选角的认可。这也是杨

磊坚持的“现实主义”贯穿全剧的表现，

“我们选择的演员，也是要能

演现实主义戏的人。这几位

演员，我们都合作过，都是非常

具有现实主义表演方法的人。”

杨磊认为，好的表演可以掩盖一

切，“我一开始认为大史（史强）是一个

五大三粗的、很粗犷的人，但我看完和伟

哥的表演之后，我甚至都忘了曾经看书

时的感觉。他的表演能力掩盖了一切，

你相信他了。”

除了几位主演出圈，作家江南饰演的

伏羲、正午阳光董事长侯鸿亮饰演的孔

子、网文大神唐家三少饰演的秦太史令、

导演郭靖宇饰演的纣王等，也让观众

惊喜又震惊。“首先得感谢他们零片

酬来演，他们也都是《三体》粉丝，

愿意为这部戏作贡献。”杨磊开

心道，“像侯大（侯鸿亮）本来就是山东人，

知道自己演孔子，说‘太好了，我还有扮演

咱老祖宗的机会’。我们也对这些业内大

佬能来参演心存感激。”

怀着对现实的敬畏去拍
希望中国科幻获更多人鼓励

从2006年《三体》小说第一次在《科

幻世界》杂志连载，到2016年首次公布

影视化消息，再到2023年1月电视剧正

式开播，17年来，《三体》的影视化改编备

受期待。电视剧一开播相关话题就持续

霸屏热搜。

杨磊笑言：“如果按照我的思路，我肯

定打满分。这是咱中国自己的科幻剧，如

果大家觉得还可以，就给点鼓励，因为真

的不容易。”遭遇过很多困难、经历了四年

的死磕硬磨，杨磊希望能拍出属于中国人

的科幻作品，传递中国人自己的价值观，

“很多时候，我们是凭借那股热情和时间

去做的，我觉得我尽全力了。也希望更多

人能鼓励一下中国科幻。”

杨磊也想通过《三体》传递一种理念

——不要听到科幻，第一反应就只是特

效，“我们以前看到过的那些震撼人心的

西方科幻作品，实际上是用了一种科幻

的方式在写他们的历史，写他们的人文

观价值观，在传达他们对这个世界的一

种认知。刘慈欣也说过，科幻小说能够

让我们客观面对未来的各种可能。不管

是写人类的历史，还是写人类未来有可

能会发生的一切，都是有实际意义的。”

杨磊期待观众可以从《三体》中品味中

国文化自信，“我们是怀着对现实的敬畏去

拍这部科幻作品的，希望电视剧《三体》能

够让大家重新认知我们自己的科幻，传递

我们中华五千年的优秀文化和价值观。”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图据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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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三体》总导演杨磊通话的时候，他刚跟同事商议完新的工作。而手边，则是他在4年前为了拍好电视剧《三体》
准备的几大本密密麻麻的关于科学知识的笔记。

从2006年首次遇见《三体》，到2010年通读三部《三体》实体书，再到2023年1月15日电视剧版《三体》揭开面纱，每一次与
《三体》的相遇，总导演杨磊都怀着兴奋之情。作为这本小说的铁粉，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独家专访时，他非常坦
诚地说：“《三体》我是当成信仰一样在拍的。必须把它做好，把书里更广阔的价值观传递给观众，让更多人去理解。”

导演杨磊（右）在林场的工作照

电视剧《三体》总导演杨磊：
怀着敬畏创作属于属于中国人的科幻

导演杨磊（右）
和视觉导演陆贝

珂在为《三体》寻找
合适的外景。

张鲁一饰演汪淼于和伟饰演史强

电视剧《三体》里游戏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