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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闪烁是否真实存在？”“数字生命

有可行性吗？”“如果一天变成 60 小时，我们

要工作多少个小时？”……

依然沉浸在电影《流浪地球 2》、电视剧

《三体》等国产科幻中的观众们，在二刷三刷

过后，被片中展现的宏大完整又有带入感的

世界观持续震撼，开始不断地凝望头顶的星

空。他们将众多关于天文、物理、人工智能、

化学材料等学科的问题“@给了”两部作品

的科学顾问们。

带着和观众们一样的期许，《工人日报》

专访到为国产科幻量身打造世界观的 4位来

自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国家天文台研究员

苟利军，物理所研究员魏红祥、梁文杰，计算

技术研究所研究员王元卓。

从公式到屏幕

《流浪地球 2》和《三体》之所以被定义为

国产科幻的里程碑，其中重要的指标就是有

一套庞大而完整的世界观（电影对整个世界

及人与世界关系的总的观点和看法）。

无论是“引爆月球”“数字生命”“太空

电梯”“古筝行动”这些大的构想，还是图恒

宇墙壁上，魏成屋子里那些作为背景板存

在的密密麻麻的公式，都有科学顾问们的

硬核支撑。

据了解，《流浪地球 2》聘请了 19 位各领

域专家，组成科学顾问团，为电影的世界观

做了详尽的设定。全片剧本 7 万字，而背后

的世界观内容却超 20 万字。剧版《三体》在

7 年的筹备拍摄过程中，先后有六七十位科

学顾问加入其中。

“ 科 学 顾 问 ”作 为 国 产 科 幻 的 新 鲜 力

量，对于影视工业是第一次，对于科学家群

体也是第一次。他们不但创造了作品中的

全新世界，也创造了一个国产科幻工业的

全新格局。

王元卓为《流浪地球 2》贡献了“人在

回路”的剧情线。“我们不能苛求科幻电影

中的科学知识是百分之百准确的，这是一

个大的前提。”在他看来，科学性和艺术性

需 要 寻 找 到 一 个 平 衡 点 ，才 能 让 观 众 被

“真实感”带入剧情的同时，享受脑洞大开

带来的绚丽观感。

“对人工智能、数字生命、脑机接口等这

些我们已知的、已有共识的科学知识的设

定，要更加专业。同时，对未来的假想要有

一定合理性，至少在设定的时间点上是有可

能实现的。”

在他的设计下，影片中的 550 系列智能

量子计算机，体积很小甚至可以随身带上月

球，但算力超强，并且不断地迭代，它的出现

和发展也使影片对数字生命的探讨有了现

实依据。这样的畅想并不虚幻，因为从量子

计算机、人工智能发展的现状出发，观众可

以毫无障碍地接受和理解，甚至还会进一步

地思索和探究。

梁文杰最难忘的则是炸月球情节的设

定。剧本原来的设计是集合地球上所有的

核弹炸毁月球，可天体物理组经过计算后发

现这并不可行。但这个情节又是必须存在

的，于是科学家们开始集体“烧脑”，经过天

体物理组和理论物理组的几轮讨论，才形成

了“相控阵列核爆月球”的方案，让科学、视

觉、剧情完美地平衡住了。

科影融合的通道已经打开

梁文杰是《流浪地球 2》和剧版《三体》

的科学顾问，而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对做科

学顾问这件事有些疑虑，“如果只是拉科学

家过来挂名做背书，我是不会同意的。”经

历了这几次合作，现在他对国产科幻片日

趋成熟的工业化程度，有了信任感。“制作

团队们对世界观的搭建十分认真，有的时

候科学家们都觉得可以了，但制作团队还

在不停地完善，最后呈现的视觉效果也是

十分震撼的。”

2019 年上映的《流浪地球 1》，打开了国

产科幻电影的大门，也给影视业和科学界带

来了融合的契机。2020 年，国家电影局、中

国科协印发了被称为“科幻十条”的《关于促

进科幻电影发展的若干意见》；随后，国家电

影局和中国科协牵头建立科幻电影科学顾

问库，聘请了一批两院院士、权威专家和优

秀科技工作者，担任科学顾问库专家。2020
年底，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成立科学与影视融

合专业委员会。

此次《工人日报》专访的 4 位科学家，与

科幻电影发生互动，也都由来已久。

《流浪地球 1》上映时，王元卓为了给女

儿普及影片里的知识点，手绘出一份科学讲

解图。为了能更好地保存，他发在了自己的

微博里，没想到竟获得 1.5亿次的阅读量。

苟利军接触到“科学顾问”这个概念，则

更早些。2014 年，《星际穿越》上映，片中以

“黑洞”“虫洞”“引力波”为线索的科幻世界

观，让作为研究者的他大为震动和兴奋。了

解到该电影的科学顾问、物理学家基普·索

恩还写了一本同名科普书，介绍电影背后的

科学故事，苟利军连夜给这位后来的诺贝尔

奖获得者写了封邮件，热切希望翻译这本

书。最终，这位专业级影迷的愿望成真了。

40 多岁的苟利军说起这段经历，依然眼中闪

烁星光。

“《流浪地球 1》上映前，我去看过片，那

时还没有经过后期制作，很多场景我们看

到的还是绿幕，只能通过郭帆导演的讲解

进行’脑补‘。即便这样，大家也很兴奋，因

为终于看到了国产科幻的出发。”苟利军回

忆道。

科学界对国产科幻影视的支持，除了科

学家们的深度参与外，还有其他方面的支

持，甚至还首次批准剧组进入粒子对撞中

心、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实景拍摄。

科幻作品的反作用力

在年轻人聚集的 B站上，“二次元的中科

院物理所”的粉丝量巨大。能够让一门深奥

又枯燥的科学火起来，作为主力撰稿人，魏红

祥认为，是因为找到了和年轻人沟通的方式。

“粉丝一半以上是高中生。”魏红祥面向

青少年做科普已经有十多年，最近他发现有

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表达了自己愿意成为科

学家的理想。

在他看来，科学、科普、科幻之间有着相

互促进的关系。科普是为了让大家明白科

学概念、科学原理。而科幻则让更多的人思

考更宏大、更未来的问题，它为一些事关人

类未来的大事，争取到更多人的认同和理

解，团结更多的人共同致力于解决和克服。

“科幻作品能带给人们一种内心的力量，

当你对自己没有信心，或对未来感到迷茫的时

候，他会引导你去思考、去行动。”魏红祥说。

“我们现实中的科学规划，一般是 3年、5
年，很少会站在未来几十年后的角度看待今

天的工作。当我们用科幻的视角去审视当

下所做的研究时，会有很多新的思路。”王元

卓说。

苟利军回忆，他之所以会成为“看星星

的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少年时期读到科

幻杂志《飞碟探索》。而今天，科学家们想做

的就是借助科幻热，让更多的人热爱科学、

向往科学。

“科幻电影是科普和科研面向更多大众

的一条重要通路。同时，通过科幻文艺作品

的呈现，科学领域正在进行攻关、探索的方

向会被更多人关注，这对科研本身也是十分

重要的。”梁文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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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从科学到科幻，再从科幻到科学，这场文艺作品与科学科技的碰撞，创造出了无

数的意想不到。国家级科学家团队全程护航国产科幻影视向世界远航鸣笛，在这个

过程中，也向更大的受众群体播撒了科学的种子。对于中国的影视产业和科普事

业，这都是一次伟大的尝试。

视 线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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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为出版强国建设贡献产业力量峰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苏墨）出版发行行业是文化强国建设不可或

缺的重要力量，如何在新机遇下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行业关注

的焦点。

2月22日，中国北京出版创意产业园区和北京联合出版公

司主办的“2023为出版强国建设贡献产业力量峰会”举行。

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在主题演讲中总结出了出版发

行业当下谋求高质量发展的三大要素：“认真”“全面”“坚

持”。他认为，高质量发展首先要认真，出版从业者要以邹韬

奋、鲁迅、周振甫、王以铸等优秀出版家和编辑家的事迹作为标

准和榜样，在编校质量、印装质量上多“较劲”。其次要“全

面”——实行出版全过程的质量管理，做好内容质量管理、编校

质量管理、印装质量管理，还要加强选题质量管理、品牌质量管

理、营销质量管理、人才质量管理，还要做好读者服务质量管

理。最后要“坚持”，出版企业要耐得住寂寞，坚持全面质量管

理，要以长期主义的精神坚持高质量发展。

互联网时代倒逼行业产业升级，因此出版发行业的高质量

发展离不开融合。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数字出版研究所所长

王飚从融合出版的角度为出版发行业高质量发展提档升级提

出建议：即加大数字精品内容供给，以产品为核心，以科技创新

和品牌建设为支撑，不断提升出版的内在价值，延长出版产品

的生命周期，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发展；加速构建出版新业

态，构建附加值高、功能多样的新型“出版+”业态，实现供给链、

产业链、价值链的延伸；加快推进走出去，更加深度地融入全球

产业链、供应链。

作为本次峰会的主办方，赵红仕表示，中国北京出版创意

产业园区的组建，为园区企业开启了新的发展篇章。峰会现

场，中国北京出版创意产业园区优秀出版成果发布。包括从

主题出版类、文学艺术类、人文社科类、少儿教育类、科普生活

类等五个门类中遴选出的优秀图书和优秀编辑，最具出版价

值、取得最优社会效益的特别图书，以及专业特色突出、出版

成果显著、读者认知度高、行业影响力大的优秀品牌等。

进击吧进击吧进击吧进击吧，，，，
国产科幻国产科幻国产科幻国产科幻3333

长影电影院自助图书馆正式启用
本报讯 （记者柳姗姗 彭冰）日前，长影电影院引进的长

春市图书馆 24小时自助图书馆正式投入使用，免费向市民开

放。作为全市首家引入自助图书馆设备的影院，长影电影院

通过创建“影院+阅读”崭新应用场景，力求为市民提供智能

化、便利化的图书借阅服务，吸引更多喜爱电影、喜爱阅读的

市民走进影院，推动形成“书香影院”的独特文化氛围。

在长影电影院共享大厅一角，矗立着一台约 2 米高、3 米

宽的自助图书馆设备。机器主体部分从上至下整齐地排列着

3 排近 500 册热门纸质图书。图书种类根据实际情况每月进

行更新和充实，另有包括 300 万册电子图书在内的海量数字

资源。

据悉，目前长春市图书馆在全市共投入使用 5 台自助图

书馆。市民只需使用长春市图书馆读者证，即可自助借还图

书，没有读者证的市民，可凭本人身份证在自助图书馆上免费

办理读者证，市民在长影电影院的自助图书馆所借图书，还可

以在长春市图书馆及其他自助图书馆实现通借通还。

长影电影院相关负责人表示，电影自诞生之初就与文学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次长影电影院引入自助图书馆设备，

正是以电影和图书为载体，为市民提供“小而美，小而精”的公

共文化空间，让书香“触手可及”。

近年来，根据经典文学作品改编而成的优秀电影屡见

不鲜，这个电影院里的自助图书馆内含众多电影原著图书，

为市民和影迷提供更多借阅选择。今后，长影电影院还将

组织开展观影分享、读书分享、阅读推广等多种形式的活

动，以电影为切入点，充分结合书香元素，让书香影院的氛

围更加浓厚。

更多精彩内容

请扫描二维码

国家级科学家加盟国产科幻影视产科幻影视，，一个脑洞大开又严谨可信的一个脑洞大开又严谨可信的世界观降临了

当科学当科学““撞击撞击””科幻科幻，，““大爆炸大爆炸””发生了发生了

邓崎凡

文旅局长们卷起来了。

前有时任新疆昭苏县副县长的贺娇龙红

衣策马雪原扬鞭，后有四川甘孜州文旅局局

长刘洪素袍斗笠笑傲江湖。如今，又有黑龙

江塔河县文旅局局长都波一袭鄂伦春族传统

服饰，在白雪皑皑的森林里为当地美景代言。

他们乘着互联网的东风，各显其能，火出

了圈。以至于大家说，这年头不来点才艺展

示，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文旅局长。

文旅局长有文化、有才艺，那是理所应当

的事情。文旅局长们触网上线，以自己的才

艺，展示地域文化和特色为所在地“圈粉”，更

是值得叫好的事情。

都波为了拍摄，一袭白裙在零下 20摄氏

度的冰天雪地里站了两个多小时，差点冻感

冒。视频火了之后，有人问她是不是用公款

拍个人写真？其实，衣服是向兄弟单位借的，

摄影剪辑也是单位同事，没产生费用。

她这么做，初衷和各地频频上线出境的

局长们一样——展现当地风情，进而引来关

注和客源。

“新媒体平台是一个快餐式的娱乐平

台，如果像走进科学一样给大家讲鄂伦春民

族的古老历史，大部分人可能两秒钟就划过

去了”。出于类似的认知，文旅局长们短视

频平台上的争相“卷”，其实是一种低成本的

“营销”。

既然是“营销”，那就能见高低、分好坏。

视频中的都波有两套衣服，都是由鄂伦

春族的民族服饰设计而来，一套是森林女王

主题，一套是白鹿仙子主题。鄂伦春族被称

作“使鹿部落”，是从白桦林走出来的民族。

今年是鄂伦春族下山 70周年，她就希望通过

这些民族服饰，让大家关注到鄂伦春族，关注

到塔河县。

轻舟绿溪之上，乘风打太极；素袍斗笠，

仗剑走天涯；草原牧场上，化身格萨尔王；风

雨桥畔，满头珠翠一袭布衣……局长们无一

例外将自己的视频内容与当地特色结合起

来，与地域文化结合起来。

所以，即使不是什么“大制作”，就凭这些

颇具地域特色的文化符号，让这些“出圈”的

局长和他们的视频还是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好

处：2021 年，贺娇龙到任伊犁州文旅局副局

长后，通过短视频和直播，直播带货农副产品

销售额已经突破了 2.1亿元，带动当地直接就

业 2300 多人。即使是旅游资源并不丰富的

湖北随州市，受到其文旅局长解伟古装“出

圈”的影响，也在春节期间交出了一份亮眼的

旅游成绩单。其境内的炎帝神农故里、大洪

山、西游记公园等景区都实现历史最高的游

客纪录。

“我觉得这是一个良性竞争，这样的‘卷’

是大家期待的、需要的。”都波说。

文旅局长们的“卷”也许才是一个开始，

比如，四川就推出了“文旅局长说文旅”系列

主题营销活动，鼓励大家自觉担当本地文旅

宣传推广大使。恐怕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局

长们加入进来。

这就给大家提出了难题：如何在“卷起

来”的同时，做得比别人好？

现在来看，“先行者”们选择了一条正确

的道路：立足当地，展现文化。具有特色的地

域文化能够迅速带来关注，而国内巨大的文

旅市场，也给了各地局长们发挥创作才能的

空间。文化是一个地方最大的软实力，也是

能够持续吸引关注的最大优势，如何把地方

文化的魅力充分、有效地展示出来，或许是决

定局长以后要“卷”的重点。随着“竞争”逐渐

激烈，局长们的真正考验或许才刚开始。

文旅局长们“卷起来”,还得“卷得好”

“宋元海丝宴”亮相国博

日前，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的“中国
古代饮食文化展”经提升改造后重新向
公众开放。

其中新增设的“宋元海丝宴”菜品模
型形象逼真，令人惊叹。此菜肴以南宋
福建泉州石狮籍美食家林洪著作《山家
清供》为还原蓝本，展现宋元时期世界海
洋商贸中心独特的美食文化。

陈晓根 摄/中新社

甘肃敦煌博物馆已修复馆藏文物294件（套）

近年来，敦煌市博物馆先后保护修复彩陶、彩绘画像
砖、金属文物等馆藏文物 294 件（套），延续文物保存寿
命，更好地发挥其在历史、艺术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作
用。图为2月20日，文物保护专业技术人员对甘肃省敦
煌市博物馆馆藏文物进行修复。

张晓亮 摄/中新社

残疾人励志纪录影片《勇敢的你》开拍
本报讯 大型残疾人励志系列纪录影片《勇敢的你》于

日前在山东省聊城市开拍。该片由中国残联宣文部指导

拍摄。

影片第一季选取几位残奥会世界冠军的故事，以运动员

的体育生涯为主线，展现他们勇敢地面对残疾、面对生活，勇

敢地追求梦想、挑战自我，为国争光的感人事迹。

该片由中国残疾人事业新闻宣传促进会与军影（北京）影

业股份有限公司联合摄制。拍摄筹备得到了山东省残联宣文

部、聊城市残疾人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据该片制片人、军影（北京）影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

正军介绍，系列纪录影片《勇敢的你》宣传对象都是有代表性

的人物。影片的亮点就是抓取人物事迹中那些感人的细节，

突出勇敢的主题，艺术地再现他们的励志故事和高尚品德。

拍摄时将融入中国地方文旅元素、城市风貌、百姓市井生活，

向 2024 年 7 月巴黎残奥会展示中国人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以及国家蓬勃发展的建设成就。 （文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