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流浪地球》的热映，展现
的不仅是科幻类型电影
的突破，更是我国综合
国力的体现，这将让中
国人在文艺创作方面更
有信心拉近与世界高水
平国家的距离。正如影
片中的台词一样：“希望是
这个时代像钻石一样珍贵
的东西。”要想撬动属于
自己的“流浪地球”，只要
肯干、肯开拓，中国人完全
可以在一些被认为西方
主导的文艺创作领域呈
现自己的特色和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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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6版

提起瓜纳华托，似乎并不为众人所知，

而说起瓜纳华托所在的国家墨西哥，则是

很多人环球旅游行程单上的重要一地。从

标志性的建筑，到激情洋溢的特色舞蹈，北

美洲鲜艳之城的名号叫得名副其实。每一

个来到这里的人都会被斑斓的色彩和澎湃

的热情所感染。

上帝打翻调色盘
色彩斑斓整个城

文化一线

□ 本报记者 袁 琳

新年伊始，一部具有中国文化

内核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首

次统一了朋友圈各路电影爱好者的

阵营，这部改编自刘慈欣小说的电

影成功将中国电影带入“太空时

代”。用影迷的话说：“终于有人抬

起头来，向深邃的宇宙和璀璨的星

河投去了目光”。截至2月17日，

《流浪地球》票房突破37亿元人民

币，在中国电影史上位列第二。

《流浪地球》讲述了在太阳系已

经不适合人类生存的情况下，人类

启动“流浪地球”计划，推动地球离

开太阳系，寻找新家园的故事。与

以往看到的类似主题的好莱坞科幻

大片不同，《流浪地球》展现的价值

理念“很中国”。

家国情怀助推中国元素

提到科幻片，大多数人最先想

到的是《星际穿越》《盗梦空间》《阿

凡达》《蝴蝶效应》等，而国产科幻则

一直“缺席”。近5年来，每年上映

的国产科幻片均未超过10部，细数

中国式科幻电影似乎也只有上世纪

的《霹雳贝贝》和《大气层消失》等曾

引发过关注。

有人说，中国人拍科幻片，缺技

术、缺资金、缺经验，但最缺的是科

幻的情怀。如今，在传播日益分众

化、个性化的新媒体时代，这部电影

缘何能引发如此大的关注，成为热

议话题？仔细想来，除了作品本身

的大胆创意、细腻情感、精良制作以

外，更关键的是，作为一部建立在中

国文化背景上的科幻电影，《流浪地

球》很好地契合了中国人对家园、土

地不离不弃的情感，击中了人们隐

藏在内心深处的家园意识和集

体感。

“把地球推离太阳系”，这个想

法看上去像是奇思妙想，其实背后

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恰如导演

郭帆所说：“中国人几千年来是面朝

土地背朝天的，我们对故土有深厚

的情感。”放眼世界，恐怕再难找到

一个民族，能如中华民族这般，对故

土家园有如此执念，无论遭遇多少

艰难险阻，一定要回家，要叶落归

根，要一家团圆。影片中，“回家”的

信念一再被提及：对宇航员刘培强

来说，“回家”是跨越17年的等待与

思念；对面临生死考验的地球居民

而言，“回家”是守住最后一方故土

的慰藉与希望……可见，“流浪地

球”的故事设定虽然是在科幻世界，

观众却能从中找到共通的情感。

此外，《流浪地球》从团队到故

事内核，再到美学风格，整个剧组始

终在强调中国人、中国文化的重要

性。例如，电影中从北京到苏拉威

西经过上海这段路的山，设计上杜

绝了《指环王》式的、欧洲式的、魔幻

化的山，而是类似于泰山周边的

山。航天部分也基于真实的中国航

天技术。郭帆认为，“苏联美学风格

是唯一我们能够找到、跟中国人有

情感连接的工业设计，可以看看长

安街依然保留了很多钟楼，特别是

军事博物馆，都是这一套美学体系，

我们对那个东西有情感。”

值得注意的是，《流浪地球》的

此番逆袭，还迅速掀起了一波科幻

热、科普热、环保热，这也从一个侧

面体现了公众意识的觉醒，彰显了

时代的进步。

中国团队打造科幻“硬核”

记者了解到，《流浪地球》从前

期概念、美术指导、服装道具等到后

期的大部分特效，基本都是国内特

效公司完成的，在全片2003个特效

镜头中，有75%的特效镜头都是由

国内特效团队完成的。其中，墨影

像制作(MoreVFX)和橙视觉(Or-

angeVFX)两个中国本土团队负责

了全片超过一半的视觉特效镜头，

包括片中难度最高的部分。

陆家嘴被冻成冰块，东方明珠

被冰封，上海中心大厦从冰面露出

头……影片中上海被冻结的场景让

观众震撼不已。其中，上海场景的

一个镜头前后修改了251次，成了

修改次数最多的特效镜头。

此外，制作团队为了还原原著

中的经典场景，在空旷的场地连同

地下城和太空舱一起进行了10万

延展平方米的实景搭建，并引入了

虚拟现实技术协助美术置景工作，

从整体结构设计到场景搭建，细节

做到精益求精。拍摄前，团队制作

了8000张分镜头画稿、30多分钟

的动态预览、详尽的制作流程和拍

摄方案以及以镜头为单位的统筹

和通告单等，为拍摄阶段打下良好

基础。

“其实有很多元素，我都不知道

该是什么样子，但是他们都给做出

来了。”刘慈欣曾向媒体表示，片中

的运载车和太空站等，制作团队不

仅设计出外观，甚至将内部操作驾

驶的界面和座椅也都还原出来。

据了解，《流浪地球》剧组共有

7000多人，2017年在东方影都开机

拍摄，使用了影视产业园8座摄影

棚，置景车间加工制作了1万多件道

具，置景延展面积近10万平方米，相

当于14个足球场，包括运载车、地下

城、空间站等都是实景搭建。为呈现

小说中对于宇宙空间的遐想，《流浪

地球》剧组完成了上万件道具的制

作。其中，外骨骼装甲邀请好莱坞

特效公司维塔工作室制作。

作为科幻片，尤其是“硬”科幻，

在相当大程度上体现着一个国家电

影工业的水准。尽管《流浪地球》仍

有些许不完美，但仍被广泛认为是

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片。

英国《金融时报》称，中国电影制作

预算正不断增加，并且有信心驾驭

好科幻这种被好莱坞垄断的电影题

材。美国《纽约时报》则认为，中国

在太空探索、制作科幻电影上都有

“后来者居上”之势。

《流浪地球》的热映，展现的不

仅是科幻类型电影的突破，更是我

国综合国力的体现，这将让中国人

在文艺创作方面更有信心拉近与世

界高水平国家的距离。正如影片中

的台词一样：“希望是这个时代像钻

石一样珍贵的东西。”要想撬动属于

自己的“流浪地球”，只要肯干、肯开

拓，中国人完全可以在一些被认为

西方主导的文艺创作领域呈现自己

的特色和精彩。

《流浪地球》成功将中国电影带入“太空时代”
截至2月17日，《流浪地球》票房突破37亿元人民币，在中国电影史上位列第二

□ 殷春永 冯志军 南如卓玛

“敦煌干燥，雨水甚少，为什么

盛唐洞窟中的壁画会变色？”今年78

岁的李最雄日前回忆起往事说，当

时许多人认为是阳光强烈照射和干

燥所致。“但是，在洞窟里，不拿手电

筒的话，什么也看不见呀！”历经大

量科学试验和反复论证，最终得出

影响壁画褪色变色与二氧化碳、光

照、温度、湿度、风力等环境因素影

响有关，而湿度是致使铅丹变色的

主要原因。

生于1941年的李最雄，青年时

工作于甘肃省博物馆，后调任敦煌

研究院保护所副所长、所长、副院长

等职，从事石窟壁画及土建筑遗址

保护的教学、研究及工程管理逾50

年，主持完成了40余项重大科研和

国际合作项目，业界称其“敦煌石窟

科技保护的开拓者和领路人”。

“我们就像是一群给文物看病

的大夫，得时时关心、牵挂着它们。”

李最雄依旧清晰记得每一次野外研

究的过程，依旧长途跋涉前往敦煌

给后辈开班授课。

1991年，李最雄获得日本东京

艺术大学保存科学博士学位，成为

我国留洋文物保护博士第一人，返

回国内后，不仅开展文物保护研究

与实践，更重要的是培养人才。

近年的“人才大战”待遇丰厚，

但当时在莫高窟工作和生活条件

十分艰苦，每周只有两班通勤车

发往市区，工作人员可前往市区

购买生活必需品，但经常满员而上

不了车。

“当时很多人说，我调来的一些

人，出国学习后就作为‘跳板’离开

了。”李最雄为此压力很大，只要发

现有情绪不稳定者，就会找他们做

思想工作。现在看到他们成长起来

了，非常欣慰。

20世纪中期，敦煌研究院管辖

的石窟保护经常要请一些国内外专

家帮助解决文物病害问题。而近10

年，他们不仅自给自足，还开始向全

国甚至全球输送保护人才。尤其是

由李最雄起步发展至今“现代科

技＋传统材料”的保护技术，在保护

好莫高窟基础上，发展到对多处石

窟、壁画和土遗址保护。

在西藏布达拉宫、萨迦寺、罗布

林卡壁画保护修复项目实施期间，

李最雄18次赴拉萨、萨迦及阿里等

地，在环境监测、病害调查、壁画制

作材料分析及病害机理研究的基础

上，针对西藏寺院空鼓壁画特点，通

过室内模拟实验与现场试验，研发

材料，带领团队抢修了近6000平方

米壁画。

在西藏作业时，李最雄已年过

花甲，同事们劝他少去几趟，但从来

没有说服过他。由于那些年往返高

原平原频繁，他的身体特别是心脏

受损严重，返回内地后多次突然晕

倒，遂进行了心脏支架植入等治

疗。然而，身边的人说起权衡工作

和健康话题时，他就只是笑笑说“心

事了了”。

李最雄既热爱工作，又热爱生

活。学生兼同事的苏伯民回忆起他

们一起在榆林窟工作的情景：晚上没

有任何娱乐活动，时间比较难打发，

李老师就买来音响，放着磁带，教大

家跳起交谊舞。“再去榆林窟时，时常

会想起那时艰苦而快乐的日子”。

不能因“错误的大多数”
就让别字转正

□ 李泓冰

正在元宵佳节、融和天气中沉醉于桂

华流瓦和酒朋诗侣的人们，忽被一个转爆

朋友圈的帖子击中——《这些字词的拼音

被改了》，许多读书人瞬间风中凌乱。

按这帖子的表述，词典和新版教科书

们正悄悄为“白字先生”正名：“少小离家老

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衰”不再读

（cuī），而读（shuāi）了；“远上寒山石径

斜（改读xié）”，“一骑（改读qí）红尘妃子

笑”……还有确凿的“凿”，原读（zuò），后

改为（záo）；“粳米”的“粳”原读“jīng”，

现在要读“gěng”……

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正音”，如今要被

“别字”堂而皇之地取而代之？专家们陈述

如此“修正”的理由，“就比如说‘确凿’的

‘凿（záo）’字，大家都这样读，读着读着就

成了‘对的’。”这让大家愈发不淡定了。

莫非语言文字的改革，对字音的究诘，

竟要倚多为胜？这一回合，难道可以坐视三

人成虎、曾参杀人，李鬼竟真能取代了李逹？

对此，朋友圈连片“惊呼”甚至“惊恐”：

“读别字的人多了，别字便成了‘正’字？什

么逻辑！”“干脆把‘鸿鹄’的发音也改成‘鸿

浩’吧，这个也读错得多”，“考试可以改成投

票制，ABCD四个选项，哪个支持的人多哪

个就是正确答案？”上海一位语文老师出身

的小学校长忧心忡忡，“以后小学取消多音

字学习吧，省得教错，反正我是教不来了！”

这一切是确有其事还是捕风捉影？

澎湃新闻刊出一则报道：《咬文嚼字》

主编称这是一则“假新闻”，提及的大部分

内容，来自国家语委2016年6月6日发布的

《<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修订稿）>征求意

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至今尚未

正式发布。今后正式发布的应该不完全和

《征求意见稿》一样，专家说，“也许网友担

心的‘读音改动’根本就不会出现在正式发

布的《审音表》中，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听了权威的“也许”，却依然让人“担

心”。《征求意见稿》已经出笼两年多，社会

上绝大多数人并不了解。而这些看似荒唐

的“别字”上位，“也许”不会有，然而“也许”

会有啊！征求意见有没有广泛性、科学性

和严肃性？眼下的“哗然”，正是提醒国家

语委的“正式发布”文本，一定要慎之又慎。

语言文字从来都是变动不居、与时俱

进的，当然不能抱残守缺，全依祖宗，一字

不能易。否则，我们“也许”仍在之乎者也

和繁体字中呢喃沉浮呢！鲁迅当年吐槽过

一位名人说错成语，把“每下愈况”错说成

“每况愈下”，所表达的意思也满拧。眼下，

“每况愈下”早已成为正确的成语了。这也

说明，“约定俗成”确实可以成为语言规范

新创的重要因素。

然而，“一个国家文化的魅力、一个民

族的凝聚力主要通过语言表达和传递”。

规范使用语言文字，代表着国家尊严和文

化传承。如果少了诚惶诚恐的敬畏之心，

在改动时随意性太强，会带来简单粗暴、杂

乱混淆甚至人文历史的断裂。语言文字的

改革，要兼顾历史流变、地域融合，要注意

外来语言的吸收转化，也要尊重约定俗

成。但这并不是说，祖先魂魄所依的皇皇

汉字，就一定要向“错误的大多数”屈服。

兹事体大，且请广开视听，慎之又慎。

“给文物看病得时时牵挂它们”
敦煌石窟科技保护开拓者李最雄从事石窟壁画及土建筑遗址保护的教学、

研究及工程管理逾50年，主持完成了40余项重大科研和国际合作项目

千年彝乡千年彝乡““TT台秀台秀””
在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

永仁县中和镇直苴村，农历正月

十五是一年中特别热闹的日

子。这一天，村里的男女老少换

上新衣，呼朋引伴来到村庄的中

心广场，参加盛大的“赛装”活

动，这一习俗已传承了 1300 多

年，被誉为古老的“乡村 T 台

秀”。图为2月19日，村民在赛装

节上跳起欢快的舞蹈。

新华社记者 江文耀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