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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艺术

●张吃鱼、张帆揭秘暑期档
冠军如何炼成

●东方影都“科幻三部曲”
之后继续蓄力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首席记者 米荆玉

随着《独行月球》票房破20
亿、剑指30亿，目前国产科幻电
影领域已经形成了两个数据序
列。从纵向角度看，科幻片榜
单三强《流浪地球》《疯狂的外
星人》《独行月球》都在东方影
都拍摄，均突破了20亿票房，都
有深刻的青岛符号，前两部已
经拿到了青岛市优秀影视作品
制作成本补贴。从横向角度来
看，今年暑期档三部大片《外太
空的莫扎特》《独行月球》《明日
战记》都是科幻题材，分别是科
幻与亲子、喜剧、机甲元素结
合。在三部影片中，虽然《独行
月球》票房和口碑最好，但另外
两部影片也做了较大的创新，
《外太空的莫扎特》的拍摄实现了全程实
时动捕，《明日战记》集合了希娜魔夫、
MORE VFX两大团队完成了机甲硬科幻破
题。抛开功利的票房数据，影迷将从这
两部电影看到未来电影工业的发展新方
向。对于电影工业来说，青岛东方影都
显然是这两个序列交织的关键结点。

《独行月球》票房的火爆遮掩了一部
分探讨，例如《独行月球》到底是科幻还
是喜剧？从电影本身看来，《独行月球》
当属科幻片无疑，它的每个剧情冲突、转
折都是由科学原理来推进，利用月球“月
昼”丰富的日照时间完成 41 天环月壮
举、利用袋鼠的爆发力和月球引力解决
了“最后五十公里”、利用“宇宙之锤”撞
击小行星碎片π+……诚然沈腾贡献了
最丰富的笑料，但《独行月球》显然是一
个贯彻了工程师精神的电影：独孤月把
宇宙飞船的零件按序号拆分又按照序号
重组，我们可以信赖这种工程师思维，它
比《羞羞的铁拳》里卷帘门副掌门跷着指
头高喊“你过来啊”带劲多了。

在《独行月球》热映期间，我们采访
了该片导演张吃鱼、该片视效总监张
帆。张吃鱼在《独行月球》项目上，从31
岁忙到了 36 岁。而张帆所在的 MORE
VFX（墨境天合）更是国内首屈一指的视
效巨头，担纲了《流浪地球》《刺杀小说
家》《独行月球》的拍摄；《独行月球》对行
业的重要启迪在于一方面把科学顾问纳
入影片团队里，保障了严谨的科学性；另
一方面实现了喜剧内核与科幻外壳的嵌
合，为国产喜剧探索了全新思路。如何
分配平衡“喜感”与“科幻感”的权重，如
何兼顾特效水准与拍摄成本，如何在好
莱坞科幻大片环伺下寻找国
产科幻的出路，我们可以从两
位导演对特效和电影的探讨
里一窥未来。

问：《独行月球》已经成为暑期档最热门的
电影，甚至被影院经理称为“救市之作”，它的票
房一路火爆。作为导演，您花费 5 年在这个项
目上，现在的心情如何？

张吃鱼：首先，一开始我们对票房没有做什
么预期，当然看到观众回到影院，我们是特别高
兴的。在原本低迷的环境里，能看到观众对电
影还没有完全丧失兴趣，这是电影人希望看见
的。一开始做《独行月球》的时候，以及我们“开
心麻花”做喜剧的时候，初衷就是把快乐带给观
众。我们更在意的是口碑，只要是口碑好，我们
尽了全力，票房多少，我们都可以接受。

问：这部电影里有青岛籍的演员黄子韬，他
的青岛话戏份非常让人意外，造型也颠覆了偶
像形象，您对他的表演有什么评价？

张吃鱼：我对黄子韬特别满意。我在剧本
里设计了一个偶像的角色，希望观众看到末日

之前的偶像在末日之后展现了自己之前没有展
现的一面。这个戏份要想达到的最好效果，一
定得请偶像来演。但是我也知道，对于偶像来
说，要自毁形象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我请黄子
韬的时候，一开始没想到他能答应，我甚至已经
准备了一个B方案，请素人塑造偶像。没想到，
黄子韬欣然答应了，而且还演得非常好。影片
中，他说青岛方言，我就觉得很有喜感，他是有喜
剧天赋的，最后呈现的效果，我也非常满意。

问：扮演“金刚鼠”的郝瀚也是影迷们关注的
焦点，他同时也是青岛电影学院的毕业生，您当
时选择他出演金刚鼠是看到了他的哪方面特质？

张吃鱼：首先是国内没有专业从事这种动
物模仿的演员，没有安迪·瑟金斯（《指环王》系
列“咕噜”的扮演者）式的演员。郝瀚跟我之前
曾合作过，他是一个非常认真聪明踏实的演
员。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愿意花一年时间观察
袋鼠、模仿袋鼠，这是我最看重的品质。正因为
他有这种品质，所以他一定能把动物角色演好，
哪怕他之前没有模仿过袋鼠。

问：《独行月球》的特效技术非常出彩，做到
了把真人的表情投射到了袋鼠脸上，特效工作
到 7 月份才全部完成，能否介绍一下难点在哪
里？

张吃鱼：在电影里，袋鼠戏份最难的就是调
节它的微表情。微表情是一种感受性质的东
西，需要不断调整各种细节，包括袋鼠有没有泪
腺（《独行月球》有袋鼠与独孤月含泪告别的戏
份）、泪腺能动到什么程度、毛发运动到什么程
度、脸上的一个褶子动到什么程度……这些在
视觉预览的阶段是无法准确判断的，必须把它
渲染出来。而这种高精度的镜头，渲染一帧需
要20到30个小时，渲染完了，得到结果，再判断

是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如果不满意还要回头
继续调整。片中有个袋鼠看到独孤月扮演的母
袋鼠一瞬间联想起大草原的镜头，那个镜头是
从去年8月我给的剪辑素材，调整到今年7月13
日才完成，这期间每个月都有很多的版本，画面
在不停地迭代，就是为了调整一个完美的细微
表情。生物类的特效是特效领域最难的，只要
是涉及到生物一定是最难的。我对这个金刚鼠
的效果还是很满意的。

问：《独行月球》被定义为一部喜剧内核、科
幻外壳的电影，怎么把握特效与剧本的喜感之
间的平衡？

张吃鱼：首先，在视效层面，我们有专业的
视效指导，在制作层面不需要我太操心，我只要
发挥我的想象力就行。但是在喜剧和科幻的平
衡上，确实是这个电影的一大难点，方方面面的
细节都要考虑到。像片中独孤月第一句台词：

“我到了月球之后，不知道我的社保还能不能续
上？”社保是喜感、接地气的，去月球是科幻的、
比较遥远的，二者在这一刻形成了碰撞。到了
影片调色阶段，我和摄影指导、调色师还在探
讨：到底是往喜剧暖色调上去调，还是往科幻的
冷色调上去调。最后，我们找到一个平衡点，才
有了这个影片的呈现。

问：“科幻喜剧”这种类型的影片，之前很少
有导演触碰，科幻电影的道具生产、制作经验在
国内也不足，而投资又特别大，在这么漫长的制
作周期里，您是怎么调整创作心态的？

张吃鱼：整个科幻片在电影业里还是少
数，制作经验还在积累过程中。从《流浪地球》
开始，《独行月球》其实是第二部需要运用大体
量、大规模的科幻道具的国产电影。至少我看
到的科幻道具产业已经很不错了，我还是比较

乐观的，相信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看到国际
顶级水平的宇航服等科幻道具。确实我们每天
要遇到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困难，我把困难当
成让片子变得更好的契机、通道和途径，我只要
把难关跨过去了，这个片子就会更好。

问：独孤月最后如果有个喜剧结局，应该符
合更多影迷的心理期待。有没有考虑过让独孤
月和马蓝星大团圆，让票房增加几个亿？

张吃鱼：我从未想过更改这个结尾。从我
当初写完《独行月球》剧本时就完全确定了这个
结 尾 ，同 时 也 是 一 开 始 就 确 定 了《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这首歌，独孤月的结局
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浪漫的结尾，这也正是我
所追求的。独孤月从一个普通的中间人到最后
能够站到了地球和π+中间的人，从一个孤独的
人到最后成为一个被全世界关注着、关心着的
人，从一个对女神只能默默暗恋到最后可以跟
女神交心的人，其实他的人生已经非常完满
了。现在的结尾，在我看来就是他最好的归宿，
也非常浪漫。

问：这部影片在东方影都的影棚里拍摄完
成，拍摄过程有什么感受？

张吃鱼：我是个新人导演，我拍过的棚真的
不多。但是我的主创团队、特效团队 MORE
VFX、我的美术团队都是拥有丰富经验的资深电
影人。参观完了青岛的影棚之后，他们跟我说

“这就是最好的棚，条件已经是非常好的了”。选
择在东方影都拍摄，是参考了他们的意见。在拍
摄期间，东方影都的确给了我们非常大的帮助。

问：您对青岛的景色、食物有什么感受？
张吃鱼：我对青岛的鲅鱼饺子印象最深刻，

东方影都周围的鲅鱼饺子，我都吃过，挺喜欢
的。

张吃鱼导演：独孤月的人生很完满

问：《独行月球》构建真人演员郝瀚与 CG
大袋鼠之间的表情联动，让我们联想起《指环
王》里安迪·瑟金斯饰演的“咕噜”，动捕戏份对
于沈腾、郝瀚来说有特殊要求吗？

张帆：拍摄过程中，我们先请演员郝瀚表演
袋鼠，后期把他擦掉，合成了一个CG袋鼠来替
换他，难点在于，袋鼠跟“咕噜”不一样。“咕噜”
原本是个人，而袋鼠本身是动物角色，人来模拟
袋鼠跳、挠痒痒，这些需要郝瀚长期观察袋鼠习
性。尤其袋鼠全程不能说话，郝瀚只能模仿哑
剧，通过动作、表情、手势来表演，难度很高。郝
瀚演完之后，我们根据演员的表演再去调整，通
过剪辑达到导演的需求，又要写实，又不能太拟
人，需要在中间找一个合适的尺度。

沈腾戏份的难点就是跟郝瀚对戏。现场，
郝瀚只是眼睛上的戏，因为他穿着绿衣服，其实
跟演员本身的互动感没那么强，这需要对戏的
沈腾有很强大的想象力，有精湛的表演功底。
我们拿一个杆子上裹了袋鼠的玩偶，模拟位置
让他对着玩偶表演，难度特别高，沈腾表演能力
很强，最后效果很好。

问：《独行月球》里，如何把握好金刚鼠身上
的喜感和科幻感的分寸？

张帆：这部电影属于科幻喜剧，科幻和喜剧
是两个标签。金刚鼠作为生物角色，也属于科
幻范畴，做袋鼠的动画，我们倾向于往搞笑的方

向走，毕竟整部片子是喜剧，但又不能太搞笑、
太卡通。太卡通了，就是《猫和老鼠》，生物角色
跟真人显得不协调。我们把金刚鼠稍微往卡通
偏一点点，拟人但又不完全拟人，因为袋鼠不可
能完全以人的方式演戏，但在某些戏份里，袋鼠
要显得可爱、好色、愤怒，又比较拟人。我们用
心拿捏这个尺度，太拟人就让观众觉得它不像
是袋鼠，但太写实的话，人和真实袋鼠在一起没
有那么好笑，脱离了很多喜感。

问：此次《独行月球》在东方影都拍摄了142
天，也是 MORE VFX 团队在影都的又一个重
点项目，能否介绍一下在东方影都的拍摄体验？

张帆：我们这次在东方影都用了15个摄影
棚、置景面积 41000 平方米，把 200 吨石头磨成
了沙子做成月球表面，100%实景搭建月球基
地。东方影都是我接触过的投资很大、规模很
大的影视基地之一，整体服务和管理也很好，我
们的整体体验很不错，在国内算是第一，包括这
边拍戏、休息配套都很完善。我们还使用了影
都五号棚的动捕头，通过我们自己开发的动捕
流程，放到更大的影棚里拍摄月球戏份大场
面。当然，现在技术迭代很快，影视基地不断引
进新技术，影都目前没什么问题，之后迭代的竞
争力肯定会有。

问：《独行月球》里用真实的砂石构建月球
表面，未来LED虚拍技术是不是可以直接虚拟
月面景象，省略这一轮实景工作？

张帆：整个电影特效工业发展不是线性的，
不是直接从蓝绿幕直接进化到LED屏幕，不是
从A发展到B，而是A和B同时存在的状态。一
部戏有各种各样的特效镜头，比如，独孤月在月
球奔跑的戏份，他的脚和月面有很多接触，这个
接触到的部分月面肯定需要现场搭景搭出来，
相当于中近景是实景，而中远景可以用LED替
代。未来LED是很好的技术，但目前它的成本
还是太高，调度很大的镜头需要很大面积的
LED屏幕，独孤月在月球奔跑的整体距离很长，
如果要完全满足镜头需求的话，现场的置景、搭
建LED设备的成本太高了，一旦比搭建蓝绿布
成本还高的话，就不适用了。LED 和蓝绿布不
是必须二选一，而是同时存在。

问：特效硬件装备的发展日新月异，影视基
地如果想保持对科幻片的吸引力，应该补强哪
些领域和部门，才能吸引对制作技术有更高要
求的作品落地？

张帆：正如我之前谈到的，希望影视基地设
置一个技术团队，持续地观察国内外的新技术
新方向，经常跟国内各个视效团队、制片方接
触，了解需求，更新硬件。根据各个剧组需求订
制环境，满足不同的需求，吸引大家去拍片。东
方影都的服务现在挺好的，软硬件的提高肯定
是无止境的。

问：从《流浪地球》《独行月球》到《流浪地球
2》，您所在的 MORE VFX 都作为视效团队深

度参与，能否介绍一下这三部电影的特效技术、
太空美学等方面的延承？

张帆：《独行月球》的视效量约为1800个镜
头左右，我们从2020年年初介入，2020年10月份
我们进剧组开始前期筹备，去年4月份杀青后，
我们又马上投入做后期，一直做到今年 7 月 19
日，上映前十天才收工，做到了最后一刻。业
内一般 1200 个镜头以上就算是重视效电影了，
这部电影全片95%以上的镜头涉及特效。

从《流浪地球》《独行月球》到《流浪地球
2》，在特效技术和艺术上肯定有关联性的。国
内观众看过很多好莱坞视效大片，眼界被提得
很高。我们国内科幻电影想要给观众耳目一
新的视觉感受，对于视效团队来说挑战很大，
因为做的不能跟好莱坞完全一样，也要让大家
看起来跟国内有一定的关联，加入中国元素和
文化。比如《流浪地球》让大家看起来很亲切，
跟国外影片的整体感受不一样。我们从《流浪
地球》到《刺杀小说家》，包括从以前的《一出好
戏》和《悟空传》都积累了很多经验。如今再做

《独行月球》的设计，当然也有很多新的技术难
关、需要打磨新的效果。以我们自己的文化形式
创作出来的科幻片，肯定让大家更容易接受一
些，跟自己接受的教育和文化的熏染相匹配。好
莱坞科幻片很高级，但是离我们很远，好像我们
在看别人的故事，而《独行月球》，大家看完之后，
感觉真的是我们自己的科幻片、自己的电影。

《独行月球》视效总监张帆：金刚鼠必须拟人，又不能特别像人

■ 视 效
总监张帆在
《刺 杀 小 说
家》《独行月
球》等影片贡
献了惊艳的
视觉效果。

■张吃鱼导演花费五年时间打造
《独行月球》。

■■黄子韬颠覆形象出演黄子韬颠覆形象出演““一号线艺人一号线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