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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泥石流》《都江堰》《没有“外
祖父”的癞蛤蟆》《冠心病》……上
海曾经是新中国科教电影的诞生
地。!"#$年，新中国第一个科教电
影厂———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
厂在沪成立。到上世纪 "%年代，一
共拍出了 !&%%多部科教片，获国
内外 '%%多个电影奖项，在国际上
知名度很高。直到上世纪 "%年代，
上海科教片的特技摄影、微型摄
影、水下摄影等，拍摄制作水准还
是世界领先的。“那时，来自上海的
科教片屡获国内国际大奖，根本不
是什么稀奇事。”拍摄过《泥石流》
《中国冰川》《西藏—西藏》等一系
列优秀科教片的导演殷虹如是说。

中科院院士褚君浩对曾经的
上海科教电影记忆犹新：上世纪(%

年代前，电影院放映“正片”前都会
先放一些科教片，有时科教片比
“正片”还吸引人。不过，上世纪"%

年代上海科影厂被合并后，沪产科
教片的辉煌戛然而止。到)%%*年，
当时的东方电视台还有*+多个科
普类栏目，后来一个也没了。慢慢
地，上海科普影视在国内外各类电
影电视奖项中也彻底消失了。
近年来，重建上海科影厂的消

息一次次传来，殷虹等老一辈“科
影人”一次次激动不已。然而，实质
性动作迟迟未见。如今，位于斜土
路的科影厂已作他用，不能从事影
视创作；保存电影拷贝的库房没有
空调和恒温祛湿设施，部分胶片粘
连严重；老电影人耗费了巨大的心
血储存下来的珍贵素材，说没就没
了……“想找回自己当年拍的资料
片也困难重重，而且原片都不见
了。”谈及此事，(&岁的老导演殷
虹唏嘘不已。

然而，市民视线里科普影视从
未冷清。来自美国探索发现频道、
英国 ,,-的一系列科学纪录片，
《变形金刚》《侏罗纪公园》《黑客帝
国》等夺人眼球的科幻大片，《帝企
鹅日记》《迁徙的鸟》《海洋》等优雅
从容的科学影片……孩子们爱看，
年轻人爱买，老年人爱收藏。而且，
国外科学影片中的新科技不断升
级，计算机 $.图形学、虚拟现实、
数字立体高清拍摄、数字后期合成

等新颖的技术手段已成为家常便
饭，人们在科学影片获得的视觉、
听觉、触觉、嗅觉等全方位感官体
验被一次次推向高潮。
与此同时，一座座紧随科技潮

流、设备先进的数字影院在国内遍
地开花。仅上海科技馆就有四维影
院、巨幕影院、球幕影院、太空影院
和动感影院。由于没有好的国产科
普片，国内大型科技馆几乎都依赖
进口片源。为保持垄断，有的国外
科普影片还设置密码，科技馆常感
“卡脖子”。“而且，国外科教片一年
租金就要七八万美元，胶片拷贝费
用也要 /万美元，装机还得花钱，
运营一部进口影片的开销基本是
每年十几万美元。”上海科技馆科
普影视创作部主任李伟说。

面对上海科普片“重出江湖”

的一连串好成绩，观众有话要说：
“细细品味这几部科普片，总感觉
比不得国外科学大片场面震撼、画
面精良、情节扣人心弦，能恰到好
处地把握观众好奇心。就是较多年
前的沪产经典科教片，也‘差了一
口气’。”
老导演殷虹告诉记者，上海科

教片鼎盛时有一支 $%%多人的创
作团队，分为题材组、器材组、导演
组、摄影组等，分门别类挖掘各类
引人入胜的科普题材，在情节编排
上坚持让观众“看得懂、用得上、学
得会”。科教片导演通常是扛着摄
像机跟随科考队走南闯北，拍好的
内容要由国内相关领域的顶尖科
学家“联合会诊”。上海科影厂被合
并后，能拍摄精湛科普片的“老科
影人”，退休的退休，转行的转行，
目前只剩下《中国大鲵》导演项先
尧一人还在坚持。
项先尧也坦言，缺乏资金投入

和市场让国产科普影视从设备到

人才都与发现频道、国家地理频道
等差距悬殊。例如，发现频道开播
前 (年连续亏损，老板依然不断投
入人力物力，甚至为尽可能接近野
生动物拍摄最新鲜的画面，常常把
几十万元的专业摄像机给动物
“玩”；国家地理频道拍摄一部有关
动物生活习性的纪录片，一小时的
节目少则要花费0%%万美元，多则
几百万美元。反观国内，一部科普
片想要赚钱，一般要有'%家电视台
购买才能收支平衡，卖给第'0家电
视台才有钱赚。“在国内电视台自
产自销科普片的大环境下，靠卖片
子赚钱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基本上一家电视台播放过，其他电
视台就不会再购买了。”

沪产“科学大片”何时重振旗鼓？
缺乏资金投入和市场让国产科普影视“遇冷”近20年

本报记者 马亚宁

上海科普影视创作传来久违的好消息———在日前揭晓的第22届中国电
视“星光奖”中，上海科技馆和上视纪实频道联合制作的《中国大鲵》获唯一的电
视科普节目大奖。在“遇冷”近20年后，人们期待着上海科普影视此次能重新
扬起“创新风帆”，更多的“科学大片”能面世。

! ! ! !有渠道、有观众，科
技馆可否自制科普片？
*%%"年，在上海市科委
和上海科学发展基金会
资助下，上海科技馆和
上视纪实频道联合启动
了《中国珍稀物种》系列
纪录片计划，《中国大
鲵》是其中的第一部，它
大量运用高清电视、显
微摄影等先进技术手
段，捕捉到小娃娃鱼在
卵中孵化的全过程以及
啄破卵膜等众多世界首
次拍摄的科学镜头。

!"科普片
上座率高

*%0% 年 & 月，《中
国大鲵》在上视纪实频
道播出，首播收视率达
到 %1&2，高于全国类节
目平均收视率 314个百分点，得到了
上海天文台叶叔华院士、瑞士著名科
普电影导演 56789 :767;<=>?@;A78教
授等专家以及观众的肯定。之后，上海
科技馆还探索拍摄了第一部 '.科普
片《重返二叠纪》，去年 0B月在科技馆
'.影院上映以来，上座率高达 "C2，
明显高于同期上映的进口 '. 影片，
票房收入已经超过 &3万元。“科技馆
'.影院只有 &C个座位，票房数无法
和商业院线的大片票房相比。但是，相
较科技馆引进一部国外科普片的花销
来说，已经是盈利了。”上海科技馆科
普影视创作部主任李伟说。

做大国产科普影视
为了整合更多素材资源，扩充拍

摄资金，借助更多地区的科学家“后援
团”，上海科技馆还打算牵头周边科技
馆成立华东地区科普影视开发联盟，
共同做大国产科普影视的新市场。
“上海科技馆牵头科普影视创作，

跳出以往的科教片拍摄模式和传播渠
道，是一种全新的探索。”东华大学人
文学院副教授高晓红指出，国外许多
科学纪实类的实验片、应用新技术的
特种电影也都依托于科技馆、博物馆
的相关资助和放映渠道不断开拓市场
的。国内科普类影视创新可以更多地
开拓思路，增强故事性、幽默感和对观
众好奇心的把控能力，并融入一定的
休闲文化和戏剧元素。在传播渠道上，
可以更多地开拓市场需求，在公众传
播等领域寻找科普类影视的新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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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鲵"中#小娃娃鱼卵中孵化的全过程等镜头在全球是首次拍摄 崔滢 李伟 摄

沪产科教片辉
煌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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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科普电
影差距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