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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科技传播的重要形式之一，科幻电影在其百余年历史中不断发展变化。通过对互联网电影资料库

（IMDb） 科幻电影加权平均分 Top100 从所属发展历程出发进行多个方面的数据统计分析，发现在百余年发展历史中

科幻电影涉及类型元素逐步多元，科技恐惧感渐趋减轻；涉及科技种类有所丰富，同时具有时代烙印；主题倾向及世

界观与现实贴近性渐趋增强，晦涩影片近年来不断减少，观影门槛有所降低；国际合作逐步多样，受众更倾向于技术

性与思想性兼具的影片。科幻电影创作主体科学哲学素养的培养、专业素质的提升和对时代现实的关注，以及创作传

播环境中科学领域的助力、政治环境的张弛有度和社会审美的转向是提升我国科幻电影科技传播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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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科技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科幻电影

在科技知识普及、科学技术展望、科学精神传

达、创新思维培育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科

幻电影的内容取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受众

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对科学技术主体的印象

以及受众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自 1902 年世界

上第一部科幻片 《月球旅行记》 诞生以来，科

幻电影已经拥有了百余年发展历史，对科幻

电影百年历史发展状况及其科技传播趋势的

研究和探讨，能够让我们从科幻电影的前世

今生中反观目前科幻电影的现状、思考未来

科幻电影发展的可能，这对我国未来科幻电

影的发展将有所助益。

1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豆瓣网友基于 IMDb （Internet

Movie Database，互联网电影资料库） [1]科幻电

影数据及“IMDb Top 250”计算公式计算而得

的科幻电影 Top200[2]为数据分析基础，数据更

新至 2015 年 1 月，即 2015 年之前上映的电影

才可列入榜单，新上映的电影评分波动较大，

不纳入排行。IMDb 是一个关于电影演员、电

影、电视节目、电视明星和电影制作的在线数

据库，于 1990 年创建，1998 年成为亚马逊公

司旗下网站。“IMDb Top 250”是该网站重要

产品之一，其是由贝叶斯统计算法得出加权平

均分进而对数据库中的所有电影进行排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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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公式为 Weighted Rank (WR) = [v ÷ (v+m)] ×

R + [m ÷ (v+m)] × C[3]。其中 WR 为电影加权

平均分，R 为电影算术平均分，v 为电影投票

数目，m 为列入前 250 名电影所需要的最小投

票数 （目前是 25 000），C 为数据库中所有电

影的平均分。

笔者曾联系“IMDb 科幻电影 Top200”的

排名者，其说明计算公式完全遵照上述原则，

但因考虑到科幻电影只是所有电影的类型之

一，其中非热门电影和老电影的评分人数较

少，为避免一些杰作被埋没，所以将最少投票

数 m 定为 5 000、平均分为 6.5，根据其说明，

笔者曾对所截取的前 100 部电影进行一一验

证，计算结果稍有波动，但是并不明显。考虑

到笔者主要研究不同发展历程科幻电影科技

传播的发展趋势，其数据的小幅度波动影响

不大，而其最小投票数的列定显然更能保证

不同发展历程的电影入选。相对来说，这 100

部电影投票观众数多、最终获得的平均分也

较高，可谓是科幻电影发展史上经典且影响

广泛的作品，具有代表性。

针对截取的前 100 部科幻电影，参照电影

类专业书籍对电影史的划分及 amc filmsite[4]关

于科幻电影历史发展的梳理，考虑到近年来电

影拍摄和制作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趋势，笔者

将科幻电影所属发展历程分为七个阶段：（1）成

长期：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 20 年代；（2） 成

熟期：20 世纪 30 和 40 年代；（3） 繁荣期：

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4） 电影在特技和故

事之间保持平衡的时代：20 世纪 70 和 80 年

代；（5） 新生科技 20 世纪 90 年代；（6） 新生

科技 2000—2009 年；（7） 新生科技 2010—

2014 年。在阶段划分的基础上，分别从六个

方面进行数据统计，并对不同变量进行交叉

分析。具体如下：

A.科幻电影涉及类型元素：根据豆瓣类型

标签，在科幻电影 Top100 中，与科幻相结合

的类型元素共 14 种，分别是剧情、动作、冒

险、惊悚、悬疑、恐怖、喜剧、奇幻、爱情、

犯罪、灾难、家庭、动画、西部。

B.科幻电影涉及主要科学技术种类:根据

电影所展示内容，科幻电影 Top100 涉及的科

学技术种类包括核技术和战争武器、生物化

学技术、记忆移植技术、空间技术、时空穿

梭技术、信息科学与人工智能技术、地球环

境与气候、其他(无法判定，如 《超人》 系列

等） 八种。

C.主题及内容倾向：一是倾向具体科学技

术的展现，二是倾向科学技术哲学探讨。“当

科学观念、艺术想象和电影手段三者结合时，

科幻电影随之产生。”[4]在建立于科学基础的

想象之中，科幻电影内容多会展示已有或是正

在探索中的具体科学技术，从而升华主题，引

发观众在科学科技哲学方面的反思，然而一般

电影难以做到两者均衡，其内容主题多有所倾

斜，或倾斜于具体科学技术展现 （如 《火星救

援》 等），或倾斜于哲学问题探讨 （如 《黑客

帝国》 系列等）。

D.是否突破电影拍摄时期普通大众已有世

界观：是、否。人的世界观具有实践性，不断

更新、完善和优化。在科幻电影的艺术想象

中，有些科幻电影仍未脱离电影拍摄时期社会

大众对所生活世界的既有认知 （如 《地心引

力》 等），而有些电影则已突破既有认知，重

新建构了一个崭新的、之前不为普通大众所能

想象的世界 （如 《终结者》 系列等）。

E.导演。

F.制片国家 / 地区。

在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试图展现科幻

电影百余年发展历史及其科技传播方面的发

展趋势，并尝试就已有趋势对我国科幻电影未

来发展进行探讨。

2科幻电影及其科技传播发展趋势
科幻电影 Top100 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分布

如图 1 所示，总体来看，数量不断增长，口碑

较好的影片在平衡时代 （20 世纪 70 和 80 年

代） 和新生科技 （2000—2009 年） 出现高峰，

新生科技 （2010—2014 年） 仅 4 年时间，也

取得了较大数量口碑较好的影片。

在涉及的类型元素、主要科学技术种类、

电影主题及内容倾向和是否突破拍摄时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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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导演和国家地区方面，科幻电影及其

科技传播趋势呈现以下特点。

2.1 涉及类型元素逐步多元，科技恐惧感渐趋减轻

根据与科幻电影相结合的 14 种类型元素

在 100 部电影类型标签中出现的次数，排列出

其先后顺序及各元素总占比如表 1 所示。总体

来看，剧情、动作、冒险、惊悚、悬疑元素与

科幻片相结合的比例远高于其他类型。另外，

在科幻电影发展的不同阶段，与科幻相结合

的类型元素的种类数量也有所不同。如图 2 所

示，随着时代发展，与科幻片相结合的类型元

素在不断丰富且多元化。

期间，科幻电影经历了一个从较多的与剧

情、恐怖、惊悚元素相结合，转而与冒险、动

作、悬疑等多种元素相结合的发展历程。笔者

统计了不同发展阶段各个类型元素在该阶段

所有影片中所使用的次数，结果显示，在成长

期仅有 1 部影片 《大都会》，使用元素为科幻、

剧情、冒险；成熟期有 4 部影片均使用恐怖元

素，其中两部影片又分别与惊悚和剧情元素相

结合；繁荣期有 9 部影片，惊悚元素占比最

高，有 6 部使用惊悚元素，剧情、悬疑次之，

均有 4 部使用，此外，冒险元素有 3 部，恐怖

元素有 2 部，爱情元素有 1 部；平衡时代的

25 部电影中，冒险元素成为使用次数最多的类

型元素，共 12 部，其他元素所牵涉电影数量为

剧情 10 部、动作 9 部、惊悚 7 部、恐怖 5 部、

悬疑 4 部、喜剧 4 部、奇幻 3 部、犯罪 2 部；

新生科技 20 世纪 90 年代的 16 部影片中，与冒

险、惊悚类型元素结合的影片均为 7 部，剧情、

动作各 5 部，悬疑 4 部，喜剧 3 部，爱情 2 部，

动画、西部、奇幻均为 1 部；新生科技 2000—

2009 年的 25 部电影中，剧情 14 部，动作 12

部，惊悚 9 部，冒险 8 部，悬疑 6 部，爱情、

奇幻各 4 部，犯罪 3 部，喜剧、灾难各 2 部，

动画、家庭各 1 部；新生科技 2010—2014 年有

20 部影片，所结合类型元素分别为动作 13 部，

剧情、冒险 9 部，悬疑 5 部，惊悚 4 部，犯罪、

喜剧、家庭、爱情、奇幻均为 1 部。

通过不同发展阶段与科幻相结合的类型元

素数量及其出现频次可以发现，科幻电影所涉

及类型元素正在逐步多元化，主要涉及元素有

从恐怖、惊悚向动作、冒险、悬疑发展的趋势，

而恐怖、惊悚元素也随着时代和科技的发展，

逐渐从怪异化科学家、科技成果恐惧转为通过

高科技塑造恐怖环境和氛围。例如 20 世纪 30

和 40 年代成熟期的 《科学怪人》 《科学怪人的

新娘》 《隐形人》 《化身博士》 四部均使用恐

怖元素的影片，都具有怪异化科学家和宣扬科

技发展负面后果的倾向。伴随着电影拍摄和制

作技术的发展，塑造电影情节的恐怖环境和氛

围逐渐成为主流，如 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繁荣

期电影 《天外魔花》 中的科学家是第一个觉醒

想要挽救人类的人， 《哥斯拉》 则在科技使用

的正负面效果方面达到了相对均衡；而平衡时

代内涵恐怖、惊悚元素的经典影片如《异形》

《终结者》则更多是营造恐怖的环境氛围，这也

图 1 Top100 不同发展历程科幻电影数量

表 1 Top100 各类型元素使用次数排序及总占比
10

2%

排序
总排
序及
各元
素总
占比

1

剧情

44%

2

动作
冒险

40%

3

惊悚

34%

4

悬疑

23%

5

恐怖

11%

6

喜剧

10%

7

奇幻

9%

8

爱情

8%

9

犯罪

6%

11

西部

1%

图 2 Top100 不同发展阶段与科幻相结合的类型元素
种类数量

灾难
家庭
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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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此后科幻电影的发展趋势之一。

科幻电影从怪异化科学家、反映科技发

展带来的负面后果转变为营造电影角色所处

的环境氛围、逐渐平衡科技发展的正负面效

果，有利于逐步减轻公众对科技发展的恐惧

心理，使公众对科学技术发展有更多理性认

识和思考。
2.2 涉及科技种类有所丰富，具有时代烙印

八种科学技术在 100 部好评度较高的科幻

电影中所占的比例如图 3 所示，生物化学技术

和空间技术位居前列，分别为 30 部和 22 部，

加起来所占的比例超过五成。其次为没有明

确的科学技术种类展现或是无法判定科学技

术种类的其他类 19 部、信息科学与人工智能

技术和时空穿梭技术均为 11 部、核技术和战

争武器 5 部、记忆移植技术和地球环境与气候

占比最小，各 1 部。

不同发展阶段所涉及科学技术种类及其

数量如图 4 所示，伴随不同发展阶段优质科幻

电影出产数量的增多，科幻电影所涉及的科技

种类有所丰富。同时，各阶段电影所涉及的科

技种类具有一定的时代烙印，不仅展示了影片

生产时期社会最为关注的科学技术种类，也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某种科学技术

成果的认识和态度。

例如成熟期来自美国的 4 部影片，涉及的

主要科学技术种类都是生物化学技术，包括拼

合人体、药物变身、药剂隐身等，这些影片无

一例外弥漫着生物化学技术带来恐怖恶果的

悲观气息，反观 4 部影片的出品年限分别为

1931、1932、1933 和 1935 年，一战结束十余

年，二战即将开始，而在 1925 年 6 月 17 日，

美、英等国曾于日内瓦签订 《禁止在战争中使

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

议定书》 [6]，笔者认为这些电影的拍摄与美国

意图对外宣扬的自身在战争中的立场以及对

待生化武器使用的态度有关；20 世纪 50 至 80

年代，繁荣期和平衡时代涉及最多的科学技术

种类均为空间技术，加起来共 12 部，其中两

部制片国家为苏联，其余则为美国或美英合

作，这自然与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开始的美苏

两国在空间领域的角逐有很大关系[7]，另外值

得注意的是，这两个阶段均出现了以核技术和

战争武器为展示对象的电影，包括日本的 《哥

斯拉》 （1954 年，通过一个受核辐射污染而

产生的怪兽，透露出日本对核辐射污染和原子

战争的恐惧），美国的 《不可思议的收缩人》

（1957 年，讲述一个受到辐射突然迅速缩小的

男子的故事） 和 《机器战警》 （1987 年，人

与机器相结合的警察），前两部均反映了人们

对核武器的恐惧，最后一部则是对未来战争武

器的一种展望，这些电影的出现与当时世界的

“冷战”背景和局势有一定关系；新生科技的

30 年，生物化学技术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同

时空间技术、信息科学与人工智能技术也紧随

其后，占据了一定比例，笔者认为这些科学技

术的展现一是源于冷战结束后世界环境渐趋

平静，人类在这些科学技术领域中不断取得了

一些可喜的成果；二是源于电影拍摄、剪辑技

术的进步，为展现多种科学技术种类电影的制

作创造了可能。
2.3 主题倾向及世界观与现实贴近性渐趋增强，

观影门槛正在降低

笔者将科幻电影主题倾向及世界观突破情

况结合起来组成四种类型：一是具体科学技术

展现且突破世界观 （共 23 部）；二是具体科学

技术展现未突破世界观 （共 24 部）；三是科学

科技哲学阐释且突破世界观 （42 部）；四是科

学科技哲学阐释未突破世界观 （12 部）。

图 3 Top100 各科技种类所占比例

图 4 各发展历程所涉及科学技术种类及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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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5 所示，主题倾向于科学科技哲学阐

释的电影多突破了电影拍摄时期普通大众已有

的世界观，而此种类型的电影 （即科学科技哲

学阐释且突破世界观） 在经历 20 世纪 30、40

年代成熟期与具体科学技术展现未突破世界观

各占该发展阶段电影五成之后，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21 世纪最初十年经历了一个蓬勃发展

的过程，在该时段各个发展历程的电影总量中

均占据了最大比例，分别为繁荣期 （77.78%）、

平衡时代 （44%）、新生科技 20 世纪 90 年代

（56.25%）、新生科技 2000—2009 年 （44%），

整体比例虽有下降，但是在各个阶段均高于其

他三种类型的电影数量和占比。然而在新世纪

最初十年之后的 2010—2014 年，此种类型的

电影数量和占比却显著下滑，仅有 1部，占比为

5%，而主题倾向与其一致的“科学科技哲学阐

释未突破世界观”类型也与其数量保持一致。

取而代之的是“具体科学技术展现未突破世界

观”电影的爆发式增长，占据了该阶段电影

60%的比重，远高于繁荣期 （无）、平衡时代

（12%）、新生科技 20 世纪 90 年代 （18.75%）、

新生科技 2000—2009 年 （12%） 四个阶段该类

型电影的占比。

总体来看，在电影主题倾向及世界观突

破方面，科幻电影呈现出科学科技哲学主题

并突破已有世界观在持续高占比之后，于新

世纪最初十年后开始猛然回落的趋势。类似

于繁荣期 《2001 太空漫游》、平衡时代 《银翼

杀手》、新生科技 20 世纪 90 年代 《黑客帝

国》 等哲学意蕴浓厚、对观众要求较高的电

影正在不断减少，而近年来更多的则是如

《火星救援》 《地心引力》 等类似的“观光

片”。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科幻电影的观影门

槛正在不断降低。
2.4 受众更倾向于技术性与思想性兼具的影片，

国际合作渐趋多样

在科幻电影 Top100 中，最高产导演前五

名所生产影片数量及所属时期如表 2 所示，排

名前三位的詹姆斯·卡梅隆、罗伯特·泽米吉

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均可谓是大众比较熟

悉且在影坛地位显赫的导演，其受观众好评度

较高的科幻电影主要出现在平衡时代和新生

科技 20 世纪 90 年代，也就是 20 世纪 70、

80、90 年代，这是一个科幻电影在特技与故

事之间取得平衡并继之在高科技中探索前进

的时代，在这两个时代里出现了 《异形》 《终

结者》 《黑客帝国》 等诸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影片。而这三位导演之所以深受欢迎，也是因

为其在该时期将科幻电影所需采用的科学技

术、所要展示的科技成果、所要传达的科学精

神、所要表达的故事内涵完美的结合为一体。

图 5 不同发展阶段科幻电影主题内容倾向及是否突
破已有世界观

成熟期

3

表 2 最高产导演前五名所生产影片数量及所属时期
导演

詹姆斯·卡梅隆
罗伯特·泽米吉斯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布莱恩·辛格
詹姆士·威尔

数量
5
4
4
3
3

成长期 繁荣期平衡时代
3
2
2

新生科技20世纪90年代
1
2
1

新生科技 2000—2009 年
1

1
2

新生科技2010—2014年

1

詹姆斯·卡梅隆的 5 部获选科幻电影前

100 名的影片分别是 《终结者 2》（排位 7）、

《异形 2》（14）、《终结者》（23）、《阿凡达》

（41）、《深渊》（71）；罗伯特·泽米吉斯的 4 部

影片 《回到未来》（8）、《回到未来 2》（51）、

《回到未来 3》（86）、《超时空接触》（87）；史蒂

文·斯皮尔伯格的 4 部影片 《侏罗纪公园》

（31）、《E.T.外星人》（46）、《少数派报告》（58）、

《第三类接触》（62）。第四位导演布莱恩·辛格

则是后来者居上，在新千年获得了观众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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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X 战警》 系列 3 部影片，分别获得了 25、

75 和 84 的排名；导演詹姆士·威尔的三部影

片均产生于科幻电影的成熟时期，分别是 《科

学怪人》（47）、《科学怪人的新娘》（56）、《隐形

人》（81），这也是科幻电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作品，逐渐在特技运用和情节安排上产

生独特的程式，是该时期科幻电影偏爱带有

恐怖、悲观和浪漫色彩的疯狂科学家主题的

代表作品。

另外，虽然其他导演在 Top100 中并不算

高产，但是也有如沃卓斯基兄弟的 《黑客帝

国》 （5）、雷德利·斯科特的 《异形》（10）、斯

坦利·库布里克的 《发条橙》（13）、《2001 太空

漫游》（15） 等极具代表性且排名靠前的影片。

总体来看，科幻电影 Top100 的排名透露出观

众还是更倾向于技术性与思想性兼具的影片。

科幻电影 Top100 的制片国家 / 地区如表

3 所示，进入成熟期后，美国一直占据着科幻

电影的主流市场。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

成长期，德国产出了唯一一部进入前 100 名

的科幻电影 《大都会》；在 20 世纪 30、40 年

代的成熟期，没有出现 其他国家与美国抗衡；

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繁荣期，日本出现

了 1 部 《哥斯拉》；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

平衡时代和新生科技 20 世纪 90 年代，分别

出现了英国、苏联、法国、加拿大和波兰几

个单独制片的国家；进入新世纪以后，则出

现了澳大利亚、土耳其等单独制片的国家。

与此同时，两国合作甚至多国合作从繁荣期

开始时有出现，而美国则几乎始终是合作方

之一，近年来，美国与英国、加拿大、德国、

中国大陆的合作较多。

成熟期

4

表 3 科幻电影 Top100 制片国家 / 地区

国家

美国
英国
苏联
法国
澳大利亚
波兰
德国
加拿大
日本
土耳其
美国 + 英国
美国 + 加拿大
美国 + 澳大利亚
美国 + 德国
美国 + 中国大陆
美国 + 法国
法国 + 西班牙 + 德国
美国 + 英国 + 加拿大
美国 + 中国香港 + 英国
美国 + 英国 + 德国
法国 + 西班牙 + 意大利
加拿大 + 比利时 + 法国 + 德国
美国 + 新西兰 + 加拿大 + 南非
德国 + 美国 + 中国香港 + 中国大陆 + 新加坡

数量

52
2
3
1
1
1
1
1
1
1
14
5
2
2
2
1
1
3
1
1
1
1
1
1

成长期

1

繁荣期

7

1

1

平衡时代

13
1
3

1

5

1
1

新生科技 20
世纪 90 年代

9

1

1

2

1
1

1

新生科技
2000—2009 年

12
1

1
3
3

2

1

1
1

新生科技
2010—2014 年

7

1

5
2

2

2

1

制片国家的独立与合作以及影片出现的

时间等，都从侧面彰显了不同国家在每个时

期的国际地位及其科学研究发展水平和电影

制作技术水平。目前中国大陆与美国等国家

合作制片数量正在不断增加，在科幻电影中的

地位正在崛起。

3我国科幻电影科技传播提升路径思考
作为科技传播的重要手段之一，科幻电影

在科学技术和科学精神普及、激发民众想象力
之外，亦刺激着相关科学技术包括电影拍摄和
制作技术的不断提高，有利于科技创新。然而

科幻电影的科技传播发展趋势及思考 掖掖掖 王芸婷 全淑凤 / 实践新知 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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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来看，我国科幻电影领域却远远落后于

国际发展[8]。但是我国已然做出尝试，有媒体

将 2015 年称为中国科幻片元年，虽然结果尚

未可知，但是至少已经踏上征程。

就上文数据分析来看，在科幻电影百余年

发展历程中，无论是其所涉及的类型元素还是

所涉及的科学技术种类，都在不断丰富和多元

化，这一方面归功于现实科学技术的发展，另

一方面也要归功于电影创作主体对时代、对社

会现实、对受众所需的关注；更为重要的，就

被列入前 100 名的电影来看，受众还是更青睐

于审美与思想集于一身的电影。为此，笔者结

合数据分析结果，试图从科幻电影创作主体和

科幻电影创作传播环境两个维度，对我国科幻

电影及其科技传播提升路径进行思考和建议。
3.1 提高科幻电影创作主体基本素质

就中国目前电影市场的整体状况来看，类

型单一化是几大严重问题之一，而在每一类型

内部，角色单一化、内容同质化和肤浅化现象

也异常严重，科幻电影亦是如此。笔者认为，

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科幻电影创作主体科学哲

学素养和专业素养缺失，以及社会现实关照和

人文关怀缺乏不无关系。
3.1.1 培养科学哲学素养

在科学哲学素养提高方面，创作主体首先

可以主动了解和学习一些基础的科学知识和

哲学知识，通过阅读科学著作、科幻小说等严

肃科学和科幻题材以及哲学书籍来丰富自己

的科学知识和哲学知识；其次，创作主体应保

持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好奇心，及时了解科技前

沿内容；此外，与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学家、

科普作家等相关专业人士的交流互动也会对

锻炼自身科学思维、逻辑思维和认知并思考

未知世界大有助益。如 《黑客帝国》 等电影之

所以好评度较高，就在于其对故事哲学内涵的

挖掘以及建立于严密逻辑性之上的对未知世

界的丰富想象。
3.1.2 提升自身专业素质

在培养科学哲学素养之外，科幻电影创作

主体自身专业素质的提升，也是打破电影内容

传达、角色塑造等单一化和肤浅化，丰富科幻

电影类型元素、科学技术种类等内容的重要途

径。在掌握最新科学技术和科学哲学内容的前

提下，科幻电影创作主体特别是电影编剧、导

演应该思考如何将这些内容融入自己的剧本，

如何运用新兴的科学技术提升受众的观影体

验，如何借由技术、借由哲人思想使自己所要

传达的内容更为深刻、引人热议和思考。另外

在专业素质提升方面，目前电影业内部形成的

惯性思维以及对科幻电影的畏难情绪恐怕一

时难以打破，所以着力培育下一代电影人可能

是目前尤为重要的事情。这就要求大学、电影

学院及相关专业加大对科幻电影相关人才的

培养，鼓励年轻编剧、导演等发挥自己的想象

力，掌握先进的电影拍摄和制作技术，培养其

创新能力，加强其哲学素养。
3.1.3 关注时代社会议题

上文数据显示，Top100 传达的内容多具

有一定的时代烙印，如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数量

较多的生物化学技术影片、“冷战”期间的空

间技术影片等，都巧妙地将当时的政治或社会

议题融合于电影之中。另外还有诸如 《第九

区》 等影片，则是通过地球人与外星人之间的

关系，影射导演年幼时在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

经历，用技术和科学幻想来传达思想意识形态

和人文关怀。可见，作为科幻电影创作主体，

应该走出象牙塔，关注社会现实、关注时代最

为关切的内容、关注作为生活在时代中的人普

遍存在的最切实的喜乐和痛苦。
3.2 完善科幻电影创作传播环境

除科幻电影制作传播主体自身努力之外，

科学领域包括科学机构和科学界人士的积极

推动，政治环境的张弛有度，以及整体社会审

美的转向等都是中国科幻电影繁荣发展途中

不可缺少的因素。
3.2.1 科学领域：主动助力

好莱坞科幻电影的成功，一定程度上离不

开美国科学界的支持。这种支持一方面体现在

愿意与电影创作主体进行交流，对电影的科学

知识、科学思维和科学逻辑正确与否进行验

证；另一方面体现在一些专业的科学机构会利

用电影借势传播，在就电影中的一些问题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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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进行科普的同时，提升自我曝光率。以

2015 年上映的 《火星救援》 为例，其口碑爆

棚并拿下当时票房冠军，有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出于 NASA 的主动助力。作为一家科研机

构，NASA 具有科普的自觉意识，善于抓住机

会主动出击，借爆红科幻片让公众关注自己，

激发公众对太空探索的热情[9]。因此，我国科

学领域包括科学机构和科学家也可以借鉴这

种方式，主动助力科幻电影创作传播，为电影

创作主体和受众提供双重帮助，在提高自我知

名度的同时，让公众对科学问题和科学界有更

多理性认识。
3.2.2 政治环境：张弛有度

不论是作为艺术或作为现代传播媒介，电

影都具有特定价值观传播载体的功能，与政治

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科幻电影亦是如

此。笔者在上文分析过，科幻电影的主题、所

展现的科学技术等都具有一定的时代烙印，

并且体现了一定时期不同国家在某个问题上

的理念。可以想象，这些广受好评的科幻电影

的出现，是政治与艺术相互协商、妥协而得出

的结果，在不违背主流价值观念的前提下，创

造商业和文化发展的巨大价值。因此，我国也

应适当放宽科幻电影创作传播环境，政府相关

部门可以就一些问题与电影创作传播主体进

行商讨，并提出较为妥当的解决方案。同时，

就目前科幻电影国际合作趋势来看，多国合作

是必然潮流，这是我国科幻电影创作者向国外

学习其超强拍摄和制作技术、讲故事手段、价

值观传递方式等的机会，我国政府应采取措施

鼓励科幻电影界内部与他国进行学习合作。
3.2.3 社会大众：审美转向

正如受众倾向于思想性与科学性兼具的

影片，成功的科幻电影演绎的是如何在科技

发展和伦理信仰方面进行制约和平衡。如电

影 《黑客帝国》，连每一个演员的名字都细致

考究，将西方传统宗教、哲学及其内涵演绎到

了极致。相反，如果信仰缺失，科幻电影无疑

会落入俗套，正如国内不少商业电影落入俗套

一般。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的大众缺失信

仰，而信仰的存在和价值观的传递恰恰是很多

科幻电影成功的原因所在，信仰的重建、社会

审美的转向，需要的是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

并非电影工作者单打独斗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4结语
科幻电影 Top100 的数据统计分析结果，

向我们展示了不同发展阶段科幻电影所呈现

的特点及其在科技传播方面的发展趋势，也从

侧面向我们展示了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科学技

术的发展状况和传播状况，以及人们对科学技

术的态度。如果能有更加完整、准确、客观的

数据对科幻电影加以研究，相信能获得更多的

思考和启示，而这也是下一步有待探索和研究

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2]

[3]

[4]

[5]

[6]

[7]

[8]

[9]

互联网电影资料库 （Internet Movie Database，简称
IMDb） [EB/OL]. [2016-05-05].http://www.imdb.com/.
豆瓣网友“等一个人”. IMDb 科幻电影 Top200[EB/OL].
[2016-05-05]. https : //www.douban.com/doulist/240612/
IMDb 科幻电影 Top200.
IMDb Votes/Ratings Top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EB/
OL].[2016-05-24].http://www.imdb.com/help/show_leaf?vo
testopfaq&pf_rd_m=A2FGELUUNOQJNL&pf_rd_p=2398
042102&pf_rd_r=15AAN2FDAP54E26D93J9&pf_rd_s=c
enter-1&pf_rd_t=15506&pf_rd_i=top&ref_=chttp_faq.
Amc Filmsite [EB/OL]. [2016-05-10]. http://www.filmsite.
org/sci-fifilms.html.
王志敏. 现代电影美学基础[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
社，1996.
克利斯托弗·B·哈兰，安杰拉·伍德沃德. 一部示范法：
生物及毒素武器犯罪法案[EB/OL]. （2005-09-30）
[2016-05-05]. http://www.icrc.org/chi/resources/documen-
ts/article/review/review-859-p573.htm.
朱锦桂，杨恒生. 美苏在太空的角逐 （连载之四） [J].
国防，1992(1)：38-39.
王一鸣，黄雯，曾国屏. 中美科幻电影数量比较及对
我国科幻电影发展的几点思考[J]. 科普研究，2011(1)：
27-32.
柯文. 学学 NASA 做科普[N]. 上海科技报，2015-11-
25(001).

（编辑 张南茜）

科幻电影的科技传播发展趋势及思考 掖掖掖 王芸婷 全淑凤 / 实践新知 阴

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