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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旭的微博名是「造飛船的楊老師」，因為他的童年夢想是造一架飛船，就在家裏人都以為這孩子有可能成為科學家的時候，楊旭卻選

擇走上工業製作這條路，造起了假飛船。「這算不算夢想實現呢？我想也算的。」

《流浪地球2》中高頻出境的特殊道具，如無人機干擾槍、智能量子計算機550A和550C、航天員載人機動裝置等均產自深圳，由美術組

製作總監楊旭和他的團隊以工業設計邏輯和工業化生產流程製造。是否在鏡頭拍不到的地方，不做這麼精細也可以？「我們做的工作就是

創造真實。就像產品的生產日期一樣，該有的都會有，這就是一個工作態度的問題。」楊旭說，真實的產品，正面、反面，裏

裏外外看不到的地方應該是一樣精緻的。就像電影中的干擾槍，它的扳機能扣動，電池能拆下，整個槍拆完有幾百上千個零

件。「只有做到真實，觀眾看電影時才有代入感。」

走進楊旭位於深圳寶安區的工
作室，不大的空間內堆積着各式
各樣的電影道具半成品、機械手
辦、設計書籍和楊旭個人的工業

設計作品。有些許凌亂，但也極其符合工科生的作業
環境。「把這個行業想像得太光鮮亮麗，這一定是不
對的。」翻出手機裏的一張作業圖，楊旭笑着對香港
文匯報記者展示。圖中，一眼看過去是滿滿當當的廢
棄紙箱、磨具邊角料，只有放大才能發現角落裏蜷縮
着一位睡着的工作人員。而這，正是楊旭和工作室小
夥伴在《流浪地球2》拍攝期間的生活常態。

《阿凡達》種下科幻電影夢
在不同場合，楊旭都會說，《流浪地球》系列的成

功其實是一群滿是情懷的「瘋子」造就的，因為「這
真的不是一門好生意」、「做科幻電影堅持不下去很
正常，能堅持下去的，需要信念和執着」。

喜歡科幻，還得從風靡一時的《阿凡達》說起。
2008年還在讀高中的楊旭被電影裏的科幻效果震驚
了：「太耀眼了，但搜索了全網，也沒有人知道是怎
麼拍出來的。我只知道，需要學習一些專業軟件。」

儘管無人指引，《阿凡達》還是在楊旭的心裏埋下
了一顆夢想的種子。在課餘的時間裏，他自學PS和
3D建模軟件，並立下志向——大學要學工業設計，
畢業後投身科幻影視行業。

懷抱夢想，楊旭考上陝西理工大學機械學院的工業
設計汽車設計方向。從入學伊始，就不斷參加專業相

關設計比賽，夯實自己的專業技能，同時也通過網絡
渠道認識一些科幻片導演，為一些不知道什麼時候才
能落地的電影項目做特殊道具設計。「好的壞的都
做，前前後後做了十幾個項目吧，沒有一個成功落地
過。」說出這句話時，楊旭有些許無奈。

從未想過全職做科幻電影
2014年，從學校畢業的楊旭沒有執着於全身心投入

中國科幻影視行業。在專業對口的領域，他服務過機
車品牌設計，也做過小米、華為的工業產品設計製
作。

從業近十年，從北京到深圳，從單槍匹馬到成立20
人團隊的工作室，楊旭坦言從未想過全職做科幻電
影。「我還是蠻謹慎的一個人，為科幻電影服務，只
佔據我業務量的不到十分之一。這個市場的需求量還
是很有限的。」

當然，除了需求有限，想靠做科幻電影道具來賺
錢，似乎有點遙遠。不過，在服務《流浪地球2》的
半年多時間裏，楊旭把工作室裏其他活都推掉了，要
求從前端到後端，所有人員都全身心服務電影需求。
「電影成功了，團隊很興奮。但這個過程並不符合生
意流，更多是我個人的堅持。」楊旭承認，因為有其
他業務在，自己的科幻夢才能兌現。

眼下，他最大的希望是工作室能夠「苟」下去（網
絡流行語，形容小心翼翼，安全運營不冒進）。「我
們當然希望《流浪地球2》能夠帶動整個科幻行業的
熱度，但目前來說，只有活下去才有更多可能性。」

 &

靠工業設計兌現科幻電影夢想

日前《流浪地球2》在深圳路演時，導演郭帆說，深圳這座
城市不光充滿年輕活力，還充滿無限創作的動力。電影裏的很
多道具場景，包括機械裝置都產自深圳，是在深圳加工後才運
輸到青島組裝。「深圳的智造能力，讓我們在短時間內得以完
成這麼多極具震撼力的畫面。」
比電影《流浪地球2》更早享受深圳製造業紅利的，則是楊

旭和他的工作室鯨檸科技。楊旭說，「比如我要給一個智能水
杯打樣，在上海可能得花2萬塊，在深圳只需8,000元。」
2020年，楊旭的工作室搬到深圳以後，產品製作就更方便
了。在工作室10公里範圍內，基本可以找到製作所需的供應
鏈。「這保證了我們在服務電影時，面對大量的零部件採購和
繁複的製作工序，幾乎沒有遇到過困難。」
事實上，在《流浪地球》第一部時，特殊道具製作曾引入一

些好萊塢大片的御用工作室，比如新西蘭的維塔工作室（參
與製作《指環王》《阿凡達》）。而到了《流浪地球2》，
90%的同類工作改由中國人完成，不僅質量呈現令觀眾感到
驚訝，對於片方而言，成本也降低不只一點點。
對此，有些媒體在報道中指楊旭和他的團隊已成為好萊塢的
「平替」。但楊旭卻直言，這個說法還是過於「狂妄」了。
「我們的優勢是人工費、材料費、供應鏈資源，但劣勢是經驗
遠不及他們，只能說我們有一些『彎道超車』的地方。」
楊旭解釋，「好萊塢的特殊道具製作多用3D打印，其實單

純從成本和時間流程來說是優於數控機床的。數控機床是一個
上下游需要非常多人手的工藝，優勢是做出來的東西精度高、
強度高，但成本並不低。我能控制成本，是因為有成熟的供應
鏈資源和自己的工廠。但在來不及的情況下，也會結合着使用
3D打印。」
據了解，楊旭製作的道具中95%使用了數控設備加工。以

《流浪地球2》裏演員們經常穿戴的氧氣面罩為例，是楊旭工
作室第一個採用數控機床量產的作品。在數月的拍攝期，幾乎
沒有一個面罩因過度使用而導致損壞。

「彎道超車」
得益於深圳成熟供應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薇、胡永愛 深圳報道

《流浪地球2》美術組製作總監楊旭：我們做的工作就是創造真實

「電影有9萬多件道具，我們只做了其
中的1,000多件特殊道具。電影的成

功是所有人努力的結果。」
打開電腦裏的三維製作軟件，楊旭向香港
文匯報記者展示了團隊在《流浪地球2》裏
參與的特殊道具製作圖。以最受網友喜愛的
航天員載人機動裝置（MMU）為例，在收
到電影美術設計組給過來的2D圖像後，楊
旭需要將其改為3D結構圖，仔細畫出裏面
的每一個零件。「這個道具有2,000多張零
件圖，光結構設計我們就做了一個多月，而
生產周期還不到3周。」

希望與絕望並存
沒有什麼做不到

「太空電梯」場景中使用的「氧氣面
罩」，是楊旭團隊製作的第一批特殊道具，
整個開發流程僅用時一個半月，最後交付劇
組50多件成品。「太空電梯部隊」使用的
「無人機干擾槍」，在概念設計完成、結構
工程師做完內部堆疊和可動結構之後，留給
製作的時間不足十天，而干擾槍的數量是十
幾把；還有中科曙光的水冷服務器，一個面
板裝飾的需求，從下單到做出8套成品，只
給製作留了2天時間。
回憶整個過程，楊旭說是「希望與絕望並
存」。就像電影裏的台詞「我們一定會完成
任務的」一樣，接到任務時或許覺得會完成
不了，但最終一定有辦法解決。而現在，如
果讓楊旭再做一批同樣的干擾槍，可能只需
要一周的時間。「我們收穫了寶貴的經驗，
也磨合了團隊。」

只有創造真實
才能讓觀眾有代入感

「好電影一定是在無數細節的推敲修改中打
磨出來的。」導演郭帆曾在採訪中這樣說。
有不少進電影院二刷、三刷電影的粉絲就
發現了，圖丫丫的數字生命房，壁紙是條形
碼組成，能夠用手機掃出信息；吳京飾演的
劉培強，手機上顯示的網絡是中國移動7G；
劉德華飾演的圖恒宇在水下執行任務時，牆
上寫着北京的房價是350元/平方米……
除了這些，電影中還有更多道具的細節是

沒有被發現的。例如「地球聯合政府」會議
場景中的木槌，槌柄上雕刻着與現實中聯合
國索爾斯木槌上相同的字樣；整個550系列
底部都做了激光雕刻，上面的文字比頭髮絲
還細……楊旭曾在微博上吐槽：「在做550
系列時，設計師畫圖在底部用五秒鐘掏兩
洞，我得送五公里去做放電加工。」

從業須有熱情
喜歡接受挑戰

毫無疑問，《流浪地球2》帶火了特殊道具
製作這個新興行業。在互聯網上，不少年輕人
十分好奇如何才能加入製作隊伍？楊旭告訴香
港文匯報記者，「工業設計」這個專業在內地
可能歸屬機械學科，也可能歸屬電子學科和美
術學科，因為起步比較晚，在國際上尚缺乏競
爭力，優秀的人才也是鳳毛麟角。
「2010年以前，國內的工業產品多是代

工，工業設計製作能提供的崗位有限，有機
會參與的畢業生不多。但在2015年以後，隨
着國內品牌發力設計，行業發展已漸入佳
境。」楊旭認為，特殊道具設計製作和傳統
工業產品設計製作其實很相近，只是前者風
格更多變、挑戰更大、科技感更強，而後者
則相對規矩。「就像你為《星球大戰》做道
具設計，零件感和拼湊感會更複雜一些；為
漫威電影做道具設計，科技感會更強一些；
而為《流浪地球》服務，有時候也要考慮聲
光電的結合。」
此外，特殊道具製作也分前端和後端。前
端需要的人才最好是科班出身，熱愛科幻、
喜歡模型手辦，熱衷接受挑戰，同時要在
CG 動 畫 （Computer-generated imag-
ery ）、三維建模上有一技之長；後
端需要的人才則沒有太多學歷限
制，主要看製作經驗。在前後
端的配合之下，一件好的
特殊道具一定是既不搶眼
又不劣質，「從概念設
計到特殊道具製作，我
們要解決的問題是，出
品的道具就好像是真
實存在於這個科幻世
界中，觀眾看了絕
不出戲。」

▶電影《流浪地球2》
中「地球聯合政府」會
議場景中的木槌和真實
的聯合國索爾斯木槌上
面的文字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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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中出現頻
率最高的量子計
算機55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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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流
浪地球 2》中航
天員載人機動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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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旭團隊工作人員
進行道具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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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碼看片
◆《流浪地球2》美術組製作總監楊旭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