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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包含太空实拍镜头的纪录片

《国际空间站》（2002）
　　通过宇航员的第一视角，带领观众走进国际空间站的

内部，堪称一部太空版的生活纪录片——宇航员们如何在

狭小的空间里生活，怎样在失重的环境下饮食、睡眠、清洁、

锻炼，如何面对长期在太空生活所产生的孤独感……不仅

如此，他们还要在空间站内进行各种科学实验，对太空展

开探索……

《旅行到宇宙边缘》（2008）
　　从离地球最近的月球开始，一路探索太阳系、银河系，

直到人类目前所认知的宇宙的边缘。一路上，我们能看到

明亮的金星、有着龙卷风的火星、有红色风暴的木星，直

至银河系与黑洞。片中出现了不少由哈勃望远镜捕捉到的

遥远星系和星云，还借助计算机生成的影像再现一些目前

仍然难以观测的天文现象，画面非常震撼。

《太阳系的奇迹》（2010）
　　太阳，这个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的能量之源，隐藏着

许多秘密。作为一部深入剖析太阳系自然奇观与奥秘的

纪录片，本片从太阳系的诞生开始讲起，逐步展现了太

阳、行星、卫星、小行星、彗星等各类天体的形成与演化。

片中有不少视觉盛宴，比如日全食、由太阳风与地球互

动所产生的北极极光，还有火星上的红色沙漠、木星的

巨大红斑、土星的光环……不少实拍画面来自于1977年

就发射的旅行者号探测器。

《寻找外星生命》（2011）
　　外星存在生命吗？本片通过光谱分析、无线电信号监

听等技术，再加上对各大行星的大小、轨道、温度和大气

成分等进行分析，探讨了哪些因素可能影响外星生命体的

存在。我们可以看到，科学家始终在用探测器、望远镜等

设备寻找外星生命的可能性。液态水、适宜的气候、稳定

的能源和适合的行星轨道，被认为是外星生命存在的基石。

《恒星七纪》（2012）
　　以恒星的生命历程为主线，展示了恒星如何从尘埃

和气体云中孕育，经过壮观的核聚变反应，度过辉煌灿

烂的一生，最终步入红巨星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恒星

可能悄然消失，变成白矮星，或者成为超新星，上演宇

宙中最壮观的烟火秀，留下中子星，甚至是谜一般的黑

洞。可以说，恒星生命的每一阶段都充满了宇宙的神秘

感。片中同样有不少由太空望远镜捕捉到的真实画面。

生命意义以及人类文明的未来。

而当我们生存的地球面临危机，

人类应该怎样应对，不同的思路里

又蕴含了不同的文化——欧美大片

里常常是“飞船派”占主流，让宇

航员带着人类的 DNA 库飞往外太空

寻找新的家园。而《流浪地球》出

于中国人对土地的牵挂，却是眼见

地球就快毁灭了也要“带球跑”。

《流浪地球》的导演郭帆曾说：

“年轻导演会关注科技属性中的高

概念，他们嗨的是技术。但我们不

要忘掉科幻电影的本质是电影，而

电影的核心是情感——如果我们的

高概念、高技术和情感没有关系的

话，它就变成了科普。”

从这个角度来说，俄罗斯创造

新历史的这部太空实拍电影《挑战》，

确实没有玩任何高概念，反而情感

牌实实在在打了不少——女主角生

活在地球上时，一边忙着每天做几

台手术，一边还要应对青春期打架

的女儿、患有心脏病的老母、阴晴

不定的情人以及当年丈夫车祸死亡

留下的心结……对每天活得焦头烂

额的她来说，突然被发射到太空，

竟显得像是一种救赎了。到了国际

空间站之后，在手术过程中，她的“队

友”对她进行了无私的守望相助，

这密闭空间里的一场医疗，不仅是

对宇航员开刀，其实也像是给女主

角的心理疏导。到最后手术成功，

她独坐在角落里流下眼泪，那个象

征心结的小小耳环，终于可以轻轻

放下了——她拜托宇航员在下次出

舱行走时，帮忙把它留在外太空。

电影的最后，女主角顺利回归

地球村，在医院的电梯里与她的男

友重逢。男友问她：“太空怎么样？”

她回答：“我爱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