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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亞洲影視未來系列（下）

AI賦予影視產業無盡創意和可能

2019年的現象級作品《流浪地球》開啟了

「中國科幻元年」，隨後的《瘋狂的外星

人》《上海堡壘》《明日戰記》等，無疑極

大釋放了觀眾對未知疆域的想像，以及對科

技發展所帶來的文明後果的審視。其實早在

電影誕生初期，中國人便醉心於電光幻影中光怪陸離的特效場景，科幻元素

在武俠、動作及喜劇片中屢見不鮮。當全面複製荷里活科幻電影的模式顯然

不可行，華語科幻電影未來路在何方？「融合共創」和「本土化」或是答

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岳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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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FILMART之「華語科幻電影．融合與
共創」中，來自海峽兩岸暨香港的電影

人齊聚一堂，梳理科幻電影歷史，更探討如
何融合優勢資源，完善創作機制，提煉本土
文化元素，共創優質內容。
香港的科幻類型片歷史或可追溯到1959年
上映的《兩傻大鬧太空》，此片涉及外星
人、飛碟、太空等元素，內容新穎有趣且製
作精良，上映後頗受觀眾歡迎。當1977年的
《星球大戰》掀起全球科幻熱潮，香港電影
界亦受荷里活影響，開拍大型特技電影。繼
嘉禾電影於1982年邀請荷里活特技人員拍攝
超大型特技製作《新蜀山劍俠》後，邵氏電
影公司也專門成立特技組並購置先進拍攝器
材，製作了首部特技作品《星際鈍胎》。資
深電影人文雋便是這部科幻喜劇電影的編劇
之一，他憶述道：「其實我們不是真正的科
幻片，而是一部調侃崇尚荷里活的科幻迷的
喜劇，港片最重要的類型是喜劇、動作和武
俠，這些都是我們所擅長的。而1985年的
《回到未來》又啟發了我們關於穿越的創
作，產出《急凍奇俠》以及之後翻拍的《冰
封俠》，包括後來的《大話西遊》也受到了
影響。」

想像力是科幻第一生產力
既然港產科幻類型片已歷逾60年，為何直

到2022年才誕生第一部「硬科幻」《明日戰
記》？文雋說：「當然是因為成本的問題，
市場都不相信我們能拍真正的科幻片，直到
古天樂這個有心人出現。當時很多觀眾都入
場支持港產科幻片，最終香港票房8,000萬，
但投資超過4億，從香港市場來看其實是賠錢
的。雖然在內地票房超過6億，但從生意的角
度來看還是有一點失望。香港市場容納不了
去拍高成本的片，《明日戰記》對行業來說
是一個很有勇氣的嘗試，但沒有後來跟風的
人。」海峽兩岸暨香港的市場疊加效應也是
科幻電影人融合共創的原因。
電影學者何思穎則認為，香港的科幻片可

以通過低成本B級片的方式成長。「香港有
拍科幻片的潛力，但不是《明日戰記》的這
種拍法。過去港片的觀眾遠比香港人口多，
造就了繁榮的黃金時代，而如今部分港片的
觀眾僅限於港人，當然大灣區協作也是未來
的發展方向。我對香港人的想像力非常有信

心，《開端》的收視表現和口碑雙豐收或許
對我們是一種啟發，我對香港科幻片的未來
不悲觀。」

藉科幻電影看未來也找自己
兩部《流浪地球》在中國科幻電影史上可
謂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而在副導演郁剛看
來，《流浪地球》相對來說屬於孤例 ，因在
各方面它都有着不可複製的可能性。「2019
年看起來是元年，但實際上整個行業在做的
片子還是很少的，這意味着我們大部分的創
作人都沒有辦法越過《流浪地球》去想更多
的事情。」他續說，「其實我們現在更需要
一些中小成本的科幻電影，很多人說科幻電
影是看向未來的，而看未來的目的實際是在
找自己：我是誰？我從哪裏來？我要做什
麼？」
喧囂過後，郁剛選擇成立公司專職創作科
幻電影，五年風雨兼程走來，他意識到：
「可能中國觀眾需要的實際上並不是『科
幻電影』這四個字，而是需要與我有關的
科幻電影，這才是最重要的。」這種幡然
醒悟也與他前段時間回到家鄉寧波奉化有
關，原來奉化是中國化的彌勒佛——布袋和
尚出生、出家、弘法、得道、圓寂之地，
而彌勒佛其實也是未來佛。「那為什麼這
個題材不能做科幻？我們做科幻電影最痛
苦的其實是構建世界觀，要將政治、經
濟、交通、文化都做一個新的設定，這是
一項非常龐大的工程，所以過往多數是抄
外國科幻的設定。其實世界觀都基於一個
嚴密的閉環邏輯，而我們的傳統文化中已
有大量基於邏輯的成熟理論體系，例如
《易經》、佛教、道教等。我們常開玩笑
說科學的盡頭是玄學和宗教，那麼我們是
否可以在中間找到一個屬於我們本土的且
能夠連接觀眾的題材？我們天天在尋找外
星人，為什麼不去找尋內心的寶藏？」
他透露，最近正在做一個以科學解釋《山
海經》的項目，「我們用科幻的方式去表
達，用科學去解釋，而這個題材將與當下的
每個人都有關係。《繁花》的熱播讓我們發
現上海話的受眾非常多，這是個巨大的市
場，那我們為什麼不能做方言科幻片呢？這
些都是未來的可能性。」科幻的本土化表
達，或是科幻影人新的探索方向。

引發共鳴是科幻的內核
台灣著名電影人焦雄屏可謂華語電影走向

國際的重要推手，她亦獲聘擔任第六屆「藍
星球科幻電影周」的藝術總監。她稱，從
「科幻元年」這個概念開始，華語科幻電影
便迸發出了驚人的能量，從此在中國土地上
發芽生長，而一眾科幻電影人也正在這片領
域埋頭耕耘。「我們已經看到兩部《流浪地
球》的驚人成就，雖然科幻還不是一個特別
大的華語電影體系，但我認為它將有非常廣
闊的未來，類型電影從不是一個創作者的
事，而是會與觀眾共同成長。」
她表示，世界科幻電影由來已久，早期藉

攝影特技發揮想像，至上世紀二十年代隨科
技進步迎來蓬勃發展，成為扎實走上工業化
的一種電影類型，「美國科幻電影的成型很
大一部分與量產有關係，為什麼一直拍觀眾
也一直想看？因為會引發內心的一種共鳴
感，通常是潛意識中的恐懼和憂慮，例如以
變身為狼人映射青少年對突然發育的恐懼，
以星球戰爭反映當下的外交關係等。」
她由此強調，類型電影最基礎的概念便是

反映社會最關心的問題，「《流浪地球》中
的科學名詞觀眾可能並不關心，但每個人都
會明白裏面所展現的父子情，而廣受歡迎的
《你好，李煥英》其實也是藉穿越來講母女
的關係。這些故事的成功就是共鳴在社會中
發酵的力量。華語科幻電影有沒有抓到集體
社會潛意識和觀眾的共鳴感？這其實是一個
很重要的議題。」

「本土化」勢在必行勢在必行

談及「元年」後內地科幻電影的發展，中國

影協科幻電影工作委員會會長王紅衛先拋出一

個問題：中國科幻電影拍得最多、收益和口碑

最穩定的是哪一部？他並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

題，而是先列舉了2019年至今內地主體創作或

投資的科幻電影數量：共27部，其中動畫佔三

分之一，傳統大片佔五分之一。「答案並不是

《流浪地球》，而是已連續四年於春節檔上映

的動畫電影《熊出沒》系列，這個大IP自2021

年開始就堅定無比地走在科幻的道路上，今年

上映的《熊出沒．逆轉時空》票房接近20億元

人民幣。」他說，「其實所謂傳統意義上大製

作的硬核科幻片數量非常少，其餘的片子雖然

好像呈現出某種多元性，但真正經得住市場考

驗的多元性是極其匱乏的。」

他表示，眾所周知，科幻電影的特性在於必

然會與其他電影類型相結合，「在所有的世界

科幻電影已經開闢出來的道路上，華語科幻電

影與其他類型的銜接度並不高，這也造成科幻

電影多樣性遠遠不夠的問題。這幾年來，其實

我們的產業熱度大於真正的行業投入力度，投

入力度又大於行業的產能，而產能制約是因為

人才缺乏。」

業內人士已然在2019年便意識到華語科幻

電影的發展瓶頸之一是人才缺乏，「藍星球科

幻電影周」應運而生，並成為華語區最大科幻影視人

才、項目、技術的交流平台，作為「藍星球」主席的王

紅衛介紹道：「我們會做外國小眾科幻電影的專題展

映，也會通過舉辦科幻影視競賽、創投會、跨界論壇、

國際交流活動等來做這項人才基礎建設工作，對科幻電

影人才展開五年乃至十年的培養，這樣未來華語科幻電

影的發展才會有希望。」

科幻作家劉慈欣曾提出：「中國科幻電影缺少的是概

念和情懷。」華語科幻電影自元年以來篳路藍縷，局限

於編劇人才，歸根結底也是教育的問題。文雋對此表

示：「創作科幻需要天馬行空的想像力，而我們的學校

教育沒有土壤去培養能切合科幻需要的創意，所以在科

幻電影領域遲遲都未能更進一步。如今我們的硬件、製

作、資金和市場都能跟得上科幻片了，但我們的創作和

劇本還跟不上，我們需要在這方面加大努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茜）近年AI浪潮正席
捲與內容生產有關的各行各業，影視行業亦不
例外。在「無盡創意，無限可能：阜博集團AI
與影視產業發展主題論壇」中，本港與內地影
視行業專家從不同的維度，圍繞技術文化產業
發展的重大意義和價值展開討論，共同推動影
視娛樂產業邁進無盡創意無限可能的未來前
景。
阜博集團CEO王揚斌說：「在目前的娛樂產

業中，AI的使用為創作者開啟了全新的版圖。」
他稱，香港是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文化與科技融
合交匯，集團作為影視內容知識保護和交易服務

商，運用AI技術賦能文化產業，打造新的數字
基礎設施，以先進技術服務粵港澳大灣區文化產
業。「我們在香港孵化成立了大灣區首家延展實
境創意創業工作室，為香港內容製作提供一站式
創意及製作解決方案，提升本地內容製作能力，
也為香港相關行業從業員和年輕人提供實現創作
理想的新平台。」
芒果超媒副總經理張志紅表示：「在當前的科

技浪潮中，AI已經成為各行各業的強大的驅動
力，技術已經逐步為影視製作帶來了翻天覆地的
變化。與技術的結合使節目製作實現了從傳統的
資訊編輯到智能化內容製作的轉變，提高製作效

率的同時也降低了成本，使得節目製作能夠更加
靈活地應對市場的需求。」
阜博集團聯席總裁史晶月認為，AI製作的視頻

本身就可引發關注，其輸出的內容也是相當有價
值的，尤其是對於正在建立的優質內容資料庫。
「大家知道AI模型的核心在於大量內容的輸
入，這意味着對於高質量視頻內容的需求是前所
未有的巨大。」她又提到，與電影製作公司、電
視台、線上內容平台等領域相關的內容核心要素
是版權。內容的權屬應如何規範？「我認為這會
成為法律領域、文化產業和傳媒高度關注的重
點，從技術角度來講，AI促進了製作效率，但很

多人會擔心AI讓創作者失去版權。每個創作人
都希望智力資產能夠得到變現，這是一個非常巨
大的產業，而無法實現數據確權、價值分配可能
是阻礙內容變現的原因之一。」

◆史晶月強調AI應用
所衍生的版權問題。

◆王揚斌認為AI的使用為
創作者開啟了全新版圖。

◆焦雄屏受聘成為「藍星球科幻電影周」藝
術總監。

◆眾嘉賓探
討華語科幻
電影的發展
方向。

◆《逆轉時空》已是《熊出沒》系列走上科幻之路的
第四部。

▲《明日戰記》展現了香港電影的創新與突破。

▲《流浪地球》開啟了「中國科幻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