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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志伟是非遗

项目北京绒鸟（绒花）

第六代传人，他与孙

红健导演合作，在多

个短视频平台，以

“蔡志伟de绒花”账

号发布短视频，介绍

北京绒鸟（绒花）的

制作技艺和背后的文

化内涵。短短半年多

时间，就积累了大量

“粉丝”。

主对话up

蔡志伟de绒花 发扬的继承才能光大非遗
本报记者 胡春萌

2023年开年以来，电影《流浪地球2》票房不断刷新，电视剧《三体》

迎来口碑热度双丰收。两部作品走出国门，成功“出海”，让世界看到

中国科幻的影像魅力。历经七年打磨，《三体》这部备受瞩目的科幻

剧以高分收官，这部国产科幻影视改编剧的影响却还在延续。近日，

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办的电视剧《三体》研讨会在京举办，与会

专家认为，《三体》在科幻剧集领域内具有里程碑式的标杆意义。

本报记者 张洁

电视剧《三体》

展现中国式硬科幻的影像魅力

用视听语言去翻译原作

经历了数番搁浅的影视化波折后，剧集
《三体》先于《流浪地球2》一周，在央视和腾讯
视频同步开播，这部中国科幻文学的头牌 IP
终于亮相荧屏。总导演杨磊从小就是科幻迷，
初看《三体》时，他知道自己看到了中国最好的
科幻小说。视觉导演陆贝珂则是用自己专业
在脑中模拟三体世界，自接到项目的那刻起，
他们以自己的影像语言，为每一个观众，讲述
这个梦。

在两位导演进入之前的三年里，前期剧
本一共做了20多版方案，面对《三体》这样的
超级 IP，是否改编、如何改编，是创作团队不
断面对的问题。编剧田良良说，团队花了大
量的时间去调研和尝试：“从创作的角度，其
实我们是尽可能地保留原著小说当中最宝贵
的东西，这个是版权小说改编当中非常重要
的一个方面，尤其是小说语言转化成视频语言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所在。真的是非常感
谢平台方的果敢和热爱，这是这部作品为大家
所喜欢的一个基础。”

导演杨磊受访时笑谈当时进组就是来“捍
卫”原著的，“我是重度书粉，不希望剧本‘魔
改’，我要做的就是在我的专业领域里，用视听
语言去翻译原作。”如何将剧情梳理成更合理
的影视剧逻辑，杨磊说：“我们不仅用了丰富的
动画来说明，同时增加了史强的台词解释，希
望更友好地帮助观众梳理这些科学知识。”

电视剧《三体》播出后，网友对它最多的评
价就是“神还原”，整个剧版的内容几乎严格按
照原著的叙事在推进，“三体游戏”的虚拟特
效、“农场主”世界的奇幻形态、古筝计划……
如何更好、更真实地将《三体》原著中这些脑洞
展现给观众？

杨磊说，主创团队请来六七十位科学家作
为剧组拍摄的科学顾问，反复讨论科学仪器、论
文数据、图表公式，“只要镜头扫到的地方，尽可
能确保出现的公式是对的。”甚至连魏成在剧中
密密麻麻写了一屋子的公式也是经过求证的。
“镜头上大概一个三秒的画面，比如一个公式，
剧组需要与科学家沟通一周的时间。我们学了
大概有三个多月，笔记记了一大本，我们拍这个
戏就像重新上了一遍大学。”

因为种种原因，剧组无法前往巴拿马运河
进行实地拍摄，为了拍摄“古筝行动”，只能在
国内找替代品。剧组共找了十三个取景地，用
组合的方式拍出了“古筝行动”。陆贝珂说：
“这就意味着我们在实际拍摄之前就要设计清
楚，哪一个镜头放哪一个画面，总体可修改度
不超过10%。”此外，《三体》剧组还专门组织制
作人员学习船舶设计的专业知识。陆贝珂介
绍：“比如船用钢有哪些种类？不同的船用钢
被切开后会有什么表现？船的内部结构又会

因此发生哪些变化？在设计画面之前，这些都
必须了解清楚。”

整个拍摄过程中，《三体》剧组曾辗转北京、
天津、舟山、横店、杭州、黑河等地，除红岸基地
和作战中心的内景是搭建外，其他外景均为实
景拍摄，甚至去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站、国家纳
米科学中心拍摄，也是在那里拍摄的第一个剧
组。回顾整个拍摄经历，《三体》总制片人白一
骢用“死磕”来形容，“我们在科幻这个领域，大
家都是在开荒，没有过去的经验和帮助，只能我
们自己慢慢趟。”

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书写科幻

电视剧《三体》不仅呈现了一个精彩的科幻
故事，更聚焦于剧中“小人物”的精神写照，探索
属于中国人的科幻思想。

日前，中国电视艺委会组织的电视剧《三
体》研讨会在京召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
剧司司长高长力以《三体》为例探讨了电视剧创
作的多样化趋势，肯定了《三体》在题材、技术和
思想层面上的创新价值，鼓励未来更多像《三

体》一样的优秀中国科幻作品的创作。
杨磊认为《三体》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有中

国人自己的文化背景，“《三体》一个非常厉害的
地方，就是有着中国人自己的文化背景，原创
15个思想实验，描述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
观。我觉得科幻在国内落地，必须要跟中国自
己的文化结合，要和自己的现实生活结合，要用
自己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要用自己的态度
和价值观，去表现中国对于未来的看法。”

另外，他表示，做科幻一定要有中国代入感，
一定不能被舶来的科幻外衣迷住了双眼，“我们
在创作之初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用
现实主义和写实主义的方法来拍摄科幻，所以我
们一直坚持实景拍摄。《三体》剧组在全国大型转
景一共有12次，差不多涉及200多个场景，横跨
了大半个中国，我们觉得只有用真实的场景，才
能最大化地表达出写实的魅力。”

编剧田良良认为，科幻题材虽然悬浮，但
也要坚持现实意义，要秉持一以贯之的严谨态
度，“我们虽然是在改编一个科幻作品，但是我
们选择了一个现实主义的创作想法，缔造一个
可信的情境，由此出发来做戏，这样的方法让

我们的角色更真实，情感更饱满，观众能够更容
易跟科幻中的角色共情。虽然科幻，但是不悬
浮，具有更强烈的现实主义意义。同时我们在创
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希望时刻传递一个比较积
极向上的主题和价值观。”

田良良表示，在阅读小说的时候，能够感受到
作品的中国特色，比如说剧中的周文王、墨子和伏
羲等，还有秦始皇的人列计算机，“其中格外耀眼
的实际上是中国人那种内敛、克制和含蓄的情感
表达方式，这些都让这个作品独树一帜，所以在改
编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些特质呈现出来，
让影视化后的作品拥有一种民族力量。”

陆贝珂表示，《三体》原著的主旨具有多个层
次，既有黄金年代科幻小说的进取精神，也有对科
技力量的人文反思，最终在经历了种种反思之后，
仍然对人类的科技进化之路充满热情。他说：“这
种在看到科技的负面问题后，仍然对科学与文明
充满客观精神的气质，内在的中国人特有的进取
心，深深地打动我和影响我。在杨导现实主义创
作的基调上，我尽力去表达出中国在科学与自身
关系方面的独立思考，用综合数字化技术表达出
科学的魅力，也传达出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他也
表示，希望这部剧让更多的观众体会到优良的科
幻文学和科幻影视作品带来的正面意义，让更多
的青少年仰望星空，消减傲慢，不断进取。”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学艺术
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向云驹认为，电视剧《三
体》具有独特的艺术成就，呈现出科幻现实主义风
格，巧妙处理了科幻与现实的关系。让剧集的现
实性超过以往的科幻片，但是科幻属性又没有受
到约束，成为中国科幻电视剧的转折性标志。

科幻剧集走出去的勇敢尝试

电视剧《三体》在国内收获高热度高口碑的同
时，也赢得了海外观众的认可，依托腾讯视频海外
站WeTV和腾讯视频Youtube官方频道，《三体》
收获了海外观众的热烈反响与好评。在不断涌现
的好评热议中，《三体》引领中国科幻走出国门，开
辟了全新的海外赛道。

研讨会上，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杂志执行

主编、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期刊出版与学术交
流中心主任孙墨笛表示，“《三体》为中国在线影视
剧‘走出去’开辟了新赛道、新空间、新气象。”在他
看来，电视剧《三体》的“走出去”是面向更广国际
社会的、淡化异质文化色彩的，同时也是具有深刻
现实意义的、积极彰显中国智慧的，“电视剧《三
体》‘走出去’的成功，将成为2023年我国数字文
化出海的新亮点。”

白一骢坦言，电视剧《三体》从启动到播出，历
时近7年，是一个高风险、长周期、低回报的项
目。他认为，科幻影视对于影视工业提升有一定
帮助，这也是做科幻作品的意义所在。“工业化最
重要的是要有一套工业流程和体系，能够保证所
有生产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

他认为，中国影视行业距离工业化还有一段
距离，但这部剧让观众开始相信中国有自己的团
队，有能力挑战科幻，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开始，
会将继续向《三体》续集挑战。

据版权方三体宇宙透露，续集《三体II：黑暗
森林》及番外剧《三体：大史》正快马加鞭生产，动
画《我的三体》第四季已在制作中，预计明年上线，
而电影、VR互动叙事作品等更多形式的产品也
已纳入计划，将陆续与大众见面。

此外，据不完全统计，接下来各平台还有接
近10部科幻影视作品亮相，包括《群星》《时间深
渊》《球状闪电》《爱的元宇宙》《仿生人间》等。白
一骢希望，未来能涌现更多元的科幻作品，观众
们对这类题材能多一些宽容，他很期待接下来的
《球状闪电》《火星孤儿》等影视剧，最好都能收获
不错的播出效果，“只有大家都好起来了，这个行
业才有希望。”
《三体》首次以真人剧集形式改编硬核科幻

IP，是科幻剧集垂类赛道的一次勇敢尝试，也是通
过影视讲好中国式科幻故事的一次勇敢尝试，有
利于推动影视行业视角更加广阔，实现影视行业
高质量发展。在更基础的层面上，中国能否打造
出属于自己的科幻宇宙，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科幻
文学的不断丰富。至少，中国科幻已经逐渐破圈，
影视化的成功让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个圈子，逐
渐让人们关注更多的创作者，或许那是中国科幻
下一个阶段的故事了。

非遗宣传需要借力
记者：是什么契机，让您二位开始合作发布

短视频的呢？

孙红健：最早跟蔡老师相识，是因为两三年
前我拍摄一部纪录片，蔡志伟老师就是我这部
纪录片里的一位主人公。当时我们两个人聊了
聊，我就建议蔡老师要做短视频，通过新媒体去
推广非遗项目，蔡老师也挺感兴趣的。但是因
为后来疫情，就拖了一段时间，直到去年8月，
正好我又一次拍纪录片拍到蔡老师了，我就跟
蔡老师说我帮你弄吧，然后才正式开始合作。
我除了做影视导演以外，也会做一些商业客户
的新媒体账号的运营和孵化，所以我对新媒体
运营这块的了解还是比较深的。

蔡志伟：我一直是觉得，短视频它本身是个
趋势，咱们做传统手工艺必须得与时俱进，这是
肯定的。不光是我们绒花的发展，还有很多传
统手工艺，如果你跟不上节奏的话，你就会被历
史淘汰。所以短视频对于我们传统手工艺的宣
传是有很好的作用的。我一直以来也有尝试新
媒体的想法。

我大约从2006年、2007年开始参加各种活
动来宣传北京绒花绒鸟。2018年的时候，电视
剧《延禧攻略》的播出，让绒花为大众所知。当
时我就发现，我推广了这么多年，也参加了国内
外很多活动，对绒花的普及，没有一部电视剧的
影响力大。从电视剧播出到现在，全国一下增
加了几万个“簪娘”，你就可见它的影响力多大
了。我现在做短视频也就七八个月，“粉丝”量
各个平台总共有八九万了，虽然这个数字和那
些大主播没法比，但是在非遗技艺这个类别里，
形成的影响比我这么多年宣传的效果都厉害。
俗话说酒香不怕巷子深，现在不像以前了，那是
酒香也怕巷子深，必须找符合现在新趋势的这
种宣传渠道了。

记者：蔡老师，您当年是通过什么渠道接触

并开始学习制作绒鸟、绒花的？

蔡志伟：我也是通过新闻媒体接触到的。
当时是2002年前后，我看见电视台，好像是北
京台，当时播送了我师傅高振兴做了九龙壁的
绒花作品的新闻，我就很感兴趣。后来联系到

我师傅学习。所以，其实非遗宣传一直是借助
各种媒介的，以前是传统媒体，现在生活节奏比
较快了，新媒体发达了，人们通过手机，更容易
在不同的环境下去接受新鲜事物，传播非遗项
目要勇于去借力。

真实记录传统手工艺的价值与内涵
记者：您二位觉得，通过短视频展现传统技

艺，重点在哪里，难点在哪里？

蔡志伟：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把非遗背后
的文化传达出去。必须要把绒花背后的文化根
源要宣传出去，让人知道什么是绒花？南方绒
花是什么样？北方绒花是什么？北方绒花为什
么是这样？特点是什么？把文化宣传出去，这

才是我们要做的一个事情。技艺本身和做出来
的成品，反而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现在一些视频，它做绒花的工艺是北方的，
但是一些专业用语是南方的名词，我反对这
样。因为专业用语背后是有文化渊源的，如果
一个手艺没有文化的传承，那么它就是缺少灵
魂。比如说绒花有一个修剪的步骤，北方专业
用语是“刹活”，南方是“打尖”。为什么呢？刹
在北方语言里有去除的意思。南方叫“打尖”，
一开始我也不明白，后来有一次我无意中听侯
宝林的相声，里面讲去上海理发，到理发馆说
“打头”，这里“打”不就是修剪的意思么，所以
“打尖”就是修剪尖。所以说到底，有些固定用
语背后和语言文化有关。它是语言环境造成了
专有名词的不同，这是它的文化，也是乐趣，如

果南北都统一用一个名词，其中的文化就丢了。
要守住非遗，这是我们这些非遗传承人的责任，守
住什么？最根本是守住它的文化，守住它最基本
的一个根。

孙红健：根据我这几年做短视频的经验，其实
我个人觉得短视频内容最重要的就两个字——真
实。比如说拍一个像绒花这么漂亮的东西，或者
其他的非遗，好多人认为“我应该把它拍得特别的
唯美”。但我觉得这个观念是错的。因为你拍得
特别唯美，大部分观众看了之后，会觉得这个属于
纯粹商业行为，体验感会下降。所以像我们做专
业影视的人，去拍这类传统手工艺的短视频，要
“降维”。“降维”的概念就是不能太专业，要让别人
看到了，感觉像普通人做的，表达的情感也应该是
普遍化的。我们追求真实，第一个通过画面，第二

个就是通过人物的说话方式，要与观众更像朋友，
去聊天，而不是一个老师。还有一个跟真实有关
的点，就是我们通过短视频追求更多的互动，我们
会在片子里留很多的开放式的话题或内容，给别
人留一些余地去评论或者讨论，或者我们跟同行、
爱好者产生一些交流。

记者：孙导演，听说您也是天津人，我之前也

接触过一些咱们天津做短视频的非遗传承人，他

们有一些困扰，比如拍摄花费的时间精力很多，难

以长期坚持，只拍非遗手工艺品的短视频，一开始

点击率还可以，时间长了渐渐地看得人就少了，等

等。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和经验可以分享吗？

孙红健：真正的问题还是出在内容缺少观
点。拍摄者一定要通过视频内容表达观点，非
遗传承人要说出对于非遗的认知，说出对于这
个作品的认知。我们要表达出来观点，别人才
会去从你的视频里边得到一些知识，并不是说
我们要把这知识讲成一节课，而是应该明确说
出“我自己认为这个东西是什么样”，这样才能
寻找同类、寻找“知音”。我们只拍一个产品、
一个制作过程是没有意义的。创作者自己要
表达观点。

其实我一直也有一个观点，做新媒体或者短
视频不能让自己越拍越烦躁，你应该一直处于一
种非常快乐的分享状态。因为做短视频，不可能
每一条片子都会火，可能拍十条就火一条，但是
有的人拍两天才出一条片子，发出来没有流量，
就特别尴尬，做着做着他就没有信心了。我建议
每一条发出来的片子，至少在拍摄上时间不能超
过30分钟。因为精力毕竟有限，尤其是这些非
遗项目的传承人，都有本职工作要做。抖音的广
告语是什么？记录美好生活。你就记住这句话
就行，不要摆拍不要唯美，你拍得越精致唯美，你
耗费精力越大，成本越高，然后心理落差越大，越
坚持不下来。你就本着一种记录的方式和心态
去拍短视频。

拍短视频其实是有一些方式方法的，有一些
关键点、切口，说实话，对这些做非遗的老师们来
说，隔行如隔山的，你让他自己去做，他可能还真
找不到切入点。他们的知识储备够，但是需要接
受一些相对系统的培训，让专业的人帮他们把这
个东西捋顺了，他们就可以拍很多内容。我现在
也在做这方面的培训课程。

追踪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