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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型 文 化 节 目《非

遗里的中国》第二季更

加注重提炼展示中华文

明的精神标识，播出后

社会反响积极，融合传

播 数 据 与 受 众 口 碑 俱

佳，让“我与非遗”产生

深度连接。

非遗不仅是优秀传

统文化珍宝，更蕴含着

中国人追求美好生活的

智 慧 和 向 往 。 第 二 季

中，无论是广西的“万物

皆可酸”、浙江的“西泠

印社 120 年团建方式”，

还是江西的“南昌宣纸

刺绣”、贵州的“在村 BA
现场蹦苗迪”，都能看到

非遗所承载的美好生活

愿望。江西篇中，从喝

瓦罐汤、听赣剧、登古戏

台，到踏访千年瓷都景

德镇、看白鹿洞书院，观

众跟随嘉宾，仿佛重返

古人的精神花园，仅仅

看那薄如纸、硬如瓷、声

如磬、亮如漆的靖安黑

陶，钦佩之心和陶醉之

情早已充盈胸中。广西

篇里，武鸣府城的红糖

制作技艺，需要经过精

心的选材、榨汁、打泡、

赶水、摇飘等 18 道古法

纯手工制作技艺。根据

烧火点将热度传到连环

锅加以层层提纯以提高

制糖质量的原理，竟与

注射级蔗糖“疫苗糖”紧

密关联。浙江篇中，早

在唐代就有的图书装帧

艺术“龙鳞装技艺”，因

装订工艺太复杂且难度

大而失传，直到浙江非

遗 传 承 人 将 其 复 现 于

世，使得“龙游于书中，

书居于龙骧”，观众才能

切实感受到图书的知识

之美、装订之美和艺术

之美。

不 同 于 以 往 非 遗

类 文 化 综 艺 偏 爱 传 统

手工艺类和美食制作技艺等单门类非遗题材，《非遗

里的中国》分篇章全门类介绍中国多个省份不同地

域 的 非 遗 项 目 ，从 而 拼 合 成 一 幅“ 中 国 非 遗 的 全 景

图”。它告诉我们，作为活态遗产的非遗，是如何从

历史深处一路走来、一路生花，成为今天的样貌。节

目秉承“眼光向下，朝向当代”才是非遗保护“正确打

开方式”的宗旨，让其“见人、见物、见生活”。在重庆

篇，观众通过大足石雕、大足冬菜酿制、川江号子、双

桥杂技、万古鲤鱼灯舞、川东茶艺、重庆小面、邮亭鲤

鱼、梁平竹帘、北碚玻璃器皿成型刻花工艺等涵盖人

们衣食住行的众多非遗项目，看到了非遗融入当下

日常生活的多种样貌，也听到了利用传统文化关切

社会、抚慰人心的动人佳话。

“非遗是古老的，所以是易消逝的，是需要保护

的”，这是人们心目中普遍的“刻板印象”。然而，《非遗

里的中国》第二季用心用力对此加以突破和扭转，在遵

循“亘古亘今，日新又新”的非遗保护和传承基本规律

的同时，选取有趣又令人印象深刻的非遗项目连接传

统和现代，发挥非遗的当代社会功能。广西篇中的“南

珠传统养殖技艺”，是以“非遗+科技”的视角，拆解了

养殖的核心技术——“插核技术”，即利用异物进入珍

珠母贝后，分泌珍珠质层层包裹而形成珍珠的这种砌

墙式“砖—泥”层状结构原理，不仅用于今天的陶瓷制

作，甚至还能用于高铁涂层、航天器的关键部件制造。

重庆篇中介绍了以竹为原材料，采用高性能竹基纤维

复合工艺制成的“竹钢”。这一由我国自主研发的具备

高强度、高耐耗性、高环保性、尺寸稳定性好的新型材

料，就是向传统非遗技艺“将慈竹进行纤维分离工艺”

巧借智慧。

非遗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遗在青年群体

中的传播和推广效果。节目特别吸收近年媒体融合发

展新经验，创新思路，注重与年轻人欢迎的各种新型文

化业态有机结合，通过运用旅行博主“探店”“VLOG”

等短视频制作方式，拉近与年轻观众的距离。专为节

目配套建设的《非遗里的中国》线下陈列馆，以线上节

目与线下非遗长街、非遗工坊相结合的方式，将“非

遗+影视+陈列馆”巧妙结合，满足了年轻群体打卡小

型专题陈列馆的文化心理。节目还通过精心创作主题

歌、编排舞剧、创意秀演等青年喜爱的艺术表达方式，

吸引了一大批年轻粉丝的关注。国家级非遗项目“湖

笔制作技艺”中的创新非遗秀演部分，运用 AI+CG 技

术打造书画环境，舞者用意象化舞蹈演绎赵孟頫创作

的《吴兴赋》，切合了当下年轻群体对于“新中式”的审

美追求。

今天，随着政策支持和资金增投、数字化智能化保

护扶持以及公众意识提升，非遗保护迎来新的发展空

间，非遗概念更加深入人心，在适应时代和传承创新中

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力。如果在内容形式上不断创

新，题材挖掘上不断出新，《非遗里的中国》必将成为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亮丽

名片。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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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科幻片接续涌现，中国人的浪漫想象

编织着人类文明的未来史诗，是近年来引人关

注的文化现象。《流浪地球》系列电影写下浓墨

重彩的一笔。

世纪之交，作家刘慈欣发表中篇小说《流

浪地球》。2015 年，一群年轻人决心将小说《流

浪地球》改编为电影。2019 年春节，电影《流浪

地球》近乎“横空出世”，以超过 46 亿元的票房

刷新人们对科幻电影的认知，提振对国产科幻

片的信心。2023 年春节，电影《流浪地球 2》如

约而至，在国内取得超过 40 亿元的票房，在北

美 、澳 大 利 亚 、英 国 等 40 多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上

映。筑梦未来的中国故事，让世界看到中国人

的想象力和中华文化的魅力。

国产科幻电影拔节生长的时代机遇和艺

术规律是什么？《流浪地球》系列电影何以试炼

成功？这群年轻的创作者为何奔赴又如何葆

有旺盛的创作热情？带着这 3 个疑问，我一次

次走近《流浪地球》系列电影主创团队。

空间技术进步、产业发
展加速，国产科幻大片应
时而生

夜深了，北京青年路和院文创园的一幢 3
层小楼，灯火通明。会议室里，一群年轻人正

在“头脑风暴”。2024 年的端午节，《流浪地球

3》的主创们在高强度的剧本讨论中度过。导

演郭帆说：“已经有了一稿剧本，大家感觉创新

的力度还不够。”为了“让观众看到不一样的东

西”，《流浪地球 3》主创团队再次选了一条难走

的路，像《流浪地球》一样“从零开始”。

2019 年上映的两部国产科幻片《流浪地

球》和《疯狂的外星人》，都有北京电影学院教

授王红卫的策划参与。“2009 年前后，我和宁浩

导演开始推进科幻电影的项目。《疯狂的外星

人》改编自刘慈欣的短篇小说《乡村教师》，电

影化的过程中遇到种种困难。最让我们不自

信的是，观众能否接受中国人成为太空语境的

主角？”王红卫说，这是中国观众理解接受国产

科幻片最主要的壁垒。

“在《流浪地球》之前，我们没有这个类型

的电影，国产科幻片与中国观众之间的契约没

有建立。”郭帆以《西游记》为例作解释：“动画

片《大闹天宫》深深影响了几代人。我们今天

一提到孙悟空，就会联想到金箍棒、虎皮裙这

些形象要素。创作电影只要呈现这几个要素，

观众就能感受到是‘西游’，无须解释。国产科

幻电影则不同，因为没有作品的积累，观众不

知道‘边界’在哪里。”

创 作 者 和 观 众 需 要 突 破 观 念 的 壁 垒 。

2014 年《关于支持电影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

知》下发，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

进法》颁布，2018 年，国家电影局印发《关于加

快电影院建设 促进电影市场繁荣发展的意

见》，2019 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深化影视业综合改革促进

我国影视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在政策强有

力的推动下，市场快速扩张：2010 年中国电影

市场开启“百亿时代”，2018 年、2019 年全年电

影票房突破 600 亿元。自 2014 年开始，国产片

在国内市场的占比基本在 60%左右，近些年屡

屡达到 80%左右。蓬勃发展的电影产业，多元

多样的观影需求，迫切要求国产电影找到新的

增量。

“行业需要大片，但大片不只是古装片，我

们需要向前看。”王红卫认为，这个新的领域应

当为市场所接受，更加年轻化，能够承载一些

更宏大的命题和文化责任。“国产科幻电影的

创作应时而生。”

他们发现，写《流浪地球》剧本时，那个“不

自信”的壁垒消失了。郭帆认为，“国力强大是

对科幻电影最好的背书”。

2003 年 10 月 15 日，我国首位航天员杨利

伟乘坐神舟五号载人飞船顺利进入太空，中华

民族从此飞天梦圆。20 多年来，我国载人飞行

经历了从单人单天、多人多天到两人中期驻留

再到多人长期驻留的跨越，中国智慧闪耀太

空。“1992 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实

施；2022 年，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中国航天

事业取得一次次历史性突破，这一切，奠定了

国产科幻的创作与接受的自信心。”王红卫说。

建 立 中 国 科 幻 的 范
式 ，探 索 电 影 工 业 化 的
路径

“团结延续着文明的火种。一万五千年后

的今天，又一根断裂的股骨摆在了我们面前。

我们是否还会和一万五千年前那样，做出相同

的选择？”一身中山装的中国代表周喆直，在联

合国大会上慷慨陈词。他以一根愈合的股骨

作喻，呼吁全人类重拾团结，共渡难关。这个

《流浪地球 2》的名场面，表达了影片的思想内

核，传递着中国人的人类文明观。

找到国产科幻的精神内核，建立中国科幻

的范式，《流浪地球》的电影主创们经历了艰难

摸索。

“这是一个先剥离、再重建的过程。”制片

人龚格尔说。科幻是一个舶来品，他从小看过

许多外国科幻片，脑子里自然而然会储存一些

作品。摆脱影响的焦虑，要重新校正想象力的

原点。“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遇到这些危机会怎

么做？”龚格尔说，回到中国文化，回到中国人

的视角，人物的行为逻辑、情感变化和情节发

展，才可能水到渠成。

“中国科幻的内核是什么呢？2016 年，我

们去工业光魔谈特效合作。听说我们这个故

事是讲带着地球去流浪，他们说这个想法太特

别了！”这件事启发了郭帆，“中华文明根植于

农耕文明，中国人对于土地、家园的认知和情

感，与海洋文明大相径庭。这个文化差异就是

中国科幻的内核。”

解决美学问题至关重要，需要用中国美学

将舶来的科幻片翻译成本土语汇。《流浪地球》

中，从人物的造型服装到建筑物的形态外观都

靠近“重工业”、偏写实风格，“简单说，就是把

我们的认知里不太中国的东西都拿掉。”郭帆

说。到了《流浪地球 2》，视觉设计几乎达到巨

细无遗的程度。《流浪地球 2》有一份 800 多页

的视觉识别系统手册，涵盖影片拍摄所需的全

部 LOGO。除了海量的正式打印涂装，影片拍

摄地青岛东方影都附近的一家小打印店，从为

剧组印制一枚胶贴开始，最终承担了接近百万

元的印刷工作。

科幻电影的制作工艺、制作流程和管理方

式也要进行本土化改造，让电影工业与中国

文化相融合。郭帆谈到自己几年前赴海外

观摩学习的经历，“交流时发现很多地方

打着马赛克，我问他们是什么？对方说，

这是我们的流程。后来才明白，

制作流程、管理流程、生

产资料的组织方

式更为关键。陈思诚、宁浩、路阳、韩延，我们这

些同批交流的青年导演回国之后，心里都憋了

一股劲儿，要摸索出一套能落地国内的工业化

流程。在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的支持下，《流

浪地球》的创作开始了。”

单单列出一些数字，就可以看出国产科幻

电影工业化延伸的链条。电影《流浪地球》，前

后 4 年筹备制作，7000 多人参与，准备了上百

万字剧本、3000 张概念设计图、8000 张分镜头

画稿，制作 1 万件道具、搭建 10 万延米实景。

电影《流浪地球 2》的内容量比《流浪地球》多了

不止 3 倍，筹备期也是 4 年，有十几万字关于世

界观的文字，近 1 万张分镜头画稿，使用 30 多

个摄影棚，最大的达 1 万平方米，为了方便置

景，近 30 吨重的吊舱就制作了 4 个。技术含量

也在提升。《流浪地球 2》剧组甚至自己制作了 4
代的工程外骨骼，拍摄使用的工程外骨骼有 50
多个零件，重量为 29 千克。片中的“镜屋”和

“数字世界”两场戏，几乎将泰坦镜头用到极

致。主创团队有些自豪地说：“全世界只有 3 台

泰坦，我们这台是全世界唯一经过加速改装的

泰坦。”他们与北京电影学院合作成立电影工

业化实验室，邀请 20 多名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

进入《流浪地球 2》剧组实习，记录每个部门出

现的错误。最后，形成了 3 大本“错题集”。

所有的困难与摸索、进步与疏漏以及全部

的科幻电影工业化流程，在 26 万字的《流浪地

球 2 电影制作手记》中清晰呈现。刘慈欣写道：

“在这本手记里，我看到中国科幻电影的创制

仍需要面对技术、人才、经验、流程、标准等方

面的积累不足带来的诸多困难。年轻的电影

人在科幻电影中的每一次尝试都是冒险，前进

路上迈出的每一步都要面对未知。”

从“冒险启程”到“再
次冒险”，一切源于心底
的热爱

纪录片《流浪地球 2：再次冒险》在今年中秋

节上映。9 月 13 日，在中国电影博物馆举办的

主创见面会上，导演、制片、美术、摄影、视效、声

音、发行等部门的年轻主创齐刷刷站满一排，有

的人曾每天只睡 3 个小时，有的人早生华发，回

忆起创作甘苦，个个都是“轻舟已过万重山”。

这些年轻人喜欢将创作《流浪地球》称为

“冒险启程”，创作《流浪地球 2》称为“再次冒

险”。“他们喜欢科幻，立志做科幻，一心一意去

追梦，最终实现了科幻的梦想。”在王红卫看来，

80后、90后是受科幻文学滋养的一代，科幻电影

在他们的文化经验中是第一位的，这是与前辈

电影人最大的不同。这个团队还有一个潜在的

意识：不甘心做简单的故事，不甘心讲相对模式

化、观众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的故事。“他们总

想走得更远一些，攀登得更高一些。”

新的征程上，志同道合者越来越多。

政策在助力。2020 年，国家电影

局、中国科协发布《关于促进科

幻电影发展的若干意见》，

提出对科幻电影创

作 生 产 、发 行

放 映 、特 效

技 术 、人 才

培 养 等 加

强 扶 持 引 导

的 10 项政策措

施，被称为“科幻

十 条 ”。 落 实 这 一

文件，国家电影局、中

国 科 协 成 立 科 幻 电 影

科学顾问库，中国科普作

家协会成立科影融合专委

会，帮助电影行业联通各科

学专业领域的专家顾问。

电 影 界 和 科 学 界 联 袂 合

作。参与《流浪地球》系列电影

的除了以郭帆、王红卫、龚格尔、

孔大山等为代表的主创团队和中

影创作团队，还有电影产业链上下

游各环节的工作人员和众多的专

家、志愿者。《流浪地球 2》的专家顾

问团涵盖了军事、天文、计算机、人类

语言学、力学、应用数学、法学、经济

学等不同领域的专家。

国产科幻的面貌越来越多元。《独

行月球》将科幻与喜剧融合，《外太空的

莫扎特》将科幻与儿童片融合，《宇宙探索

编辑部》“探索”科幻片的作者表达。青年

导演孔大山是《流浪地球 3》编剧团队成员

之一，在他看来，“电影类型像是口音语法，

我们需要借助它互通悲欢。”“国产科幻才

刚刚起步，承载了太多观众的厚爱。所以

别管是什么细分类型，我们先拍起来，让电

影工业化的链条运转起来。”郭帆说。

《流浪地球 2》上映了，对科幻的探讨仍

在继续。主创先后走进全国 34 所大、中、小

学放映电影，与在校生面对面，撒播科幻的

种子。在中国常驻维也纳代表团与中国电

影集团联合举办的活动中，电影走进维也

纳联合国总部，表达中国创作者对人类共

同未来的思考。接着，他们开启全球范围

的考察学习，从人工智能实验室、高科技公

司到高等学府，应有尽有。此外还举办了

科幻电影训练营“小苔藓工程”，编剧人才

是第一期培训主题。

“我们经历了漫长的电影工业化 1.0
阶段，用 8 年时间、两部《流浪地球》电影

摸索出一条工业化 2.0 路径，人工智能来

了，如何面对工业化 3.0 的时代？”郭帆眉

头紧锁，新挑战让他感到紧迫。

从《流浪地球》《流浪地球 2》到未来

的《流浪地球 3》，从“国产片如何科幻”

到“科幻片何以中国”，这些年轻人上

一 山 过 一 山 ，在 山 山 相 连 中 不 懈 攀

登。极目远眺，方才不畏浮云。心

有高山，方能筑梦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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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电影《流浪地球 2》
剧照。

图②：电影《流浪地球 2》
拍摄现场。

图③：电影《流浪地球

2》中的机器狗“笨笨”以

巨型雕塑形式亮相 2023
年 成 都 世 界 科 幻 大 会

主会馆。

以上图片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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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科幻是一个舶来品，摆脱
影响的焦虑，要重新校正想象
力的原点，回到中国文化，回
到中国人的视角。需要用中
国美学将舶来的科幻片翻译
成本土语汇，对科幻电影的制
作工艺、制作流程和管理方式
进行本土化改造，让电影工业
与中国文化相融合。

政策在助力，影视界和科
学界联袂合作，国产科幻的面
貌越来越多元。与发达市场
相比，国产科幻才刚刚起步，
仍需要更多志同道合者持续
不懈地攀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