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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阅读·《流浪地球》的人文解读

再 过 一 天 ，就 是 元 宵

节。过了正月十五，这年也

就过完了。要说今年春节期

间最热的话题，当然是科幻

电影《流浪地球》。从正月初

一上映，近半个月的时间，无

论是媒体还是朋友圈，对《流

浪地球》的讨论从未止息。

目前，《流浪地球》的豆

瓣评分为7.9分，虽然之前有

“《流浪地球》豆瓣被黑”一

说，但钱报记者认为，总体而

言，这还是一个比较客观的

评分。作为“中国科幻大片

的第一次尝试”（刘慈欣语），

无论是它传递的思想，还是

演员的表演，以及影片的制

作都可圈可点。事实上，它

也获得了应有的赞誉，电影

上映后，虽争议有之，但多是

正面的声音。

不能否认，《流浪地球》

的评论热度越来越高，其背

后是家国情结的加持。对于

很多观影者而言，这半个月

来，目光一直追逐着来自各

方对电影的评价，这些话语

之间，其分寸是否合适，立意

是否公允？最终还是要听一

听几位《流浪地球》的“硬核

人物”怎么说。

所谓“硬核”，当然是离

电影、原著最近的人。钱报

记者采访了电影《流浪地球》

的原著作者刘慈欣、导演郭

帆、学者严锋——他是国内

报刊上首次提到小说《流浪

地球》的评论家，他们的观点

中，有对《流浪地球》最恰当

的评述，以及我们的想象力

在迈向星辰大海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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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讨论《流浪地球》，如果少了刘慈欣，无论

话题多么热烈，都是要打折扣的。因为他是电影

《流浪地球》的原著作者、监制，也是编剧之一。

电影上映后，刘慈欣已经在不少场合表

达他对电影的满意度。接到记者的电话，他

的第一句话也是表达了自己的惊喜——“一

时间很难相信这是中国科幻大片的第一次尝

试，即使以美国科幻电影的标准衡量，在特

效、故事等方面也达到了一流水准。”

刘慈欣说，他一直认为，好的科幻是把最

疯狂的幻想描述成新闻报道般的真实，“电影

《流浪地球》所营造的充满厚重史诗质感的场

景做到了这一点”。

在刘慈欣看来，电影有两方面评价：一是

口碑，二是票房。“第一次拍科幻大片，要做到

口碑成功比票房成功还难，因为中国的观众也

好，评论家也好，之前都看过了不少科幻大片，

他们心中早已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好莱坞的标

准，这是非常非常高的标准。”刘慈欣感叹道。

因此，他认为只要《流浪地球》口碑上取得成

功，票房无论成功与否，都已经是巨大的成功。

科幻文学背后的经济信号

《流浪地球》“带着地球去流浪”的设定，

第一次把中国人对家园和土地的深厚情感，

在太空中展现出来。可以说，这是一部前所

未有的、建立在中国文化背景上的科幻电影。

因而，电影上映后，各方解读有一个集中

点，就是其背后的中国与中国文化。

在抛出刘慈欣的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之

前，不妨先看看近年来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

大约十年前，从《三体》大热开始，中国科

幻文学跃出了封闭的小圈子，获得了广泛关

注，这股热度持续发酵，培养了大量“硬核”科

幻迷。在刘慈欣和《三体》的“粉丝”中，有雷

军、傅盛、周鸿祎等众多互联网新贵，正是互

联网圈这些极有实力的“死忠粉”，有望成为

中国本土科幻产业强大的资本后盾。

值得注意的是，似乎近几年来科幻从爱

好者不求回报的单向投入，变成了“钱景”不

错的一门“生意”。

有关科幻的每样活动听起来都“不差

钱”，各路资本忙不迭地找上门来。而且，令

人应接不暇的各种科幻大会和科幻奖项层出

不穷——中国科幻大会、亚太科幻大会、全球

华语科幻星云奖、冷湖奖等等。其中2016年

始创、由中国科协主办的科幻大会已办了三

届——据北师大教授吴岩透露，这种由国家

主导的科幻大会，全世界仅此一家。

当初《科幻世界》杂志培养的科幻作者与

读者群，近年来办起了许多新兴科幻文化传

播机构，诸如：八分光、天津微像、未来事务管

理局⋯⋯这些机构的业务，从出版策划、写作

奖项，到孵化新一代科幻作家，异常纷繁。

满足了大众寻证的叙事方式

对本土科幻文学如此“形势一片大好”，

作为“宇宙中心”的刘慈欣与记者分享了他的

看法：“科幻文学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风向标。

当一个国家的未来具有吸引力，处于快速发

展时期，充满了机遇与危机，这样的环境正是

滋生科幻文学的土壤。目前，中国恰恰处于

这样昂扬向上的历史阶段中。”

刘慈欣认为，中国的科幻文学走入“黄金

时代的开端”，正是大环境使然：“中国现在最

强的感觉是什么？是未来感。世界上没有一

个地方有当代中国这么强烈的未来感，这种

未来感就是未来给人的吸引力，对未来的乐

观和向往，别的国家都没有办法与当代中国

相比。”

“国运盛，文运盛。这一点对于科幻文学

是极其准确的，在一个落后的、贫穷的、发展

缓慢的地方，科幻文学肯定不行。不论你有

多么有水平、有创意的作家，你也不行，得不

到承认。”刘慈欣对记者说。

现阶段的中国处于高速发展期，大国情

怀在民众心中逐渐浮现，刘慈欣认为，电影《流

浪地球》面向未来的宏大叙事，如一幅巨大的

画卷在电影院里向最广泛的普通中国人徐徐

展开时，恰好满足了这种全民集体认同感。

“这其实是一个国家在总体国力上升的

过程中，必然需要去寻证的一种叙事，即从集

体主义、民族主义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叙事

方式。”刘慈欣剖析道。

的确，还有什么意象，比地球本身更能代

表“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种面向未来的宏大叙事
获得了当代中国人的集体认同

●《球状闪电》

这是一部非常惊悚的小说，将亲情与宏

原子与量子态等等物理概念融汇于一体，非

常开脑洞。

●《朝闻道》

一个“全知全能”的宇宙排险者，可以解

答人类科学界尚未得到证明的几乎所有的问

题，但知道真理后的科学家们会被立刻处

死。当宇宙之美展现在眼前，生命是否只是

很小的代价？

●《带上她的眼睛》

人类使用地层飞船深入地球内部进行探

险，一艘地层飞船在航行中失事，下沉到地

心，船上只剩下一名年轻的女领航员，她只能

在封闭的地心渡过余生⋯⋯她的生活通过一

副传感眼镜与“我”联系在了一起。

●《超新星纪元》

超新星爆发了强烈的辐射，人类普遍患

上了辐射病，开始大量死亡。而 12 岁以下的

孩子因为基因的自主修复幸免于难，这些孩

子在一年后将要肩负起领导国家的使命。只

剩下孩子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

●《乡村教师》

一个乡村教师，无意间拯救了整个人类

的文明。这篇小说感人至深，其中有对知识

的尊敬，对真理的追求，对教师的赞美，对无

法享受更好教育、知识结构失衡的乡村学生

的同情，整篇小说充满浓厚的人文关怀。

《流浪地球》之后
刘慈欣这些小说正在排队拍电影

小说《流浪地球》，最初发表在 2000 年

《科幻世界》上，电影《流浪地球》的导演郭帆

说自己很早就看过这篇小说，印象深刻。

“2015年，记得是中影找到我，当时有几

个项目在聊，有三个是大刘的作品，《流浪地

球》、《微纪元》和《超新星纪元》。当时想来想

去，只有《流浪地球》可以拍，其他两个很难拍

出来的。”

中国硬科幻电影在《流浪地球》之前没有

先例，郭帆对钱报记者说，它从一开始就设定

与好莱坞科幻片“完全不一样”。

“就是好莱坞类型片如果想在国内落地，

它最大的障碍是文化上的区别。可以举一个

例子，比方说《钢铁侠》，如果我们把《钢铁侠》

的剧本翻译成中文，然后我们拿同样的钱同

样的团队，把演员换成中国人，整个故事都不

会成立。”

从中国的传统生活出发
寻找电影的落脚点

在郭帆看来，“中国人在文化上不太习惯

于讲科幻这个东西，或者说对科幻没有特别明

确的概念”。不过，这个文化上的“障碍”，目前

已经有了可以迈过的基础，“科幻片有一个特

别重要的属性，就是只有国家有了一定的国力

之后，才可能去拍科幻片⋯⋯中国（现在）是因

为国力强大了，才可以去做。”

在好莱坞的电影中，主人公去拯救世

界的时候是无所顾忌的，“如果我们这么去

拍的话，观众会怀疑，凭什么呢？所以我们

在影片（《流浪地球》）中，会做各种设定。

我们写了一个普通人的救援过程，每一个

人都是普通人，我们没有超级英雄。”郭帆

说，“我们都是一个一个的普通人，靠团结

的力量去完成，这在中国是容易被理解的，

我们是通过这个去克服文化层面语境的困

难。”

“另外一个文化层面的语境困难，是我们

的价值观。西方人的科幻经常展现星空大

海，但中国人不太习惯于仰望星空面朝大

海。因为我们更多的是往下看，我们热爱脚

下这片土地，我们更喜欢脚踏实地的这些生

活。这跟我们几千年来的生活是有关的，毕

竟我们是农耕文明而来⋯⋯（我们）觉得我们

这片土地是最有价值。这是不同的文化，当

这种文化在接进类型片的时候，一定要找一

个落脚点。”

正因如此，当电影“带着地球去流浪”，这

种中国人独有的“家国情怀”，引发了观众的

情感共鸣。

“如果是好莱坞的思路，如果地球出现了

这么大的危机，跑了就得了，可以坐飞船跑或

者坐什么跑，可以放弃地球。但中国人不行，

北京的房子那么贵，对吧，按揭还没有交完，

我们跑也得带着家跑。”郭帆说。

安装发动机，把地球推出去——郭帆

觉得，这个形式是有浓郁中国特色的，是中

国情感的一种表达。“这里的‘家’是赋予

了 这 些 情 感 色 彩 的 ，它 不 是 简 单 的 一 个

‘家’的概念。同时‘家’衍生出来就是人，

这里面很多人合力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构

成这个‘家’，从一个‘小家’变成一个‘大

家’的构成。是这个‘家’的概念，所以我

们要带着‘家’走，要带着我们的土地和我

们的人。”

标出杭州等城市
是对土地的热爱

郭帆透露，“带着地球走”这个概念是

2016年他们去美国工业光魔特效公司，和美

国人一起聊出来的。

“他们对我们的想法特别感兴趣，觉得中

国人的想法很奇怪。地球出问题了，按照他

们的思维，另外再找一个星球呗。只有我们

中国人跑路的时候，会带着家。”

正是对“家”，对脚下这片土地的热爱，

在电影中，有包括杭州在内的很中国城市

的地标，郭帆说，这样可以增加与观众的连

接度。

“因为设定中，大部分地区都被冰封死

了。我们如果只展现冰原的话，不知道哪儿

是哪儿，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现代当

下的城市建筑，这样会跟观众建立一些连

接。里面尽量用真实的地名，因为我个人不

太喜欢编一个地方，因为你杜撰的一些地方，

跟观众建立连接依然很困难。都是选取一些

真实的地方，整个路径是从北至南所途经的

一些地方。”

因为这样的文化内核，电影美学设定也

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在人物造型、色彩

方面，比“高冷”的好莱坞科幻大片更有亲近

感。

郭 帆 认 为 ，中 国 观 众 对 工 业 革 命 对

机 械 的 情 感 是 比 较 弱 的 ，不 像 美 国 人 对

汽车有一种情感，比如变形金刚，汽车可

以 变 成 人 。 中 国 没 有 汽 车 文 化 ，汽 车 更

多 是 身 份 象 征 。《流 浪 地 球》去 掉 了 很 多

高 科 技 质 感 的 东 西 ，还 去 掉 了 大 量 的 蓝

色，用青色取代，并用了不少红色和浅黄

色设计。

2月5日《流浪地球》上映第一天，郭帆在

微博上发长文感慨四年半来的艰辛历程，这

一微博还得到了《阿凡达》导演詹姆斯·卡梅

隆的祝贺。

在回答拍摄《流浪地球》最大挑战是什

么时，郭帆说到了“梦想”，“原来我特别不

喜欢提‘梦想’这个字眼，但是在这个组里

边，我发现这个东西变成一股力量，可以

一直支撑着我们这批人往前进。这点很

重要，这点是我们解决所有困难的一个基

础。”

同 时 ，他 特 别 想 通 过 电 影 传 达 给 观

众 的 是 ：“ 我 们 生 活 中 不 如 意 的 时 候 十

有 八 九 ，生 活 本 身 是 困 难 的 ，但 我 们 依

然 要 积 极 乐 观 地 去 面 对 ，这 样 你 才 能 过

好每一天。”

这样的想法与郭帆是独生子女有关：“我

特别希望的画面，是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

身后能够站一批兄弟们帮助你、支持你。我

相信很多独生子女可能都希望有这个，因为

从小感受到更多的是孤独，我特别喜欢团队

感的东西。”

中国人不太习惯仰望星空
因为我们更眷恋脚下的土地

刘慈欣（原著作者） 郭帆（导演）

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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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三部曲

2016 年《三体》获得雨果奖，“大刘”和

《三体》也成为中国科幻的关键词。即使有看

不懂跳过的情节，你依然会惊叹于刘慈欣构

建的浩渺世界。

本报记者 陆芳本报记者 屠晨昕 通讯员 翁兆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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