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02.28 中国电影报

责编责编::林琳林琳 美编美编::李骁李骁 E-mail:zgdybE-mail:zgdyb20042004@@126126.com.com

CHINA FILM NEWSCHINA FILM NEWS 专栏 7

■文/张启忠

■文/王 霞

■文/赵 军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研究室专版

谈到当前院线影城经营的困

境，人们都会请教那些一直在一

线拼搏的团队，开始的时候人们

很真诚地讨论起行业的痛点，渐

渐地，愿意再深究下去的人不太

多。难道痛点值得没完没了讨论

吗？深究下去这些痛点能够有解

决方案吗？既然无解，就自我麻

痹下去好了，反正投资的是老板，

人家多少个亿都能够扛住。只有

关注院线影城行业是否还值得投

资的人才会继续问，你了解行业

的痛点吗？

我想说的是，没有对于行业

的理想主义认知的人，是不能与

之深谈痛点的，不是说他看不到

痛点，而是一个不愿意去改变现

状，没有克服痛点的解决方案尝

试的人，其实是不配谈论行业痛

点 的 。 痛 点 不 在 于 表 面 上 看 到

的，痛点在于当你无法找得到解

决方案的时候，你还会怎样认知

它，而这个时候真正的痛点才呈

现出来。一切痛点都是找不到解

决方案的时候你所看到的问题的

原因。真正的痛点在于无解。

任何对于现实的质询都因为

你有理想主义的目标。理想主义

者对于现实问题的理解从来立足

于解决问题而非自怨自艾和自暴

自弃。当下院线影城的痛点表面

上 看 就 是 上 座 率 低 和 非 票 收 入

差，往深里看是丧失了基本的竞

争手段，譬如说已经不掌握院线

影城自己的数据。理想主义者是

站在明天的人，他们认为，院线影

城今天的痛点除了落后时代，都

不是痛点。自从第三方进入院线

影城掠夺数据以后，院线影城就

只有被降维打击的份儿，这才是

真正的痛点。

所以，我们是这样理解院线

影城的痛点的：在互联网时代的

上半场院线影城失去了机会，院

线行业成为了互联网的殖民地。

到现在这个行业的绝大部分人还

是看不到自己可以改变现状的机

会，这才是院线影城行业真正的

痛点。现在下半场已经开始，未

来已来。如果行业还是蹉跎，还

是无感，还是等别人来革命，那么

院线行业就不会有翻身的机会，

而这个行业就真的要被颠覆。行

业的下半场是什么？是 AI。上半

场 有 第 三 方 作 为 行 业 市 场 的 中

心，下半场 AI 登场，行业如果运用

起了 AI 的技术，一定就会没有中

心，第三方掠夺院线影城数据的

优势会土崩瓦解。行业做还是不

做？这是痛点。

痛点是为解决问题准备的，痛

点也是为新的经营管理格局准备

的，痛点更是为新技术上场颠覆传

统而准备的。我从事电影发行放

映行业四十一年，在行业进入市场

经济后，一直在寻找行业的痛点，

也一直在为痛点寻找解决方案，并

且亲力亲为、身先士卒，和整个行

业一起拼搏精进，对于痛点在变革

行业、提升行业当中的意义与作用

有着深入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

没有痛点的行业是不会进步的，没

有痛点就没有高维的出现并且终

将发生降维打击。

真正看到痛点的要害处会因

为同时找到解决方案而尖叫。解

决方案在痛点的彼岸。它们一定

是“孪生兄弟”，只不过之前你看

不到。凡是最先看到曙光的人都

会有一种特别的禀赋，他们天生

就是为解决这个世界的难题而来

到这个世界，说小一点而来到这

个行业的。而且是世纪的风把他

们刮来的，这个“风”就是风驰电

掣的科技革命，一个世纪已来人

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准确地说对

于世界的本质的认识不断地发生

颠覆，一幅幅前所不料的世界图

景纷至沓来。

还在不久前的半年中，深圳

一位年轻、留法归来的导演向我

介绍了深圳高交会上出现的“柔

性屏”，说现在中国人已经可以做

出反复弯卷和折叠的电子屏幕，

我听了十分好奇。没有想到仅仅

半年过去，京东方和华为就宣布

做出了可折叠的 5G 手机！昨天

的那么快就会被变成传统，这样

的手机谁能够拒绝！我们就是这

样地生活在一个魔术般天翻地覆

的时代，想一想如果很快做到刷

脸进入影厅，数据进入影城后台，

我们还需要抵制第三方的售票系

统，或者还需要对他们开放售票

吗？

想到这一层就会接着想到一

定有很多技术团队正在日以继夜

地赶赴新一轮技术颠覆的赛道吧，

如果知道了还不猛醒，一定会再次

错失时代伟大的变革而成为边缘

人吧。现在电影创作人的思维高

于院线行业，拍出了《流浪地球》的

团 队 整 体 水 平 高 于 院 线 影 城 行

业。因为他们有梦想，至于院线行

业，现在面对的不是梦想而是现

实，现实是人工智能可以颠覆前面

的移动互联网的所有格局。想到

这一层或者只是看到文章的这一

段，你今晚就不应该睡觉。

只有理想主义者、敢于颠覆

传统的团队，才配说我一直关注

行业的痛点。我所赞赏的理想主

义者包含着三个特征，第一是有

格局，他们总是将行业放入整个

时代的大环境中，而他们也应该

是做格局的人。如果这个时代已

经被互联网改造了，他们就应该

成为互联网的时代观察家，成为

互联网知识的学习并且有深刻研

究能力的人。然后，他们一定会

努力地去实践，点点滴滴地在亲

身的实践中感受时代给予行业的

种种可能性，种种改变既有格局

的可能性。

第二是有务实精神，即总是面

对问题研究解决方案，并且首先是

认识问题，而不像很多人思想迟

钝，看不到问题，或者看到了问题

却害怕去冒风险解决问题。务实

者在研究解决方案时除了亲力亲

为外，还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人，是

一个有执念的人，是一个勇于克服

困难的人，只要认准了改造事情的

方向，虽千万人吾往矣。这种人当

然很少，因此难能可贵。务实不只

是埋头苦干，务实的品质是脚踏实

地而百折不挠。

第三是不断学习，贴着时代

飞奔，知识储备不断丰富，而且能

够打破学科行业的界限。因为不

断学习，这样的人就有了深度学

习的本领，即在自己的神经网络

已经充分具备了对各种痛点、各

种解决方案、各种新知识启迪的

辨识能力。这个品质称之为高贵

的品质。因为只有那种背负使命

感的人，才会有不停地增加知识

的觉悟。如果你有这种酷爱学习

而且是不断学习，感谢你的父母

和老师吧，他们将你培养成为这

样的人，你真的是三生有幸。

在 AI 人工智能登陆互联网下

半场而院线影城行业面临再一次

格局颠覆的前夕，我们大谈痛点

正是因为现在的痛点都将成为 AI

的课题也是我们的课题。我们要

解决首先的痛点：人才不济。为

此我们非常愿意与所有行业内外

的朋友分享怎样破局，怎样颠覆，

怎样让自己成为上述有三种品质

特征的理想主义者，在一起谈应

用 AI 创建中国第一的新型院线影

城时，彼此可以也应当得以共同

分享中国与世界 AI 的明天。

痛点是为我们而存在到现在

的，我们不是因为痛点而生存到

今天的。当我们解决掉行业的痛

点的时候也许我们创造的是另一

个新天地，就像乔布斯改造了手

机，但是他不是为手机而来到这

个世界的，最终的目的是人。手

机和院线都是为人服务的，痛点

阻碍了人的幸福，解决痛点就是

解放人的幸福。这就是理想主义

者的目标。这个梦很大，这个梦

也很小，小到是一个神经元也可

以有的梦想。AI 的这一场变革就

是让我们回到这个很小的初心，

不忘初心。

行业需求
你真的看到了吗？

美好心性与现实的错位
——《小猪佩奇过大年》引发争议的原因分析

现在，人们通常理解的动画改编是

将同题材或者同名的漫画、文学、戏剧、

电影等进行动画改编，例如美国的《花

木兰》（1998 年）、《狮子王》（1995 年）、

《冰雪奇缘》（2013 年），法国的《我在伊

朗长大》（2007 年），日本的《萤火虫之

墓》（1998 年），中国的《小倩》（1997 年）

等。传统意义上的动画改编将动画视

为一个单独的整体。但是，定位于春节

档的《小猪佩奇过大年》则是将英国学

前电视动画片《小猪佩奇》，外置了一个

以春节家庭聚会的歌舞剧框架，《小猪

佩奇》的动画则是镶嵌不同的段落中。

美国的动画歌舞已广为人知，《美

女与野兽》（1994 年）、《狮子王》（1995

年）、《钟楼怪人》（1996年）后，2013年的

《冰雪奇缘》更是将动画音乐剧的形式

推向了高峰。美轮美奂的歌舞画面与

激扬跌宕的音乐，铺设了一个童话世界

的奇遇，而且，喜剧性的框架，营造了狂

欢的场域。

《小猪佩奇》的豆瓣评分为9.2，虽是

英国人的思维与乐趣，但契合了儿童的

童真与生活，以至于孩子们乐此不疲。

很多成年观众在陪伴孩子看此动画片

的时候，惊叹于影片中的奇思妙想的同

时，也会开怀大笑。国产低龄电影难以

比肩。2016年，《小猪佩奇》的全球收入

70 亿元人民币。佩奇的话题和身影占

据了很多的微博、抖音、朋友圈，奥迪、

福特、华为、可口可乐等品牌还纷纷把

佩奇镶嵌在自家品牌 Logo 里中。2019

年春节前，小猪佩奇的形象还上了中国

“福字”的花纹，甚至还有佩奇造型的窗

花。如此巨大且成熟的 IP 进行动画改

编，具有极大的营销优势。但是，合家

欢主题的《小猪佩奇过大年》在豆瓣上

的评分仅为4.1，关于该片的评论，也是

褒贬不一。

现实人物与角色情感的错位

除了歌舞方面的粗糙之外，饱受诟

病的，主要还是对英国动画《小猪佩奇》

的引入，过于生硬。基本上都是姥姥、奶

奶、爸爸讲故事，然后是生硬地切入《小

猪佩奇》动画片，甚至连转场镜头都没

有；为了表示故事语境的贯通，讲故事人

会在动画部分插入一两句解释性的台

词。当一集动画片结束后，再生硬地回

到现实空间。作为幼儿观众，可能觉得

不伦不类。笔者在影片结束后，随机问

了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她说：《小猪佩奇》

太少了。可见，对于对《小猪佩奇》抱有

期待的小观众而言，确实有些失望。

另外，姥姥的性格和心理是硬伤。

《小猪佩奇过大年》中的姥姥、姥爷是南

方人，爷爷奶奶是东北人。南北饮食的

差异，剪窗花、放鞭炮、扫房子、送红包

等民俗，让小朋友们觉得新奇。但是，

对于温文尔雅、含蓄内敛的姥姥而言，

如果将作为东北人的奶奶刻画为开朗、

热情、直率、幽默，二人就已经形成了反

差。但是，影片中的奶奶过于强势和自

以为是，这让远道而来的姥姥估计有些

不舒服。作为观众，苛刻而言，奶奶的

有些表演，达到了失礼的程度。例如，

姥姥讲完了故事，掏出红包想送给孩子

们，这时候，奶奶强势地提出，要去剪窗

花。面对此，姥姥低头不语，只得忍让

了。在众人欢笑的时候，姥姥拿着《小

猪佩奇》的故事书，到房间的一个角落

里，去熟记故事内容。奶奶和面、擀皮

的时候，竟用了武侠风格的影像，此时，

奶奶成了一个搞怪的形象。做饭的时

候，奶奶武断地要倒酱油，被姥姥阻止

的时候，影片中出现了二人抢夺酱油瓶

子的镜头。现实生活中，奶奶对于远道

而来、短暂聚会的亲家母，一般都是热

情有礼、谦让含蓄，甚至要多询问一下

对方的要求，民谚说：礼多人不怪，目的

是让人家倍感宾至如归的轻松。而影

片编剧为了制造冷笑话，将奶奶刻画成

了强悍、无知而又自以为是，某种程度

上，这丑化了奶奶形象，更与《小猪佩

奇》中长辈的谦和、宽容、慈爱与乐观，

形成了反差。

与故事片不同，动画片的主调是塑

造美好的人性，以便于冰释观众在现实

生活中的痛苦和心结，同时，契合并强

化幼儿观众的童真心性。可见，尽管

《小猪佩奇过大年》中，有各种的中国传

统文化元素，又是隆重的春节期间，都

无法掩盖奶奶的失礼所造成的“情感错

位”。以此深入揣度，姥姥给孩子们讲

述《小猪佩奇》的故事，一方面是享受子

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另一方面，是否也

在避免与奶奶之间的尴尬呢？所以，影

片给观众的感觉就是一个疙疙瘩瘩的

梗塞的感觉。

现实与动画的情感贯通

尽管有上述的不足，但是《小猪佩

奇过大年》依然是国产动画的一个有益

探索。国产动画一般都是历史或者玄

幻题材，现实题材很是少见。《小猪佩奇

过大年》则是将现实生活转化为歌舞

剧，这也是中国动画的探索。因为，这

打破了国内观众对动画理念的约定俗

成的认知，即“动画”就是动画电影或者

电视动画系列片。其实，动画与故事片

可以进行不同比例地配置和组合。例

如，1947年东北解放区的动画《皇帝梦》

被收录在十七集新闻纪录片《民主东

北》中的第四集。这样，动画《皇帝梦》

就以纪录片作为整体阅读框架。与此

类似，《与巴什尔跳华尔兹》（2008年）是

以色列导演阿里·福尔曼制作的动画纪

录片。该片大部分都以二维动画样式，

讲述一个有心理创伤的老兵“我”——

阿里·福尔曼——回访昔日的九位战

友，以探究1982年黎巴嫩萨布拉-夏蒂

拉大屠杀发生的原因和真相。影片结

尾则是真实影像，是纪录片影像，展示

了黎巴嫩基督教民兵冲入难民营、屠杀

没来得及撤走的、手无寸铁的老幼妇

孺。《皇帝梦》和《与巴什尔跳华尔兹》都

是成人向动画，那么，儿童的现实生活

如何与动画进行有效融合呢？

美国动画《南方之歌》（1940年）具有

一定的参照价值。影片中，父母离婚后，

爸爸把妻子和还是儿童的儿子乔尼送到

了南方乡下农场的外婆家。陌生的环境

迫使小乔尼想要离家出走，去伦敦寻找

父亲。有幸的是，郁郁寡欢的乔尼遇到

了爱讲故事的、慈祥乐观的黑人大叔雷

米斯，雷米斯针对乔尼不同时期的心情，

间断地给他了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

气愤的小兔子要离家出走，口头禅也是：

再也不回来了。但是，很快遇到了麻烦，

被狐狸设计的绳子吊起，眼看磨刀霍霍

的狐狸赶来，小兔子欺骗走来的大熊说：

被吊起可以有美餐，大熊被吊起了，小兔

子才安全逃到家中。第二个故事，小兔

子遇到了狐狸与大熊做的假人，被黏住

了。机智的小兔子说：不要被扔进带刺

的灌木丛，狐狸落入了圈套。小兔子逃

脱了。第三个故事，被捆好并将要被烧

烤的兔子，谎称带大熊和狐狸到神秘可

笑的地方，没有想到是蜂巢，当熊和狐狸

被蜜蜂追赶和蜇叮。兔子笑了。可见，

与《小猪佩奇过大年》具有类似结构的

《南方之歌》是以真人故事片为主体，通

过动画解决了小乔尼的内心困惑，焕发

了小乔尼的喜悦与希望。

然而，《南方之歌》中也有很多的现

实场景，例如，乔尼想通过牛场，抄近道

追赶雷米斯时，被牛撞昏了。也有现实

问题，例如，一天深夜，热心的雷米斯大

叔送多日不归的乔尼回到了家门口，却

被歧视黑人的乔尼的妈妈桑妮赶走

了。影片的结尾是，乔尼醒来，看到了

从伦敦归来的父亲，其家庭也重新接纳

了雷米斯大叔。

综上所述，现实性与动画的断裂是

引发《小猪佩奇过大年》褒贬不一的主

因。但是，应该明确，现实性是国产动

画需要加以延用和深耕的特性，这将极

大推进国产动画题材与类型。需要引

以为鉴的是，故事片作为动画的框架，

真人角色之间可以有歧见，但是不能没

有美好、细腻的心性；真人的生活与动

画展示的内容之间，是多层次互为贯通

的细流，如果武断地切割和断裂，动画

就成了真人世界的工具，对于弱小心灵

和社会知识不高的孩子而言，也是一种

不尊重。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

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电影《流浪地球》沸腾的电影市场和

文化争议，释放出了多年来观众对中国

科幻片的类型诉求。不仅仅因为最近几

年刘慈欣引发的科幻片憧憬和电影《三

体》跌沉下来的挫败感，还有上个世纪

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产出的那几部很

难被看成科幻片的“Cult”电影所积累下

来的类型阴影，更饱含对于中国电影进

一步产业化升级的巨大期待。而年轻导

演郭帆和他的团队历经四年时间创作出

来的《流浪地球》对于中国电影的开创性

价值，不唯类型意义上的，更是电影制作

观念上的。一是视觉优先，一是文化自

恰。这两方面的早于剧本确立的原则，

对于相当多的中国电影远没达成共识。

视觉风格与文化表达放在优先位置，不

独于科幻电影重要，它适用于所有视觉

叙事的作品。特别是当下，在共享网络

与自媒体资源搭建的视觉环境中，错综

的影像风格与多元的价值诉求都有迹可

循，模仿与致敬不再那么值得炫耀，同

时，再烧脑的故事也比不上全新的视觉

体验和强烈的文化认同让人愿意相信作

品的善意。

《流浪地球》选取刘慈欣同名小说中

“地木危机”的一小段内容，主体情节圈

定在36小时求援行动之内，但影片的科

幻时空却关涉一万座超过万米的行星发

动机推动地球踏上2500年经过4.2亿光

年的人类未知航程。面对如此恢弘的人

类命运共同体叙事，电影在筹备阶段就

以3000多张概念设计（concept design）首

先确定了整部电影的世界观，同时为50

年后的地球做了一百年的编年史，梳理

人类社会的物理环境、日常生活和人文

现实，并以8000多张的分镜头画稿剧复

盘剧本创作。这让影片在头20分钟的时

空构架展示中，率先俘获了观众，顺利跨

过了科幻电影的假定性/可信性的门槛，

让达科·苏恩提出的（科学）认知、（现实）

疏离与（体验）新奇三个关键词，在这部

中国科幻作品中立住了脚。

《流浪地球》尤可称道的是设置了三

层完全不同、又相互支撑和联系的叙事

空间：地下城的虚拟平民空间、地表行星

发动机和“领航员”国际空间站主导的大

机器运行的秩序空间、蓝色地球对峙橙

色木星形成的危机空间。

当然，你会说从1968年库布里克的

《2001太空漫游》到近几年的《月球》、《地

心引力》、《星际穿越》和《火星救援》等影

片都或多或少涉及这样的三层空间：地

球的日常现实、英雄宇航员所处的高科

技空间站以及浩渺无望的宇宙空间，但

是由于相异的科幻内核、反向设定的空

间形态，让《流浪地球》的乡土隐喻与英

美太空科幻类电影呈现出科技文明下人

类个体孤独的文化表达完全不同。

《流浪地球》的三层叙事空间构架了

一个似曾相识、充满悖论的乌托邦世界。

首先是经过抽签制遴选后、以年轻人

为主的35亿平民地下城，它为人类未来两

千多年的航程提供绝对的庇护。影片在

开始部分用五六分钟的时间，通过刘启和

妹妹朵朵的几个长镜头调度，为我们展示

了一个从色调、音效和布局上都温暖、祥

和、生气勃勃，却不以真实为依托的世

界。在这里每个人的教育、饮食、日常物

资和生命安全都由联合政府免费保障，虽

然私人空间极为狭小，但是大多数公共空

间干净得如舞台和布景，虚拟屏幕可以带

来“阳光”、“白云”、“春天”和更大“空间”，

还会有标语、横幅、老师的教导和电视台

的正能量信息不断激励和鼓舞年轻人：只

要怀抱希望，人类过去的黄金时代（就是

我们当下毫不担心太阳膨胀、只计算金钱

占有的时代）会在未来重新降临。人们不

拥有私人财产，但允许以个人信用获得额

外资源，除此以外进行的物质交换都是违

法的，甚至在规定的学校教育和传统的民

俗娱乐（如春节的舞狮）以外的私人娱乐，

比如打电子游戏、玩麻将、享受兔女郎的

私人服务也是不道德、不提倡的。由于衣

食无忧，人们比较乐观，在这个低矮、窘

促、封闭的空间里唯一的不自由是不能上

升到地球表面，因为那里已经是零下80多

度的低温环境了。只有获得联合政府批

准，跟“行星发动机”运转相关的工作人员

才有资格。地下空间最大的威胁是岩浆

的渗入和地震的发生，这让它又显得极为

脆弱，所以联合政府的新闻播报、通讯管

制和安检工作变得尤其重要。地下城世

界对于成长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年轻人

会尤为熟悉，特别是还有来自导演上一部

电影《同桌的妳》里的中学校服以及黑板

上方“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口号。

其次是从地表延伸到空间站的大机

器运行的秩序空间，这个空间的大机器

运行是作用在视效上无比震撼的地球末

日景观之中的。离家出走的“中二”兄妹

刚刚进入这个空间的延伸处：通往地下

城电梯的天桥上时，就已经为这个钢架

建筑内部的无比庞大、雄浑、强壮、粗矿

而瞠目结舌。更何况那些个矗立在地表

直径33公里，高达11000米的庞然巨物，

以及为1万个这样的机器怪兽提供山体

燃料的大型挖掘机、运输机和它们在地

球表面上交织形成复杂的运输公路。影

片明确以苏联时期的重工业感为这一造

型空间提供视觉基础：较多的直线、粗粝

磨损的表面、大面积的中性色彩，以呼应

主导这一叙事空间的救援队成员，他们

以小单位的群体形象出现，不分你我、众

志成城、坚韧不拔、勇于牺牲，犹如这些

看似笨重、沉默却无比刚毅的大机器内

部的某个零件。他们以《地球流浪法》为

依托，服从于联合政府的饱和式调派，也

领受交通委的教条化关怀。他们奔波在

荒芜苦寒、危机四伏的末日世界里，不计

个人得失、顽强拼搏，守护着地球家园和

地下城的居民。

其中一个为主创团队引以为豪的上

升长镜头，从刘启盗用的运输车为起点

向上拉起，经过各种工程车、大型机械吊

臂，经过山体一样的行星发动机和它喷

火的碗口，速度越来越快地拉离地球，俯

视这个蓝色星球表面的等离子光束和大

气长尾，直到拉向刘启爸爸刘培强中校

所在的“领航者”号空间站。将两个看似

遥远却关联的空间联系起来。太空站建

筑内部也是多机械线条，并不简洁、并不

高光，且聚集着来自各国各族的工作人

员，犹如那些陈旧、笨重、繁复、使用多年

的仪器仪表。空间站外表则像一个高精

密的德式机械表，重材质，强壮、坚固、耐

磨、保存着机械原始的美。这些人员，都

是这个机械上的一个零件，按时休息、运

转、退役和被替代，甚至在不听话是时候

被莫斯果断处理。

这种末世场景的大机械时代美学，

出现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中

国。繁花似锦的商业大都市早已被几百

米高的旷世冰棱封闭，退守在大机器运

行的远景里，犹如意识形态描述中既模

糊不清又妖魔感的西方世界。而庞大的

行星发动机群体，极力渲染机器美学和

工业建筑中的功能主义。呈现为尺度巨

大的、将管线构件毫不掩饰地暴露的“外

露骨架效果”。 这和好莱坞太空科幻片

中，以计算机、环境、材料等领域突飞猛

进的新技术为依托，强调表现外表光滑

轻盈、线条优雅、空间灵活、高度数字化

和有着全息影像的建筑体完全不同，后

者代表的信息与财富的物质景观，是当

今世界精英阶层的美学追求。

影片中被局中人反复强调的“回

家”，不是《星际穿越》等影片的核心家

庭，而是乡土，是地球家园。在两个小时

的影片叙事中，蓝色地球所呈现出的千

疮百孔、岌岌可危和丧失方向，与不远处

庞大的、炽烈的、被炫丽的风暴眼所覆盖

的木星形成一种空间对峙和吸引的象征

关系。这个危机的叙事空间，作为被反

复描述、凝视以及最终变成为全然不同

的行动方向所争夺的叙事话语。将多难

的地球家园引领到何处？以什么样的方

式？为影片掩藏的两派之争，也许会在

它的续集里出现。

《流浪地球》的乌托邦架构与青少年

探险的结合，是早期科幻文学常见的形

态。影片中的兄妹二人从地下城空间，

来到现实的末日世界，再到领略了关于

“流浪地球”的极不稳定的叙事，在这个

宏大叙事里，他们见证了长辈的牺牲，从

而成长。他们与那些从未离开过地下城

乌托邦的人不一样，无论无论如何，他们

不会安于地下，受制于希望与毁灭的话

语之间，哪怕奔向三体文明的地球面临

的将是绝境的科幻冒险，也提供个他们

一种足够逃逸虚假乌托邦的异度空间。

《流浪地球》：

科幻冒险提供的乌托邦逃逸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