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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范昕

不久前，《筑梦太空》入选2024年中国作家

协会网络文学重点作品扶持（科技科幻主题）。

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弘认为，这

部作品不仅反映了中国航天的成就和科技发

展，也展示了科幻创作发展的新趋势和动向。

飘荡墨尔本毕业于厦门大学、墨尔本大学，

传播学博士，长期专注于现实题材创作。“为航

天的每一次感动，都饱含了我为自己生活在这

样的国家、这样的时代的自豪。”围绕《筑梦太

空》的访谈中，这位阅文集团签约作者畅言了她

的创作初衷、思路和写作追求。

记者：在深入探讨你的作品《筑梦太空》之
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你以往的创作。你似乎

偏爱从一些不太为人所知的职业领域汲取创作

灵感，例如调香师、马术等领域；同时，作品中也

不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关注。你个人兴

趣涉猎领域很广泛，你是如何踏上文学创作的

道路，并从现实题材转向科幻文学创作的？

答：我成为网络文学作者的过程，可以追溯
到一个非常具体的日子——2017年元旦。那

天，我立下了成为作者的志向。随后的第二天，

即1月2日，我购置了笔记本电脑，并在起点中

文网注册了作家账号，从而开启了我的写作生

涯。这一行动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将长期以来

的写作愿望付诸实践。

早期作品多聚焦于一些小众职业的故事，

例如我的处女作《邂逅调香师》便是围绕调香艺

术展开，而《一刻钟情》则讲述了钟表界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故事。选择这些小众题材，

部分原因是我热衷于追剧，但发现电视剧中的

职业选择相对有限。因此，在创作过程中，我尽

可能地展现生活中更加多样化的职业面貌。

展现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我写作

的初衷之一。《极光之意》和《一刻钟情》都是以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为背景。《极光之意》描绘

的是中国木拱桥的传统营造技艺，这一灵感来

源于万安桥被烧毁的新闻。然而，这并非我的

首部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小说。我身边有一

位钟表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他的家族

三代人都致力于钟表的维修和收藏。自然而然

地，从身边的人物和故事中汲取灵感，创作了

《一刻钟情》。

至于转向科幻题材的创作，《盗梦空间》和

《星际穿越》等科幻电影的间接影响很大。我追

着读了《星际穿越》等不少相关科普读物，书里

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虫洞等难以理解的科学概

念，并涵盖了影片中许多场景背后的科学知

识。优秀的科幻电影往往有科学家的深度参

与，它们根据现有的科学知识推导出许多超前

的科学设定，尤其是将科学理论转化为视觉效

果。值得一提的是，科普读物的作者基普 ·索恩

在电影上映三年后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此

外，《流浪地球》这部电影中的“带着地球去流

浪”的概念，也让我感到非常浪漫。

记者：你之前提到，科学家参与电影创作，
为科幻作品提供了专业性。而读者对你作品中

的专业性评价常常是“硬核”。例如，在《筑梦太

空》中，你提到出生在火星的人类由于重力条件

与地球不同，会出现上半身更加粗壮、下半身更

加细小的特征。类似这样让人增长见识的细节

在书中随处可见。请问你是如何为科幻创作进

行知识储备的？

答：很高兴你注意到了这些细节。小说中
还有另一个细节，即由于火星大气中的尘埃散

射掉了太阳光中的红色光，导致从地球看火星

呈现出红色，而移民到火星的人类看到的太阳

则是蓝色的。这些小细节来源于我成长过程中

接触到的科普知识，虽然这些知识在平时可能

看似无用，但在写作时它们自然而然地涌现了

出来。

然而，仅凭日常积累是不够的。为了创作

科幻小说，要进行大量的采访，包括航天领域的

专家和深空探测实验室的科学家。无论是年长

的科研工作者还是年轻的学者，我都会询问他

们对未来世界的看法。我发现，大多数科研工

作者专注于自己的专业领域，很少对未来进行

预测，但他们偶尔的一些见解依然能为我带来

灵感。例如，我曾询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深空

探测实验室的负责人，是否有一些科研项目非

常困难，但外行人一听就能理解。负责人回答

说，可能是数字太阳系。我原以为数字太阳系

是关于太阳系的图形或数据资料库，但在进一

步询问后，我了解到这是要建立一个预测太阳

系内各个星球地壳运动、磁场变化及未来趋势

的模型，其运算量和工作量之大令人震撼。因

此，在《筑梦太空》中，我构思了一个类似数字太

阳系的概念，这是有现实科学依据的，只是在科

幻的方式下提前实现了。我认为，新的作者若

想走上科幻创作之路，不妨从研究或访谈中寻

找科幻灵感和科学依据。

记者：科幻文学将数字太阳系等前沿科学
研究领域介绍给了广大读者，发挥了很好的科

普作用，这正是科幻文学的魅力之一。你之前

提到了《星际穿越》，许多人认为在科幻的外衣

下，这部电影的底色是父女亲情之间的关系。

而你的小说中也涉及了在横跨不同星球的背景

下，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这与你以往处理现实

题材小说中的人物情感有何不同？

答：在科幻作品中，我同样注重人物之间的
情感关系。在创作《筑梦太空》之前，我已经意

识到自己所书写的亲情和爱情的感悟，都不可

避免地融入了我个人的认知和观念。因此，我

面临一个难题，即如何创作出新颖的内容。在

一次与朋友的闲聊中，他提议：“何不尝试写一

写异星之恋，比如在不同星球间谈恋爱？”

于是，在这部作品中，女主角的父母是一对

异星恋人，一个驻守在月球，一个去了火星试验

基地。在这样的设定下，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爱

而不得、异地恋等情感纠葛，似乎都变得微不足

道。当爱情跨越星球，那些距离和时间的障碍，

又算得了什么呢？我相信，无论是科幻还是现

实题材，人物之间的细微情感都是打动读者的

关键。

记者：非常同意。我注意到《筑梦太空》中
有不少对未来社会形态的设想，能否谈谈你在

这方面的创作思路？

答：在我的科幻世界里，未来社会并非基于
末日或逃离地球的设定，而是基于现在的地球

很美好、未来的地球将更加美好。对于读者讨

论的一些类似《楚门的世界》的科技伦理问题，

我都相信科技发展将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解决现

有问题。总的来说，我持乐观态度，相信科技将

为人类带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记者：从你的作品中，我们确实能感受到你
的乐观和积极向上，也能感受到你对中国航天

的热爱。你能否为今后投身网络文学创作的新

作者谈谈，如何从时代的变化、中国的进步、人

民的呼声中提炼主题，为读者提供精品内容？

答：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有些宏大。从我个
人的角度来看，能够遇到商业航天这样的题材，

并为之创作一个故事，对我来说是极大的幸运。

在采访这本书中男主角原型的时候，我问

他：“你为什么喜欢航天？”他当时愣了大约15

秒，然后反问我：“那你告诉我，谁不喜欢航天？”

这一问，让我愣的时间比他更久。我回想起自

己在新闻画面中听到01（洞幺）指挥员喊点火

时，会感动得热泪盈眶，但我为什么会那么激

动？为什么会那么心潮澎湃？

在我看来，最科学的是航天，最浪漫的也是

航天。你越是接近它，就会越热爱它，越会沉浸

其中。幸运的是能生活在这个蒸蒸日上的国

家，能够亲眼见证中国航天的发展。为航天的

每一次感动，都饱含了我为自己生活在这样的

国家、这样的时代的自豪。

记者：对时代抱有热情，笔下自然就能回应
时代的呼唤。我注意到你的不少作品已经签下

了影视版权，能否谈谈你对文学与影视联动的

看法？以及你对未来的创作有何计划？

答：我认为影视与网络文学之间存在一种
相互促进的关系。对于网络文学作品来说，影

视化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同时也对作者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至于改编影视作品，我认为

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不应急于求成，我更愿意专

注于创作本身。

对于下一步的写作计划，《筑梦太空》将是

一个系列作品。我目前正在准备探访相关单

位，积累新的创作素材。在未来，我将继续深入

探访各个领域，寻找更多可挖掘的领域。

对话嘉宾 飘荡墨尔本（网络作家）卫中（本报记者）

最科学的是航天，最浪漫的也是航天

“这次，我们打开了海派艺术或

许鲜为人知的另一面。”昨天于中华

艺术宫 （上海美术馆） 启幕的“海

上奇峰——吴湖帆诞辰130周年艺术

展”上，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副主

席、本次展览学术顾问陈翔说。

这是中华艺术宫“何谓海派 ·

海上名家”艺术系列展首展。选择

吴湖帆作为个案打头阵，不仅仅因

为今年是吴湖帆诞辰130周年，吴湖

帆迁居上海100周年，也因站在新中

国成立75周年的节点来回望这位海

派艺术名家有着特别的意味。陈翔

告诉记者，从吴湖帆身上，可以看

到传统绘画的真正魅力以及中国文

化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

性、和平性的具体表现，以及艺术

家赤诚的家国情怀和敢为人先、勇

于创新的探索精神。

主题作品集中亮相，折
射文人的家国情怀

吴湖帆这个名字对于上海观众

而言并不陌生，近年来其展览不算

少见。而在此次展览中，吴湖帆在

新中国成立后的主题创作被首次推

至焦点，形成“爱吾家邦”的特别

板块，揭示他在书画、鉴定等方面

的光环之下容易被人忽略但又十分

重要的特质，即作为文人的家国情

怀。吴湖帆曾说：“学国画而欲做大

画家者，必先爱吾家邦。”

展厅陈列的《庆祝我国原子弹爆

炸成功》，是吴湖帆主题创作中最具

代表性的一幅，题材的独特性与艺术

的精湛度均可圈可点。新中国成立之

后，工业、农业、军事等诸多方面的

显著突破均有画作予以表现，而吴湖

帆此画则可谓填补了原子弹爆炸成功

这一重要题材艺术创作的空白。他巧

妙地以中国传统绘画技法来表现蘑菇

云这一现代科技产物，画面呈现出的

色彩层次感颇为丰富。陈翔坦言，吴

湖帆的画擅长用颜色，但他最了不起

的地方，不在于把颜色画得好看，而

是把好看的颜色与水墨相融，让画面

不俗气、不扎眼，保有了一种文雅的

意境、格调。他指出，吴湖帆表现主

题意义从未放弃对艺术的追求，这相

当可贵，也是海派艺术的精髓之

一，反映了一种既创新又坚守传统

的核心价值关系。此外，《西郊公园

写景》《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跃

进》等主题作品在展览的集中亮相，

都让观者感受到这样的特质。

不仅仅是一位画家，多
维打开吴湖帆的艺术世界

总计80余件（组）吴湖帆作品

汇聚在此次展览中，包括中华艺术

宫、上海中国画院、苏州博物馆、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市文物交

流中心、朵云轩藏品及部分私人收

藏，全面呈现吴湖帆的成就，充分

挖掘吴湖帆精神的当代价值。

吴湖帆的成名作 《云表奇峰》

就在其中。1936年，吴湖帆就是以

这样一幅华美奇幻的作品从海上画

坛脱颖而出，代表了其个人风格的

转折。水墨与色彩在这幅画中结合

得恰到好处，色彩灵活、滋润，却

不单薄，弱化皴法线条而强化块面

感的方式，可谓当时时髦的一种对

绘画的理解。创作于1948年的《阿

里山云海》，是吴湖帆壮年时期代

表作，全图气势雄浑、景色奇特，

将光影转换为笔墨，将阿里山云海

进行精湛的艺术再现。

值得一提的是，吴湖帆并非仅

仅是一位画家，他堪称“江南士大

夫文化最后一个集大成者”，也是

海派都市文化最经典的代表者之

一。为让观众全面理解吴湖帆作为

文人的全面修养，展览在以往已有

吴湖帆展基础上，呈现吴湖帆书法

创作、收藏、诗词创作的成就以及

与他绘画创作的关系。展厅里，

《减字木兰花》《摸鱼儿》等一系列

吴湖帆填词的手稿令人颇感意外。

1924年迁居上海之后，他曾与朱彊

村、冒鹤亭、叶恭绰等诸多同好聆

谈词学，后又搜读历代词集，结词

社，拾昔贤句读以成唱和，也渐渐

步入词的创作之境，与其妻潘静淑

先后编辑出版有 《联珠集》《袭美

集》《梅景书屋词集》 等。此次展

出的一系列颇具特色的拓印补图，

则反映出吴湖帆在鉴藏方面的热

情，这可谓他深入传统真髓的必经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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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异人”、何为“炁”，什么又是“撕漫

感”，就像这串概念会从网络世界筛出二次元

受众，《异人之下》也正经历一场冒险——关

于“国风异能漫改电影”的认知冒险。

乌尔善导演新片 《异人之下》 公映前，

市场一度抱以热望：它有爆款国漫原作打

底，也有偏爱奇幻题材的导演加持。12天

后，新片票房1.14亿元，随着排片占比已跌

破2%，它很难在排队上新的暑期档拉出长尾

曲线。许多人拿《封神第一部》与《异人之

下》类比，它们同样出自乌尔善之手，同样

有传统文化元素，也都是奇幻与现实交错的

设定。而从目前的市场反响来看，新作或许

很难复制去年夏天的票房逆袭路径。

可就像导演本人所寄望的，“我给自己树

立的目标就是每个项目都要有所挑战、有所创

新、有所冒险，每部作品都要当课题一样去研

究”，作为国产真人漫改类型片的“破壁者”，

《异人之下》要穿越二次元文化与大众文化的

次元壁，挑战之路或仍迢迢，但创新的每一步

总是有益的。

打开国内电影市场的一片蓝海

《异人之下》改编自米二的漫画《一人之

下》，漫画连载了8年，点击量破300亿，漫改动

画播放量超65亿，无疑是国漫领域的大IP、二

次元受众的心头好。故事里设定了一种叫作

“炁”的生命能量，能感知并操控这种能量的人

就是异人，他们以寻常样貌生活在当代都市、

过着普通人的生活，直到异人身份被揭开，进

而卷入异能的派系争斗，都市里暗流涌动。

关于异能的想象与描写，各国电影中都曾

出现过，例如漫威、DC等西方的超能类型片。

乌尔善注意到，“影史票房前20名的电影有6

部是漫画改编电影，可以说，它是一个通行国

际的青少年文化主流产品”。但在国内电影市

场，都市异能仍是一片蓝海，尤其《异人之下》

还带着源自中国古代道家哲学的“最东方”基

因。它既不同于“封神”一类的古典奇幻与神

魔斗法，又很难被看作国外热血少年漫画的中

国译本，它跨越了传统电影的边界，将奇幻与

现实、异能与人性融合，试图为观众呈现一个

前所未见的当代国风异能世界。

据查，“炁”为“气”的古字，《老子》《列子》

《庄子》都曾对“炁”有所阐述。电影中能清晰

看到“炁”背后中医经络、五行学说等中华传统

文化的影子。比如主角张楚岚的功法，导演将

其色彩设计与人体五行一一对应，红白两色的

雷法源于心肺，契合中医里心属火、肺属金的

理念。解剖故事内核，张楚岚与爷爷的骨肉亲

情、狗娃子和冯宝宝的一生羁绊等，都与传统

文化中所倡导的道德观念相呼应。而神秘的

古建筑、中式庭院、奇幻阵法、八卦掌、八极拳，

片中由“炁”而催动的异能世界，无不透出创作

者对传统文化的看重。

只是，如何表现“炁”，乌尔善兵行险

招。他用饱满的色彩、新潮的电子配乐、撕

漫感的吸睛造型等贴近漫画表达的夸张风

格，打造“传统文化的世界里蹦迪”“电音节

上打太极”的观感，让不少欣赏者狂欢，也

让另一部分观众直呼“拼贴一场”。

让  与真人合作“表演”

乌尔善迄今 已 有 五 部 作 品 与 观 众 见

面：《刀见笑》 主打荒诞黑色武侠，《画皮

II》 为志怪魔幻片，《寻龙诀》 尝试了奇幻

冒险类型，《封神第一部》 定位古典神话

题材，此次 《异人之下》 则是真人漫改电

影。这样的作品序列中，既有导演一以贯

之对幻想世界的偏爱，又能看到一次次的

尝新、拓新。

对真人漫改电影而言，普遍的难题是，

当漫画自带的夸张感被移植到真人世界，如

何平衡观感。这一回，乌尔善给出的解决办

法是加入AI摹片动画。“我们为演员做了数

字扫描，把数据交给人工智能去学习，同时

也把我们需要的绘画风格交给人工智能去学

习，然后把绘画风格带入每个角色的数字模

型上。”乌尔善介绍，这相当于让AI与真人

演员合作完成同一个角色的“表演”，“这是

首次将真人摹片动画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于院线电影制作，希望能给同行带来一些启

发，也许未来能在人工智能跟传统电影技术

结合上找到新的方法”。

至于当下，AI在 《异人之下》 的参演，

同样引发了口碑的分化。有网友赞同，AI

摹片动画的创新尝试能让影像风格自由穿

梭于“三次元”与“二次元”的世界；但

也有人感觉割裂，比如后半段用AI交代冯

宝宝的身世线，和真人部分频繁穿插，强

烈的对比和反衬，加重了观众对真人漫改

的不适应。

无论如何，《异人之下》的出现是国产漫

改电影的一次探索。它不完美，却足够勇

敢，用拓新为行业新赛道迈出一步，也让业

界看到更多可能性。据悉，《异人之下》也有

计划推进三部曲。或许，续篇中有望看到国

产漫改电影的更多新解法。

这部“上海出品”大胆挑战国产真人漫改类型片

《异人之下》：国产电影的“破壁”冒险

■本报见习记者 臧韵杰

吴湖帆《红旗插上珠穆朗玛峰》，“海上奇峰——吴湖帆诞辰130周年艺术展”展品。（主办方供图）

乌尔善导演新片《异人之下》将奇幻与现实、异能与人性融合，试图为观众呈现一个前所未见的当代国风异能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