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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的参与，不只在于让

影视作品中的科学更准确。电影电

视中如果能出现更多、更客观的科

学角色，可以影响公众对科学、对科

研人员的认知，它同样是弘扬科学

精神的重要一环。我国的科影融合

已经有了一个漂亮的开局。未来，

还要积累更多案例，建立起科影融

合的理论体系。

深 瞳
F E A T U R E S

8 责任编辑 姜 靖

2022 年 8 月 4 日 星期四
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
独
行
月
球

独
行
月
球
》》
上
映
上
映
，，我
国
科
影
融
合
之
路

我
国
科
影
融
合
之
路
﹃﹃
通
车
通
车
﹄﹄

——

当
一
部
喜
剧
片
有
了
科
学
顾
问

当
一
部
喜
剧
片
有
了
科
学
顾
问

这个暑期，一部大片为科学和影视的

相向而行开了个好头。

不 到 一 周 时 间 ，7 月 29 日 上 映 的 电 影

《独行月球》已拿下 13 亿票房。毫无疑问，

这是近期讨论度最高的影片。

航天从业者李铎会特意搜索《独行月

球》的一些评价，关键词通常是“独行月球

违背科学”——他想看看有没有关于影片

中科学部分的质疑。

李铎是该影片的科学顾问之一。电影

在院线接受检验，他感到有些忐忑和紧张。

这 是 国 产 科 幻 电 影 第 一 次 明 确 出 现

“科学顾问”。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学与影视融合专

业委员会（以下简称科影融合专委会）副主

任王姝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他们一直在“架

桥 修 路 ”，让 影 视 界 和 科 学 界 之 间 可 以 沟

通、对话、合作。“到了《独行月球》，我们可

以说，这条路终于通车了。”王姝说。

在某种意义上，这部科幻喜剧片在国

内 科 影 融 合 事 业 上 起 到 了 里 程 碑 式 的 作

用。它是科影融合团队所期待的那个“样

板间”。

“科学细节上尽可
能真实，才能放大电影
的喜剧效果”

《独行月球》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人类

为 抵 御 小 行 星 的 撞 击 ，在 月 球 部 署 了“ 月

盾 计 划 ”来 保 护 地 球 。 然 而 ，某 一 天 陨 石

来 袭 ，全 员 紧 急 撤 离 ，维 修 工 独 孤 月（沈

腾 饰）错 过 了 领 队 马 蓝 星（马 丽 饰）的 撤

离 通 知 ，一 个 人 落 在 了 月 球 。 此 时 ，他 发

现“ 月 盾 计 划 ”失 败 ，以 为 自 己 成 了“ 宇 宙

最 后 的 人 类 ”，开 始 了 在 月 球 上“ 破 罐 子

破 摔 ”的 生 活 。 后 来 ，阴 差 阳 错 间 ，独 孤

月 重 燃 希 望 ，努 力 在 月 球 寻 找 返 回 地 球

的方法。

它由开心麻花出品，由沈腾、马丽担任

主演，观众对它的期待，自然是“好笑”。在

前期宣传中，《独行月球》并未过多强调“科

幻”的部分。但实际上，科学顾问从正式筹

拍阶段就已经进入。

2020 年，由国家电影局和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联合发布的《关于促进科幻电影发

展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建立促进科幻电

影发展联系机制，建立科幻电影科学顾问

库，为科幻电影提供专业咨询、技术支持等

服务。

同 年 年 底 ，科 影 融 合 专 委 会 正 式 成

立。王姝一直在推动科学和影视的融合。

她和同伴期待更多负责任的科学表达能出

现在电影中。电影是大众文化娱乐产品，

依托它强大的影响力，可以实现科学的“借

势传播”。

与此同时，《独行月球》也开始了开机

前的准备工作。

李铎是通过“朋友介绍”较早地接触了

电影主创团队的科研人员。导演想知道，

电影中关于科学部分的设定是否合理。比

如，一个人在月球上能不能造出返回地球

的飞行器。

李铎之前就喜欢开心麻花，他认为影

片会是一个宣传航天的机会，表示“一定大

力支持”。

2020 年底，《独行月球》制片人找到了

科 影 融 合 专 委 会 。 由 科 影 融 合 专 委 会 牵

线，该影片请来了更多业内人士：有做火箭

发射的，有做卫星设计的，有研究地外行星

的，有长期扎根航天领域宣传报道的……

影片成片之后，科影融合专委会还邀请了

几位物理、航天方面的权威专家看片，请他

们提出专业建议。

这 些 人 的 名 字 都 出 现 在 了 片 尾 字 幕

中，用单独一屏进行了展示。

“我希望可以足够真实。喜剧界有一

句 话 ，叫‘ 越 真 越 喜 ’。”《独 行 月 球》导 演

张 吃 鱼 告 诉 记 者 ，电 影 让 一 个 喜 剧 故 事

发 生 在 了 月 球 上 ，如 果 观 众 怀 疑 月 球 环

境 的 真 实 性 ，这 个 情 境 就 成 立 不 了 ；情 境

成 立 不 了 ，它 也 就 没 那 么 好 笑 了 。“ 科 学

细 节 上 尽 可 能 真 实 ，才 能 放 大 电 影 的 喜

剧效果。”

所以，他们愿意花时间和科学顾问一

起，推敲那些细节，哪怕有些细节在影片中

只是一闪而过。

科学顾问回答了这些问题：飞控大厅

的 01 号指挥员，是念“零一”，还是“洞幺”；

点火倒数时，需不需要喊出最后的“0”；当

飞行器在月球上发射时，调度员报出的一

系列口令中，哪些是适合电影情境的。此

外，由于月球上没有大气层，所以展现月球

上的夜空时，星星不该闪烁；月壤肉眼看来

更接近黑色，最好不要用金色……

至于飞行器和发动机的外观，飞行器

起飞时的喷射状态以及现场的发射口令，

科学顾问则尽量让它们跟真实场景一样。

“业内人士看到这些画面，就会觉得，就是

那个味道。”李铎说。

独孤月的简历标明了他的专业，短短

几个字，大家也讨论了许久。后来根据独

孤月所掌握的技能，把他安排为“飞行器动

力工程师”——这个岗位在航天系统里是

真实存在的。

还有些时候，导演想知道如何让某个

情节发生得更加合理。

这是一段科影融合专家组微信群里的

对话：

张吃鱼（导演）：想知道返回舱

在 高 速 旋 转 时 ，靠 踢 出 舱 门 进 行

姿 态 控 制 的 可 行 性 。 舱 内 空 气

6650 升，舱门 65cm 正方形。除舱

门外，其他数据都能调整。

黄侃（科学顾问、星河动力空
间科技有限公司电气系统主任设
计师）：好 ，我 们 这 边 算 一 下 。 舱

门的初速动量转换和气体产生的

转动力矩大概能抵消 5 度/秒的转

速 ，我 们 的 计 算 模 型 是 近 似 估 算

的，抵消 10 度/秒的转速应该理论

上也能解释。也就是说如果整个

舱 体 初 始 转 速 250 度/秒 ，推 开 舱

门 后 大 概 是 240 度/秒 ，这 个 能 量

还是比较有限的。

张吃鱼：还有办法让这个桥段

更成立吗？

黄侃：理论上可以让更多物体

从舱门吸出。从原理上可以起到

减速的作用。

……

类似的讨论，每隔一段时间都发生在

群内。

这不像一个影视项目群，倒像是一个

航天爱好者知识分享群。

“我们来是让影片
变得更好，而不是把它
变成一部科教片”

两年前，当科影融合工作还在起步阶

段时，科研人员和影视从业者都曾向记者

讲过科影融合这件事潜在的困难：影视界

对科学顾问的重视程度不足，影视团队能

否真正尊重科学顾问的意见；科学顾问和

影视团队思考问题的方式可能完全不同；

科学顾问到底是提供帮助，还是可能干涉

创作……

但至少在《独行月球》项目中，这些都

不是阻碍。

张吃鱼对科学顾问团队的评价是——

沟通顺畅。“他们都非常开明，有时候想法

比我还‘飞’。”张吃鱼说。

科学顾问则表示，他们能感受到电影

出 品 方 对 科 学 部 分 的 严 谨 。“ 导 演 跟 我 们

说，你们不要觉得提意见不好，有什么想法

都说出来。”黄侃回忆。

北京交通大学副教授陈征是最后阶段

看片的专家之一，他强调在不影响情节的

前 提 下 ，细 节 上 尊 重 科 学 会 让 电 影 更 真 。

他提出了两个小的修改意见——月球车飙

车的声音可以改成电动车的特殊嗡鸣声，

因为月球车大概率采用的是电驱动；影片

结尾，陨星碎片被地球引力捕获形成星环，

不是类似吸积盘形状，而是应该更接近土

星环。看完首映后，他告诉记者：“这些建

议都被采纳了。”

几乎所有人给出的评价都是“合作愉

快”。

王姝说，“人”很重要。靠谱的影视团

队，加上靠谱的科学顾问，才能碰撞出他们

期待中跨界融合的火花。

这种契合，一是专业上的。“要找到适

合影片的小同行。”王姝说，比如，同样都是

以 宇 宙 为 背 景 的 科 幻 片 ，《流 浪 地 球》和

《独 行 月 球》需 要 的 细 分 知 识 肯 定 不 一

样 。 二 是 气 场 上 的 。 王 姝 说 ，导 演 年 轻 ，

有 些 内 敛 ；前 期 创 作 阶 段 参 与 的 科 学 顾

问，也大多年轻、心态开放。“几个工程师和

吃鱼导演在一起讨论时，你会觉得他们之

间形成了一种别人无法‘插足’的场域，热

烈又忘我。”

开放也很重要。

一部电影，从剧本打磨到上映，往往历

经 多 年 ，是 主 创 的 心 血 。 那 么 ，他 们 能 不

能、愿不愿交给外人去评判？毕竟，跨界可

能是从“批判”开始的。王姝也和很多科研

人员打过交道。有些优秀的科研人员，在

类似合作中会习惯性地成为一个单纯的输

出者和“授课者”。影视从业者对科学的兴

趣和好奇，反而会被他们给出的海量而陌

生的科学知识淹没。

王姝对科学顾问的定位很清晰：“我们

来是让影片变得更好，而不是强行来把它

变成一部科教片。”

大家达成了一种共识：只要观众看电

影时不会觉得“这也太扯了吧”，在不违背

基本科学定律的前提下，适当的发挥，艺术

化的处理，是可以接受，也是必要的。

李铎就是被张吃鱼说想法比他还“飞”

的那个人。

李铎日常面对的航天工作很严肃，丁

是丁，卯是卯。但在电影项目中，他完全可

以想得更加夸张和大胆。

独孤月要怎么返回地球？李铎给出过

一版方案——在月球上捡破烂。“影片一开

始，主人公就是个‘摆烂’的态度嘛。”李铎

觉得，一个摆烂的人，配上一个“收破烂式”

回家之旅，戏剧效果拉满。月球上可能遗

留着其他国家发射的废弃飞行器，独孤月

可以一样一样去寻找这些飞行器，拆卸上

面能用的部件，把它们重新组装成自己回

家的飞船。既然这个飞船是拼起来的，它

大可以更加“粗制滥造”，比如用游戏手柄

进行手动控制，或者干脆就跟老式电灯一

样，得用拉绳操控，拉绳的过程就跟玩跳舞

毯一样……李铎笑着说：“这个开脑洞的过

程真的让我过了把瘾。”

因为是电影，所以可以多一些浪漫，多

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多一点“超前”。

“如果你看过登月纪录片就能发现，人

在月球上行走是很艰难的。”黄侃说，人走

不 了 那 么 快 ，月 球 车 也 开 不 了 那 么 利 索 。

但是，《独行月球》是一部科幻片。“今天不

可能，未来不是不可能。可能未来会有新

的 航 天 服 、新 的 月 球 车 的 设 计 。”电 影 中 ，

为体现月球的重力是地球的六分之一，人

物 在 行 走 时 有 轻 微 的 弹 跳 感 。“ 他 们 走 起

路来和地球上有区别，但不一定非要表现

得 跟 上 世 纪 登 月 时 那 么 困 难 ，可 以‘点到

即止’。”

黄侃和同事享受着参与电影制作的过

程。他们所在的公司是《独行月球》的科学

支持机构。一开始，黄侃拿到的只有剧本；

后来，他看到了特效还没有完全做好的样

片 。 这 是 一 群 工 程 师 第 一 次 接 触 影 视 项

目，第一次知道剧本上的寥寥数语，会变成

那么丰满的情节和瑰丽的画面。“影片中的

设想，和其他科学顾问的那些讨论，也开拓

了我们的思维。”黄侃说。

“ 电 影 告 诉 了 孩
子，要对科学有敬畏之
心，要会探索和创新”

影片的另一位科学顾问李然是天文学

家，也是个活跃的科普人。他常写科普文

章，做科普讲座。“电影有更大的受众面，能

让观众对科学有更多的亲近感，对科普无

疑是非常重要的。参与进来，改善其中科

学部分的呈现，我觉得很有意义。”

当然，李然也有一些担心。

科影融合能实现很好的科学传播效果

的前提，是电影本身是一部好片。李然直

言，如果是烂片，大家根本就不会关注也不

会讨论其中的科学部分。“做科学顾问，理

论上是存在一定风险的。”科研人员珍惜自

己的羽毛，而和不熟悉的团队合作，其实也

是一场冒险。对科研人来说，判断影视项

目是否靠谱，是一项额外、复杂的工作。要

是影片最终呈现效果不好，可能会担上挨

骂的风险。

好 在 这 一 次 ，大 家 都“ 玩 ”得 很 开 心 。

判断的工作，交给了科影融合专委会。王

姝说，我们会审慎评估一个影视项目是否

值得合作。“科研人员的时间很宝贵，我们

不能浪费。”

他们也想过会不会被观众指出科学上

的漏洞，但大家的心态是——“欢迎挑刺”。

“如果找出了毛病，这是好事，说明大

家对科技更了解更关注。”黄侃说，“也说明

我们确实有局限性嘛。”

王 姝 坦 言 ，从 科 影 融 合 的 角 度 来 看 ，

他 们 不 担 心 会 被 指 出 电 影 中 有 不 准 确 的

地 方 。“ 这 反 而 也 能 成 为 一 个 传 播 和 讨 论

点。”现在和未来的电影观众，科学素养会

越来越高。观众“不好糊弄”，也是对电影

创 作 人 员 的 一 种“ 倒 逼 ”。 他 们 必 须 用 更

真诚严谨的态度，来处理影片中出现的科

学内容。

和电影一起走过这一程，李铎总结了

科学顾问与电影融合的几个层次。最基础

的一层，是让电影中和科学有关的部分更

加合理，符合常识，“不要让观众觉得有什

么桥段是在侮辱他们的智商”。第二层，则

是利用科学原理，帮助剧情更好地推进，比

如想到超出普通观众常识性认知的科学创

新方法去解决问题。第三层，是帮影片传

达出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让观众看完，

能有一些触动”。

他觉得，这些在《独行月球》中都做到

了。

影片的主角是航天人，是李铎最熟悉

的那群人。故事一开始，独孤月表现得并

不靠谱，但他从未真正放弃过。当“回家”

成了他的目标，他也想尽了一切办法。“我

周围很多同事也带着孩子去看，孩子们会

觉 得 ，学 知 识 是 有 用 的 ，航 天 人 还 挺‘ 酷 ’

的。”李铎想，不管以后这些孩子是否从事

相 关 行 业 ，电 影 都 告 诉 了 他 们 ，要 对 科 学

有 敬 畏 之 心 ，要 会 探 索 和 创 新 ，在 面 临 困

境 时 ，也 不 要 轻 言 放 弃 。“ 看 ，独 孤 月 叔 叔

靠着知识，在月球上能解决这么多问题。”

而且，独孤月最后完成了非常了不起的任

务 ，这 是 一 个 正 面 的 、带 有 超 级 英 雄 色 彩

的形象。

张吃鱼也告诉记者，《独行月球》是一

部喜剧片，但是影片中仍然有意识地去表

达了航天精神。电影或许诙谐，或许闹腾，

但“勇气”“奉献”“执着”这些词，都藏在了

故事里。

“观众可以明确地看到，有科学顾问电

影的质感是不一样的，它很扎实。电影行

业的人也会知道，他们没有能力去填补的

空白，可以由专业人士来填补。”王姝很有

信心，影视圈的人看了这部电影，就能看到

“科影融合”的价值。一个活生生的案例，

胜过万语千言。“以后我们再提科影融合，

业界会更容易接受。”

科影融合专委会参与的影视项目不止

《独行月球》。

《流浪地球 2》《球状闪电》等科幻迷耳

熟能详的头部影视项目以及航天题材的原

创科幻作品《群星闪耀时》也在进行中。王

姝常需要参加不同科研机构的会议，讨论

如何用影视化手段展现这些年来某一领域

的科研进展。

在美国，科影融合的相关实践已经进

行了几十年。科研人员的参与，不只在于

让影视作品中的科学更准确。电影电视中

如果能出现更多、更客观的科学角色，可以

影响公众对科学、对科研人员的认知，它同

样是弘扬科学精神的重要一环。

我国的科影融合已经有了一个漂亮的

开局。王姝说，接下来，他们还要积累更多

案例，建立起科影融合的理论体系。“我们

要继续增进影视界和科学界彼此的了解。

讲好科学故事，塑造积极、正面和客观的科

学形象。”她这样展望未来。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