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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科幻剧待播

科幻，是人类用艺术作品形式呈现对科学
技术期待所做的幻想，科幻片则是基于科幻小
说改编的影视作品或是在故事情节中融入科幻
元素的影片。《中国科幻10年行业报告》显示，近
十年来我国科幻产业持续高速增长，在科幻阅
读、科幻影视、科幻游戏、科幻衍生品等多领域
实现全方位发展，其中科幻影视行业展现强势
劲头。得益于《开端》《三体》等爆款的撬动，国产
科幻影视作品正式升级为一条新赛道，开发骤
然提速，各大视频平台争相下注。据不完全统
计，目前待播的科幻剧达10部以上，包括《滤镜》

《梦之海》《球状闪电》《黄金的魔力》《三体之黑
暗森林》《三体：大史》《群星》《我们生活在南京》

《泰坦无人声》《间客》。
其中，观众们最为期待的当数刘慈欣的影

视改编作品。不久前，第2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
爵电影论坛上，《三体》电视剧视觉导演陆贝珂
透露，剧版《三体》的第二部《三体之黑暗森林》
的剧本已完成80%，概念设计、美术、技术测试等
也都在跟进制作中。同第一部一样，《三体之黑
暗森林》在剧本创作上仍是“照着原著拍”。除了

《三体之黑暗森林》，根据刘慈欣《三体》改编的
同名电视剧首部衍生剧集《三体：大史》已备案，
该剧由杨磊执导，于和伟主演，共12集。剧集主
要讲述了“古筝行动”后，身患白血病的刑警史
强与科学家汪淼因为纳米材料失窃案件再次联
手，两人坚持对真理与真相的追求，破开重重迷
雾，解决人类面临的又一个危机。

继《三体》之后，刘慈欣的另一作品《球状闪
电》也将闪耀荧屏。熟悉刘慈欣作品的观众曾表
示：“如果没有《球状闪电》，就不会有后来的《三
体》。”这也令科幻迷对这部“前作”的影视化改
编异常期待。该剧集由戴墨执导，童瑶、王安宇、
杨立新领衔主演，此外还有周一围、杨玏、冯文
娟、王阳等演员加盟。剧集讲述了少年陈光14岁
生日的雷雨之夜发现一颗诡异的球状闪电后，
他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他努力去解开这个让他
变成孤儿的谜团。

科幻网剧《梦之海》同样改编自刘慈欣同名
短篇小说。在去年的中国科幻大会上，刘慈欣曾
称《梦之海》是自己“最为期待的改编作品”。剧
集《梦之海》讲述了一个颇为梦幻的故事：外星
文明到访地球，把包括海洋在内的所有地表水
冻成了一圈围绕地球的冰环。失去海洋后，人类
陷入绝望。以拾荒猎人江星北(黄景瑜饰)为代表
的废土探索小队，和以航天员江星瑶(王紫璇饰)
为代表的中国航天力量，姐弟“天地互联”，开启
了一段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冒险。

以《三体》为锚点

通过以上待播片单不难看出，《三体》的成
功不仅是中国科幻文学的代表性事件，也是中
国科幻影视的关键节点和里程碑。以时间线为
轴，2015年、2019年、2023年意味着三个重要的坐
标。

2015年8月24日，中国作家刘慈欣凭借科幻
小说《三体》荣获第73届世界科幻大会雨果奖最
佳长篇小说奖，这一成就标志着中国科幻文学
成功走向世界，并得到了国际认可。2019年，改
编自刘慈欣同名小说的电影《流浪地球》，以末
日的时空作为叙事框架，通过高质量的视觉特
效打造宏大的太空场景，以40多亿元的票房成
绩体现出其强大的市场号召力，建构出富于东
方文化的科幻电影类型文体，开启了“中国科幻
电影元年”。2023年1月15日，在遵从原著总体思
路基础上，创作团队捕捉到了《三体》小说克制
而又充满情感张力的气质，并在影视化呈现的
过程中，不断丰富人物关系、补齐故事线索，在
实景拍摄和特效运用中还原“名场面”，同名电
视剧一经播出，便迅速获得广泛好评和热烈反
响。

《流浪地球》《三体》的爆火“出圈”，令不少
观众一提到国产科幻影视作品，首先想到的就
是刘慈欣。其实，在刘慈欣及其作品之外，也存
在着关于科幻改编的各种尝试。如果说《流浪地
球》《三体》等作品推开了以“底层逻辑严谨、科
学依据精准”为特点的“硬科幻”大门，那么《独
行月球》《疯狂的外星人》《宇宙探索编辑部》等

“科幻+喜剧”“科幻+爱情”“科幻+悬疑”“科幻+
动作”的多元素“软科幻”作品，则为国产科幻影
视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

虽然《疯狂的外星人》改编自刘慈欣的《乡
村教师》，但电影的故事几乎可以说是全盘再创
作。宁浩在保留小说探讨的核心议题，即高级文
明与低级文明之间是否存在权力的碾压关系之
外，大胆地进行了类型电影的杂糅，将黑色喜剧
与科幻叙事融合，以市井文化的黑色幽默视角
重构了小说的思想内涵和科幻内核。

2022年的电影《独行月球》，同样也是一个
“科幻+喜剧”杂糅的类型文体叙事的成功案例。
影片讲述了月盾基地的维修工程师独孤月，阴
差阳错地被遗忘在月球上，最后为拯救地球而
选择牺牲自己的故事。小人物独孤月不靠谱的
性格与拯救地球这一伟大使命之间的错位，身
为“弱小”的人类与性格暴躁且“强大”的金刚鼠
之间的错位，独孤月在月盾基地忘我狂欢与地
球直播之间的信息错位等喜剧设置，很好地表
达了影片想象中人类与宇宙之间的错位关系。

2023年上映的《宇宙探索编辑部》虽然是科
幻喜剧片，但并非《流浪地球》《独行月球》那样
有着绚丽特效镜头的大制作，片名虽为“宇宙探
索”，搭建的却是20世纪90年代“往日世界”的语
境，影片抓住了世界的非理性一面，融合了意识
流小说的诗意叙事与超现实主义电影的碎片化
镜头语言，并结合伪纪录片的拍摄形式，将科幻
片、喜剧片、公路片等多种类型电影的形式与风
格进行多元组合，极大丰富了科幻电影的审美
表达空间。该片讲述了一个中年人执着于寻人
的故事，导演孙大山在谈及电影创作时表示，

“这个电影不能算作科幻电影，这是一本正经地
‘胡说八道’的状态，更像一种‘民间科幻’。我并
没有界定任何类型，也不希望有任何包袱把自
己困住”。

科幻元素并非“万能药”

科幻影视的繁荣离不开文本的支撑。近年
来，以《三体》《北京折叠》《时空画师》等为代表
的科幻文学崭露头角，激励更多科幻作家持续
书写佳作。与此同时，影视改编作品的成功也反
哺着科幻文学创作，两者形成了互惠共生的良
性循环。

基于专业团队的创制、宣发及IP运营等各
环节助力，国产科幻影视作品现阶段在创作内
容、资金投入、后期制作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质
的飞跃，主题更加多元，制作质量逐渐提高，数
量稳步提升，口碑稳中求进，影响力不断提高，
观众接受度也更上一层楼。但这其中也存在许
多挑战与困难，科幻IP主题与类型较为单一，单
片突围缺少品牌，甚至盲目跟风；口碑忽高忽
低，难以突破瓶颈，缺乏广泛受众基础；工业水
准不够，粗制滥造改编频频出现；规模化发展不
足，产业重点不突出，陷入烧钱热潮。

在创意来源方面，除了少数取材于中国传
统文化和历史外，大部分国产科幻IP影视作品
创作长期受到以好莱坞为代表的西方科幻电影
的影响，依靠外国科幻IP的翻拍、模仿或改
编，缺乏自主研发。创意局限直接导致优质科
幻影视作品的缺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优质科幻文本数量有限，《中国科幻10年行
业报告》显示，2022年科幻小说中有近70%的销
量来自《三体》系列；二是缺少像“星际迷航”“星
球大战”等在全球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
原创IP；三是科幻作家群体相对稀缺，真正出圈
的中国科幻作家只有刘慈欣，国产科幻电影的
IP改编来源也高度集中在刘慈欣的作品上。

而且，科幻影视行业起步较晚，缺乏创作积
淀和经验积累，针对现有科幻作品的改编能力
不足，也缺少为文本创作和影视表达提供创意
的核心创作班底，导致创作过程中对故事结
构、人物情感等方面的探讨和打磨不够细致。
许多科幻影视作品的改编无法有效把握关键点
和原著精髓，导致情节拖沓、台词空洞、丧失原
著风格、特技效果和融合感不强等问题，难以
引起观众的共鸣和情感投入。同时还有些科幻
影视作品过分强调商业化、娱乐化倾向，容易忽
视故事内核和情感把控，削弱作品内在深度。例
如《上海堡垒》一味追求震撼的视听语言与奇观
宏伟的场面，不仅忽略电影叙事的完整性，还
让叙事角色与文本形象脱离，未能真正还原原
著精神和想象空间，此外还将“流量”“明星效
应”放在过高位置，最终未能在票房上取得满意
结果。

国产科幻影视作品，正在获得空前的关注度
和高评价。从《在劫难逃》《开端》《天才基本法》等
软科幻题材剧初露头角，到《流浪地球》《三体》打
开硬核科幻创作的大门，再到《球状闪电》《三体
之黑暗森林》《群星》《时间深渊》等大批待播剧的
跃跃欲试，国产科幻影视作品
的发展态势令人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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