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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电影作为中国“隐性社会话语” 
的时代发展

孙怡凡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中国·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科幻电影，是一种艺术作品，更是一种文化现象，不仅在经济层面产生深远影响，

也具有显著的社会价值，反映了社会文化演变和对未来的想象。在长达百年的发展与内化中，从

20世纪初的科技憧憬，到盲目使用后的科技审视，再到当下的科技复刻与辅助，其基于“未知性”

的类型优势，根据认知逻辑所确证的“新奇性”带出“共同性”情感，揭示了作为社会文化想象

载体的多重维度，展示了不同时期的科幻电影不仅是艺术表达的创新，也是科技与人文结合的探

索，更是一种隐性的社会话语表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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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幻电影成为社会话语的先要条件

科幻，是人类对未来的仰望式确信，对

现实的批判性反思。1926 年，雨果·根斯巴克 

（Hugo Gernsback）提出“Science Fiction”这

个概念，挑战并超越了人们固有的思维模式和

生存环境的限制。随后，英国学者凯斯·M·约

翰斯顿（KeysM.Johnston）这样定义“科幻”：

科学的世界或自然的世界里，未来可能出现某

种发展结果，它由人类或某种未知的力量引起，

需要被理解、驯服或摧毁。而科幻作品是科学

幻想的载体，科幻电影又是科幻作品的一种表

达形式。针对“科幻电影”，赫伯特·W·弗兰

克（Herbert·W.Frank）在回应“科幻”时曾表示： 

“科幻描述的是一个戏剧性的事件，它发生在

一个虚构的，但原则上可能会产生的模式世界

中。”学者张东林在《世界科幻电影经典》一

书中指出：“表现虚构世界中某一戏剧性事件

的电影，即科幻片，是以电影制作时已被揭

示或尚在揭示的科学原理或科学现象为创作

依据。”由许南明等编撰的《电影艺术词典》

界定为：“以科学幻想为内容的专题片。其基

本特点是从今天已知的科学原理和科学成就出

发，对未来的世界或遥远的过去的情景做幻想

式的描述。”综上，科学离不开幻想，艺术离

不开真实。中国科幻电影都是以现实为基础，

凭借大胆想象创造出富含认知精神的作品，从

而在未来反思现实。伴随技术水平、想象空间

的差异性，创作科幻电影时对于“科学”“幻想”

和“现实”的把握逐渐有所倾向，“软科幻”“硬

科幻”“核心科幻”等类型层出不穷，而相同

的是都对所在时代产生现实指涉。在绚丽画面

的包裹下，科幻电影有独特的根基、逻辑、人

性刻画方式以及世界观。

当下，科幻影片的兴盛标志着电影产业的

完善，展现了电影制作大国的实力。科幻电影

是依托工业电影体系的产物，不仅是检验电影

工业体系是否成熟的标准，更是一个国家多重

力量的隐形表达。科幻电影如何成为转述“政

治策略”与“社会生活”的主流类型。首先是

幻想的延展性。科幻电影经常通过设定特殊的

社会背景和政治环境，探讨当代社会中存在的

政治议题，并敏锐地捕捉到科技发展的最新动

态，并将其融入电影叙事中。这些电影通过超

现实和超自然的方式，将观众带入一个看似遥

远但实则与现实紧密相连的世界，从而引发观

众对现实问题的深思。其次是科技的统一性。

电影很大程度上，有着对外传播的任务。科幻

电影在不同地域民族间实现最低文化折扣的传

播和接收。科技无国界，但科幻有立场，在同

一性的基础上，展现中国科幻电影的独立性，

传播中国科幻电影的价值观。科幻电影探寻与

反思想象背后所蕴含的人文关怀和社会意蕴，

或通过美好愿景彰显国力强盛，或借助“他者”

冲突反思现实危机。不同叙事类型在之后的政

治引领、经济支撑与文化传递等相关语境变更

中随时段呈现出不同风貌。

2 科幻电影作为“隐性社会话语”的
时代演进

2.1 1938—1966：起步时代的科技憧憬

20 世纪初期，西方科幻电影进入中国并飞

速占据中国市场。溯源至 1902年，“科幻电影

之父”乔治·梅里爱（Georges Méliès）凭借《月

球旅行记》（1902）将幻想随着炮弹发射到月

球，也敲开了中国科幻市场的大门。随后，中

国电影院线的银幕上也相继出现《科学怪人》

（1931）、《化身博士》（1931）等作品。虽

然进口科幻片从口碑及票房表现中遭遇了民族

主义情绪的抵制，但从电影视域来看，公众对

于形式崭新的科幻片有着不可遏制的热情。这

一时期中国的“科幻电影”在“科幻小说”的

基础上，疲于文本的羸弱，畅想美好未来，是

中国科幻电影的萌芽时期。本阶段是科幻电影

作为舶来品进入中国的初始时期，对未来的美

好幻想有共同追求。

首先是逃避中的遗言。《六十年后上海滩》

（1938）是较为公认的第一部国产科幻电影，

改编自清末上海名医陆士谔的《新中国》，上

映于新中国建立前期。彼时的上海身处抗日战

争时期，面临着时刻可能爆发战争的社会背景，

电影讲述了两个小职员通过醉梦穿越到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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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滩，经历种种科技混乱后忽而惊醒的故

事。在第二时空里，他们面对的是无处不在的

新奇产品，强烈体现出国外科幻片潮流的风向

引导下，人们对于未来科技世界的想象。此外，

影片中还有建筑塌陷、厂房爆炸等灾难场景，

喜剧片的外衣之下，主人公展现的滑稽行为表

达了他们的现实处境并未因科技赋能而有所改

变。这与身处“孤岛”上海的人们内心状态有关。

在新中国成立前期的战争中，人们内心焦灼、

惶恐，虽然知道现实世界无法改变，但恰恰是

幻想未来的电影，潜藏着一种对现实的无奈，

提供了逃避现实的出口，但也促进了国产科幻

电影的萌发。

其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畅想。基于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

的创作背景，“双百方针”的创作指向，这个

时段的文艺创作原则总体呈现出“社会主义现

实主义”，以先验理想的激情，改写现实并植

入浓厚的政治色彩。其中，“政治幻想型”基

于百废待兴的社会环境，通过科学技术的嫁接

畅想美好未来，实现了强大的“中国梦”。《十三

陵水库畅想曲》（1958）以中国 20 年后的畅想

作为结束语：人们可以随意去月球旅行，种植

的果树能同时结苹果、桃子、香蕉等七八种水

果。这都有强烈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气息，既

是“未来共同体”在历史中的非现实走向，也

是一种回避暴力革命的软弱与盲目乐观，更是

一种文化实践， 它探索一种关于国家、人民、

生活样态的“理想现代性”幻想。“科教兴国类”

也作为一种“想象中国的方法”，以儿童作为

主要受众群体，以“科普论”为指导，急切地

推理出本身薄弱的科学理论。《小太阳》（1963）

中两个小孩为了让北方的春天提前到来，用可

控核聚变的方式制造了人造太阳，并发射到太

空。电影以儿童为叙事主体，旨在培养当代青

少年对于科学的热忱与憧憬，同时电影中涉及

“原子核聚能”等较为先进的科技元素，向民

众传达了前沿的科普知识，回应了民众对“科

技改变苦难生活”的美好愿望。但由于过分强

调科普效能，这时期科幻电影的情节和人物设

置较为单一，往往带有较浓的教育色彩。在浪

漫的共产主义理想的背景下，乐观想象、科学

精神的结合，共同构成了“十七年”科幻电影

的整体样貌。

2.2 1978—1999：井喷时代的科技审视

科技发展招致科技滥用，导致环境污染、

违规实验等问题，在超过半数的国产科幻电影

中有所表达，在影像中造成前所未有的恐怖。

区别于“全幻想”，“科幻现实主义”是将真

实与漂浮不定的特性统一起来。也就是从现实

出发，结合科幻理念与社会问题契合。其一，

对现实主义的探讨通常聚焦于其作为官方意识

形态的实用主义特性，这种特性在特定历史时

期对“启蒙”精神的内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二，幻想作为一种隐喻手段，通过其隐蔽性

揭示了社会深层的问题，与八九十年代中国大

陆政治动荡和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相呼应。

2.2.1 启蒙精神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应

运而生，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形成的思想解放运

动、科教兴国战略，都激发了公众对科学技术

的极大兴趣，促使中国科幻电影创作迎来了第

二个波段。基于科学精神启蒙的时代风向，《珊

瑚岛上的死光》（1980）作为特殊时期后第一

部国产科幻电影，讲述了科学家防止武器毁灭

世界的故事。电影中科技落入敌手后导致的

人类灾难，科学家为了保护科技全力以赴的爱

国之心，都呈现出社会背景中支持科技发展的

意识形态偏向。同时中国实现现代化进程所遭

遇的阻碍，在“企图盗取我国研究成果的外国

财团对我国科学家实施迫害”的故事情节中体

现，表现出对西方现代化后果产生了超前的焦

虑与审视，映射出 20 世纪创作者面对世界先

进科技所产生的迷惘。其次在科学精神的带动

下，开始了对于封建迷信色彩的反叛启蒙。《潜

影》（1981）中在“怪影”疑团重重之际，肖

凌不理会他人的言论坚持实验。《男人的世界》

（1988）叙述了女性物种的消失迫使男性社会

转向科技，以仿生机器人的形式来模拟配偶关

系。这部电影对封建主义残留的价值观和行为

模式进行了批判性探讨，揭示了这种陈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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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和社会结构造成深远的

破坏。

此外，国家政策对青少年儿童精神生活的

关照，以及科幻电影对儿童想象力的激发，共

同促成了儿童科幻片的兴起。诸如《霹雳贝贝》

（1988）、《魔表》（1990）和《疯狂的兔子》（1997）

等作品，以儿童为中心，将启蒙视角拓展至外

星文明，巧妙地将神秘元素融入儿童日常生活，

从而丰富了儿童科幻电影的内涵。《霹雳贝贝》

中的贝贝是一个手上带电的小男孩，通过贝贝

的特殊能力，电影向儿童传达了关于勇气和自

我认同的重要性；《魔表》中康博斯借助魔表

成长，讲述了成长的烦恼与成人世界的复杂；

《疯狂的兔子》中外星文明将人类男孩发展为

使者，男孩如同病毒一样在地球传播口号、统

一思想，探讨了自由意志与外部控制之间的关

系。电影通过两位小主角的冒险故事为孩子们

讲述了友情与勇敢的含义，鼓励儿童保持独立

思考，不盲目跟随他人。这些电影通过科幻元

素为儿童创造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世界，提供

了一种新颖的娱乐形式，向儿童传递了积极的

价值观和生活智慧。

2.2.2 现实反思 
不同于西方科幻所提倡的“科学享乐主

义”，作为经历过存亡危机的“后发民族”，

中国人更多地具有“忧患意识”，这种意识也

平等的反映在电影中。这些电影借助科幻的预

见性，通过危机叙事，呈现了科技可能带来的

潜在威胁和挑战。危机叙事可以“举凡宏观环

境中的重大变迁，几乎都在科幻电影中得到了

不同程度的折射”。呈现出的不安、恐怖、疯

狂的影像特征，是这个时代的创作者对于过去

的集体回答——在特殊时期的创伤下无可避免

地应激。其中，对于“后人类替代”成为本时

代反思的第一顺位。创作者通过恐怖、悬疑等

亚类型杂糅，着力塑造“后人类”形象，借此

展开对身份焦虑的表达，引发观众对于人类与

科技界限的思考，科技进步与道德责任的探讨。

《错位》（1986）是对中国官场哲学进行辛辣

讽刺的政治幻想。局长赵书信因疲于应付文山

会海与觥筹交错而制出机器人替身，肆意妄为

的机器人逐渐越俎代庖，最终在自我意识独立

与主体行为阻拦中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影

片依托荒诞戏谑裹挟着现实中的“赵书信”

们——“一方面受到传统文化以及我们这个新

旧交替历史形态中某些不合理现象的束缚，另

一方面也受到开放后所冲进来的西方文化中消

极成分的束缚。”后人类生命尽管拥有超凡智

慧与体力，却仍受世俗伦理之困，这既是科幻

电影创作的挑战，亦为人类未来命运的深度省

思提供契机。导演通过黄粱一梦有意识地观照

社会变革、经济发展所携带的时弊，借老子艺

术思想“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讽喻现实。

《合成人》（1988）中不同阶层的人物——传

统的家培与总经理吴浩——进行身体互换后做

出种种啼笑皆非的行为，表明了在“过度技术”

下人们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迷失。闹剧场面隐射

着两种文明在现实生活中的冲突，暗喻了 20

世纪 80年代纷繁复杂的社会语境。《隐身博士》

（1991）通过隐形药的发明展示了科技的潜在

危险，即科技的“双面性”——既可以用于造

福人类，也可能被滥用导致社会问题发生，从

而引发如何引导科技向善的思考。

“生态反思”也是本时段的重点关注。伴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人民的生活日益富足，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而来的资源污染等问题逐渐

浮现在大众面前，关于经济与环保能否两全的

争论一直持续到今日。科幻电影作为具有艺术

性的传播媒介，通过“想象”提出“假设”，

采取夸张、直白的表现形式将社会问题表露从

而讽刺现实。冯小宁的《大气层消失》（1990）

通过展现大气层消失的可怕后果，呼吁人们要

重视环境保护和科技进步的双刃剑效应。作品

借小男孩寻找污染源中“幻似一场梦”的历程

反照虽在万物持续发展进程中却满目疮痍的生

态环境，被污染的土地和河流、受害的人类和

动物都以触目惊心的方式提示着人类破坏自然

的危害，警示人们共筑绿色家园应保有敬畏之

心。《毒吻》（1992）中因化工厂的污染，新

生儿三三自出生便体内含有剧毒，深受其害的

他在“无意识”中伤害身边人。影片中的“灾难”

都是“人祸”所致，观者将现实中的体会带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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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世界，形成了良好的警示效果。

2.3 2000—2018：刹车时代的科技复刻

回顾千禧年后的国产科幻电影市场，虽对

外有好莱坞科幻电影的强势挤压，对内囿于科

幻传统的薄弱以及科幻体系尚未建立，但我国

的科幻片产量在 2016 年达到 100 部，2017 年

增加到 138 部。科幻电影的创作数量呈上升趋

势映射出大众对科幻意识的渐趋觉醒。在这场

“狂欢后的冷寂”中，迈入新世纪的商业洪流，

带动经济、大力发展成为科幻电影发展的社会

背景，追求数量的同时作品质量却整体呈反比

下降。《机器侠》（2009）、《全城戒备》（2010）、

《未来警察》（2010）、《逆时营救》（2017）、《机

器之血》（2017）等科幻作品在豆瓣评分普遍

偏低，多数在 5 分以下，体现了创作与接受过

程对接的显著缺陷。较于国外凭借时间优势和

技术进步已然形成固定模式，国内科幻作品“玩

旧梗”“炒冷饭”，不仅未能激发观众的惊叹

之情，同时，其构建的宇宙观也未能提供深刻

的探索与思考空间。

以好莱坞为中心的多数科幻影片采取以主

角为中心，来推动剧情发展，起承转合到位的

路径。本阶段的中国科幻电影的创作趋向于模

仿西方电影的叙事模式，叙事结构上明显倾向

个人英雄主义的表现形式。这种叙事视角的转

变，显著受到了美国科幻电影的影响，体现了

对西方电影叙事策略的借鉴与采纳。但创作者

也在“破旧立新”的新世纪中立足国家本土的

文化创作语境，针对国人独有的审美欣赏习惯，

将科幻电影间接性转变，追踪商业焦点和流行

从而与受众需求及偏好所适配。“正是在商品

的大众化的层面上，文化拼凑的最流行的常常

也是最深刻的活动产生了。对自己确立的规范

加以解构和对似乎不匹配的形式加以并指，长

期以来一直是商品化的大众文化的内容。”21

世纪后的影片通过有意识的拼贴消解传统秩

序，依托“表征混乱”呈现出不同的风格。首

先是相同的人物设定。《机器侠》（2009）采

用经典机器人元素，对《变形金刚》（2007）

的机器人形象复刻，造型千篇一律毫无新意。

《长江七号》致敬影片《E.T》，其中与 E.T

外星形象如出一辙的七仔作为父子二人情感沟

通的桥梁在影片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

次是相仿的叙事手段。在西方科幻所常见的二

元对立叙事方法下，《未来警察》（2010）采

取“人机大战”的科幻模式，警察周志豪为了

人类命运毅然穿越，与其他物种进行善恶战斗。

《火星没事》（2009）杂糅了超能力儿童和父

亲对立囧态等情节，对当时受众青睐话题的奶

粉、房价等进行调侃；也有时空旅行题材，《逆

时营救》（2017）中经历三次的“逆时”穿梭

“营救”被绑架的儿子但并未改变结果，《超

时空同居》（2018）中虽充分结合“平行时空”

的科幻特点，但偏显俗套的叙事巧合还有待提

升空间。但不同的是，国产科幻电影融入我国

独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突出团结协作的价值。

无论是体现主角因故事被塑造的《全城戒备》

（2010），小人物借助他人获得生化力量化身

为城市英雄；还是《李献计历险记》（2011）

中患有“差时症”的李献计通过众人的建言献

策踏上追爱之途。影片都围绕借个人事迹强调

集体精神。总而言之，本时段的中国科幻电影

虽整体呈现浮躁之感，但作为“铺路之作”与

本土元素努力融合的尝试，渐显出“综合且多

元”下寻求本土认同的美学效果。

2.4 2019至今：正统时代的科技辅助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中国综合实

力的提升，创作者对民族未来有着不容置疑的

自信想象。2022 年国家电影局、中国科协印发

《关于促进科幻电影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

把科幻电影打造成为电影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

长点和新动能，推动我国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

国迈进。伴随科幻热潮的出现、国产电影制作

技术水平的提升，政策支持的偏向以及各种利

于科幻电影发展因素的影响，国产科幻电影不

再囿于技术困境而无法形成精良画面，这种沉

积随着《流浪地球 1》（2019）的出现而爆发。

中国科幻电影体系正在渐渐地完善、成熟，科

幻电影的总体规模正在逐步的拓宽。视觉图像

传达的思想价值，投射的社会文明和制度的多

样性，是人类理解世界的关键媒介。这促使中

国电影创作者深入探讨技术发展背后的本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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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类的议题。

《流浪地球 1》引领我国科幻电影转向新

的繁荣面貌。相较于多数西方电影“逃离—开

拓”的叙事方式，《流浪地球》采取了“一起

流浪”的科学幻想。这是基于中国人强烈的地

域性，无论是“告老还乡”还是“落叶归根”

都从“小我之愿”引申到对整片沃土的无法割

舍，更彰显出中国作为以身作则的大国对于人

类生存发展的担当。《流浪地球 2》（2023）
在前作基础上，以“中国方案拯救世界人类”

主题展开。中国作为巨大的历史转折和每一次

危机事件的推动力，在异质空间的区隔与增补

层面，塑造了以周喆直一行为代表的决策层，

以刘培强等为代表的军人作为计划实施者，以

马兆等顶尖科学家发明的科学技术等。这既在

叙事上表现了中国作为决策者的果断，又书写

了中国作为执行者的奉献，同时也表现了中

国创造的数字生命工程等科技对人类命运的影

响。而这些都直接对标现实空间中国的国际地

位提升。“带着地球去流浪”的叙事框架展现

了国家力量的自信，其宏大叙事理念与共生情

感的流露，更深刻体现了习近平主席“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高屋建瓴的思想，彰显了

中国对构建全球合作伙伴关系的信心与坚定

意志。

“西方叙事”的逐渐退潮，“中国叙事”

的蓬勃崛起，《流浪地球》系列的成功让观者

看到前景，更让创作者有了希望，证明了中国

科幻影视的生命力和可能性。《上海堡垒》

（2019）中的上海，为抵御德尔塔文明的侵略，

成为人类最后的希望；《疯狂的外星人》（2019）
中精英特工们费尽心思寻找战斗的外星人，最

终仅仅被中国的土特产白酒吸引而归；《独行

月球》（2022）中独孤月在月球上大喊“在这

里也可以看到万里长城”是中国人的科学自强。

《明日战记》（2022）中面对苟延残喘的地球，

大声呼喊的“结局由我们自己书写”都强有力

地体现了坚韧不拔的中国人特有的家国情怀。

这些既有口碑又有票房的科幻电影体现了民族

自强与文化自信，共筑出中国扎实的科幻电影

市场。

3 结语

中国科幻电影的发展轨迹要求相关研究者

从国际视野内化至本土视角并延伸。当下国产

科幻电影的呈现离不开中国社会、经济等因素

的全面支撑，并同步反映社会现状和政治话语。

随着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科幻电影作为文化

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汲取时代精神，

以超现实结合现实的叙事手法为受众提供思考

现实与未来的空间，探讨科技进步与人类命运

的关系，在表达深层反思、传递人民声音，展

现中国形象，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的全球

文化交流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美]凯斯·M·约翰斯顿.科幻电影导论[M].北京:世

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

〔2〕  克里斯蒂安·黑尔曼.世界科幻电影史[M].北京:中

国电影出版社,1988.

〔3〕  张东林.科幻电影:在幻象与本体之间[J].电影艺

术,1994(1):40-45.

〔4〕  许南明,富澜,崔君衍.电影艺术词典(修订版)[M].北

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

〔5〕   王晋康 .漫谈核心科幻[J].科普研究 ,2011 ,6(3): 

70-72.

〔6〕   王不俗 .沿着科幻现实主义道路前行 [N].文艺

报,2020-07-29(007).

〔7〕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M].北京:北京

市新华书店,1983.

〔8〕  黄鸣奋.科幻电影创意研究系列1:危机叙事[M].北

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9.

〔9〕   黄式宪 .黄建新 :错位·错位?[J].电影艺术 ,1987 

(6):38-40. 

〔10〕  老子道德经注校释[M].王弼,注.楼宇烈,校释. 

北京:中华书局,2008.

〔11〕  黄鸣奋.回望与前瞻:中国科幻电影七十年[J].艺

术广角,2019(5):11.

〔12〕  [美]约翰·贝尔顿.美国电影美国文化[M].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2010.

〔13〕  林少雄,吴小丽.《影视理论文献导读》[M].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2005.

〔14〕  李佳蕾.“多类型融合+工业化探索”中国电影市场

新的增长点[N].中国电影报,2022-04-20(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