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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实世界与艺术世界的关系问题，是艺术的永

恒话题。艺术的现实性、真实性与虚构性、假定性则

是艺术的两个重要特性。人们一般会认为，科幻、魔

幻等非写实型的电影作品，容易远离现实，背离现实

主义原则，因其肆意乖张、大胆奇特的想象力表达，

可能会远离现实，缺失真实质感，降解现实批判力度

和人文情怀。实际上问题当然并不那么简单。

在文学艺术传统中，在源远流长的再现/表现暨

模仿论/表现论的“二元对立”中，偏向表现一翼的假定

性美学传统一直存在。从德国表现主义对现实的变

形，到浪漫主义对想象的崇拜，对现实的超越，以及几

乎波及整个文艺领域的表现主义运动、先锋主义运动

等来看，假定性是基于对现实的想象性超越和经过强

大主体之主观变形的结果。作为“第七艺术”的电影

也并不例外。路易斯·贾内梯曾经在电影源起之初就

区分了两个具有原型性意义的艺术“范式”，即现实主

义和形式主义，分别以卢米埃尔和梅里爱为代表：“现

实主义者力图客观地反映真实的情况，不想在他们的

影片中对实际情况加以修饰。形式主义者却并非如

此，他们随意对他们的素材加以风格化和变形……”

“形式主义的影片在艺术上受人注意”。①

当然，后现代艺术表现为一种夸大想象力和虚

拟性的美学理念，不再追求对现实的再现、写实，而

是解构、颠覆现实或直接构建现实中不存在的事物，

营造一种类似于鲍德里亚的“拟像”的“超真实”。此

类文艺创作呈现的美学风格可以历史地理解为“假

定性”美学的放大、强化或变形，是一种“后假定

性”。②作为想象力美学至关重要的“想象力消费”③

类影片，科幻电影建构生成了大量超越当下科技水

平、“远离”现实的美学表现。科幻电影是一种调动

大众在科技理性基础上，大胆地对社会的未来形态

作出假定和想象，在视觉风格呈现和文本叙事上具

有鲜明的“假定性”美学特色，是“假定性”美学“接着

讲”的适合类型之一。

一、假定性美学：从浪漫主义表现性到后假定性

美学

当下科技的飞速发展，数字技术、互联网、3D、

论科幻电影的假定性美学与想象力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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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人工智能技术等都对影视艺术的生产、传达、传

播、接受等全产业链发生几乎全方位的影响。高新

技术更新迭代的加快，给电影的生产、制作、介质、传

播与接受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消费需求不

再满足于艺术与文学理论中的经典的“摹仿”“镜像”

关系，转而在大众文化、后现代主义的语境中，沉浸

于超越真实的想象力消费，很多作品出现了许多无

法找到现实对应物，超越常理的想象创新，如脱离了

照相写实主义的动画影像，不再由真人演绎的数字

表演、虚拟演员，乃至人类无法控制，由计算机自动

生成的数据库式叙事，这种创新既来自技术图像带

来的想象力革新，也来自受大众文化哺育的“游生

代”“网生代”青少年观众在艺术形象、文化传达与接

受方式等方面的变化。

在 20世纪的文艺与哲学批评中，浪漫主义常常

被指认为现代性的起源，这是因为它持续地怀疑理

性，具有“‘虚构的’‘假的’‘夸大的’‘不可能的’或

‘荒唐的’”④等艺术特征，强调天才的想象力对一切

体裁约束的打破，反对新古典主义崇尚现实、摹仿的

守旧做派，指向一种朝向未来、摹写现实不可及之处

的创作冲动。两次世界大战使哲学不仅面临实证主

义与主观主义之间的分裂，甚至步入暗示思想混乱

的相对主义与非理性主义。胡塞尔指出，“与这种对

理性的信仰的崩溃相关联，对赋予世界以意义的‘绝

对’理性的信仰，对历史意义的信仰，对人的意义的

信仰，对自由的信仰，即对为个别的和一般的人生存

在(menschliches Dasein)赋予理性意义的人的能力的

信仰，都统统失去了”。⑤从托马斯·曼到乔伊斯、卡

夫卡，现代主义文学尚保留着浪漫主义的想象力，反

思现代工业社会的诸种怪象，用变形乃至讽刺、戏谑

的笔法来呈现当代异化的人。这种夸张、奇诡的艺

术倾向，一定程度上还是对浪漫主义之狂放恣肆想

象力美学的继承，也是艺术家基于主体高扬的社会

批判精神。

20世纪初，艺术家的想象力表现进一步发展为

充满隐喻色彩的、象征性的表现主义风格。保罗·费

希特在1914年的《表现主义》一书中留意到表现主义

作为文艺运动与当时保守主义思想的兴起相关，“表

现主义运动从时代中汲取了强烈的危机意识。这种

危机意识带着浓厚的时代批判内容，在表达为一种

全新的艺术激情的同时，也不啻为一种理性批判，一

种对现代性成就的批判”。⑥在戏剧领域，表现主义

戏剧继承德国形而上传统，带有浪漫主义运动的遗

风——浪漫主义时期戏剧家蒂克、克莱斯特便探寻

戏剧与观众互动性、想象性的融合，用“诗意的幻觉”

“心灵的眩晕”⑦来撬动亚里士多德关于剧场应呈现

真实性的传统说法，后来的表现主义戏剧家布莱希

特提出“间离理论”，俄国的梅耶荷德与法国的科伯

用“幻觉剧场”来反对自然主义舞台剧场拘泥于现实

的繁琐，而斯特林堡、奥尼尔等戏剧理论家都同样强

调舞台的假定性、虚拟性，跳脱现实世界的桎梏，建

构属于剧场内部的独特时空。

目前，国内以科幻电影、玄幻/魔幻类电影为代

表的幻想类电影的热映，引发学界关于想象力美学、

想象力消费等问题的思考。⑧显然，在艺术创作中，

既要鼓励文艺反映真实，也需要超越真实的想象力，

允许在不可能的语境下进行超越常理的叙事，允许

一种与现实没有直接关系的文艺假定。

因而，运用源远流长的假定性理论，我们可以探

析科幻电影的假定性美学和想象力消费问题，为科

幻电影的研究拓展新的理论生长点。

笔者曾提出“后假定性”美学的崛起，初步区分

了假定性的三种形态或曰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广义

的艺术假定性，二是“现代主义美学范畴的假定性”，

三是“后假定性美学”阶段。其中，“后假定性美学”

特指当下夸大了娱乐性、戏谑性与消费含义的大众

文化，“是假定性对真实性美学的绝对胜出，从某种角

度看也是通常我们所说的真实性/假定性辩证关系的

错位与失衡，历史与现实、虚拟与真实被并置，时间空

间不再遵循理性原则，真实的幻觉被彻底打破”。⑨

实际上，广义范围的假定性构成艺术的重要本

质之一。广义而言，如何艺术创作都具有表现性，都

有超越现实的美学升华与想象，但有的艺术门类更

为明显，如戏剧和戏曲。中国戏曲就是以“无中生

有、以点概面、从局部见整体”⑩的假定性和程式化、

虚拟性的表演为重要特征。童道明则将戏剧假定性

的形式特征概括为两种：“一是，有意识的以离形的

方式反映生活；二是，有意识地打破生活幻觉。”

20世纪初，“假定性”这一重要术语在戏剧领域

受到格外关注。苏联戏剧导演奥赫洛普科夫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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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性》曾对中国戏剧的观念革新产生重大影响，张

守慎将 условность翻译为“假定性”，即“预先假定

的”“假定的”，“泛指艺术形象同它所表现对象的自

然形态的有意偏离的一切手法与审美原理，包括游

戏和艺术表现的‘替代’原则，时空变形，也包括艺术

惯例、艺术程式约定俗成的默契”。同时，它也包含

“谈妥”“约定”之意，指艺术创作者与观众所订立的

契约，是艺术家创造力与观众想象力之间的审美磨

合，这决定了观众能否顺利地成为“隐藏的读者”，产

生观影的愉悦感。

历史上看，假定性与德国表现主义艺术存在极大

关联。表现主义也影响了电影中荒诞、扭曲、变形的

影像风格，以罗伯特·维内、弗里茨·朗格、罗伯特·布

莱叶的作品为代表，《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1910)、
《诺斯费拉图》(1922)、《尼伯龙根：西格弗里德之死》

(1924)等电影中几何构图的布景、富有设计感的光影

切割、缓慢夸张的动作，都以一种“影像自反性”表

现，突破电影照相性，打破观众的沉浸感。

在中国文化思潮的脉络中，假定性的“寓言象

征”模式在 20世纪 80年代的西方思潮被大量引介

后，逐渐变得重要起来。尤其在 20世纪 80年代中

期，中国戏剧界呼应实验话剧的创新，掀起了关于戏

剧的假定性与逼真性的热烈讨论。提供写实主义戏

剧所不具有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假定性美学，受到

高度评价。此外，新时期以来第五代、第六代充满文

化符号意义的影像美学，也使中国观众对时间、空间

的寓言及其隐喻意义表达不再陌生，创作者进一步

摆脱生活现实的逻辑，进一步发挥艺术想象力。

无疑，“假定性”术语进入中国电影理论，其背后

的根源不仅是艺术的共性表现，更是媒介的跨越与

理论的拓展，也符合电影与戏剧关系一直密切、互相

融合渗透的艺术事实。而电影作为新艺术催生了一

种文化转型下冲击“真实性”原则的后假定美学。表

现主义式的想象力，偏重架空式样的虚构，构成了

“后假定性”美学表现，它挣脱了现实对文艺表达的

牵引力，重组想象力：“观之以五光十色、丰富而驳杂

的影像世界，我们会发现种种世事沧桑：视觉化追

求、写意化的影像风格，戏说风的盛行，对历史与现

实的颠覆解构和娱乐化，荒诞不经、颠覆解构的无厘

头文化品格，类型化、符号化的演员，脸谱化的表演，

假定性很强的戏剧性冲突，戏剧化或游戏化的情节

结构，舞台化的对话台词，服装、道具、美术的舞台化

和装饰化。”“后假定性美学”喻示着一种新的创作

主体、表达主体也在同时崛起。它带有浪漫主义运

动的遗风，推崇野蛮的想象和不为理性所规训的激

情，曲折探寻表达的路径，也隐秘地折射出深刻的时

代危机意识。

“后假定性美学”更多趋近于后现代文化，它通

过寓言化的、荒诞的、玄幻的假定性风格，解构历史

与理性，如卡夫卡《变形记》假定人突然变成了虫，拉

斯·冯·提尔《狗镇》用一个剧场式的室内空间，极端

化地表现了贪婪、冷漠的社会缩影。这样的戏剧化

设置大胆假定，不符合真实，但观众心领神会，接受

这一观看的“契约”。“后假定性”背后的审美流变，也

“症候”式地表征了当代影视艺术与文化的一种转

向：从存在于电影艺术中的广义假定性，到现代主义

美学范畴的假定性，再到超越现实、对现实作变形的

“后假定”美学：“这种表现本质上是‘假定的’、非真实

的，但观众却认可这种‘假定性’，或者说是宁肯相信

这种‘假定’，以假为真，绝不质疑这种‘假定性’。”在

电影领域，科幻及玄幻类电影的假定性从叙事技巧

延伸至视觉、知觉乃至触觉的接受体验，成为电影特

效与技术美学的表现重点。

当下，一种由数字技术与互联网时代所培育的

新文化趋势愈益明显，这种超越儒家经验型文化，挣

脱现实制约的想象力表现，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亚

文化，不占主流地位，表现非真实、超现实的妖仙鬼

魅的玄幻魔幻类作品，是一种包括科幻电影等类型

的、新的“想象力消费”类电影。循此，想象力的美学

表征，又从电影与现实、电影接受的主客体与想象世

界的角度得以延展。

当然，在阐释假定性美学时，中国科幻电影尚不

发达，笔者并未讨论科幻电影的假定性问题，而现在

中国科幻电影大兴，使得假定性这一美学问题又获

得了新的阐释空间。同时也可以拓展想象力美学与

假定性理论的疆界，也有利于对科幻电影的研究。

从浪漫主义到表现主义，文艺创作始终呼唤一

种反思理性、冲破束缚的想象力。假定性一定程度

上是对想象力、幻想性的设定，往往体现为一种结构

性、程式化的文艺创作，大胆冲击现实，也体现了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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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性的美学观念，带领观众进入一个约定的想象空

间。在科幻电影领域里，假定性及“后假定性”美学

在当下的投射，是以新力量导演的崛起与科幻电影

的热映为现实依据的。

二、超越现实时空：科幻电影的现实投射与想象

力约定

从某种角度看，科幻电影通过想象力进行的世

界观设定即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假定”，因为假定

“强度”的不同，呈现为想象力“层级”——也即艺术

世界与现实世界关联度的不同。一般而言，科幻电

影脱离现实、超越常理的想象力越强，也表现为假定

性越强。

(一)科幻电影：朝向未来的假定和幻想

“科幻”(Science Fiction)原是西方幻想类文学的

一个流派。从词源学的角度看，“科幻”由“科”(Sci⁃
ence)与“幻”(Fiction)组成。因此，“现实生活的经验

制约着想象的边界，科学的逻辑制约着想象的方

式”。早期的科幻与宇宙幻想类小说、幻想游记类

小说、推测小说为相似类型。约19世纪以来，幻想类

小说的科技含量大大增强，想象力表现方式及叙事

方式也相应发生了不少变化。从叙事虚构的角度

看，科幻无疑就是一种大胆虚构，其想象就是在科学

的前提下延伸幻想类文学的叙事程式。它同样需要

“假定”一个未来时间下，具有奇异空间景观的叙事

情境。就此而言，科幻电影的想象力美学与戏剧的

假定性，均属于文艺虚构性美学原则在跨艺术门类

转换中的不同表现。例如，戏剧的虚拟性可以表现

为先锋剧场以及打破“第四堵墙”的沉浸剧场，而电

影的虚构性则表现为电影影像、场景超越真实的奇

观化、幻想化打造。戏剧是对舞台的时间、空间作出

时空自由的假定，科幻电影中的时间、空间也跳脱了

客观现实规律，进入一个幻想的世界。假定性美学

在科幻电影中，可以通过电影的媒介特性，通过科幻

叙事系统，进而落实于时间、空间乃至世界观的架

构。简言之，科幻电影的想象也是一种假定，也要观

众接受契约，信以为真。

无疑，科幻想象是朝向未来的，因此科幻电影往

往表现的是非现实时空或未来时空，并假定它为真

实。开启了科幻文学黄金时代的头部杂志编辑约

翰·坎贝尔指出，科幻的本质是创作关于未来的想

象，建议将读者预设为生活在未来的读者，作者只需

要构建一个可信的、符合未来发展趋势的世界，甚至

不需要解释便能为读者所接受。被誉为“科幻小说

三巨头”之一的艾萨克·阿西莫夫称，“科幻小说是文

学的一个分支，它描写的是人类对科技水平变化的

回应。”它构想的是在科技水平的持续发展下，有可

能出现在地球上的情境。总体而言，科幻是在现实

科技的基础上，推测在同时代或更长远一段时期里

的科技发展水平，人类共同体需要面对由更高科技

水平、更新发现所触发的新事件，同时科幻也会激发

人们对未来社会的期盼。因此，科幻假定主要指通

过对科技的想象来建构未来世界，科学定理、未来承

诺构成其逻辑与精神基底，想象力则决定了科幻假

定的设置。

科幻电影的想象有别于奇幻/魔幻、玄幻类电

影，其假定性和想象力受科学原理和时代科技水平

的制约。这使得科幻电影历史与世界科技发展史构

成一种“互文性”关系。例如早期科幻电影题材多集

中于“太空旅行”“外星人来访”“未来社会”“时间旅

行”，对应着蒸汽机、X光等新技术发明，以及新兴

的化学实验室。代表作为梅里爱的《月球旅行记》

《美国外科医生》《小丑与机器人》，弗里茨·朗的《大

都会》《弗兰肯斯坦》等。20世纪50年代后科幻电影

黄金时期的到来，则与好莱坞特效工业的进步，以及

世界冷战格局有极大关系，故多涉及原子弹、太空探

测、航天技术等新技术，更使得军事题材、战争场面

成为了重要的科幻想象。如《登陆月球》《火箭飞船

X—M》等运用模型特效拍摄的太空旅行电影，或《变

蝇人》等讲述外星物种入侵的故事，渲染带有克鲁苏

式“宇宙未知”的恐惧感。20世纪 80年代后的赛博

朋克电影大兴，一些科幻电影对应电脑技术，思考后

人类思潮，如《银翼杀手》《攻壳机动队》《终结者》系

列等。21世纪以来，科幻电影则在互联网崛起的融

媒体时代，大量运用虚拟拍摄技术，打造影游融合美

学，探寻脑神经技术、人工智能、数字生命等“元宇

宙”式生存方式和想象力模式，如《头号玩家》《失控

玩家》《流浪地球2》《刺杀小说家》《三体》等。

然而，科幻电影的幻想美学依然以想象为本质，

它极力试图突破现实制约。从某种角度说，因为时

光机器、外星人、数字生命、赛博格生物以及虚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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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等，都并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这似乎使得这种想

象有一定的“非理性”“非科学”。但从戏剧假定原理

来看，科幻电影叙事的虚构性、想象力，在于营造一

种假定性的“幻觉”，即在观看心理上让观众既清楚

银幕上搬演的内容为假，但又充分接受这种时空自

由化的处理，并认为它们在未来有可能发生。这就

是科幻电影与观众双方的心理契约：电影以不疑其

假的态度预设一个与当下有差异的社会体系，它和

现实在人物身体、服装、时间流转、空间景观等方面

存在差异。这个假定的银幕世界，构成了故事发生

的情境。而科幻电影假定的逻辑，依托于科技发展，

未来科技与当下社会的时间距离越大，对这个想象

世界的假定程度也越强。从电影审美的角度，在科

幻电影的假定性设置中，观众与电影达成契约式的

审美约定。科幻电影在假定性、后假定性中对现实

的离形、超越，实际上正是以大胆的想象让观众获得

脱离现实，超越当下的“未来承诺”，也即想象力的满

足或者说消费。观众欣然接受电影的虚拟性、假定

性，全身心沉浸其中并享受这种充满想象力的消费

经验。

(二)科幻电影的假定性美学及与观众的契约关系

从文艺审美层面看，科幻电影如何对科技进行

未来想象，如何假定，如何叙事，想象世界与现实世

界的“远近”关系或变形强度值得深入探讨。电影基

于西方科技发展与视觉传统，为科幻想象提供了具

体、生动的画面，是适于表现技术进步以及意识形态

的感知媒介。而科幻电影的假定与技术也存在某种

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它既表现出人类技术的进步，也

反映出电影特效技术自身的发展，更潜藏着深刻的

社会结构变化，以及某些社会意识形态隐喻。乔治·萨

杜尔甚至认为《大都会》(1927)预言着德军占领下欧

洲人极端压抑的生存状况，“科学幻想小说在这部影

片中不过是被用来表现一个大政治企图而已”。

早期科幻电影的假定性呈现出多种类型的风

格，其中突出表现是“卡里加里博士”式阴暗、怪异、

奇诡的德国表现主义。在这一阶段，科幻电影夸张

的假定性象征着人们在非理性的战时状态下的集体

心理，也表现着人类对科技所孕育的巨大生产力的

反思，以及抨击它所带来的社会不平等、阶层分化以

及暴力统治的现象。如《大都会》通过严整的画面结

构以及密集、快速的蒙太奇剪辑，营造扑面而来的压

抑感，表达人类在步入现代工业社会后对科技的焦

虑；而邪恶的科学家、新发明元素、科学实验的意外

以及人体改造(暗指辐射)等意象，也成为心理惊悚片

的重要元素，尤其是作为邪恶化身的科学家形象，变

形为“非人”，带有可怖、丑陋、阴暗的形象特征。此

外，科幻电影塑造极富“未来感”的城市形象，过分整

洁、整齐的机械线条，都带有控制论色彩。也正是从

早期科幻电影的表现主义想象开始，象征阶层分化

的都市空间、疯狂的科学家与机器人构成了科幻电

影假定性的典型方式。

事实上，科幻电影的想象也不可能真的完全超

越现实。在科幻电影中，无论是二战时期《卡里加里

博士》中的怪诞变态，或是色彩鲜明的赛博朋克，其

本质都是对社会现实的变形，是大众心理的折射和

隐喻。但科幻电影的想象存在部分挣脱现实制约的

科幻想象，包括一些逻辑不可能、科学未证实、难以

理解的设定，或是超现实性表现技法下乖张、奇诡的

影像变形。归根结底，科幻电影的假定性也属于艺

术假定性的范畴，是艺术家为了增加故事世界的丰

富性而进行的想象力创新，它推动着科幻电影去创

造抽象、超验的世界。因此，很多科幻电影可以通过

大胆想象，完全跳出现实的制约，进入一个假定性、

虚构性程度极强的艺术世界。这个艺术世界与电影

观众有一种默契的信以为真的“契约”关系。

三、科幻电影的时空假定强度与“想象力层级”

从文艺整体观来看，文艺的虚构性或想象力存

在强弱，或者说存在着不同“层级”之分。这在戏剧、

文学、电影等不同的艺术门类中都有所体现。如诺

斯罗普·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对虚构型文学作品

做5种模式的区分，神话、浪漫故事、高模仿、低模仿、

反讽或讽刺，代表文学发展演变的趋势。鲍德里亚

同样把仿像分为3个等级：仿造、生产与仿真，指出目

前的文化生产是代表着“受代码支配的阶段的主要

模式”，也即仿真阶段，并诞生一种“超现实主义”，

它超越了对现实的再现，让文艺想象不再追求现实

效果。与之相似，科幻电影也存在着虚构性或假定

性强弱的“层级”，大致呈现为部分假定、全部假定、

假定与现实混合以及非现实、实验性的超级假定，它

们也构成为一个谱系，我们可以用来阐述作品的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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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强度即“想象力层级”。

科幻电影的假定性既要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营

造抽象画面，也要考虑电影的“照相本性”。一方面，

前沿的影像技术足以支撑超现实主义的画面表现，

摹写脱离现实的、不存在的科学定理，如基因工程、

空气中的液晶屏和身体的瞬息转移以及宇宙中的黑

洞和五维空间。另一方面，电影的想象与文学、戏剧

的想象不同，它更侧重用现实复原与视觉沉浸创设

一种“拟真”的艺术幻觉。换言之，科幻电影根据故

事时间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远近程度，拟定叙事与世

界观，最终都会转换为不同假定类型的空间表现。

“科幻电影是在科学或伪科学基础上建立起一个与

现实世界有别的故事世界，并在新的世界观内讲述

幻想故事，探索未知的一种电影类型。”黄鸣奋、王

峰、陈旭光、薛精华等学者都论述过科幻电影与想象

力之间的关联，总结出科幻想象力具有空间化的趋

势，并且依托新媒介的表现力，预测后人类形态与未

来时间。他们提出科幻时间具有“近景想象”与“远

景想象”之分，以时间远近为区分标准，时间决定了

科技、社会的不同发展水平，因而也决定了空间及叙

事的不同呈现。

由此，在“近景”与“远景”区分的基础上，我们进

一步论述科幻电影不同假定强度的时间、空间形态

即想象力层级，这也关联着观众对科幻电影叙事的

接受程度。空间包括宇宙运行的方式、生态景观、

人类生存方式、外星物种等可观、可感的视觉呈现；

时间则是一个抽象的矢量概念，具有形态、方向、速

度的特征。科幻电影想象力层级及相应叙事类型

大致可以分为四种：(一)假定与现实混合的现实复

合想象，或是当下时间与外星人、开放空间假定型，

是一种带有科幻元素的软科幻类型，它的故事世界

仍和当下的社会具有同时代性；(二)部分假定，即近

景想象下的未来时间加地球空间型，呈现为一种陌

生化的时间假定性与熟悉空间的交织；(三)全部假

定，即远景想象下的未来时间加远景空间型，大大

超越时下科技发展水平；(四)超越远景的“后假定”，

时间与空间虚构化，富有哲学意味、寓言特征的科幻

实验型。4种类型的假定程度由低到高，依托主体超

越现实的想象力，对时间、空间进行夸张、虚饰乃至

扭曲变形。

(一)现实复合想象：当下时间与外星人、开放空

间假定型

此种科幻叙事类型是当下时间与外星人、开放

空间假定的结合，影片的世界观设定与现实生活几

乎重合，类型表达倾向于科幻元素与其他类型片的

结合，属“软科幻”类电影，以艺术的广义假定性，低

度的科幻假定性带来叙事的创新。时空设置方面，

虽然涉及关于未来的假定，但是仍然预设一个与当

下相去不远的时空，使得故事内容与当下具有同时

代性，观众从心理上将之假定为现实世界；空间假定

方面，出现突如其来的外星人。非人类或是超能力

英雄，这些非人类角色来自另一个遥远的空间，意外

闯入地球，自带一种与当下地球时空不和谐的空间

(身体和意识)。这种设定建构起一个现实和假定交

错的、开放的空间想象。

此类想象型的叙事更强调空间假定，如《回到未

来》(1985)涉及时空穿越，但是影片核心是成长与家

庭危机解除；斯皮尔伯格的《E·T》(1982)虽然出现外

星人，但本体是亲情、友情；《长江七号》(2008)、《外太

空的莫扎特》(2022)出现具有超能力的外星伙伴，帮

助主角突破青春期的自我认知困境；《疯狂外星人》

(2019)中外星人突然降临城市马戏团，通过种种戏剧

化的误会而折射和平相处的美好愿望。近年来，软

科幻类型的电影、电视剧大量增加，《想见你》(2019)、
《开端》(2022)、《天才基本法》(2022)、《三体》(2023)等
都具代表性。此叙事类型的故事世界接近现实世

界，科幻对剧情设置及情感内核的作用有限。

(二)近景想象：近未来时间与地球空间假定型

科幻的近景想象指未来时间与地球空间型，时

间假定一般是近景未来时间，与当下人类时代相距

不远，可称为“人类纪”；空间变化往往是后工业社会

下的地球生态危机，情感色彩表现为基于生态主义

思潮，对人类命运的忧虑，探讨作为精神性实体存在

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联。当下的生态主义思潮将目

光投向“人类纪”对地球生态的影响，如劳伦斯·布伊

尔强调这是“一种人类存在的‘环境性’(environment)
意识，使每个人都将认识到‘他只是他所栖居的地球

生物圈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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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前一种现实复合想象，近景想象尤为关注

“科幻”之“科”，“就想象力电影而言，科幻和玄幻

片、魔幻片、奇幻片有所不同，不仅要‘悟空’，而且

要‘质实’。它在设定世界观时必须符合科学原

理，这才称得上‘硬科幻’”。近景想象中的科幻

假定都会介入叙事，对人物命运、剧情进展有关键

影响，甚至构成人物与外部环境的根源冲突，例如

气候变暖带来地球空间的灾难，或是科学家父亲

与女儿的分离。

此种想象类型多为科幻类型与灾难片相结合，

核心冲突是人类与地球的关系。《流浪地球》(2019)、
《上海堡垒》(2019)等电影中仍然出现观众熟悉的地

理坐标——上海的建筑——但处于近未来的倒塌毁

灭危机之中。这种对切身关联性的强调，形成强烈

的压迫感和危机感。《后天》(2004)、《2012》(2009)等灾

难电影都出现关于当下自然环境的镜头，南极冰川

巨大的裂痕，席卷繁华都市的飓风，让直升机坠毁的

冰雪风暴，淹没城市的滔天巨浪，这些震撼的画面拉

近了观众与生态自然的心理距离，使得人们直面或

将成为现实的地球末日。

(三)远景想象：远未来时间加远景空间假定型

此一想象模式的假定程度大幅提高，时空假定

自由度高，且与现实距离非常远。时间方面，电影往

往预设一个遥远的未来，表现为科技水平与人文、社

会形态都发展到了高阶的状态。此种科幻假定型大

胆探索高维时空形态，常出现时间旅行、时间循环或

平行世界，并展望科技理论在未来的实现，以支撑人

类活动扩展至其他远景空间。因此，远景想象的空

间呈现包括地球、宇宙、外星球，甚至是大脑空间、赛

博空间，不再受当下地球空间表现的局限。科技彻

底改变人类生存环境，并体现出一种积极的科技自

由主义心态。与前两种科幻不同，远景想象需要在

大众认知范围内对时间、空间的变化做科学解释，提

供合理的逻辑假定，因此也容易出现与观众磨合的

困境：创作者的物理、科学知识与大众物理知识水平

之间的差距过大，使人们难以明白“烧脑”的剧情。

如《信条》(2020)的逆熵技术及闭环时间轴形成了一

定的观影门槛，令观众直呼“诺兰高估了观众”。当

然，随着知识文化的普及，一些挑战认知的原理也会

被大众接受，成为符合可然律的科学假定。

此种想象型的空间假定以高级技术与太空探索

为代表，展示人类前沿的军事与太空技术，既带来新

奇、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展示国家形象与科技自信，

可参照冷战时期的太空歌剧类科幻片。更重要的

是，21世纪以来视效技术支撑起远景时间与外形空

间的想象，如《地心引力》(2013)、《星际穿越》(2014)、
《火星救援》(2015)、《流浪地球 1》(2019)、《流浪地

球 2》(2023)的硬核工业景观。其中，《星际穿越》以大

众熟悉的广义相对论为假定支撑，也提出了温和奇

点、五维时空、引力波等复杂知识，更重要的是影片

将电影画面的空间假定性发挥到最大限度，用画面

展示引力透镜效应、球体虫洞、黑洞轨道以及生态各

异的地外行星，特别是宇航员库柏在黑洞中遇到四

维展开的第五维时空，视觉特效出色地展示了“时间

空间化”的过程，既让观众在观影中迅速接受影片的

设定，也极大满足其想象力消费需求。

无疑，此类科幻电影需要处理好时间与空间的

和谐关系。例如作为典型好莱坞科幻大片的《沙丘》

(2021)在中国市场却遭遇了水土不服。笔者认为这

与《沙丘》在时空关系处理，即世界观设置上，存在的

不和谐问题有关。“在世界观架构上，《沙丘》形成了

一个时间与空间不一致的巨大的鸿沟——《沙丘》时

间设定的渺远(宇航公会 10191年)和空间设定的过

于局促(让人想到撒哈拉沙漠、石油和欧洲殖民历

史)”，主人公用冷兵器在沙漠上搏斗等，都不免让

人出戏。想象力空间维度的狭窄内向与渺远的时间

想象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科幻仍服从科学逻辑，不

损害电影故事世界的坚实性，不挑战大众的接受能

力。这种类型的典型化是太空宇航型或赛博朋克

型，强调科幻文化符码的程式性与假定性，容易形成

固定的科幻美学风格。

(四)超越远景：反思性“寓言化”假定型

如果说前三种科幻假定仍然基本遵守科学逻辑

制约，还有一种科幻想象超越广义的假定性，将假定

美学推到了哲学思考的高度，强调寓言特征，放大表

现性美学，呈现为夸张、奇诡的后假定性美学，具有

明显的“寓言性”。所谓“寓言性”，“就是说表面的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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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总是含有另外一个隐秘的意义，希腊文的 allos就
意味着‘另外’，因此故事的真正意义是需要解释

的。寓言就是可以从思想观念的角度重新讲或再写

一个故事”，表现为一种话中有话，别有意味的特

点，表面上不真实，不符合逻辑，甚至夸张荒诞，但别

具意味，耐人寻思。

这种假定性常常以乖谬夸张、黑色幽默的假定

和叙事，突破科学理性，打破观众对科幻电影的类型

期待，大胆跨越科学理性、现实与幻想之间的鸿沟，

甚至有意让观众明确意识到自己所观看的是一种人

为假定的，科学无法解释的幻觉，从而直面科幻想象

的“假定性”本身。《2001太空漫游》(1968)的时间假定

超越历史叙事，具有极大的浓缩性，从数万年前猿人

的直立行走到21世纪人类的开拓宇宙，在空间表现

方面也具有开拓性，甚至具有荒诞性，如充满隐喻的

矩形石块，悬浮于宇宙的巨型新生儿，正是这种隐喻

性、超越性的想象力，使得它具有了划时代的史诗气

质与人文精神。

这种科幻想象将假定性美学推到哲学高度，呈

现为夸张、奇诡的后假定性美学，催生了许多奇思异

想。此类科幻电影设置荒诞化语境，进行超越常理

的叙事，甚至颠覆、反讽科技理性，为观众带来惊诧

的观影体验，从而走向一种“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寓

言化”效果。如改编自冯内古特同名小说的《五号屠

宰场》(1972)，以刻意拼贴的时间穿梭与舞台化、梦幻

般的外星居所，衬托战争场景对士兵的心理伤害，具

有反战争、反现代科学的精神；《独行月球》(2022)中
具有类人行为、陪伴着独孤月的金刚鼠，某种程度解

构了太空“独行”的严肃性；《不要抬头》(2021)中对陨

石危机、地外星球的表现具有喜剧意味，讽刺美国政

治体制与“娱乐至死”的传媒氛围，而最终科学家们

无法改变人类灭亡的结局，不仅颠覆了好莱坞大片

所包裹的美国梦，也带有反对科技寡头的批判思

想。此类科幻假定突出某种“非科学”“非理性”的科

幻猜想，导向具有戏谑、讽喻口吻的叙事风格，在严

谨的科学设定要求与讽喻寓言色彩的后假定性之

间，产生叙事和表达的张力。

结语

根本而言，科幻电影是在科学基础上建立起一

个与现实世界有别的想象的世界，并在与这个世界

自洽的新的世界观内讲述幻想故事。科幻故事的展

开需要一个由想象力拓展的空间载体，这被称作科

幻电影的世界观设定，从作为科幻电影本体的想象

力的角度看，也即是想象力的时间化、空间化和世界

观建构化。

科幻电影可以通过所有可能的艺术手段，架构

起一个非现实、超现实的艺术世界，这个艺术世界有

自己的语法和法则，这种表现本质上是“假定的”，但

观众却认可这种“假定性”。因为科幻电影世界观设

定就是依据想象力假定、设定一种支撑整部电影的

“假定性”情境。这个假定性情境使观众与影片之间

建立起一种“契约”关系。电影必须在相应的叙事情

节系统上加以配合，要有助于观众接受这种契约，满

足他们的期待视野。

因此，我们通过梳理假定性美学的理论渊源以

及在各种艺术门类中的表现，打通假定性与科幻电

影想象力之间相关性的内在逻辑，为科幻电影的假

定性架构即科幻想象力呈现提供了阐释分析的理论

新视域。毫无疑问，科幻假定中的时间、空间关系与

世界观的各种关系，是通过一系列叙事系统表现的，

具体呈现为与科幻电影想象力层级对应的几种叙事

类型。几种叙事类型之间本身并无优劣短长之别，

而且无论是哪一种叙事或想象、假定类型，艺术创作

者的想象力都需要持续不断地突破原有的范式，向

更深远的时间、空间眺望，创造出既折射着时代科技

前沿，接社会现实之“地气”，又具有前瞻性的优秀科

幻作品。

在当下，全球范围内电影工业体系的逐渐成

熟，视效、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中国

近年来科幻电影的勃兴，“想象力消费”时代的来

临，不断呼唤中国幻想类电影的繁荣发达。假定性

的创意，想象力的高下无疑在很大的程度上直接影

响着科幻电影的优劣。但因为科幻电影的复杂多

样，想象力是与其他因素(如现实隐喻、寓言性、艺

术性、剧作、制作、工业等)一起“多元决定”其高下

成败的。科幻电影需要在现实、科学、理性与假定、

想象、超越等二元对立之间保持充足的张力，需要

创作者通过超越现实的假定性，开掘讲述科幻、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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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未来、反思科技的独特路径，走出一条平衡人文

主义与工具理性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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