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影投資1.2億美元，狂風大雪萬蟲聚集的大場
面、同一畫面內一人分飾二角且沒有破綻的技術、
長時間飛行資源不足又層級分明的飛船內部場景設
置，加上羅拔．柏迪臣（Robert Pattinson）、托
妮．科萊特（Toni Collette）、馬克．盧法洛
（Mark Ruffalo）等明星，諸多因素都體現了荷里
活大片應有的配置。

不知如何講故事
貪婪、無恥、虛榮與殘暴的反派角色表現得直

白誇張，鮮明跳脫。雖然獨享死而復生的太空技
術，男主角米奇被輕視、隨意可被放棄，從事牛馬
不如的工作，也甘願帶着傷病和死亡記憶，結束一
生又一生，麻木輪迴。這種境遇恐怕觀眾也會心照
不宣。

但當影片結束，《米奇17號》究竟講了一個什
麼故事，梳理起來卻有些艱難。勉強可以說，男主
角身無長物，為了逃債把 「人挪活，樹挪死」 變成
了 「人挪死，死了又死」 。雖然米奇17行為被動，
正是歷經一次次的 「死」 ，他才找到 「生」 的契
機。片尾正義戰勝了邪惡，也可以將男主角的經歷
總結為 「突破人生困境需歷經磨難」 。

可以說，當所有生存條件被破壞，人類文明面
臨危機，價值體系必然被重新衡量，仍然是掌握資
源的人制定規則。哪怕是溫和的外星原著蟲族，也
面臨滅頂之災，加上故事發生在脫離傳統社會秩
序、道德和價值觀念的背景下，對生命的漠視更是
變本加厲，人們似乎習以為常，將其視為選擇新生

活的代價。毒品氾濫、資源爭奪，一同躲債的朋友
為解除自己的債務危機，竟要把男主角大卸八
塊……人性醜惡盡顯。

然而，觀眾買票，特別是對奉俊昊個人風格以
及荷里活資源加持充滿期待的觀眾，進影院要的不
是半生的食材配料，而是色香味都不缺的大餐。

整體風格不統一
表面上看，《米奇17號》的整體風格不統一。

前半部分像正劇，男主角一次一次被問到 「死是什
麼感覺」 ，對生存意義的追問，並未在荒誕人生中
把格調保持到尾。

好像進程過半，編導終於想起來這是一部商業
片。有關 「生亦何哀，死亦何苦」 的話題，不能再
探討下去了。

一直到編號18的米奇被意外打印出來，除了反

派的所有人物彷彿集體 「停了藥」 ，後半部分觀眾
看到的是融合動作場面、喜劇元素，充滿黑色幽默
的人和事，不過是雞飛狗跳、雜亂無章。這種風格
雜糅影響了敘事的流暢性，導致整體完成度不高。

人物的定位是最根本的問題，男主角米奇17從
頭到尾要幹什麼？為什麼有了米奇18之後他就突然
不想死了？在米奇18存在以前，影片從未向觀眾交
代 「重生誤差」 ，為什麼暴躁的米奇18與17性格反
差如此之大，基因選擇嗎？影片後半段刺殺反派，
與反派同歸於盡還世界和平完全是米奇18主動行
為，為什麼編導要讓一直庸庸碌碌的米奇17作為男
主角活到最後？

黑人女主娜夏與米奇太空四年相親相愛，當米
奇18替代17 「登堂入室」 ，米奇17趕來 「宣示主
權」 。女主竟然以 「三人行」 來敦睦關係，解決問
題。好吧，外太空早已禮崩樂壞，17、18本是一
人……為什麼高潮戲中女主突然為原著蟲子代言，
此前也並無鋪墊，也沒有解釋說明。

還有被反派視為 「純種太空子宮」 的白人美
女，怎麼就突然想和米奇17寬衣解帶，還問男主和
女主是不是開放式關係？

總而言之，莫名其妙的人物動機導致敘事斷
裂、人物成長與情節脫節。或許是導演自帶的文化
因素，或許大製作對政治正確及對票房的訴求，或
許還有其他原因。《米奇17號》在 「既要……又
要……還要……」 中，喪失了一部商業電影應有的
故事簡單、主線清楚、人物突出，以及趣味性等的
觀影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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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奇17號》不斷打印的生存迷思

科幻電

影離不開人

類對自我、對科技、對大自然、對未知世

界的思考。電影《米奇17號》是韓國導演

奉俊昊在荷里活拍攝的新作，即是一部科

幻片。作為一部類型混合的商業電影，電

影製作講究、視覺呈現可圈可點。但從影

片完成度看，優點和缺點同樣鮮明。

陳學軍

東西影畫

奉俊昊將拍攝視角投向外星空間

劇情介紹
男主角米奇為了逃避債主

追殺，充當 「消耗品」 登上星
際 「殖民」 的飛船。消耗體專

門從事測試病毒、極端環境試錯
等所有可能喪命的工作，死後用3D打
印注入記憶 「重生」 ，再去當 「小白
鼠」 。卻也不是每次探險結束消耗體都
必死，也許只是受傷，但組織不願意浪
費人才物力進行救治，就把他們活着扔
進 「循環爐」 省事。

▶不論是哪一個米奇，在他們死後可用3D打印注入
記憶 「重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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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主角米奇17號的黑人女友娜夏。

今年奧斯卡金像獎、金球獎 「最佳動畫電
影」 《貓貓的奇幻漂流》，以貓咪為主視角，
講述一場冒險和奇幻的旅程。電影沒有一句對
白，通過純粹的畫面和自然聲音講述故事，也
沒有塑造一個特別擬人化的動物世界，而是令
觀眾明顯感受到貓貓眼中的世界，究竟是怎樣
一番景象。

葛若凡

影片由拉脫維亞的導演金茲·齊巴洛迪斯（Gints
Zilbalodis）執導，故事沒有一句對白，導演通過純粹
的畫面和自然聲音來敘述故事，攝製組利用五年時間手
繪動物和自然景觀，盡量用主觀鏡頭、客觀鏡頭、擬態
鏡頭、移動變焦鏡頭等鏡頭語言構建了一套獨特的畫面
體系，讓觀眾感受到貓貓所看到的世界。

更貼近動物習性的表達
雖然這部電影向我們傳遞的還是 「個人與社會」

這個 「老套」 的主題，並且套用了聖經中 「諾亞方舟」
的設定，講述了動物們依靠一條船在末世求生的故事。
但電影設計在 「老樹上開出了新花」 ，主要角色貓，在
一定程度上並沒有被刻意擬人化，從電影的類型上一直
在擺脫電影敘事的人類中心主義，這與多數動漫電影有
極大不同。

電影中的 「角色」 貓、狗、水豚、狐猴、鳥都保
留着自己的習性，在自己的習性下進行邏輯延展去完成
擬態化。筆者十分欣賞導演沒有將裏面的小動物們擬人
化，而是讓牠們保持了更貼近真實獸性的行為和表達。
因為沒有對白設計，就要完全依靠小動物的行為，去推
動劇情發展，採取真實動物發出的各種聲音取代語言對
白，主創團隊對於鏡頭和聲音都進行了大量藝術加工處
理，令觀眾自然地了解劇情和具有象徵性的信息。再使
用視覺語言和本來在劇情邏輯中應該出現的聲音，參與
敘事，讓觀眾更有代入感。

雖然電影中的小動物們都沒有經過擬人化處理，
但觀眾依然可以從中找到自己的投射。例如貓特立獨行

的習性，可要在這個諾亞方舟中生存，牠必須學會如何
和船上其他小動物合作。船上的拉布拉多狗，起初牠有
些盲從，需要其他小動物去告訴自己怎麼做。但最終為
了生存，狗也學會了獨立思考，所以貓和狗在相同的一
段末世旅程中牠們的成長路線截然相反。其他動物身上
也有現代人際關係的種種對照……

營造身臨其境的觀影感
仔細分析，一艘船上的五隻動物代表 「馬斯洛需

求」 的五個層次。水豚、環尾狐猴、拉布拉多狗，鷺
鷹、貓分別對應基本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的需
要、尊重的需要以及實現自我價值的需要。故事的戲劇
衝突並非來源於劇情本身，抑或是來源於 「角色」 本
身，而是動物角色的真實性，以及多處擬態鏡頭的運
用，更顯得觀眾像是動物們的同伴一樣身臨其境。

另外，主創故意沒有採用特別寫實的畫風，反而
讓人眼前一亮。諸多的細節刻畫反倒是因為畫風的清奇
而變得相當明顯，水和光的呈現都很細膩和真實。貓貓
和鯨魚有四次相遇是要表達萬物的存在總有遠超生命本
身的意義，鯨魚幫助貓貓或者說方舟度過了危機衝出阻
礙，看到了生生不息的自然力量。

不過，由於導演雖不想擬人化動物進行敘
事，但難免會從人的角度出發去展開劇
情，從而並不是徹底放棄了擬人化敘事。
而這種做法會削弱敘事性，使得劇情會顯
得薄弱，且沒有足夠強的戲劇衝突，讓整
部電影缺乏敘事的推動力。

電影中，一開始怕水的貓貓也有四
次看向水中的自己。前面三次水面都是
湍急或者是一層又一層的漣漪，而只有
最後一次，貓咪終於看到了平靜水面上
的自己，代表了內心的平和和主角成長
的完成，令整部電影成為了一部極其治
癒又充滿深意的動畫電影。末世的環
境，人類消失的遺跡，神秘的神諭高山
和夢中的太空幻境，又讓這部動畫電影增
添了神話寓言故事的夢幻，為影片加分不
少。



非擬人化打造非擬人化打造《《貓貓的奇幻漂流貓貓的奇幻漂流》》

影片講述世界末日，洪水淹沒了整個
世界，人類已經絕跡於世，一隻黑色的貓
咪好不容易爬上了一艘木船，由此開啟了

一段非凡的旅程，貓在其他動物夥伴的幫助
下克服了恐懼。在這段旅途中，貓貓先後邂
逅了水豚、狗狗、狐猴、蛇鷲等動物。性
格迥異的牠們從彼此看不順眼到並肩作
戰，共同面對波濤洶湧的大海和重

重困難。

劇情介紹：

▲仿照 「諾亞方舟」 概念打造的船。

▲《貓貓的奇
幻漂流》主角
貓咪終於克服
對海洋的恐
懼。

◀船上的拉布
拉多狗與鷺鷹
各有價值觀對
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