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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关注
卫星实现“太空演出”，电影承载“宇宙哲学”，航天文化可以很多元

2025航天文化艺术论坛在上海举办

航天+文旅

国家航天局新闻宣传中心主任张涛
介绍，当前航天文旅需求强烈，社会公众
对航天文旅关注度参与度不断提高。在
展览展示方面，自 2016 年中国航天日
设立以来，主场的航天科普展览展示就
备受关注。去年在武汉吸引了 30 余万
人次现场参观，近 60 万人参观了珠海
航展、九天揽月、探月工程巡展等航天主
题展，广受航天迷科技迷喜爱。文艺影视
方面，《流浪地球 2》《我和我的父辈》
等航天影视作品也频频引发关注。科普
教育方面，太空课堂更是吸引全国青少
年目光，海南文昌、甘肃金昌的火星基
地、北京航天院所等成为研学夏令营热
门目的地。
此前国家航天局还在北京成功举办

了航天音乐节，融合航天文化与大众娱
乐。此外在全国多个地区，航天文旅产业
也取得了良好成效。如四川西昌打造国
际航天旅游城，与乡村振兴结合，带动发
射场周围的彝族村庄增收致富。山东海
阳则开展近岸火箭发射观礼，仅 2023
年国庆假期就接待游客 50 多万人次，
旅游总收入超亿元。海南文昌充分依托
航天发展的资源，龙楼镇仅 2021 年就
接待游客 813万人次。
如此看来，近年来航天文明效益着

实凸显，通过航天 IP及相关场景路线与
沉浸式体验的旅游项目，衍生出文学、动
漫、影视等完整的生态体系，正在助推航
天+文化+旅游不断融合发展。

航天+文艺演出

中国外文局文化传播中心主任张金
庭介绍了将航天技术和戏剧艺术结合的
经典案例———一个即将在今年年底发射
的“有戏号”卫星。与目前绝大多数在轨
的通信导航遥感卫星略有不同，“有戏
号”卫星主要以太空显示屏和自拍相机
为主组合而成，承担包括影像数据上传、
在轨的显示、在轨的自拍、并将数据回传
等任务。
“有戏号”名字的诞生源于中国外

文局文化传播中心与中国戏剧家协会共
同打造的文化 IP“中国有戏”，该卫星
可以让一些戏剧作品在浩瀚的宇宙中，
以地球为背景，通过卫星搭载的显示屏
进行播放，再把这样的影像传回地球，通
过互联网进行全球传播。
“目前这颗卫星已经进入了地面试

验阶段，我们期待通过‘有戏号’，依托
火箭技术、卫星通信等现代科技与文化
领域进行创新融合，为艺术创作和展示
开辟新空间，也让公众从更新的视角来
欣赏艺术。”而除了戏剧作品，张金庭也
表示未来还可以延展到诗歌、音乐、舞蹈
等多个艺术领域。用一颗卫星，将太空文
化和艺术传播结合起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副

召集人、2023-2025 总台春晚总导演于
蕾则分享了晚会演出舞台上航天科技的
艺术化表达和大众传播案例———全网引
发热议的童声音乐《玉盘》。“这个歌曲
的原始创意就来自于词曲作者谭淇尹。
她在去年看到嫦娥六号探测器成功发射
之后被激发了创作灵感，在春晚海选作
品时，她的这首航天题材的作品就从上
千首歌中脱颖而出了。”

航天+美术

中国国家画院版画所所长沙永汇在
论坛中介绍了如何将古老的版画艺术与
“国之重器”融合创作。例如版画作品
《一曲飞千年》就是把神舟十号航天员
2022 年正月十五的太空演奏与敦煌飞
天壁画中伎乐天演奏的情景进行意向关
联，以此表达中华民族千年飞天梦想的
实现。
画面左右两侧采用是二维空间概

念，敦煌飞天人物的平面性表达；中间部
分着重三维空间表现描绘航天员的太空
演奏。画面人物和太空舱主体采用大透
视角度，在体现太空中人物失重感的同
时，极大强化了画面的视觉冲击力。
敦煌壁画中伎乐天的演奏与航天员

的太空演奏在共有画面中形成相辅相
成、相汇相融的态势，宛如同一乐队的组
合，天地协奏古今共鸣。“10 年前嫦娥
奔月，中国航天用浪漫的诗意向宇宙写
下第一行代码。今天，在艺术家的刀刻
下，诗人的笔翼间，设计师的蓝图里，我
们生生不息地表现太空文化和艺术的结
合。对于艺术家们来说，我们是见证了时
代的一群人。”沙永汇动情地说道。

航天+影视

当人类第一次将目光投向浩渺星
海，航天事业便注定成为文明长途中最
闪耀的精神图腾。从东方红卫星划破天
际，到嫦娥奔月、天问一号着陆火星，中
国航天不仅创造了科技奇迹，更积淀了
深厚的精神财富，而影视作为最具感染
力的大众艺术形式，是让这些精密数据
在光影交织的传播中绽放人文之花的桥
梁。航天题材的影视作品不仅是对科技
的记录，更是对时代精神的艺术化诠释。
据保利影业总经理李挺伟介绍，

2023 年保利集团就曾参与出品了两部
科幻片。《流浪地球 2》里，中国航天员
刘培强为拯救地球毅然投身太空，科学
家图恒宇用数字生命技术延续女儿的生
命，这些角色不仅是科技英雄，更是有血
有肉的普通人。通过影片，观众看到了科
技的魅力与人性光辉的辩证关系，在为
视觉奇观深感震撼的同时，也感受到航
天事业背后的人文温度。
而《宇宙探索编辑部》则是以荒诞

喜剧的外壳包裹着对宇宙的哲学思考，
影片中科幻杂志主编带领团队踏上寻找
外星人的旅程，看似疯狂的行为背后展
现了普通人对宇宙的敬畏与热爱，让观
众在笑声中感受到航天精神的另外一种
表达。它不仅属于实验室和发射场，更属
于每一个人仰望星空的心灵。这些细节
可以让观众看到航天精神不是遥不可及
的口号，而是融入到每一个平凡人身上
的信仰与执着。
目前保利集团正在参与筹备的科幻

电影《月球基地》，该片将通过多线叙
事，把地球、月球、太空等多个场景融合
呈现，利用大量国产虚拟技术，展现人类
在太空探索中的挑战与希望。“希望通
过这样的作品让观众感受到航天事业的
全球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
让航天精神在电影的故事中获得更具有
共情力的表达。”李挺伟说道。

晨报记者 王 琛

一颗卫星就能实现“太空演出”，一部电影也饱含对宇宙哲学的思考，航天主题展更是撬动了相当规模的文旅消费。
4月 23 日，国家航天局新闻宣传中心、中国航天基金会和上海报业集团联合主办的 2025 航天文化艺术论坛在上海举办。 在第十个“中国航天日”

到来之际，论坛以“航天文化 多元表达”为主题，邀请航天科技以及文化艺术领域代表分享航天文化和各艺术领域的创新融合案例。 航天文化不止有
硬核科技，也有充满趣味的、艺术氛围感浓厚的作品，承载着大众科普的重要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