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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

从比赛方式和规则来看，称这项运动为

“无人机蹴鞠”或许更加合适。只需给无人机

“披”上一件圆形外衣，便可以成为“足球赛”

的主角。场地内设有两个圆圈形球门，比赛

分三节，每节三分钟，双方各入场三架无人

机，一架专职进攻，另两架负责防守，攻击机

穿越对方球门即可得分，颇有些新版“蹴鞠”

的意思。因为场地小、时间紧、对抗性强，无

人机足球正在科技体育界刮起一阵新旋风。

喧闹又安静
五一期间走在卢湾体育馆周边的街道

上，经常能听到一些绿茵场上的专业术语，

“你等下注意，不要漏人了”“我们两个要注意

补位”“向前推进的时候要坚决一些”……一

家街边小食店的老板一边制作美食，一边粗

听了一下，还以为那几位选手是在讨论结束

不久的中超上海德比，知晓前因后果后自己

都忍不住笑了。上海市航空、车辆模型协会

秘书长李浩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了一条关键

的信息，“无人机足球这个项目，从组装调整

到维修，只能靠选手自己，家长或者其他长辈

在技术上帮不上太多，只能‘靠边站’。”

李浩所言不假，无人机足球比赛中，飞机

冲撞的情况时有发生，如果在比赛中“负伤”，

只能利用节间休息的时间，简单做一下修复，

因此在全锦赛的比赛场地里站上一会儿，就

能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场景：比赛场内，无人机

的引擎声、队员的交流声、观众的加油声与裁

判的哨声，声声入耳，可在几米外的休息区，

却只看见选手拿着各类工具，检修着无人机

的各种部件、调整相关参数，几乎听不见任何

讲话的声音，就连赶来助威的家属，也自觉静

音。在两个空间不停折返的上海市航空模型

运动队主教练孙大龙感叹：

“这样闹与静不停变化的情

况，对选手的心理调整能力，

是个很好的锻炼。”

“无人机足球的参赛选

手在操控过程中需要手脑

协调，也就是常说的‘眼到、

脑到、手到’。”李浩在赛场

还发现了一个特别的现象

——参赛的两支队伍，大

都会选用红色和蓝色作为

主色调，“颜色方面其实没

有强制规定，两边能区分

开来就好，可能因为曼市

德比、米兰德比包括上海

德比都是红蓝对抗，所以比较深入人心吧。”

时尚又多元
去年的市运会上，无人机首度被列为展

示项目，此后，包括编程、特技飞行、线操纵等

多个项目成为科技体育的新宠，其中，无人机

足球的发展速度，着实令人侧目。

在上个月举行的上海市青少年航空航天

模型锦标赛（杨浦赛区）中，无人机足球项目

成为报名人数最多的单项之一，总共吸引15

支队伍参与。比赛时还吸引为数众多的周边

居民甚至白领驻足。“无人机见得不少，但第

一次看到这种玩法，感觉很新鲜。”不少观众

在场边站了几分钟，便被独特的比赛方式和

热烈的氛围吸引。有几位甚至现场咨询起了

参与方式和规则，准备找机会体验一下。

“科技体育的项目，其实挺有时尚感的，

门槛和花费也不算高，尤其像无人机足球，玩

法新颖多元，所以潜力非常大。”李浩向记者

介绍，无人机足球在欧美和日韩起步较早，拥

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在国内虽然起步时间不

算长，但受众群体也在不断扩大。“今年的青

少年锦标赛放在长阳创谷，就是一种新的尝

试，虽然严格来讲场地还在体育中心，但已经

有了一点进商业体的味道。”他透露，未来当

时机和条件成熟时，可以将无人机足球的赛

事放在商业广场，“因为这个项目对场地的要

求不算很高，又很受年轻人喜爱，如果能和商

业体结合，或许可以带来双赢，对项目的推广

和普及都有益处。”他同时透露，未来的无人

机足球赛可能模拟世界杯赛制，设置的小组

赛、淘汰赛、半决赛和决赛，吸引更多人关注

和参与进来，同时为脱颖而出的优秀选手，提

供站上更高舞台的机会。本报记者 陆玮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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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大山是“恐搭讪”
《宇宙探索编辑部》是杨皓

宇（见下图）参演的第二部科幻

影片，上一次他在《流浪地球》

中饰演老何。去看《流浪地球》

首映时，导演孔大山刚刚写完

《宇宙探索编辑部》的剧本第一

稿，他一眼便看中了杨皓宇，还

在网上“考古”了杨皓宇的各种

作品，甚至专程跑到上海话剧

艺术中心看杨皓宇演话剧，越

看越觉得杨皓宇就是《宇宙探

索编辑部》里的唐志军。

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七

宝的一间茶室，开始大家还有

些拘谨，一壶清茶打开了各自

心中藏着的对宇宙的无尽幻

想。“孔大山挺严肃的，看上去

有点‘社交恐惧症’。后来，我

们都叫他‘恐搭讪’。”杨皓宇

说，“不过按照我这些年和导演

打交道的经验判断，越是不善

言辞的人，内心往往越是五彩

斑斓的。”

片中，唐志军是杂志《宇宙

探索》主编，他坚信在浩瀚宇宙

中，一定有除了人类之外其他

生命存在。他和伙伴们在寻找

外星人的途中，有人离开，有人

坚持，有人投身世俗，有人孤注

一掷，在对比中展现出了追寻

理想的孤独与悲伤。杨皓宇很

喜欢，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把科幻化为影像，并不容

易。在片场，杨皓宇要在北京

的山洞里进行无实物表演，想

象着洞里飞出无数的鸟——这

些鸟都是靠后期科技合成的。

在四川的野外，迎着飞扬的尘

土，杨皓宇要大口呼吸，“为了

那个镜头，我起码吃了一斤

土。”为了演年轻时的唐志军，

化妆师用最朴素的方法拉皮，

“头部粘了很多高强度的胶

水拼命往后扯，几乎掀起

了我整个头盖骨，再把

下巴后面的皮也拉过去，那个

妆每天得画将近三个小时，我

觉得自己都快变形了。”

既然拍的是科幻片，杨皓

宇也曾建议孔大山，能不能在

拍摄过程中别这么朴素，多少

也上点科技，导演两手一摊说，

“没钱！”电影里，编辑部收藏的

那套宇航服，都是《流浪地球》

中吴京穿过的那套。

阿童木和纸飞机
杨皓宇的心中也有探索宇

宙的渴望。小时候，杨皓宇会

用攒下的零花钱去买科幻杂

志，比如《飞碟探索》《奥秘》等

等，睡觉的时候，他把《铁臂阿

童木》放在枕边，在梦中和阿童

木一起遨游在星辰大海之间。

少年时，杨皓宇还有一架飞机

模型，那是他最珍爱的玩具。

后来他还为飞机模型做了个马

达，“当时我甚至觉得再稍微努

力一下，就能坐着那架飞机遇

到外星人了。”

如今，国产科幻影视作品

越来越好看，杨皓宇也很开心，

终于能让自己的表演工作和儿

时的梦想相得益彰了，他说：

“这些作品在孩子们的心中种

下的一颗种子，总有一天会长

成参天大树的。”

少年会渐渐长大，生活也

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当

年我买杂志的报亭现在都没有

了，手机和网络改变了我们的

阅读方式，但我们不应该放弃

探索宇宙的梦想。”其实，《宇宙

探索编辑部》这部影片看似在

寻找外星人，其实也通过唐志

军让观众看到了，日常生活越

是“一地鸡毛”，越是要努力去

探讨关于理想、关于人生意义

的终极叩问。少年终成大叔，

只要仰望星空，便会为了梦想

坚持到底，全力以赴。

本报记者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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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科幻题材影片《宇
宙探索编辑部》日前再一次
点燃了观众对“外星人”的向
往。“每个人小时候都应该曾

望着星空，幻想着和外星人打
交道。”影片的主演杨皓宇接
受本报专访时说，“我的童年
只能枕着《铁臂阿童木》入睡，
现在《流浪地球》《宇宙探索编辑
部》这些国产科幻影片越来越精
彩，它们在少年的心中种下了
一颗仰望星空的种子。”

航模全锦赛（室内项目）上午
收官，无人机足球受热捧——

没人踢的足球
却有很多人看

2023年全国航空航天模型（室内项目）锦标赛今
天上午在卢湾体育馆结束全部争夺，各单项前三名手
捧获奖证书，为这次特别的“假日加班”画上圆满句
号。除为人所熟知的动力室内飞机、遥控室内特技
等项目，新兴的无人机足球成为赛事亮点，受到参
赛者和观众的追捧，套用一句当下的流行语：这
个五一，有一群选手在玩一种很新的足球。

文体人物

■ 这个五一，

有一群选手在

玩一种很新

的足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