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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要用科幻电影讲？

• 伦理

定义：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对这些
关系的规范。

关于道德和对好的生活之追寻的一般性探索
通常被称为伦理学。是关于应然的思考。

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道德原
则合理性的检验标准是其可普遍性——也就
是它能够普遍适用于任何人和任何地方。

• 科幻电影

类型片的一种，采用科幻元素作为题材，以
建立在科学上的幻想性情景为背景，在此基
础上展开叙事。

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科幻电影《月球旅行记》，
诞生于1902年。法国导演乔治▪梅里爱
(Georges Méliès，1861-1938)。

科幻电影中既能直观呈现可感的未来技术，
又能呈现人物的复杂情感。



根据儒勒·凡
尔纳小说《从
地球到月球》
和威尔斯小说
《最早登上月
球的人》改编。

1902年发行了
黑白版和手绘
彩版，全长约
14分钟。后结
局与彩版一度
失传。

《雨果》(Hugo)，
2011年。

为纪念乔治·梅
里爱诞辰150周
年，马丁·斯科
塞斯 (Martin 
Scorsese)所拍。



二、两种路径

伦理向度：我
是谁？我是人
吗？什么是人？

医学和生物学技术

《千钧一发》(1997)、《科学怪
人》(1994)

计算机信息技术

《银翼杀手》(1982)、《攻壳机
动队》(1995)

二者兼有

《堤》(1962)、
《源代码》
(2011)





三、自我与心-身关系

• 如何描述自我

我们都有这样一种无法抗拒的感觉，那就是在我么因场合的不同而对自己做出不
同描述的背后，存在着一个不因背景而改变的“真正的自我”。

一个人的自我认同（self-identity，自我同一性）是描述其本质自我的方式。

• 心-身二元论

为找到知识的确切可靠根基，著名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主张怀疑一切(甚至包括了
数学)，最后他发现，唯一不能怀疑的就是在怀疑着的我。

“我思故我在”的内涵：个体的自我是我们每个人首先能够确切知道的东西，这
个存在性无可置疑的自我就是思想(怀疑)着的自我，那个意识到自己的自我。



“我是什么？一个思想的东西。什么是一个思想的东西？它似乎一个能够怀疑、
理解、肯定、否定、意愿、拒绝，同时还能想象、感觉的东西。”笛卡尔《第一
哲学沉思集》，1641年。

导致问题：心灵和身体两种实体的二元论→进一步地，休谟的怀疑论：我们怎样
才能超出自我以达他人呢？（身体能接触，但心灵却不能。）

为解决矛盾，笛卡尔假设，身体和心灵有一个交接点，它是位于脑部的“松果
腺”。松果腺汇集了身体的精气（动物灵魂），在大脑产生心灵活动；另一方面，
心灵活动通过驱动松果腺，牵动精气的活动，使身体随着心灵的活动而活动。这
种其实是医学中的神经交感说。但是，“松果腺”的概念给予心灵以位置，违反
了心灵没有广延的二元论原则。

*勒内·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法国著名哲学家、物理学家、数
学家、神学家。对现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
而被认为是解析几何之父。与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一同开启了近代西方哲
学的“认识论”转向。



• “我是谁”？

1、宗教性答案→上帝面前的一个灵魂，其他一切——尘世的善行与成就，甚至
你的肉体以及它的快乐与痛苦——都无关紧要。

2、动物性的解答→一只卷入了求生和享乐的漩涡之中的动物。

3、笛卡尔和许多近代哲学家→意识的自我。对自己有意识的思想着的自我。

4、现时代→根本不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自我，自我是一个伴随着我们生命全过
程的创造的过程。

5、佛教思想→自我是虚幻的。自我不过是一个人的幻觉而已。

6、自我不是个体的实体，而是整个社会的产物。



• 《千钧一发》背景简介

伊桑·霍克
(Ethan Hawke)

裘德·洛
(Jude Law)

乌玛·瑟曼
(Uma Thurman)



四、自我与他人

1、我们（或我）对他们

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自我认同是某种获得的东西，而不是一
个需要去发现的既成事实。所有那些认为自我可以在意识中找到的理论都是错误
的。自我总是存在于未来当中，它是我们试图把自己变成某种东西时的目标所向。
自我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自我（作为这些解释的结果和基于它们的行动）就是一个至死方休的未完成的过
程，直至我们的解释和行动一同终止。

他人外在于这种对自我的创造；他们或者是创造自我的工具或尚待加工的材料，
或者是创造自我的讨厌的障碍。要求、设定期望值，等等都是限制。于是，我们
所有的关系本质上都是冲突。



2、我们

我们之间的联系在相遇之前就已经确立了。与各类人建立关系。我们的自我概
念——我们的自我认同——是由这些关系网轮流确定的。

柏拉图《会饮篇》中，剧作家阿里斯托芬讲述爱的本质和起源。寓言说，我们每
个人起初都是“两体人”。爱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寻找另一个个体，而是与另一
个已经是“另一半”的人重新结合。

换言之，完整的自我并非单个的人，而是（相爱的）人的集合。



五、推荐科幻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