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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盼“明日”再战

如果用粗略的方式划分科幻片，主要有三

种：形式科幻、内容科幻、形式内容兼而有之。

上世纪影坛名作《2001 太空漫游》《星球大战》

《黑客帝国》可谓三者皆有。21世纪涌现的如《人

类之子》《阿凡达》《星际穿越》等，我认为

是“内容科幻”的标杆——恢弘的气象里，导

演们想探讨的，往往是人类深层的困境。而在

厮杀如红海的“形式科幻”领域：动物怪兽、

机器异形、天外来客……或人与之厮打、或另

一波巨兽与之厮打、或者就是人穿上机甲与之

缠斗——这类作品因为特效奇观，往往有不错

的市场表现，但这块蛋糕往往被欧美片方直接

划走，徒留我辈叹喟。

暑期科幻新片《明日战记》采取了被欧

美编剧教材称为“金羊毛”式的故事结构：

孤胆英雄完成不可能的任务拯救世界。可以

说，如果影片诞生于好莱坞，只是一部与《洛

杉矶之战》比肩的人类大战外星人的故事——

甚至因为没有巨型机甲在水中的缠斗，与《环

太平洋》等相比还有些差距。

然而，这部影片由香港著名影人古天乐牵

头，从前期准备到后期制作完成，耗时近 10 年。

简介称“（影片）采用了全实景搭建大场景、

纯金属打造穿戴机甲等手段”。它的意义不在

于复刻了一部好莱坞科幻行货，而是带给了中

国科幻影人一种信心——“我们的电影工业团

队，也能做出这样品质的科幻电影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明日战记》是具有

自身独特价值的。作为“中国第一部机甲硬

科幻电影”，影片完成度颇高，不论是画面、

剪辑还是音效、特效，甚至会让人恍惚以为

看到某部好莱坞机甲片的华语片段，而影片

里一些不经意的文戏段落，又让人感受到中

国制造、香港制造的 DNA。

但，作为观众难道要因为“就中国目前水

准的破冰之作”，便理当欣欣然地全盘接受么？

倒也未必。

事实上，影片有着许多有趣的对白机锋与

概念设定。前者如“机器人工具论”，后者如

这一次轮到植物变异了——虽然还是会有充当

“热闹打手”角色的“食人机器虫”，但植物

的设定既让人想到自然界那些真实存在的“肉

食植物”，又是地球获得新生契机的设想，远

好于因为误入时空隧道来到地球勘探资源必须

处置而后快的大怪兽们——“化敌为友”继而

“和谐共生”，与“斩草除根”继而“提高戒备”

是东西方文化对于外部威胁的不同态度。背后

藏着的是《西游记》里孙悟空告诉猪八戒 “杨

木与檀木”，和《旧约全书·申命记》里“以

牙还牙，以血还血”的区别。

可惜，这样充满东方智慧的设定在影片中

一晃而过，更多的时候，一些叙事上的逻辑问题

会让人困惑：莫名而来的外太空“机器虫”与“植

物异形”、李升之间是什么关系？以及恶人李升

执意破坏行动，不惜给机器人下令消灭组员，且

以消灭“植物异形”和 16 万人为代价，去实现

继续修建天幕的执念，也颇为让人不解……

而除了这些困惑外，一个也许更为紧迫的

命题也放在了香港编剧们的面前：在工业水平

稳步提高的时候，故事的发展逻辑如果大部分

与好莱坞逻辑趋同，那么又何谓“香港电影”，

何谓“中国电影”呢？还是忍不住许一个愿：

愿“平平无奇”的帅大叔古天乐在锻炼了团队后，

直面这个问题，创作更好的机甲科幻电影——

毕竟，中国第一部机甲科幻电影在 2022 年的夏

天，真的已经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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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影片由香港著名影

人古天乐牵头，从前期准备

到后期制作完成，耗时近

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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