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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翼杀手2049》电影海报

雷德利·斯科特导演的电影《银翼
杀手》，是赛博朋克风格影片的开山之
作，也是上世纪80年代最出色的科幻
电影之一。该片改编自菲利普·迪克
1968年创作的科幻小说《仿生人会梦
见电子羊吗？》。当时人工智能研究遇
冷，这部电影被贴上“题材不合时宜”

“陈旧”等标签。加之影片叙事节奏缓
慢，仅讲述一场关于追捕仿生人的故
事，多数场景都在黑暗的雨夜中、城市
的人造光源下，环境风格压抑、阴暗、混
乱且潮湿。《银翼杀手》在当年票房惨
淡、且在媒体人中恶评如潮。其续作《银
翼杀手2049》在上映之时所遇到的情
况也与前作如出一辙。但随着人工智能
技术的进步和对仿生人生命伦理的关
注，《银翼杀手》系列电影口碑逐渐回
温，俨然成为“仿生人”主题中不能绕开
的重要作品。该片也奠定了这种电影风
格下所构建出的废土末世的背景设定，
压抑、阴暗潮湿的视觉氛围等艺术效果，
其中由于人工智能与人类之间矛盾冲突
的不断加剧，而引发的对仿生人讨论，也
是此类电影中不可绕开的焦点话题。

无论电影还是小说，贯穿作品其中
的两个主要问题，就是“人与仿生人有
什么区别？”“仿生人究竟是人还是物？”
影史上以仿生人为主要人物的影片绝
不在少数，无论是《2001太空漫游》里
的哈尔，还是《异形》里的主教，《普罗米
修斯》里的大卫，都是影片中亦正亦邪
的人物。他们以高精尖科技技能点为特
长，却缺乏情感和共情能力，是极端理智
的化身。而这类作品，一般都难以逃离科
幻电影的老套路——人必将战胜机器，
低科技战胜高科技——最终以仿生人
的失败而结束整个故事。但《银翼杀手》
系列不同于一般科幻电影的套路，其影
片和原著小说所塑造出的仿生人，以“猎
物”的身份存在，尽管有高级的智力和体
力，却只能四处躲藏，不敢暴露自己的身
份，最大的梦想无非是“成为人类”。但
被人类社会所排挤，被蔑称为“skin-
job”的仿生人，除了真正生理上不可跨
越的区别外，真正的界限在哪里呢？

界限标准界限标准：：情感与共鸣情感与共鸣
首先，作品的背景设定中将情感、

共鸣作为区分人类和仿生人的重要界
线。为此，迪克专门设计了一个移情测
试，测试核心是被测试者对测试题目中
的动物是否能产生共情。由于环境的加
速破坏，导致非人造动物成为了极为罕
有的物品，价值连城。这个设定在菲利

普·迪克的原著小说中有提及，但电影
的背景中并未进行交代。由于物质资料
极度匮乏，生存条件恶劣，苟且活着对
很多留在地球上的人来说都是奢望，情
感与道德俨然成为了一种新的奢侈品。
被人工制造出来的仿生人，由于程序上
的出场设定，无法与“默瑟”融合，是货
真价实的没有情感共鸣的工具人。但仿
生人的设计者显然轻视了系统的自我
升级能力，一伙逃离殖民地、不愿做奴
隶的仿生人产生了情感上的联结，并借
助自己的外形特点成功融入了人类社
会。这对自认为是造物主的人类来说，
无疑是一种对权威的挑战和蔑视。因
此，当局派一名为“银翼杀手”的赏金猎
人对进化的仿生人进行猎杀。

作为被追捕目标的仿生人之一，罗
伊有着出色的领导能力、优秀的智力和
体力，简直是完美人类的化身。他作为领
头者，带领几个仿生人逃回地球，却并不
是为了反叛人类，仅仅只是希望自己的
创造者——泰勒博士想办法延长自己
只有4年的寿命。即便在影片最后与德
卡德正面冲突也毫不逊色，并且在天台
的最后一战，明明处于优势的他仍然救
下了德卡德。正如泰勒博士所说：“若发
出两倍的光芒，就只会有一半的寿命。”
续作《银翼杀手2049》中，K除掉的第一
个仿生人萨普，也是一个拥有极高道德
标准、为了仿生人事业甘愿献身的人物。
他本来将自己藏得很好，但为了救贫民
窟的一对人类母女，暴露了自己的行踪。

反之，作为冷血猎杀者的德卡德，
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看，都不能产生同
情和共鸣的情绪，也许是作为执行任务
的杀人机器，本就不适合拥有情感。尽
管他爱上了仿生人瑞秋，却在猎杀其他
仿生人的时候毫不手软。第一部电影
中，关于德卡德是否是仿生人留下了诸
多讨论。在续作《银翼杀手2049》中，银
翼杀手K被干脆地设定为仿生人，以便
于忠诚地执行任务。但K却比普通人类
拥有更多的情感，对女友的爱、对记忆
和身世的追寻，以及为了仿生人未来的
前景甘愿献身的精神，是影片设定中的

普通人类所远远不能及的。如果某些人
可以像机器一样绝情，那么某些机器人
则可以变得比人类更有情。

不论是迪克还是影片的创作者，其
实都在对这条准则进行更为丰富多元
的讨论。人工智能是否能在进化以后产
生情感和共鸣功能？即使在影片上映的
几十年以后，仍然是创作者们极为感兴
趣的话题。人们一方面害怕仿生人越来
越像人类，甚至取代人类在地球上的统
治地位；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够从人工智
能中寻找到情感上的慰藉，例如虚拟偶
像、AI语音的出现和相关技术的进步。

破除界限破除界限：：仿生人瑞秋仿生人瑞秋
影片中的女性角色瑞秋，成为了破

除“仿生人没有情感与共鸣”这一界限
的存在。瑞秋作为连锁6型中唯一一个
具有生育能力的女仿生人，在电影中的
设定变成了挖掘主角情感的工具人，在
角色设定上仍然没有跳脱出传统女性
角色的桎梏，在德卡德“爱”的攻势下逃
离了公司，最后死于生育，是一个彻头
彻尾的悲剧角色，她被赋予了巨大的童
心、神性、母性，却唯独缺少了对自我的
发掘和认识。在接受移情测试之后，瑞
秋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怀疑，她与德卡
德的交谈并不是一种公平的态度，德卡
德一直在试图敷衍和打发她，甚至后来
她与德卡德的肉体关系也具有半强迫
和哄骗的意味。影片并没有深挖瑞秋在
得知自己是仿生人之后的心理状态，一
个优雅美丽的女性，只能在电影中承担

“花瓶”的功能，并且在续作中，成为了
具有生殖崇拜意味的“仿生人之母”。

电影对女仿生人的弱化在《银翼杀
手2049》中达到了新的高度，华莱士公
司的洛芙——留着与瑞秋同样的复古
刘海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杀人机
器，没有情感、不会笑，作为一个专业杀
手，她被抹去了所有感知，对老板一个
人绝对忠诚，不惜代价完成老板交付的
任务，她也是K在电影中最大的对手，
并直接造成了K和其女友乔伊的死亡。

《银翼杀手》系列电影在角色的处
理上，弱化了女仿生人的能力，增强了
其工具属性（花瓶或杀手）。小说中的瑞
秋本是一位非常复杂、具有多面性的女
性人物，她是一个将德卡德和其他赏金
猎人玩弄于股掌间的阴谋家，利用自己
在公司的身份，接近赏金猎人，引诱他
们发生肉体关系，利用人类的情感弱
点，使得他们接下来的“回收”行动失
败，她也得意地将这个行为称之“对赏
金猎人的回收”。她对德卡德的每一步
试探、挑逗，都是精心设计的，不论是老
手还是新手，都没有办法抵御瑞秋的攻
势。而且在对德卡德的引诱失败了以
后，瑞秋亲手杀掉了德卡德用猎杀自己
同伴的赏金所购买的活山羊，作为对他
的复仇。此举真正击溃了德卡德的内
心，他开始重新思考对待电子动物、仿
生人的态度——他们不仅仅是物品。

界限本质界限本质：：人或是物人或是物
作为人类设计生产出来的商品，已

具备情感能力的仿生人属性是物品还
是人类，才是作品本身想要讨论的重点
内容。小说中德卡德所饲养的电子绵羊
具备普通绵羊的一切基本功能，甚至连
外形也与自己曾经饲养的真绵羊别无
二致，要吃特定的草料、会咩咩叫、在栅
栏里散步、睡觉，只要维护得宜，甚至拥
有比真绵羊更长的“使用寿命”。但在邻
居的宠物马面前，德卡德仍然觉得自惭
形秽，因为他的绵羊不是真的，肚子里没
有内脏，只有电子元件和电池。一旦出现
故障不及时修理，任何人都能看出来这
只绵羊是假的。对电子生命的矛盾之情，
就在于人们认为电子生物不是真实的，
是“可制造的”，因此失去了作为生命的

“独一”性。杀掉一个仿生人，和回收一个
坏掉的电视机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
但在小说最后，德卡德筋疲力尽地完成
所有猎杀任务，救下了一只蟾蜍回到了
妻子的身边。妻子失望地发现这依然是
一只电子蟾蜍，但德卡德表示，“电子物
件也有它们的生命”。两人决定好好照顾
这个小东西，还给它买了电子苍蝇作为
饲料，这与早上他对电子绵羊的厌烦态
度相比，简直有了180度的大转弯。

影片中的德卡德，则是对一切都有
一种“无所谓”的情绪，每天只是如同

“活死人”一般，接受上级派来的工作，
重复“测试—追捕—接收新任务”。瑞秋
的出现和罗伊的拯救，让他看到了仿生
人对于“生命”的追求和热爱，他选择放
弃了银翼杀手这份工作，带着瑞秋远走
高飞，还参与了仿生人的反抗运动，送走
了自己和瑞秋唯一的孩子，从此在拉斯
维加斯隐姓埋名。他从一个孤胆英雄，变
成了一个垂暮之人。英雄迟暮，他却在滚
滚的黄沙中和K相遇了。这个与女儿共
享一份记忆的男孩，也许就是作为瑞秋
的仿生人生命继承下来的生命体。最终
在K的护送下，德卡德回到了女儿的身
边，K因重伤倒在了雪地中。天地白茫茫
一片，将人类、仿生人的界限悄悄掩盖，
只留下了雪地上的一抹血色。当影片结
束之时，没有人还在思考K究竟是人还
是仿生人，因为这个答案已不再重要了。

《银翼杀手》系列，作为一部本意上
表现人类与仿生人冲突的电影，却在续
作中，设定了仿生人瑞秋具有生育能
力，还和身为人类的德卡德有了后代。
这个“混血”的小孩，成为了仿生人反抗
的灵魂领袖，或者说是“新神”。这种大
胆的设定，着实对人类和机器之间的伦
理道德进行了挑战。但其本质上依然在
承认人的造物主地位，仿生人因有了人
类的血统而变得更加高贵。这是一种典
型的人类至上主义。无论何时，人类都
无法放弃自己造物主的地位，放弃拥有
随意处理其他生命体的权力。对于没有
威胁的物种进行保护，有威胁的则处之
而后快。作为造物主的本能，作为地球
的主宰者，尽管觉得也许电子生命是微
不足道的，但人类依然愿意表现出容忍
和关爱。其本质上，仍然是在资本主义
制度下，被异化的“自我”与令人异化的

“非我”之间相互作用下不断发展变化
的主体的一种正常状态。

《银翼杀手》系列：

关于“界线”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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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观察

寅卯之交，科幻影视再次展现出了它的神奇力量，让我们
重新有勇气去谈论和想象未来。

无论是美国的《阿凡达》系列还是中国的《流浪地球》系
列，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着本国电影工业标准的缔造，致力于
将数字媒体时代本国乃至世界的电影工业水准推向新高。由
此，我们谈论的是电影的未来，但同时也是人类的未来。无论
是离开故土冒险，还是带着家园出征，科幻影视作品都以各具
民族特色的方式讲述着面貌各异的未来史诗。这些想象方式具
有何种力量，存在着哪些局限，又和我们的历史与现实产生怎
样的联系？

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3月10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
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中国语言
文学系、新时代文艺思想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九十九期青年文艺
论坛“科幻电影：工业标准和艺术星空”在京举行。本期论坛邀
请了来自数字媒体、电影研究、科幻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以近
期上映的《阿凡达 2》和《流浪地球 2》为出发点，从科学设定、数
字技术、文化研究、科幻艺术等多个角度，深入探讨科幻影视的
工业标准和艺术表达问题。活动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研究所危明星主持。

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贾云鹏教授谈到，
自己毕业于电影学院唯一和工科相关的院系，在学习影视技术
和电影理论的过程中，有过一些实践尝试和理论梳理。他认为，
从《阿凡达》和《流浪地球》系列电影创作切入，谈科幻电影的工
业标准话题，既要“务实”也要“务虚”，既要把文学艺术想象通
过技术在银幕上实现，又要以真实科学基础为依据回归到现实
当中，这涉及到艺术与工业之间的复杂关系。

贾云鹏从表演捕捉、立体设计、协同摄影三个方面谈第一
部《阿凡达》电影的技术突破，进而从基于神经网络的面部数据
采集、表情捕捉、后期动画驱动、光影算法、皮肤质感、CG 运用
等方面，具体而微地分析第二部《阿凡达·水之道》电影中数字
角色的技术升级。他认为，目前国内科幻电影的整体技术水平
和世界范围内的工业标准仍然存在差距，但结合《流浪地球》系
列电影的数据驱动、机械建模、月地搭景、特效技术水平来说，
我们国家原创本土科幻电影已经逐渐步入标准的工业体系化、
规范化管理，是值得肯定的成绩。贾云鹏表示，技术和艺术是相
辅相成的探索实践，因为人类的想象力是没有边界的，但每个
阶段的技术实现能力是有边界的，所以，想象力在不断呼唤新
的技术支持，而新的科技发展也在不断推动和拓展想象的边
界，这是一个相互的动态发展过程。

“我们怎么思考工业，怎么思考技术和艺术之间的关联？”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教师赵柔柔谈到，

《阿凡达·水之道》和《流浪地球 2》两部影片是虚构的庞大的工
业艺术产品，同时也是主题和表达方法存
在很大差异的科幻作品。前者的情节薄弱
之处指向历史与想象的枯竭，把核心家庭
当做救命稻草的支点叙事，突出了非常沉
重的肉身。后者则希望以一个更为积极的
姿态，去面对正在迫近的现实，电影中涉及
到的数字生命本质是肉身影像和复本贴
合，影片里还包含着虚拟真实、赛博朋克、
人工智能等诸多值得展开的议题，除此之外
还可以看到，许多被观众所津津乐道的、埋
藏在影片细节当中的历史幻影。而这两部作
品关于社会和历史建构的不足，也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出反乌托邦想象力的消泯。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陈亦水
副教授谈到，《流浪地球》系列电影虽然不
如《阿凡达》系列电影的生态美学思想逻辑
缜密，但我们可以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庞大
逻辑上，尝试提出站在黄色文明基础上守
卫地球空间，进而带着地球去流浪，展现出
基于技术美学和文化价值表达的中国科幻
电影的潜在实力。她认为，科幻影视文化工
作者要注意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流浪地球
2》当中没有充分展开的部分恰恰是未来科
幻电影的发展空间，我们可能也有能力通过
强大的技术美学去改变好莱坞主导的科幻
电影文化市场，借此提出一些更加清晰的地
球观、生态观和文化观念。

活动尾声，祝东力、鲁太光、李静、秦兰
珺等专家学者及旁听学生，还围绕科技美
学、叙事标准、人文关怀等话题与分享嘉宾
进行交流。

■经典推介

《银翼杀手》电影海报

科幻电影能以更加生动、直观、深刻的方式为
观众展示未来疫病及其发生的想象过程，帮助人
们站在第三方视角审视人类自身与生态之间的复
杂关系，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一种艺术警示和
借鉴。

疫病与灾难疫病与灾难，，科幻叙事的重要课题科幻叙事的重要课题
人类的发展史无疑是一部与疫病作斗争的历

史，每一次疫病的发生都是人类血淋淋的教训，因
此，这也成为了作家、编剧们进行创作的重要灵感
来源和作品主题。早在1977年，《卡桑德拉大桥》
就已在意大利上映，并于80年代初在我国公映，
它采取的是典型的灾难片样式：刻意制造的悬疑
紧张、丧心病狂的恐怖分子，机智干练的男主人
公、美丽勇敢的女主人公，最后经过殊死搏斗，正
义最终战胜邪恶，男女主人公也成就好事。该片
的拍摄内容和手法成为以后灾难片的经典模板，
灾难面前的大无畏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更是引
发人们的反思，其独特的创意和扣人心弦的故事
情节，以及人们面对病毒时的不同反应，都引人
入胜。

与欧美科幻电影中强调的国际政治阴谋不
同，相似题材的韩国电影则一贯通过家庭叙事表
现社会大众在病毒入侵时的心理状态。从《铁线
虫入侵》到《流感》，到2016年上映的《釜山行》，这
些影片在社区网站豆瓣电影中的评分一部比一部
高。与《卡桑德拉大桥》类似，《釜山行》的主要场
景设定也是在封闭的列车上，讲述了单亲爸爸与
女儿乘坐KTX高速列车前往釜山，列车上由一位
少女身上带来的僵尸病毒开始肆虐且不断扩散，
列车于顷刻间陷入灾难的故事。在这部影片中，
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们在面对死亡和恐惧的时刻将
人性中的方方面面体现得淋漓尽致，而幸存者之
间的相互残杀和尔虞我诈，甚至超越了病毒与人

类之间的对抗，制造了电影中的每一次高潮，成为
了故事发展的最大推动力。

生态生态，，疫病题材科幻影片的重要载体疫病题材科幻影片的重要载体
科幻电影是对现实与过去的反思。在历史

上，很多次传染病暴发的幕后推手都是人类本身，
人类将生态环境作为与敌对势力展开斗争的武
器，由此自食恶果，造成生灵涂炭。1940年初冬，
时值抗日战争，日军为蛊惑人心，在蒋介石家乡宁
波上空用飞机投下大量面粉和米粒，美其名曰接
济饥荒人民，但日机过后，跳蚤大增，多位民众暴
亡，经过解剖检验，确诊为鼠疫。事后，赴美归来
的医学博士荣启荣作为中央卫生署防疫处处长到
宁波调查鼠疫，根据《浙江文史资料第56辑·铁
证》一书，荣启荣在《浙江鼠疫调查报告书》中写
道：“据浙江省卫生处及军政部第二防疫大队报
告，鼠疫传染来源，似与敌机在该两地（宁波、金
华）低空投掷异物有关。”新中国成立后，日军细菌
作战部队在苏联军事法庭接受审判，那次行动的
731部队战犯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我们只要
稍加注意便会发现，生态链是病毒传染链中的重
要一环。科幻影片中反映的生态问题仿佛一面镜
子，让人类看到自己在极度放纵之后将会带来什
么后果。

在电影《传染病》中，病毒来源于蝙蝠——蝙
蝠在进食香蕉时，香蕉掉入猪圈，被猪食入后通过
厨师传染到了更多食客身上，而当初正是因为人
类乱砍滥伐，破坏了蝙蝠的栖息地，受惊后才飞到
了猪圈；在《天外来菌》中，受到感染的老鼠被蛇吃

掉，蛇被秃鹫吃掉，秃鹫飞出疫区，把病毒扩散到
了更大的范围，在影片中，病毒的扩散也与军方不
慎投下的核弹有关；美国科幻电影《灭顶之灾》讲
述的是全球环境恶化后，不堪重负的植物释放病
毒，使人类感染后自杀的事情，大自然通过这种方
式向人类发出警告；在《极度恐慌》中，一只受感染
的白色卷尾猴被贪财的人捕获，并从刚果偷渡到
了美国，正是通过人类的助推，病毒才得以到达波
士顿，造成了大量人类的死亡。类似的影片还有
《鼠疫屠城》，由于法兰克福气候炎热，再加上政府
不作为，当地清洁工大罢工，到处垃圾成山，最终
成为了老鼠的温床，而携带着致命病毒的老鼠使
得众多人丧生。

在前述影片中，人类对自然肆意妄为，带来一
个个自食其果的教训，除此之外，对于很多“精明”
的人而言，大自然又很容易成为政治与权力的工
具。纵观过去已经发生的人类历史，乃至科幻影
片中呈现的未来叙事，这种情况概莫能外。自然
环境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人类要想繁衍生息，就
需要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即自然环境与社会环
境。这两个空间往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在扭曲
状态下极易失衡，天平向任意一方倾斜都会带来
全局性的灾难。

在未来，科技的发展会带来极大的物质丰富，
但是当人类满怀恶意地打开这个潘多拉的魔盒
时，一切进步都将化为乌有。美国科幻影片《天外
来菌》讲述了一颗人造卫星从天而降，卫星携带的
病毒致使全镇的人感染死亡。最后，科学家们通
过破译卫星上携带的黑色物质，得知了消灭病毒

的方法是用深海里一种即将灭绝的古细菌——噬
硫菌与该病毒对抗，最终全面喷洒噬硫菌后消灭
了病毒。在这个影片中，所谓的“通讯卫星”其实
是美国用来观测宇宙中“虫洞”的卫星，它被“虫
洞”的一束强光击中后才掉落地球，而卫星中的病
毒正是未来世界通过“虫洞”向当下人类发出的
警告，即如果再无限制地在深海进行热液喷口采
矿计划，人类将失去抵御这一病毒的细菌。正如
影片结尾主人公所说，“在这场疫情中，是科学与
技术最终拯救了我们，但恰恰就是当初我们误用
了科学与技术，才导致今天的这场浩劫，科学一
直是用于探索真理，这种探索只能在阳光下进
行。我们得到的教训就是，即使取得了一项技术
成果或者科学能力，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该匆忙地
去运用它”。

科幻科幻，，保护自然生态的灯塔保护自然生态的灯塔
科幻电影宛若导演对抗现实世界的武器，一

帧帧的画面与细节丰富的镜头语言正是导演对未
来世界模样的描绘。科幻影片时间设定往往远离
当下，而正是这种时空的距离感，才更有利于观众
跳脱当下的环境去沉浸于影片之中，也有利于观
众跟随影片一起大胆畅想未来的情景。在影片结
束后，观众才恍然大悟，这不正是人类的未来吗？
人类若发展成影片中的样子该如何是好？

在数年前《阿凡达》上映后，导演卡梅隆曾说
道：“科幻电影是个好东西，我们在当下的时代语
境中难以直接评论世界局势，甚至会惹恼很多
人。但是可以在科幻电影里用隐喻的方法进行艺

术叙述，人们被故事带了进去，直到看完了才能意
识到他们站在了哪一边。”正因如此，科幻影片也
更加敢于以消极的形式呈现环境问题，凸显一种
对未来的焦虑。例如《机器人总动员》中展示的公
元2805年，那时“垃圾大厦”鳞次栉比，沙尘暴遮
天蔽日，人类迫不得已只能移居太空城“艾克松
号”；《后天》中地球上的温室效应导致了气候异
化，全球即将陷入第二次冰河纪，影片中被冰雪淹
没的纽约、被硕大冰雹砸下的东京、被妖魔般的大
风裹挟的曼哈顿,都使观众不寒而栗；《未来水世
界》讲述了2500年人类文明被摧毁，被尘封在海
洋深处，人们只能靠简单材料过着水上浮岛生活，
幸存者为了适应海洋生活也慢慢长出鱼鳍；《汉江
怪物》则讲述了在韩国的生物研究室中，工作人员
将大量尘封已久的甲醛倒入汉江中，而岸边喂鱼
的、喂猴的、喂鸟的，只要有动物的地方，都能见到

“热情喂养”的游客，如果说影片中化学药品是对
河流的致命性打击，那这种喂养行为无疑就是火
上浇油。

科幻不仅是为了启蒙科学，也是为了启蒙人
性，以传染病为主题的科幻影片既是对现实状况
的反思，又是对未来世界的警示。在社会治理的
过程中，应该从人本位过渡到人与自然共生，病毒
不是问题，自私自利的人才是阻碍人类生存的最
大障碍。“人类就是地球的病毒”这一说法虽然忽
视了人类在地球文明过程中所做的贡献，但是人
们的确应该反思过去那种以自身为中心的价值范
式，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变为和谐共生。雨果曾经
说过，“大自然是善良的慈母，同时也是冷酷的屠
夫”。物质条件富裕之后，人类对幸福的追求若以
生灵涂炭为代价，若为了人类贪婪的欲望以生态
为代价，那么，最终最大的代价只能由人类吞咽，
正如科幻影片《阿凡达》中纳威人相信的那样，大
自然不会放纵任何人，她只保护生态平衡。

科幻电影的疫病想象与生态问题思考
■陈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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