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

记者：在创作《三体》的过程中，会有因为困
难太多想放弃的瞬间吗？

陆贝珂：这种情况还真没发生过。艰苦的情

况是有，也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我们所做的工

作，并不是我们经验范畴之外的事。我们都是职

业做视觉、特效工作的团队，包括做动画片。无论

是对软件的了解，还是对拍摄流程的了解，对资

金、制片流程的了解，我们都是非常专业的团队，

影视行业在压力下工作是常态，并不会因为有困

难就心生放弃，在技术允许的范畴之内，最终都能

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开机前我们也做了充足的

准备，包括熟悉原著，学习相关的科学知识，技术

测试等，不然我们也不会贸然去开动去制作。

记者：所以真实的情况是？
陆贝珂：以我们现有的技术积累，《三体》第

一卷的剧集拍摄，没有什么地方完全无法完成。

我们制定的方案和周期，以及相关的测试、拍摄

地点、时间规划等，基本都在我们原计划范畴之

内。对我们来说，更多的是需要面对众多分项目

标进行权衡时的耐心和精益求精打磨的匠心。

有时候因为预算有限，会面对一些不得不放弃的

地方，对我们这些职业工作者来说，需要做好权

衡。然后在团队沟通时也需要恒心和耐力，帮助

大家理解各个镜头里的内容应该怎样去完成。

记者：作为一个影视视觉导演，想要将一部
科幻小说进行影视化改编，需要具备哪些条件？

陆贝珂：一个职业的视觉导演要去和总导演

一起改编一部科幻小说原著，那么首先肯定要熟

读原著，要真正理解它。此外，要具备原著中涉及

的相关背景知识，至少要达到一个科普的级别。我

们都做过好多相关资料收集和学习，文本和科学知

识的视觉化这部分是我要设计出来的。比如说太

阳放大器、红岸基地巨大天线、古筝行动的船，这些

画面不是靠手绘随意画的，还是要符合物理原理，

要符合实拍的可行性和电脑制作时的算力要求。

最后，还需要了解资源和使用情况。这种片子会动

用到好多云计算渲染，那在现有成本下如何让足够

多的计算机运算出来？这些东西都要考虑到。

记者：有人认为科幻就是特效，如何看待这
种观点？

陆贝珂：科幻、影视和特效是三个不同的概

念。有些科幻影视作品用的特效也很少，但带给

观众的震撼非常强烈。这种片子不是直接的视

觉上的生理刺激，而是一种思考上的震撼。大刘

的小说，好多地方并非依靠视觉画面的奇观效果

打动人心，像《三体》中“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

文明以岁月”这句话，就无法用单一的镜头画面展

现出来。所以，科幻并不等同于特效，这是肯定

的。但是确实，要让天马行空的科幻故事、科幻人

物、科幻概念深入人心，我们需要用到特效手段来

讲述和描绘。作为影视工作者，应该适当地、有效

地应用视觉特效提供的手段来呈现科幻故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图据受访者

设计“古筝行动”等名场面
需要科学知识的视觉化

“古筝行动”是原著小说《三体

1：地球往事》的一个高潮点，本着现

实主义创作方向的主创团队，如何

拍出船体被纳米切割、散开后的奇

特效果？电视剧《三体》视觉导演陆

贝珂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独

家专访时直言：“古筝行动整体使用

了实拍+影视特效的拍摄方式，特别

是对船的金属结构的变形模拟比较

特殊，以前没人做过，没有任何可以

直接参考的资料。”

放弃纯物理模拟
满足读者原始想象

为了找到与巴拿马运河“盖拉

得水道”类似的河道环境，《三体》剧

组40多位工作人员从四川、云南、广

西一直跑到海南，从涪江、澜沧江到

昌化江，经过气候、气温、植被、光

线、河宽、水的色泽的对比，并结合

公开纪录片、船舶资料整理归纳，再

叠加特效处理，剧组用了三个多月

勘景、23天拍摄、两年的后期制作，

才有了这场25分钟的戏。“为了还原

古筝行动，我们在浙江选取了十几

种类型的景，一点点去拍摄并进行

后期计算机制作，再通过镜头剪辑

之后拼出来。”陆贝珂说。

最让他难忘的是摄制船被切开

后的呈现形式，“关于纳米飞刃切碎

后的船体变形状态，我们没有任何

相关资料，也没有任何船舶设计的

数据记载。这么大的船被切开之

后，船体会怎么扭曲，碎片该如何摊

在地上？”陆贝珂和团队花了一个多

月的时间，在计算机上做船的钢体

碰撞、扭曲效果模拟。

陆贝珂也曾纠结，到底是要符

合原著，还是更符合计算机模拟结

果？“后来我决定80%符合原著的描

述，符合大家对古筝行动的原始想

象。”在勘景阶段，他和团队就将最

终巨轮摊开的形态做了航拍定位，在

浙江仙居一片2公里长的草地上确认

了巨轮摊开的残骸形态；置景时，美

术部门将几百片50厘米等宽的长条

钢片，用挤压机一片片挤压，然后组

接成局部巨轮扭曲变形摊开的状态，

蓝幕部门搭建起长达500多米的巨大

蓝幕，完成了前期拍摄；后期制作阶

段，再用计算机视效技术，最终完成

了古筝行动中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

切船段落。陆贝珂说：“这个工作很

复杂，比较消耗人的耐心，但以我们

的制作经验来说，是可以完成的。”

陆贝珂也曾担心：剧集播出后，

观众会不会认可？虽然忐忑，但他

和主创团队都在尽全力拍好《三

体》。于是，观众看到了“脱水浸泡”

“人列计算机”“三日连珠”等一个又

一个“三体名场面”。

“作为原著粉，我还是基本满意

的。”不负自己的陆贝珂，也没有辜

负观众的期待。大家纷纷点赞剧版

《三体》：“画面搞得真不错，可以说

是1:1还原了原著。”“真的是震撼到

我了，一点都不敢快进呀，生怕自己

错过什么。”

用质感上分
“抠书级”视效赢好评

陆贝珂是资深科幻小说迷，

2006年在《科幻世界》初遇《三体》

时，他的内心就埋下了翻拍《三体》

的种子。2018年，得知能与老搭档

杨磊合作剧版《三体》，一向稳重的

陆贝珂激动得跳了起来，甚至还写

了2万字的拍摄策略和技术分析。

陆贝珂说：“我系统看过刘慈欣老师

公开发表过的所有小说，《地火》《流

浪地球》《乡村教师》《球状闪电》《三

体》……一直都很熟悉他的作品。”

除了对原著着迷，关于《三体》

的报道、书迷的讨论等，陆贝珂也有

不少了解。他说：“关于大刘的美学

风格，我之前看过很多描述，跟很多

书迷有一种共鸣，跟大家的很多想

法同频共振。”在创作的过程中，他

对原著经典场面如台球演示、倒计

时、宇宙闪烁、CG版三体游戏等做了

视觉化还原，被观众称为“抠书级”

还原。

大量原著粉和科幻迷对《三体》

电视剧的高度肯定，让陆贝珂松了

口气，“我们很用心地投入了几年时

间，现在感觉对得起自己，没给咱中

国最好的科幻小说和影视行业丢

脸。”同时，他也有很大的荣誉感，

“《三体》确实会带给人一种荣誉感

和使命感，这是原著赋予这个剧集

项目的一份加成，是我们众多参与

这个项目的人的共同感受。”

可面对“三体封神”的评论，陆

贝珂却十分清醒：“首先要感谢大家

的点赞和夸奖，但从我们创作者的

角度来说，肯定还有很多值得继续

提高的地方，特别是电视剧有其特

定的投资框架，我们毕竟是在一个

正常的剧集资金许可下工作，肯定

会有取舍和平衡。‘封神’是很多观

众对我们的一个勉励，他们希望我

们能继续做得更好。”

《三体》包含的东西太多，拍摄

难度太大，陆贝珂及团队在整个拍

摄的过程中也听到过很多不被看好

的声音。“太正常了，很多朋友之前

得知我接下了《三体》剧集的视觉导

演工作时都说，‘你要是做不好会被

骂得很惨’。但当你做到一定水平

后，观众会看到你的认真，反而会更加

鼓励你。其他开发类似题材的创作

者、特效制作公司，也会愿意拿出更多

精力把项目做得更好。”陆贝珂说。

陆贝珂说，很荣幸参与中国科

幻影视的上坡之旅，希望观众能看到

中国影视行业的诚意，希望更多人相

信，中国人可以制作出属于中国人自

己价值观的国际水准科幻作品。

《三体》特效获赞“抠书级神还原”

视觉导演陆贝珂：
中国人可以制作国际水准科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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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贝珂在《三体》工作现场。

剧中“古筝行动”特效示意图。

“《三体》最后十集真的是从书
里抠出来的，古筝行动特效也

太震撼了！看得我头皮发麻。”“古筝行
动拍得太牛了，把原著描写的场景完全
拍了出来，看得人毛骨悚然……”

2月3日晚，电视剧《三体》举办大结
局点映礼，揭开“古筝行动”的神秘面纱
——肉眼不可见的极细纳米飞刃，将一艘
六万吨级的巨轮切割成一叠向前推开的
扑克牌，几十片甲板薄片和受力扭曲的船
体框架交缠在一起，很快变形成了一堆复杂
的形状。2月7日，剧版《三体》豆瓣评分从
8.1分上涨到8.3分，网友点赞“高开神走”！

“人列计算机”特效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