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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科幻电影是围绕科技风云创作的艺术作品，它将关注的重点置于
科技界，尤其是以人为主的社会层面、以物为主的产品层面和人与物相结合的

运营层面。我国科幻电影的创意不仅是人类使用工具的智慧在信息时代的传

承，也反映了当代科技发展的总体趋势，展示了未来科技好恶相克的前景，具

有认识作用与警示作用，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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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幻电影创意聚焦科技风云，诉诸艺术想象，原则上可以包容天地、涉猎古今，其范

围非常广阔，但它始终围绕科技展开以彰显特色。科技是工具理性的产物。我国传统

文化围绕工具所形成的智慧积淀于相关的成语之中，可供科幻电影创意研究借鉴。电

影是依托传媒科技发展起来的，科幻电影又以科技界为关注重点，可以用传播九要素原

理，从社会、产品和运营层面对国产科幻影片的创意加以考察，回答“科幻电影如何围绕

科技风云放飞想象”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求解，不仅有益于科幻电影的创作和鉴赏，

也可以为人类在高科技时代进行想象力训练、增强思维的创新性提供帮助。

一、情怀之系：社会层面的创意取向

传播的社会层面由主体、对象和中介三要素组成，形成于人类用工具制造工具的过程中。



工具发明在人，使用在人，传承在人。因此，我国古代产生了不少关于工具的主体性、对象性

和中介性的成语。它们可以成为科技定位的依据，并有助于丰富对科幻电影特征的认识。在

社会层面，我国科幻电影主要沿着下述取向展开科技想象：（１）角色化，指科技已经成为专业

化的角色、职业、岗位甚至共同体，以其标新立异的成果改变社会生活。（２）异能化，指科技用

户获得单靠自己的遗传禀赋难以具备的各种能力，创造出连传说中的魔法师、修道者都难以

想象的奇迹。（３）人格化，指科技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体系或工艺流程，还作为人的化身

或替身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甚至可能产生相对独立的心理诉求。

（一）主体：想象科技如何角色化

人类因为能够用工具制造工具才从动物界脱颖而出。人之长处借助工具才能更好发挥。

因此，我国古代有些成语表明工具对当事人不可或缺，如“怀觚握椠”“握管怀铅”等；还有些

成语用以描述工具的准备状态，如“秣马脂车”“秣马厉兵”等。根据原材料特点制造工具，可

比喻用人所长，见于“随材器使”等。循着上述思路，可以在当代语境下探讨科技对人类的重

要性及完善科技的必要性。科技总是由人来发明、应用、完善的，那些专司此职的人成为科技

工作者，兼务此事的人成为科技爱好者，他们与相关人士一起构成了科技共同体。想象科技

共同体的分工协作与矛盾纠葛（角色化），是我国科幻电影创意的常见取向之一。

如今，“科技界人士是新的社会名流”［１］。这种从工业时代就已经冒头的现象，到信息

时代变得更显著。正因如此，我国科幻电影对科技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描述。例如，中美

合拍片《魔比斯环》（２００６）描述科学家西蒙发明时空隧道技术，一家三口相继穿越到异星，

与那儿的原住民为友，而且计划游历宇宙。这可以理解为对科技界人士探索精神的歌颂。

我国台湾《诡丝》（２００６）描述日本科学家组成的反重力小组试图捕捉灵魂，或者说“捉到世

界上的第一只鬼”。结果，企图偷走小孩灵魂者反被它掐死。这可以理解为对科技界人士

探索风险的揭示。我国《宠灵实验室之狸奴艾莉》（２０１６）不仅将宠物精灵化，而且设想它

们是外星移民的后裔，在地球投资实验室，雇佣科学家从事精灵变异研究。这可以理解为

揭示外部力量对科技界人士的制约。我国《超能联盟》（２０１６）描述科学家Ｊａｍｅｓ将助手

Ｎｉｃｋ当成狗来使唤，后者怀恨在心，反咬一口，使前者死于非命。我国《机甲美人》（２０１８）

描述两个智能仿真人项目组之间的恶性竞争。上述内容寓指科技界人士之间存在复杂的

矛盾。我国《我的机器女友未成年》（２０１７）中的天才少年白帅本来将精力耗费在赌场上，

自从接触到机器美少女萌七七之后，逐渐改观。萌七七为保护他而负伤变哑，他立志研发

超级芯片让她恢复语言能力。在强烈的使命感驱使下，白帅终于成为顶尖科学家。这可

以理解为对科技界人士激励因素的一种思考。我国《逃亡两重天》（２０１９）描述科学家秦升

找到进入异次元空间的办法。这可以理解为对科技界人士未来发展的一种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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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象：想象科技如何异能化

工具是为人服务的，这是其对象性的体现。工具之用在人。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工

具的精巧可形容用户技术之高超，如“金閁刮膜”等；工具的超越可说明用户富于创新

性，如“不拘绳墨”等；工具的神秘可说明当事人技艺之精妙，如“鬼斧神工”等。循着上

述思路，我们可以探讨人类对科技的应用在哪些方面体现了新颖性、精巧性、超越性、神

秘性。想象科技如何赋予用户新能力（异能化），是我国科幻电影创意的常见取向之二。

时至今日，“科技赋能”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钟声指出，“共同擎举

新科技革命的火把，可以为全人类赋能、为共同发展助力”；“科学殿堂星光闪耀，人类不

断获取新知、不断被科技赋能，昭示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美好前景”［２］。我国科幻电影

同样聚焦相关问题，但经常是警惕赋能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和冲突。例如，古已有之的超

能力幻想（如千里眼、顺风耳之类）被纳入通过实验诱发基因突变的背景加以考察。《超

能特工学院》（２０１７）描述阴谋家以施教为名招收异能者，将他们关起来做基因突变实

验。在《超能联盟之葫芦战队》（２０１７）中，旨在获得超能力的基因改造实验未达到预期

效果，反而使当事人留下终身遗憾。寻找解药的努力歪打正着，使残疾儿童意外获得各

种超能力。他们经过训练，学会运用超能力与不法分子做斗争。《暮色之战：异能部队》

（２０１７）描述三位年轻异能者在师傅指导下开展训练，提高本领，战胜迫害他们的人。在

以超能力为题材的国产科幻电影中，《异能者》（２０１６—２０１７）三部曲是有代表性的。它

主要描述青年警察郭少将和一群学生与邪恶组织之间的斗争。编导未将重点放在预

知、分身、瞬移、读心等异能的产生上，也没有设计出新颖的超能力，而是围绕侦破凶案、

揪出内鬼等热点构思情节，令人目不暇接。此外，《变种新人类》（２０１８）描述两个退役散

打选手先后被无良科学家改造成为超强变种人，并走上不同的道路。《第六超能力》

（２０１８）描述具备预见能力的高中生马正岳被人绑架，密室求生。相关影片还有《超能

侠》（２０１７）、《超能学渣》（２０１７）、《超能少年之宿命之战》（２０１７）、《异能学姐》（２０１７）、

《噬梦者之超能雇佣兵》（２０１７）等。尽管异能的形成各有契机，但生物科技在科幻电影

创意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源于它在现实生活中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

（三）中介：想象科技如何人格化

人类在制造、运用工具的过程中交往，建立并发展社会联系。工具不仅是人类生产

经验的载体，而且逐渐成为人类社会经验的载体，在人际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因此，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工具可喻指当事人所处的社会状况，如“略胜一筹”比喻水平或技巧

比别人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比喻他人对自己的压迫，等等。在传统工具向现代科

技转变的过程中，产生了科技创新的人格化机制、科技人才的人格要素构成、科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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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人格品位提升、科技界的理想人格塑造等议题。循着上述思路，我们可以思考科技

如何充当人类的化身，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想象科技从客体转变为主体（人

格化）的可能性，是我国科幻电影创意的常见取向之三。

所谓“科技人格化”，既是指科技作为人的替身或化身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又是

指科技形成类似人的心理的过程。在近年国产科幻影片中，比较抢眼的是作为信息科

技产物的虚拟人。他们生活在虚拟世界或赛博空间（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中，没有身体，却有意

识，相当于信息时代的幽灵。《夺命黑金》（２０１７）中的“ＰＨＯＮＥ灵”、《疯狂ＡＩ之夺命外

挂》（２０１７）中的“真数”就给人以这样的感觉。看了这两部影片，也许人们会想到：真有

幽灵在智能手机或智慧城市中出没吗？目前应当没有，但软件机器人在网络上的活动

并非人们能完全了解的。关于幽灵的构思恰好反映了它们的神秘性。在以虚拟人为主

角的影片中，《虚拟情人》已经自成系列。它在２０１６年出品了第一部，内容是两对夫妻

以虚拟情人为中介的四角恋。２０１７年推出两部续集，一部写游戏开发者控制其产品中

虚拟人的活动，被当成虚拟情人；另一部写两个虚拟人想穿越边界进入现实，但以失败

告终。看了这三部电影，也许观众会关注游戏人物的多样性及其命运，懂得游戏也是人

生的道理。此外，《超级Ａｐｐ》（２０１８）描述程序员韩晨与美女同事笑笑、超级Ａｐｐ丽塔之

间的三角恋。《ＶＲ嫌疑人》（２０１７）将重点放在 ＩＴ从业人员的竞争上。根据其构想，创

格公司开发部苗倩倩视同事秦莉为情敌，将病毒植入她开发的虚拟现实游戏《法老的诅

咒》中。片中的虚拟人是真人化身，由此不难得出这样的推论：虚拟的基础仍是现实。

综上所述，在我国科幻电影创意的社会层面，科技的角色化、异能化、人格化是三种

常见取向。角色化奠定了科技共同体分工协作的基础，相关想象也体现出科幻电影创

意以作为社会成员、具备角色担当的科技人员为中心的特点。异能化说明用户不仅借

助科技改造客观世界，而且试图改造主观世界，相关想象体现了科幻电影创意关注科技

社会应用的特点。人格化说明科技虽然是作为人的帮手登上历史舞台，如今却尝试创

造新的智慧生物，相关想象说明科幻电影创意关注科技异化风险的特点。

二、推陈出新：产品层面的创意取向

传播的产品由手段、内容和本体三要素组成，产生于人类运用工具从事物质生产和精

神生产的过程中。工具是庞大的家族，在历史上不断推陈出新，旨在满足人类生生不息的

需要。与此相应，我国古代有不少成语用以概括工具的手段性、内容性和本体性。它们不

仅可以阐释由传统工具发展而来的科技的特征，而且可以为科幻电影定位。就科幻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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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产品层面的科技创意主要沿着下述取向展开想象：（１）价值化，指科技作为手段来满

足人类以及各种智慧生命越来越广泛的需要，形成错综复杂的价值关系，其正价值使人动

心，其负价值使人惊心；（２）超前化，指科技不仅自身快速发展，而且引领整个社会生活的

变革，人们往往还没有完全熟悉刚推出不久的产品和服务，更新的产品和服务就已经崭露

头角；（３）规范化，指科技不仅生产出新手段、新内容、新标准，而且激发出相应的需求，既

对原有道德、礼仪、法律等社会规范形成冲击，又催生了新的社会规范。

（一）手段：想象科技如何价值化

人类从不同角度评价工具的重要价值。我国传统文化不乏工具价值化的想象。以成

语为例，“强弓硬弩”颂扬武器精良，“宋斤鲁削”称赞工具有地域特色，等等。现代科技由

传统工具发展而来。马克思主义认为科技的主要价值体现在作为直接生产力对生产关系

和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如今，科技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人力资源价值、无形资产价值

等备受关注。循着上述思路，我们可以在当代语境下探讨如何对科技予以评价。想象未

来科技如何服务于人类需要（价值化），是我国科幻电影创意的常见取向之四。

在现实生活中，机器人是正在发展的庞大产业，创造出日益巨大的价值。以此为基

础，我国《分体９号》（２０１８）描述机器人被医院用于唤醒植物人之意识。《复制情人之意识

转移》（２０１８）描述不良企业用机器人谋害竞争对手。两部影片分别倾向于乌托邦和恶托

邦想象，也就是分别凸显机器人的正价值与负价值。我国《未来机器城》（２０１９）围绕机器

人的记忆进行构思。实验型机器人７７２３是专家米大力博士私下造出来的，阴差阳错地被

女童苏小麦唤醒。它珍惜对她的记忆，将这种记忆当成自己的全部。为了保存这些记忆，

它甚至卸载了自己的武器系统，也因此丧失了面对恶势力时保护苏小麦的能力。当他发

现苏小麦处于险境时，被迫恢复出厂设置以重新获得武器系统。他的战斗不仅保护了苏

小麦，而且保护了整个人类。科技价值化在这样的故事情节中登峰造极。

（二）内容：想象科技如何超前化

工具为满足人类需要而不断分化。古人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用成语加以概括。

例如，“笔墨纸砚”指书写工具，“更长漏永”指计时工具，“芒鞋竹笠”指旅行工具。孔子

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３］。”如今，人们关注当代科技的超前布局，强调增强科技

研发的超前意识，主张对科技伦理进行超前研究，对高新技术人才进行超前培养。循着

上述思路，我们可以在当代语境下探讨未来科技的形态、构成与功能等问题（超前化）。

这是我国科幻电影创意的常见取向之五。例如，我国《爆裂直播之全城追缉》（２０１７）对

未来智能机器人加以构想。该片描述新城电视台直播真人秀，因女主角堵车未到，经纪

公司临时改派租来的机器人顶替。她表演得惟妙惟肖，让男主角难分真假。观众或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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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联想到：将来我们如何辨认跟真人长得一模一样的“非人之人”呢？

超前化科技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但据科幻电影的设想可能存在于未来。试以

与记忆相关的科技为例予以说明：（１）记忆输送，指将某个人的记忆传送给另一个人，以

补充其大脑信息。例如，我国《疯狂的兔子》（１９９７）描述小学生豆豆的大脑被外星人格

式化，丧失记忆，昏迷不醒，虽然心跳正常，但脑电波消失。其学姐然然央求科学怪人孟

戈博士抢救他，为此甘愿当实验品。孟博士通过仪器读取然然和豆豆相处的记忆，将它

输给豆豆，并用然然的脑电波激活他的大脑，取得成功。（２）记忆提取，指从当事人的大

脑中直接读取保存的信息。例如，在我国短片《１１度青春之 Ｌ．Ｉ》（２０１０）中，神秘机构

ＬＩＣＣ为确保签约客户在爱情上忠诚对方，采用了大脑芯片植入技术。在发现男客户马

林违约之后，该机构通知女方童小姐，并提取芯片中的记忆以证实马林的出轨。记忆如

果可以被读取，就有可能被当成消费品买卖并体验，这是我国《黑暗之光》（２０１４）的故事

内容。（３）记忆改造，指对当事人的记忆进行加工。我国《逃杀２０２０》（２０１６）描述了这

样的故事，发明这项技术的胡教授自述：“我的本意是删除痛苦回忆，但随着研究的深

入，发现它应用范围广泛，可以改造灵魂，甚至像数据拷贝一样添加技能。”（４）记忆取

代，指用定制记忆取代原有记忆，见于我国《战斗天使》（２０１９）等电影。用户虽然身形不

变，但由于记忆被取代，其价值取向、人格特征和待人接物的态度可能发生根本变化。

（三）本体：想象科技如何规范化

为了适应工具纵向传承、横向传播、侧向借鉴的需要，有必要推行工具的标准化。

我们可以从成语中看到工具本体标准化留下的痕迹。“规矩准绳”描述标准化的工具，

“循规蹈矩”描述对待标准化工具的态度。这些成语最初是就技术规范而言的，后来逐

渐被引申于行为准则，具备伦理内涵。当代科技由传统工具发展而来。如今，科技伦

理、科技规范、科技标准、科技法律法规等论著汗牛充栋，科技法学、科技伦理学正在成

为显学。循着上述思路，我们可以在当代语境下探讨科技发展与人伦底线的关系问题

（规范化）。这是我国科幻电影创意的常见取向之六。

科幻电影在精神上秉承了近代科幻小说的传统，表现之一是描述科技界如何挑战

社会规范（通过塑造“科学怪人”等形象表现出来）。譬如，我国《无间罪之僵尸重生》

（２０１２）描述科学家邱子峰进行基因混合实验，将尸体改造成生化人，因违反道德与法律

而受到制裁。我国《超神异能者》（２０１８）描述疯狂科学家违背人伦准则，拿孤儿甚至自

己的孩子进行人与动物的基因混合实验，制造所谓“新新人类”，结果被成年后的孤儿击

毙，正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科幻电影的编导注意到“科学怪

人”身上动机与效果的不一致性。例如，我国《基因迷途》（２０１８）描述金融巨子顾先生身

５７第５期 黄鸣奋：科技界：我国科幻电影的创意取向



患重病又想永生，就资助研发克隆技术，让科学家方默将克隆体的记忆抹去，以便自己

的灵明入驻。方默的本意是让其子———因执行任务而牺牲的警察方言复活，但结果是

悲剧性的，方言克隆顾先生意识的复合体在枪战中丧命。显然，真正的“善”应当是动机

与效果的统一。科技界开展研究，不能仅以一厢情愿为出发点。

如前所述，科技的价值化、超前化和规范化构成了我国科幻电影创意在产品层面的三种

常见取向。价值化说明如今早已不是少数精英凭个人喜好做实验、“为科学而科学”的时代，

体现了科幻电影创意关注科技影响的特点。超前化基于对科技不断进步的大趋势的认知，体

现了科幻电影创意希望引领潮流的特点。规范化说明科技虽然以探求真理为出发点，但仍然

不能忽视人伦的重要性，体现了科幻电影创意运用底线思维设计情节的特点。

三、变中有常：运营层面的创意取向

传播的运营层面由方式、环境和机制三要素组成，在人类运用工具改造现实与自身发

展的过程中形成。工具的使用熟能生巧，工具的譬喻不断丰富，工具的影响与时俱进。正

因为如此，很多古代成语概括了工具的技巧性（方式）、适用性（环境）和衍生性（机制性）。

它们可以为当下考察科技运营提供参考，也可以为科幻电影创作拓展思路。在运营层面，

我国科幻电影的科技创意主要沿着下述取向展开：（１）妙用化，指作为角色专长的科技与

作为物质手段的科技巧妙结合，解决现实和幻想中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２）穿越化，指作

为异能依托的科技与作为超前引领的科技交相为用，战胜各种障碍，赢得出入于不同时

间、空间、世界的自由；（３）优美化，指作为人格化身的科技和作为规范管理的科技相互融

合，在增强自身力量的同时提高自律性，成为生生不息的进化机制，推动人类走向未来。

（一）方式：想象科技如何妙用化

同样的工具可能因为不同的用法而获得不同的效果。古人注意到工具使用方法的

重要性，并以成语概括其要旨。例如，若“以戈舂米”必然劳而无功；若“以筌为鱼”，那是

误将工具当成目标；若“执干戚舞”就能震慑挑衅者，堪称安天下的妙策。当代科技由传

统工具发展而来。如今，有关科技策略、科技艺术的论著不计其数。循着上述思路，我

们可以在当代语境下探讨当事者如何不拘一格、超乎常规地运用科技实现目标的问题

（妙用化）。这是我国科幻电影创意的常见取向之七。

所谓“科技妙用”至少包括三种不同的含义：一是当事人开拓创新之妙。虽然某项科技

原先另有用途，但经过适当转变，可以生成新的用法和价值。例如，我国《破碎边缘》（２０１６）的

故事中，主角笔下的人物能变成真人，可以设定命运。二是当事人围绕科技斗智之妙。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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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天狼特遣队》（２０１８）中，外星人被击退后，在残存基地留下先进设备，对立组织的成员

都在打它们的主意。工程师欧阳雪巧妙地利用基地设备，将想盗取核心机密的秦齐传送到另

一空间，自己则和同伴进入基地大门，接触到核心机密。三是科技本身性价比之妙———技术

含量未必很高，花费的成本不大，但对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却很有用。例如，我国《末日玩家》

（２０１９）描述ＡＩ趁人类因数次世界大战而衰落之际建立圣廷，将人类幸存者变为奴隶，并分而

治之。某些人表面上效忠圣廷，成为长老，但暗中授意地下组织研究超级病毒，以推翻ＡＩ的

统治。与其他颠覆性手段相比，超级病毒在性价比方面明显占有优势。

（二）环境：想象科技如何穿越化

任何工具都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之中，并通过运动发挥自己的作用。因此，我国古代

以工具运动比喻自然现象，产生“日月如梭”“往来如梭”等成语；用工具性质比喻社会现

象，以“国之干城”比喻国家主权的捍卫者；用工具配备比喻心理现象，如“左铅右椠”

（书写工具就在手边，指坚持写作），等等。当代科技由传统工具发展而来。如今，人们

希望借科技穿越时空，将科技比喻为航船，相信科技能够让自己获得前所未有的运动自

由（穿越化）。这是我国科幻电影创意的常见取向之八。

人们出于科考的目的、受科学知识的启迪、以科学家为榜样去探险，让事情发生于科学家

设想存在的异度时间、平行空间、多元宇宙。这类描述都是穿越化在科幻语境中的表现。例

如，在我国《梦回金沙城》（２０１０）中，小主人公因为参观科技博物馆、听取地质工作者的介绍等

原因穿越到过去，增长见闻、经历磨炼。某些科幻电影不仅从现在展望未来，而且从未来思考

现在。例如，在《双子起源》（２０１７）中，时间旅行被当成渠道，将未来社会中人造人、机器人的

斗争与现代社会联系起来。穿越还包括空间穿越，例如，中美合拍片《魔比斯环》（２００６）描述

科学家西蒙穿越端口去探险，一去就到了距离地球２７２０万光年的拉菲卡星球。我国《时弦》

（２０１７）描述人类利用时弦力量打开另一世界，导致怪物涌入，被迫退守锡麦城。我国《机器魔

偶》（２０１７）描述穿越平行世界的逃生、凶杀与复仇。以穿越为题材的国产影片还有《时空游

戏》（２０１７）、《时空转椅》（２０１７）、《超时空大营救》（２０１８）等。

反过来，有关异度时间、平行空间、多元宇宙的想象，说到底仍是为我们所在世界服

务的。我国《三体之灵魂危机》（２０１５）可以为例。根据该片的设定，外星智慧生物在进

化上远比地球人早。由于他们实现了物质与精神、身体与灵魂的彻底分离而丧失了情

感。脱离肉体的结果是不死不生，丧失情感的结果是无爱无欲。但是，他们当中有些个

体作为科考队员被派遣到地球，只有寄生于人的身体才能与实体世界交互，意料不到的

结果发生了，就是情感复苏。他们为了所谓“真爱”乐不思蜀，没把按时复命当回事。我

们知道：人都是有情感的。所谓“无情无义”“铁石心肠”只是夸张的说法。当然，我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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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幻想中进行如下设置：让人由于某种原因丧失情感，思考人如果真的没有情感会怎

么样，已经丧失情感的人如果重新恢复情感又会怎么样。假使上述丧失情感的原因、重

获情感的情境与科技活动相关，或者可以用科学原理来解释，又或者衍生出与技术有关

的某种现象、某种事件，那么，上述设置就可能趋于科幻化。不过，科幻化的结果受到我

们所处环境的制约，这正是这类影片显示的叙事逻辑。

（三）机制：想象科技如何优美化

人类因为发明与使用工具而改变自己，在某些条件下甚至使自己工具化。我国流

传着不少相关的成语。如“铁石心肠”寓指丧失人格的工具化；“卖身投靠”（将自己当

成他人的工具）寓指有辱人格的工具化；“借箸代筹”（借筷子来指画当前的形势）以工

具应用寓指角色功能等。当代科技由传统工具发展而来。如今，人们希望靠科技美化

身体、美化环境、美化人生，“科技美化生活，创新引领未来”成为响亮的口号。循着上述

思路，我们可以在当代语境下探讨人类如何因为科技发展而弃旧图新、科技本身如何通

过新陈代谢显示出生命力（优美化）。这是我国科幻电影创意的常见取向之九。

倘若将“美”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话，那么，科技本身就是一种美，即科

技美。简洁的科学公式被认为是美的，达到一定水平的技术也被认为是美的。此外，如

王位丹所说，现代工业产品“其特点就是功能与技术美学的高度结合和统一”［４］。不仅

如此，科技还可以直接为美化人体服务，所谓“整容”或“弥补术”（ｐｒｏｓｔｈｅｔｉｃｓ）就是这一

用途。科幻电影不乏类似的构思，但经常具备警示的意味。例如，我国《异能超模》

（２０１７）设想了可以改变脸部造型的 Ａｐｐ。主角少女艾乐乐长相普通，但梦想当超模。

在使用变脸Ａｐｐ之后，获得赏识，Ａｐｐ的操控者让她葆有超模脸，但要求回报。这说明

身体的美化是有代价的。我国《美少女危机》（２０１７）设想的代价就更惊人了。在该片

中，旨在让女性变美的特效药产生副作用，由此流行的美少女病毒给人类带来了灭顶之

灾。科技美能否取代人类美呢？我国《智能危姬》（２０１７）涉及这个问题。在该片中，科

技人士张迈发明的电子美女身材窈窕，兼有生物部件和机器部件，它们之间的转换和沟

通靠纳米机器人完成。产品上市引发客户家庭关系危机，张迈最终在纠纷中丧命，但他

的人造娇妻韩美已经具备成熟的自我意识，为使之复活而努力。张迈有恩于娇妻，忘我

工作是为了让她能够突破三个月寿限。反过来，韩美也懂得报恩。这是有关人类美衍

生出科技美，科技美一度取代人类美，但最终进化成了新形态人类美的想象。

根据上述分析，科技的妙用化、穿越化和优美化是我国科幻电影创意在运营层面的

三种常见取向。妙用化来源于科技界在应变方面的智慧，相关想象体现了科幻电影创

意益人神智的特点。穿越化说明科技既受所处环境的限制，又可以为人类创造超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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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自由运动的条件，体现了科幻电影创意天马行空的特点。优美化说明科技进步与人

类发展都是不断自我更新的过程，说明科幻电影创意蕴含了一定的审美理想。

本文的研究表明：从古代有关工具的智慧到当代关于科技的观念，再到科幻电影对

未来科技的想象，存在一脉相承的意蕴。科幻电影虽然普及了科技知识，但其本质却是

聚焦科技风云的艺术作品。与其他电影类型不同，它重点关注科技界，尤其是以人为主

的社会层面、以物为主的产品层面和人与物相结合的运营层面，关于科技角色化、异能

化、人格化、价值化、超前化、规范化、妙用化、穿越化和优美化的想象是科幻电影创意最

重要的九种取向。相关论述不仅可以为科幻电影创作提供参考，也可以成为分析科技

电影思路的理论框架，有助于拓展人类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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