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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电影是一种成熟的类型电影模式，而根据

不同的灾难成因又发展出诸多次生的电影类型。

2020年春节前后新型冠状病毒的突然爆发以及其后

的全球大流行，让瘟疫电影一跃成为大众关注的焦

点。作为灾难电影子类型的瘟疫电影，既具备灾难

电影的一般特点，也在发展中建构出独特的叙事话

语模式和社会文化想象图景。本文选择了灾难电影

中的瘟疫电影这一类型，并将瘟疫电影置于灾难电

影的类型叙事图谱中加以考察，在历史与现实、全球

与本土相结合的视野中探讨其灾难叙事的类型建构

与社会文化表征的变焦，进而探索本土瘟疫电影的

在地实践与未来路径选择。

一、瘟疫电影：灾难叙事的类型承延与叙事建构

灾难电影是类型电影的一种，“是以自然或人为

灾难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呈现灾难场景、表现人们

的恐惧。通过视觉形象奇观化展示、营造震撼的视

听效果”。[1]早在默片时代，梅里爱拍摄的电影戏法

《探险者的遭遇》《战舰梅因号的爆炸》等短片中灾难

元素便有迹可循。此后1933年的《金刚》依靠特效辅

助开始将灾难作为主要视觉呈现对象。20世纪 70

年代，灾难电影作为一种叙事类型正式命名，逐渐开

始反映社会问题。20世纪 90年代灾难电影迎来第

一次发展高潮，灾难表现对象从天灾向人祸多样化

发展，数码技术的推波助澜使影像的视觉吸引力更

加强烈，《侏罗纪公园》《独立日》《龙卷风》等作品不

仅带给观众视觉享受，也为投资者赚得可观票房。

21世纪的灾难电影更是成为类型大片的代名词，《后

天》《全球风暴》《2012》等电影打破前阶段充斥理想

与乐观主义的结局，末日世界的悲观呈现促使人类

更加深入地观照与反思自身。

(一)寓言想象与社会纪实：瘟疫电影的叙事策略

灾难电影按照事故成因可分为天灾和人祸两大

类别，瘟疫电影关注的内容则属于人祸中的病毒感

染与变异。传染病这一题材所具有的丰富想象空间

与社会现实效应不断吸引电影人对之进行深入开掘

与艺术创作，逐渐形成了自身的叙事策略。

“一战”过后，社会分崩离析，人们迫切希望逃离

现实，这种不安与焦虑也投射进电影。1922年茂瑙

(F. W. Murnau)拍摄的《诺斯费拉图》成为电影史上第

一部以黑死病为背景的经典恐怖片。这部极具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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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的德国表现主义电影将肺鼠疫拟人成吸血鬼，

呈现出小城瘟疫肆虐下的恐怖气氛。随后，“冷战”

时期的政治格局加剧了人们内心的虚无与不确定

性，在此背景下1976年拍摄的《卡桑德拉大桥》以感

染鼠疫病菌为题材，开创了灾难片的基本模式。20
世纪90年代好莱坞类型叙事已经定型，大制片厂体

系下电影工业流水生产线，在电影特效技术不断发

展进步的支持下，生产出《极度恐慌》《十二猴子》《惊

变28天》《传染病》等优秀瘟疫电影作品，传染病成为

了灾难电影的重要内容题材与叙事类型。

根据瘟疫类型与想象元素涉及程度和叙事重心

的差别，瘟疫电影大体可分为两种叙事策略：软科幻

的寓言想象和全纪实的社会构想。软科幻下的病毒

变异往往进行夸张化处理，传染速度迅疾，被感染的

人类会在短暂的时间之内完成病变，通过脱落的黏

膜侵蚀或“丧尸化”行为完成二次传播。感染者不仅

呈现病理性的身体机能崩溃，占领宿主躯体的病毒

会对其人格解体，使之成为另一种形态的物种，独立

于人类而存在。因此，寓言想象下的人类对抗的不

仅是病毒，而是与病变的“类人”群体展开搏斗。如

《致命拜访》中的感染者变成无表情与情绪的行尸走

肉，并集合成一个组织群体；《我是传奇》中基因变异

的“黑暗猎人”也存在着秩序与爱。

全纪实的社会构想一般遵循现实原则，病原体

的选择具有科学性，完整呈现从病毒扩散传播、寻找

抗体到最终战胜病毒的全过程。叙事风格或是冷静

内敛的客观呈现，或在灾难中突出人物主线，挟带创

作者的主观情绪色彩，在多方冲突与对抗中观照现

实，揭露社会弊病。如《极度恐慌》《传染病》《感染列

岛》等电影都俯瞰疫情全貌，展现具体过程。值得注

意的是，软科幻与全纪实两者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在

两极间呈现不同瘟疫类型的多重姿态。

流行性强、发病急骤等特有症候使瘟疫电影既

继承了灾难片叙事的主导审美形式，又在传统叙事

模式下建构出独具一格的类型图谱。

(二)多元结构与压缩时空：瘟疫电影的文本结构

在叙事文本的结构上，瘟疫电影呈现出单一线

性叙事与非线性的多元化呈现相互生长的局面。因

果逻辑是灾难电影大都遵循的结构，因此，瘟疫电影

的叙事结构也多呈现出“秩序—失序—恢复”的完成

过程。在全知的叙事视角下“主要以事件的因果关

系为核心；叙事线索以单一的线性时间顺序展

开”。[2]如《流感》以从香港偷渡到韩国的集装箱内的

东南亚偷渡客几乎全部死亡为端，花费大量笔墨铺

陈病毒扩散的过程，从封锁超市到封城，一日之内盆

塘市经历了人康邦定到岌岌可危，最后找到抗体的

突破口——美日，社会秩序终于恢复。

20世纪90年代后，非线性叙事结构在瘟疫叙事

中层出不穷。电影或以瘟疫为外壳，通过构建“莫比

乌斯环”的多重叙事时空展现末世宿命论以及对科

技的反思。如《十二猴子》以冰封的2035年为背景，

科学家要科尔穿越时空查明疾病真相，本质上是要

探讨科幻的畸变与宿命的轮回。或是隐去瘟疫开端

与发展过程，直接呈现后瘟疫时代的末世悲歌，并通

过插叙式结构连贯起因果，在弹尽粮绝的生存状态

下反映幸存者本能与理性的对抗。《惊变28天》讲述

的就是繁华的伦敦于短短28天变成一座死城，因车

祸而昏迷数月的自行车快递员苏醒，个体在丧尸围

城中为争取生存权利而斗争；《我是传奇》通过主角

幻想并利用相似性剪辑不断返回至末世前夕的暴乱

社会，使故事拼接完整并使人物心理状态复杂化。

或是采取冷静内敛的纪实风格多线叙事，如《传染

病》同时讲述几组人物关系与行动轨迹，在“世纪战

疫”的大环境下铺展芸芸众生相。多种叙事结构的

使用使瘟疫电影具有丰富的想象空间，书写大灾难

下人与自然的情感纽带，人与社会的价值冲突。

除了叙事结构的多元化呈现趋势，瘟疫电影的

叙事文本往往在限定性时空下呈现，从而更好地体

现灾难环境下人物性格与行为的转变以及社会失序

状态下群体与权力的冲突。将流动的大众群体暂时

置于半封闭式容器中，逼迫主人公进行应激性条件

反射，使其在行动上、思想上突破常规视角，丰富影

像的内涵表达并推动叙事进程。

疾病的特有表征使叙事时间被限定压缩，因传

染病感染后的致死率极高，主人公往往需要在感染

病毒之后的有限时间内找出破解病毒的抗体。“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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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进程可以赋予画面生机，并使它抽象。减慢

时间的进程则使画面显得平静、具体。因此，单是通

过压缩或延伸时间，就可使画面从抽象转为具体，或

从具体转为抽象。”[3]《致命拜访》的主人公卡罗尔被

前夫吐出的排泄物感染，病毒将在睡眠的快速眼动

阶段完成病变，卡罗尔必须与困意的生理反应对

抗。《极度恐慌》中塞姆的妻子在治疗同事的过程中

意外感染莫塔巴病毒，为了拯救妻子和小镇千万个

鲜活的生命，塞姆需要在妻子被病毒完全攻占之前

提炼出抗体，信念与爱促使塞姆公然与上级对抗，

电影成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目的是让矛盾更加突

出，悬念的增设也让观众产生心理压迫感与角色参

与感。

瘟疫电影在叙事空间上一般架构在特定城市的

有限地理空间内，以一种熟悉又陌生的面貌完整呈

现人类的城市景观。“空间不仅是物质的存在，也是

形式的存在，是社会关系的容器。”[4]如《釜山行》中代

表韩国现代化发展第一梯队的釜山在这场丧尸的灾

难想象中首当其冲，《流感》里疫情爆发之地盆塘市

离首尔不过一个半小时车程，繁荣之地瞬间成为满

目疮痍的人间地狱，这种标志性本土空间既能让观

众快速进入叙事情境，又能因现实与影像的落差带

来可怖的视觉体验。

除此之外，瘟疫电影的叙事空间大都还具备密

闭性，宏观上或是如《极度恐慌》《流感》中政府宣布

将病毒爆发的城镇紧急封闭，并设置隔离营集中安

置患者。处于空间内部的群众容易诱发恐慌心理，

从而产生疾病之外更大的突发暴动事件，加剧空间

内部秩序紊乱。多方势力的拉锯使影片充满张力，

如同一根即将崩断的橡皮筋，影片《极度恐慌》和《流

感》对乌合之众的暴动游行都有所描绘。微观上或

是如《卡桑德拉大桥》《釜山行》达成一种灾难片+公
路片的类型融合，狭小空间的精心营造运用最多的

就是飞驰的火车，“困室”模式阻隔救援力量，继而将

叙事重点聚焦表现被困者“正在进行时”的场景，而

在这种密闭空间内展现的不仅是正常人与感染者间

的对抗，更是来自社会不同职业与阶级的幸存者间

的冲突对抗。

二、叙事变焦：瘟疫电影中的社会文化想象

后经典叙事学超越了经典叙事学的文本叙事分

析模式，注重受众和社会历史语境对文本叙事的作

用，使叙事从静止的文本向动态的社会转化，形成一

种泛叙事性的复杂图景。从这一理论视角出发，瘟

疫电影的类型叙事中往往渗透出意识形态与疾病社

会学的文化想象，并成为一种剖析人性的现实观照。

(一)“冷战”与后“冷战”的灾难书写：作为意识形

态容器的瘟疫

后经典叙事学分析中意识形态已经成了不可缺

少的维度，“形式主义的叙事学需要在文本分析中增

加意识形态倾向以使其理论更具活力，意识形态理

论也需要在形式主义的理论资源中寻求新的武器，

依靠叙事学的模式和术语进行文本分析”。[5]在瘟疫

电影的叙事建构中具体呈现出政权交割、“冷战”时

代背景与全球化视野的多维度意识形态表达。

电影是一定时代背景下的意识形态产物，透过

影像可以俯瞰“冷战”时代下动荡纠葛的政治纷争。

《卡桑德拉大桥》中为防止美国秘密研制生化武器的

丑闻泄露，原计划往北行驶的列车开始驶向了东

方。“冷战”背景下国家按照各自的利益与意识形态

集结成两大联盟：北约和华约，剩下还有一些骑墙的

中立国。事件发生后同属北约的法国、比利时等不

再肝胆相照，而是选择拒绝停靠请求，最终波兰答应

了上校的请求，同意列车进入亚诺隔离区。颇具深

意的是亚诺在“二战”时期是纳粹集中营所在地，战

争后遗症下的“冷战”时代美国依旧在进行军事武器

研究，而横亘在隔离区之间的卡桑德拉大桥成了美

国掩盖罪行的便利条件。正如犹太老商人反复念叨

的宿命，“卡桑德拉”在古希腊中是一个可遇见悲剧

的女巫，它的坍塌既象征着同盟组织的分崩离析，也

在发出强权剥夺人权的警告。

以瘟疫的爆发为激励事件背景，影片往往呈现

出一场政权与阶级多方对垒的大秀，正如福柯所言，

瘟疫往往意味着权力的空前扩张和管控方式的转

型。每个角色都有其代表的政权背景与阶级利益，

形成各具特色的符码表征，完成电影输出意识形态

表达的功能。《卡桑德拉大桥》中，上校麦卡其代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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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军事与国家利益，医生张伯伦代表良心与人道主

义，军火商太太代表发战争横财的权贵阶级，毒贩罗

比代表了洗心革面的投机分子，本应救死扶伤的世

界卫生组织成了意识形态的帮凶。《极度恐慌》中陆

军传染病研究中心军官利用病毒研究生化武器，形

成以丹尼尔为代表的人道主义与以麦克林为代表的

政权阶级对垒的两大阵营。《流感》在影片的开端就

对韩国政府发起了嘲讽，在盆塘市岌岌可危之时权

力集团内部也产生了分歧，总理与美国政府串通一

气，总统一人为市民请命希望解除隔离，其背后折射

出的正是韩美因“冷战”而起的纠葛几十年的“战时

指挥权”问题。一旦半岛进入作战状态，平时根据大

韩民国宪法统帅韩国军队的总统名存实亡，真正能

调动的兵力只有一个——首都的防卫司令部。“冷

战”的遗产与后“冷战”的时代冲撞在电影中显得极

为明显。瘟疫电影所生发出的不仅是对社会现状的

拷问，也是对国家行为与公民个人权利的探讨。

在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语境下，世界经济一

体化格局形成全球产业链的社会分工，形成发达国

家与发展中国家产业链上下游关系，构成一种相互

依赖又相互对立的二元关系。在以好莱坞为核心的

电影工业生产的瘟疫电影中，同样也想象性地反映

了这种等级关系。资源分配不均使瘟疫电影中的病

毒具有歧视性，大多起源于全球生产链条的下游国

家和地区。《极度恐慌》中非洲莫塔巴病毒随着白面

猴的贩运在美利坚共和国落地，《传染病》中猪流感

来源于处于初级加工环节的中国香港贫困村庄，中

国香港医生为得到新研制的疫苗而挟持世卫组织成

员也反映了资源分配不均带来的社会公平问题。《流

感》的初始病毒携带者是从中国香港向韩国偷渡寻

找美好生活的东南亚人。病毒的爆发在复杂的全

球关系中呈现出政治不平等下的生命平等，人类社

群同等的岌岌可危。另外，瘟疫电影中至关重要的

抗体疫苗的研制往往被置于美国高级传染病研究

室，是全球最先进的科研技术水平的象征，在全球

性危机事件中甚至被视为拯救人类种族生命的主

导力量。

除此之外，瘟疫电影的主角往往是自由与正义

的化身，如在《极度恐慌》中丹尼尔象征着瘟疫灾难

下的救世主形象，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唤起普通民

众的膜拜心理，通过崇拜性表达让受众对美国意识

形态进行认同，从而在电影中不断重复再生产世界

体系的叙事话语。

(二)身体感染与社会失活：作为社会想象的瘟疫

当人间浩劫的叙事想象观照现实，瘟疫电影对

未知病毒的寓言便不再是镜花水月，而是与个体

生命和文明社会息息相关的精神映照：瘟疫不仅

能生理致死，还能将整个世界的现存秩序分崩离

析，因此，它既是一种身体的疾病，也是一种社会的

集体症候。

瘟疫电影中病毒侵占人体并在宿主体内寄生，

形成三种不同形式的身体感染：生理感染、心理感

染、人格变异。生理感染主要体现在病毒噬取宿主

营养并给宿主造成机体损伤，使所在器官生理功能

出现障碍或衰竭，如《极度恐慌》中患者初期症状像

流行性感冒，两三天后出现全身红斑，继而呕吐腹

泻、五官出血，《盲流感》中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相继

失明感染。心理感染表现为病毒对意识的侵入，丧

失自主意志与私人情绪的“精神解体”，如《致命拜

访》中被感染者丧失个性与选择权利，并对正常人实

施同化使之变成空壳化的集体。反观现实，乌合之

众被异教邪说蒙蔽心智因而丧失个人意志，正如同

一场“精神瘟疫”。人格变异在软科幻的瘟疫电影中

最为常见，往往体现为基因变异而导致的生理与心

理双重感染，成为一种新型类人生物并通过嗜血传

染人类，如《我是传奇》中基因变异的人类变成了夜

间出没的“黑暗猎人”，《釜山行》《末日病毒》等影视

作品中感染的人类变成了没有痛觉的丧尸，通过对

“异化”后人类不自知状态的关注，达到警惕现代社

会人类异化现象的目的。

病毒与人具有复杂而矛盾的关系，综观病原微

生物的演进历史，会发现人类一直在供养着它们甚

至成为它们的“臣民”，而一个病原体如果很快杀死

其宿主，也会使自己陷人生存危机，它必须非常迅速

和频繁地找到新的宿主，才能确保自身的存活与延

续。日本瘟疫电影《感染列岛》中的仁志医生就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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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辨关系进行了探讨：“人类与病毒共同生活，难

道不可以吗？从我得癌症以后就一直这么想，癌症

会在我体内和我一起活下去。”实际上除了相伴相生

的关系，人类作为病毒的受害者也是制造病毒的原

罪，违反自然规律的倨傲态度就是滋生病毒的温床，

如《我是传奇》中科学家为改变基因治愈癌症而引发

人类瘟疫大流行，《釜山行》中为牟利收购的化学公

司泄露而引发丧尸病毒扩散。或许人类只有尊重自

然发展规律，既不侵犯特定病毒的宿主也不打破达

尔文博弈法则，病毒与人类免疫系统才会在共同进

化中并行存在于世界。

人的群体组织构成了社会，而传染病首先是文

明社会的疾病。“只有在上千人的社会里，病毒引发

的传染病才会延续，频繁的交往可以使疾病不间断

地从一人传到另一人，而这类社会就是我们所谓的

文明社会。”[6]病毒作为一种“行走的生化武器”在对

身体进行解体后，继而渗透进文明社会体系并影响

世界格局。

病毒的传播微观上是侵入人体内破坏机能均衡

模式，宏观上则是侵入社会造成公共秩序体系的全

面崩盘。21世纪全球化语境下的公共秩序结构更加

紧密，空间呈现内缩化趋势，人口的快速流动使格兰

诺维特笔下的“弱关系”加速构建出一张强大的人际

关系网，病毒只需要在某一结点侵入就会在整个全

球关系网中蔓延，而此时紧密连接的社会又将呈现

出孤立的散点分布，个体将连接切断以求自保。瘟

疫电影中从城市管控到自我隔离都体现出全球化秩

序的悖反，形成一种物理空间扩张与心理空间紧绷

的张力，人与人的连接被切断甚至紊乱。如《传染

病》中展现了疾病失控后超市洗劫一空，谣言引导下

连翘被盲目疯抢，戴着头套的暴徒手持武器闯入官

员家中抢夺疫苗，《流感》中盆塘市因军事封锁而产

生游行暴动，文明社会被野蛮践踏。

而寻找抗体的过程从微观上是寻找应对病毒的

抗体，保证个体生理机能进化完善的过程，宏观上则

是人类社会需要修复因疾病爆发带来的社会问题，

提高社会免疫能力。《诺斯费拉图》中的黑死病夺走

欧洲 2500万人生命，动摇了“瘟疫是上帝对罪人惩

罚”的基本信念，驱使人们改变陋习，促进医学与公

共卫生事业的发展。《致命拜访》中当飞船坠毁导致

外星微生物入侵人脑，群体性人类大同的实质变成

个性与选择权的丧失，需要修复的则是人类变成病

毒的奴隶后空壳化的内心，以及感染“文化病毒”后

千疮百孔的麻木社会。传染病既是戕害人类的罪恶

之源，又是考验社会修复能力的试金石，而后瘟疫时

代的社会并不是进入免疫时代，而是依旧在危机与

和谐中前进。

(三)个体欲望与情感价值：作为人性表征的瘟疫

瘟疫电影中对人性善恶的描绘在这场关于病毒

的社会想象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因为“从一开始，人

就通过一种综合的结构本性而与动物相区别，同时

人已在这一结构本性中表现了人性”。[7]当面对生死

的强大压力之时，角色不是处于完全的善与恶阵营

之内，而是根据自己的判断或是非标准来选择自己

的生存准则。随着疫情扩散，人物心理状态往往呈

现出变化的过程。《釜山行》中主角石宇出场便是一

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资本主义下“压榨别人的血

汗而活”，在最初对丧尸的反抗只是出于自卫动机，

为了保护至亲可以不顾他人生死，而尹尚华是一个

带有强烈社会责任感与正义感的人，冷漠自私的石

宇与善良热心的尹尚华两种父亲形象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人性的戏剧冲突在危机中斡旋，最后是女儿的

纯真与身边人的善意打动了石宇，在石宇闭锁的内

心中打开了一道裂隙，也让他找寻到人性善意的曙

光。《感染列岛》中小林医生在看护病人过程中不幸

感染，却依旧坚持医护人员的职业操守，为保障个体

生存的基本权利而努力着，恪守着“即便世界明天就

要毁灭，我仍然要种下一棵苹果树”的处世之道。

瘟疫电影对人类欲望的缺位与满足都有所探

讨。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阐明了人类的欲求，首先

需要满足生理与安全的需要，其次是满足情感归属

与被尊重的需要，最后是自我实现的需要。瘟疫电

影在灾难爆发后，生命所需的食物不能按需供给，健

康与安全无法保障，才会出现《传染病》中打砸抢夺

的暴动场面。人类情感归属的需要往往表现为影片

中的亲情、爱情与友情。《流感》中金仁海是一名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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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但职业面孔下母性是她的本能，作为母亲她选择

保护女儿，作为市民她私自留下病原体，瘟疫电影中

这些情感的裹挟使人性绽放耀眼的光辉，也使观众

潜意识产生认同感，将不合理的情感判断合理化。

自我实现的需求是最能体现人生价值的，在灾难中

表现为不断突破自我，拯救千万人于水火中，在传统

好莱坞模式中往往呈现出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我是

传奇》中罗伯特长达三年独自研制抗病毒血清，《极

度恐慌》中塞姆义无反顾地挑起拯救加州小镇的重

担，无不是一场实现自我价值的个人英雄主义宣

扬。而在《釜山行》的结尾石宇纵身从火车上跌落，

亦完成了作为父亲这一社会角色的一种自我实现。

除此之外，瘟疫电影还呈现出对人类物质世界

和精神世界的观照。物质世界是人类社会环境与外

在自然环境的集合，在瘟疫电影中，物质世界的崩溃

往往由于人类为建造社会环境向自然环境掠夺财

富，因而生态意识便在叙事中逐渐浮现出来。《极度

恐慌》中借巫医之口说出上帝惩戒的神谕，一语道破

瘟疫产生的根源是由于人类乱伐树木。当所有人趋

利残杀动物时，只有小女孩愿意给予动物朋友应得

的食物与安全保障，也代表着导演对人与自然良性

关系的期望。当物质世界崩溃时，宗教信仰成为一

大寄托，人类趋向寻找精神世界的充盈来缓解现实

焦虑感，通过教义为灾难进行合理化解释。欧洲将

黑死病归结为上帝对堕落者的惩罚，佛教普度众生

和出世的教义在麻风病猖獗之际给人安慰。《我是传

奇》中屡次出现的“蝴蝶”意象代表着《圣经》堕天使

昔拉对人类的审判，幸存者安妮相信上帝依旧存在

并爱着人类，这成为她继续活下去的力量。通过宗

教的回归，瘟疫电影试图在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中寻回生命延续的永恒信仰。

三、我国瘟疫电影的在地实践与未来选择

中国历史上曾多次遭遇瘟疫威胁，传统史籍中

通常将瘟疫称为“疫”“痢”“瘴疫”或“瘴疠”，有记载

的瘟疫如明末鼠疫大爆发，造成“街坊间小儿为之绝

影，有棺、无棺，九门计数已二十余万”。[8]新中国成

立以来，虽然医疗水平不断提高，仍有新传染病不断

爆发，2002年底的 SARS、2006年的H5N1以及 2020

年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每一场突如其来的公共卫

生事件既是对我们国家民族应急能力的检验，也是

艺术创作丰富的现实资源，然而我国描写和表现病

毒疫疾的影视作品却相当有限，并且形成了一种僵

化单一的抗疫叙事模式，本土瘟疫题材作品仍需继

续探索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艺术之路。

(一)抗疫叙事：本土类型的历史雏形与叙事风格

在国外瘟疫题材电影作品不断丰富的今天，我

国瘟疫题材电影不仅作品数量少，艺术质量也无甚

可论。《黑太阳731》《一级恐惧》是较早涉及病毒的电

影，但主要反映的是抗日战争背景下日军的罪行与

留下的创伤。即使是2003年的“非典”之后，也仅有

《非典人生》《没有硝烟的战争》《让我们记住》《三十

八度》《惊心动魄》等几部电影，并且也未给人们留下

深刻印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内瘟疫电影缺乏类

型意识，叙事方式单一，呈现出在抗疫叙事的总体基

调下叙事意图政治化、人物塑造定型化、灾难想象外

壳化三大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以来，我国特别注重电

影的意识形态效果，往往对电影社会功用的关注超

过对其艺术品质的要求。简单来讲，就是要求电影

要突出强烈的时代政治主题，弘扬主旋律，但在面对

瘟疫这种特殊的题材类型时往往缺乏必要的艺术手

段去进行处理，无法将其作为核心题材进行创作。

因此，早期涉及瘟疫题材的电影，无一例外选择了抗

日战争时期日本对中国的细菌战。《黑太阳731》揭露

了日本731特种作战部队在中国发动细菌战的罪恶；

《罪恶之牙》描写了共产党拔除日本残余731部队成

员这颗恶魔之牙，阻止其释放鼠疫细菌的行动；我国

第一部灾难片《一级恐惧》聚焦的也是日军制造生物

病毒，给十八里坡带来一场史无前例的瘟疫的故

事。在真实历史事件基础上进行艺术创作，反映了

导演强烈的政治意识与伤痛反思，但瘟疫本身并非

电影关注的焦点。2003年“非典”后拍摄的几部电影

显然与前述作品创作语境截然不同，但我们可以发

现，其叙事的核心取向变成了老百姓如何在党和国

家的带领下夺取抗疫胜利的故事构造，以此突出国

家力量和集体精神，瘟疫依然不是故事的核心构造

··67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影视艺术 2021.9
MOVIE AND TELEVISION ART

点。八一电影制片厂创作的《惊心动魄》讲述了列车

上寻找非典疑似病人的故事。虽然在时空环境的处

理上已有一些对灾难片叙事时空设定的模仿，但并

未发展出灾难片的类型惯例。在党和政府的领导

下，在列车上的军人的共同努力下，寻找非典患者的

任务圆满完成，感情色彩强烈的言辞与后景飘扬的

国旗配合恢弘的音乐营造出振奋人心的效果，形成

一曲弘扬国家意识形态的赞歌。

我国瘟疫电影在人物塑造上存在明显的定型

化、扁平化倾向，缺乏对人性的深入刻画与深入反

思，其中的自私与复杂在抗疫叙事中几乎完全被过

滤，取而代之的是对解放军和党员同志为代表的集

体主义英雄的塑造。作为正面人物，他们在灾难面

前被视为“救星”，是人民群众希望的象征。《一级恐

惧》中在疫情爆发之时，村支书赵小驹带领十几名党

员挨家挨户安抚人心；《惊心动魄》中乘客内有谣言

传出“非典”病人死亡的消息，不少群众因恐惧跳车

而逃，在大雨中杨萍发出“生命比病毒更有力量，关

键在于我们的选择”的号召，集中表现了军人临危不

惧的英勇形象。反面人物被塑造成压榨群众的小资

分子与少数只顾自身利益的掌权人。《惊心动魄》中

疫情扩散的起源便是包工头为减少利益损失，遣散

了有“非典”疑似病人的农民工，《一级恐惧》导致疫

情扩散的起源正是市长为了政绩向社会隐瞒了十八

里坡的疫情，《恶魔之牙》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的英

明决策和舍生取义的解放军与罪恶昭著的日本兵

形成鲜明的对比。抗疫叙事省去了对灾难面前人

性冲突的描绘，忽视了人的多面性与复杂性，使剧

情呈现单一人物符号化的二元对立，无法具备深厚

的社会内涵。

不同于西方瘟疫灾难电影制造震撼、逼真的场

面，国产瘟疫电影往往会有意弱化灾难场景，将外界

“显性”的灾难分解到具体的人群或个体上，通过抗

疫叙事套着灾难想象的外壳探讨人伦与情感问题。

如《非典人生》是一部以“非典”为背景的悲喜剧励志

片，讲述众人在“非典”时期心态的转变与做出的重

要抉择。顾长卫的《最爱》以与世隔绝的艾滋病村为

背景讲述一场“热病时期的爱情”，揭露病态社会问

题。《大明劫》以明末鼠疫为背景，讲述将军孙传庭临

危受命，游医吴又可创立“瘟疫论”的故事，展现制度

的积弊与人心的腐败，“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

也”。社会的细胞已经崩坏，再好的医生也无力回

天，通过两个医者之间的价值矛盾与人性挣扎渲染

出一个残酷的大世代。

(二)超越本土：瘟疫电影的理念更新与叙事展望

我国瘟疫题材的叙事短缺为电影创作者提供了

一片亟待深耕的创作空间，笔者认为可以从电影类

型脱敏与观念变革、叙事想象力提升、价值表达升维

三个角度对在地影像实践进行展望。

首先，瘟疫电影的类型脱敏与观念更新。瘟疫

由于其特殊的题材性质，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个体与

群体、国家与社会在非常状态下的关系性书写，常常

被视为一种敏感题材。然而近年来，新主流电影的

经验表明，通过恰当的叙事观念，可以让以往认为难

以表达的电影题材获得焕然一新的生命力，形成国

家、市场、观众的多方共赢。《战狼》《湄公河行动》《红

海行动》等就是如此。这其中的关键就是要让主流

意识、类型观念和艺术品质三者达到一个较高水平

的互动平衡。我们首先要将瘟疫电影视为灾难片中

的电影类型，是一种电影产品，而不是简单的宣传

片。只有在这种类型意识的引领下，将瘟疫类型创

作重点回归叙事艺术本身，我们的瘟疫电影才有可

能采用一种更贴合人民群众审美需求与消费习惯的

叙事方式，创作出既具有市场化的类型特色又体现

作者艺术性表达的优质作品，提升瘟疫电影的市场

吸引力与文化品质。因而在故事的建构和人物的塑

造上，就要尽量避免单纯的内部救灾模式，在全球性

的视野中来讲述中国故事，刻画既具有中国特质又

具有人性深度和情感强度的人物形象，呈现新时代

中国丰富多样的国家形象。故事结局设计上也可以

探索“大团圆”喜剧式外的其他可能，如《末日病毒》

中“选择活着不过是选择更痛苦的死亡”的悲剧式结

局，或者《我是传奇》中罗伯特选择继续寻找幸存者

的开放式结局，给观众以更深入的体悟空间。

其次，国产瘟疫电影需要提升叙事想象力，借鉴

国外叙事模式及其影像构成，积极探索适合中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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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瘟疫类型叙事模式，创作适应本土时代环境和

价值观念的类型化作品。国内瘟疫电影创作多偏向

社会纪实，多为历史真实事件的泛政治性艺术再造，

在美学上追求现实主义，存在着想象力贫乏、叙事同

质化严重等问题，极大地影响了瘟疫电影的美学多

样性。同时，在这些看似现实的故事中，我们甚至也

很难看到对瘟疫科学知识的有效传达，没有如《血

疫》《传染病》这样可以对大众进行公共卫生意识培

养的作品。另外，我们的瘟疫电影也缺乏软科幻色

彩的寓言想象类型，仅有的尝试如《变异危机》试图

将恐怖、惊险、悬疑等类型元素大杂烩，在伪科幻面

貌下强行效仿好莱坞的视觉奇观，呈现的却是一个

逻辑不自洽的畸形叙事文本。适当吸收并改造西方

软科幻色彩的情节设定可丰富本土瘟疫电影的抗疫

叙事路径，如电影《盲流感》中城市突然陷入致盲病

毒爆发的困境，《致命拜访》中外星病毒侵入地球产

生“文明病”，多样的灾难情境设定才能爆发更激烈

的矛盾冲突，呈现创作者更广阔的视野和对人类共

同境遇的关注。除此之外，还可将视野投向我们的

民族历史，挖掘本土历史文化中的瘟疫疟疾素材，展

现大疫之年个体的生存状态与命运走向，反思朝代

变革的必然与偶然。《大明劫》便是探索此题材的代

表作，以明末鼠疫为背景表现大明风雨飘摇时“军

官”与“医官”两个渺小个体的交叉与平行，抒发行医

者需先医社会的感叹。回归传统文化语境展现瘟疫

历史事件，有利于摆脱单一现实题材的困境并拓宽

类型叙事的广度与深度。

另外，瘟疫电影创作可深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天下大同和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的文化基

因，丰富共同价值观的思想内涵，形成不同文化群体

观众的广泛价值认同。现有瘟疫电影叙事大多只停

留在故事表面，要么将瘟疫本身边缘化，电影的重心

和中心变成了怎样救助群众，或是大灾难下聚焦小

人物情感生活导致格局狭窄，形成僵化单一的价值

表达模式，缺乏诸如人与自然的生态思考、人与社会

的伦理思考、人与族群的文化思考等具有形而上思

考意味的探索，使观众对电影没有回味思考的空

间。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家国情怀、自然

观、人伦观为瘟疫电影创作提供了丰富的价值资源，

优秀的瘟疫电影应为人类社会承载一定的生命法则

与共同价值，关联人类文明与命运共同体，引导人们

在后瘟疫时代下进行反思，推动人、自然、社会和谐

发展。比如《釜山行》通过亲情、爱情等人设关系和

舍小我为大我的价值观输出，让广大观众产生情感

共鸣；《十二猴子》通过末世宿命论探讨社会集体症

候与对科技文明的反思，均找到人类共通的原始本

能与情感契合点，形成无壁垒的价值观传播。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的爆发所呈现出的中华民族惊人的

团结自救和社会秩序，中国社会超常规运作的新面

貌，对国际社会的全力支援的崭新形象，都为瘟疫电

影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广阔的故事题材、独特的价值

表达和多样的艺术想象空间。

四、结语

瘟疫电影作为灾难电影的子类型，既继承了灾

难片的一般叙事特点，又在传统叙事模式下建构出

独特的叙事话语模式。传染病作为一种文化病，其

不仅是一种身体的疾病，更是一种社会的集体症候，

一方承载意识形态的容器，一场剖析人性的现实观

照。本土瘟疫电影仍有可供深耕的叙事空间，应结

合历史与现实、全球与本土的视野完善影像在地实

践，更新电影创作观念并升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

值表达，创作适应本土时代环境和价值观念的类型

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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