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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我们来啦！

娱乐公司，是个典型的理工男——

不善交际，沉迷于相对论物理、轨

道力学和载人飞船，业余时间写写

小说。

2009 年，安迪·威尔陆续将他

的小说《火星救援》贴在自己的个

人网站上，供人免费阅读，结果只

有 3000 个读者。然后他把书放到了

亚马逊上的自出版平台，标价 0.99

美元。结果不到 3 个月，小说卖掉

35000 份，比他之前网站上免费下

载的次数还多。最终，小说销量好

到一路冲上亚马逊和《纽约时报》

的虚构类图书榜首。2013 年 3 月，

兰登书屋以六位数买下小说的版

权。仅仅四天后，安迪·威尔又接

到了来自 20 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的

橄榄枝。2015 年 10 月，根据安迪·威

尔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火星救援》

上映，再度引发全球观影狂潮。

虽然这是一部根据虚构小说改

编的电影，背景是在人类尚未涉足

的火星，但却没有让这颗星球显得

神秘莫测，反而真实得就像新疆的

戈壁荒滩。虽说主角被困在了异星，

但他没有应有的恐惧与绝望，反而带着一股人定胜天乐观精神。

科学，正是这部电影或者说小说的风格基础。作为小说的中

文翻译者，陈灼对此深有感触。“许多人怕看科幻小说，尤其是

硬科幻小说，主要就是觉得科学术语太多，科学概念太高深，完

全理解不能。但是，身为一个科技宅男，安迪·威尔却会根据火

星现有的情况，真的提出一个个在火星上可能出现的问题，然后

给每一个问题想方法。整个故事设定的时间点，以及火星探索所

采用的科技手段，都是根据现实中各种版本的 NASA 火星计划

来的。所有的解决方案，也都是安迪·威尔一步步算出来的。这

种极度追求真实的态度，甚至影响到了他的作品结构。你会发现，

马克·沃特尼每次遇到问题，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发展套路——分

析问题、做出假设、小规模求证、确定方案，展开实施……这种

触手可及的工程步骤，不仅让我们这些理科男觉得每一个细节都

真实到不可思议，也让千千万万个普通读者看得过瘾。”

实际上，为了让小说在科学上尽可能精确，安迪自学了轨

道力学、植物学、天文学、航空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甚至还

编了个软件，只为了精确计算从地球到火星的航行时间。此外，

他还有三千个高手助阵。《火星救援》最开始，是在安迪·威

尔的博客上连载的。科技宅男的博客读者，自然大部分也都是

科技宅男。这些人中有很多专业化学家、物理学家、电子工程

师等，他们真的会坐下来计算《火星救援》里的那些东西，指

出其中某一处在科学上不准确。经过三千专家的挑错，作品的

科学性无可置疑。以至于书出版后，NASA 一位负责人惊讶于

这本书对于 NASA 和航空技术了解的准确性，跑过来问安迪：

“你是不是写的时候认识 NASA 的人？

有了原著的扎实科学根基，电影的创作更是锦上添花。影

片获得了美国国家航天局（NASA）的全力支持。剧本有 50 页

的内容都是有关 NASA 的细节，力求呈现出的宇航员形象和行

动符合实情。可以说，剧中的绝大多数场景和细节都在现实中

有迹可循，只是剧组发现现实中的火星宇航服巨大而笨重，就

像巴斯·光年的飞行服似的，而在最终的设计中在参考原版的

基础上增加了更多实用性和美观性。

当然，小说也不是无懈可击的。为了推动情节发展，安迪

设计了一场沙尘暴将男主角落在了火星。实际上，火星表面的气

压平均为 600 帕，约为地球海平面气压 100 千帕的 0.6%。因为

气压太低，火星上的一个“猛烈风暴”实际上相当于清风拂面。

陈灼说，安迪承认这是他的小说里最大的漏洞。

还有一点也是小说作者安迪没有料到的。那就是 2015 年 9

月 28 日，也就是影片在美国上映四天前，NASA 宣布在火星表

面发现了有液态水活动的证据。“小说的设定是火星没有水存在，

火星表面的气压平均为600帕，

约为地球海平面气压100千帕的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