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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幻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型，兼具“科学”与“

幻想”的双重特征，将高概念的世界观建构、严谨的科学

知识与瑰丽的想象力融为一体，并将之建基在现实世界的

基础之上，借助关于未来的想象，表达对历史与当下的深

沉思考[1],而《流浪地球2》作为《流浪地球》的续作，延

续了第一部的叙事脉络，地球再次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

机。这一次危机更加严重，情况也更为复杂，需要人类更

加团结和努力。影片通过精心设计的剧情，展现了人类

在绝境中的坚韧和勇气，同时也呈现了人性的复杂和多样

性。剧中人物之间的冲突和合作，成为影片一大看点。关

于叙事学理论，人们都会追溯到人类开启结构主义时代理

论灵感的大师，他们分别是裂维-斯特劳斯和弗拉基米尔·

普罗普。

1　起承转合的故事情节

对于影片的故事情节来说，我们采用的是普罗普的研

究方法对电影《流浪地球2》的叙事结构来进行分析。就

不得不提到了他的《俄罗斯民间故事研究》。首先他通过

俄罗斯传统民间故事情节发现了一些基本的、始终不变的

元素。随后他提出了七种角色和“行动范畴”，分别是坏

人、施惠者、帮手、公主或要找的人或物、派遣者或发出

者、英雄或受害者、假英雄。其次，他又将这些千差万别

的民间故事总结为六个叙事单元。在此基础上，普罗普又

将六个单元分为31种叙事功能。分别是：单元一，准备：

（1）炉边缺少一位家庭成员；（2）一个禁令或规定加诸

英雄身上；（3）禁令遭违背；（4）坏人试图刺探情报；

（5）坏人得到了-些情报；（6）坏人试图欺骗受害者以控

制他或他的所有物；（7）受害者上当串心助攻。单元二，

纠纷：（8）坏人伤害了家庭成员；（9）家庭成员雨要或

唱望某种东西；（10）需要或不幸被申明)英雄被请求,命

令或自愿前往执行使命；（11）英雄计划对付坏人。单元

三，转移：（11）英雄离家；（12）英雄被试探、攻击、

质询,并因而获得了-个有法力的施惠者或帮手；（13）英

雄对这位未来的施惠者的行动做出反应；（14）英雄借重

这位有法力的人；（15）英雄到达他的任务所在的地点。

单元四：对抗。（16）莫雄与坏人面对面作战；（17）英

雄被侮辱；（18）坏人被击败；（19）此前的不幸或需要

得到解决。单元五：归来：（20）英雄归来；（21）英雄

被追捕；（22）英雄脱险；（23）英雄故乡或某处却不被

承认；（24）假英雄做出假声明；（25）英雄面临艰巨挑

战；（26）英雄战胜挑战；（27）英雄获得命名。单元

六，接受：（28）假英雄/坏人的身份败露；（29）假英雄

被变形；（30）坏人惩罚；（31）英雄迎聚公主或登上王

位。每几种叙事功能都是相对应的叙事单元，最后普罗普

还提到了三个结论：（1）叙事功能的恒定性；（2）叙事

功能的有限性；（3）叙事功能顺序的固定性。

而在《流浪地球2》的故事情节中，地球面临危机是

整个故事的开端也是准备单元，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严峻的

挑战。其中，故事主要围绕“太空电梯危机”和“月球坠

落危机”两个大事件展开。故事发生在不远的未来，天文

学家发现太阳将在几百年后吞噬整个地球，威胁人类的存

续。面对这一灾难，地球各国放下芥蒂，成立联合政府，

提出了多种应对方案，并最终选定了中国主导的移山计

划。该计划的目标是在地球表面建设上万座行星发动机，

推动地球逃离太阳系，寻找新家园。

参考普罗普的六个叙事单元来分析《流浪地球2》关于

第一部分危机的叙事结构，也就是影片中2044年所发生的

事件。在开头，影片中以旁白的方式说明太阳即将遭到灭

亡，太阳系将不复存在。这个事件是影片的第一单元，准

备单元。换言之，也就是禁令遭到了违背，地球的生存环

境遭到了破坏，人类面临着危机与挑战。人类并没有放弃

希望，而是积极寻找解决方案，为了阻止太阳系的坠落，

联合政府提出了各种的采取措施和方案。最终确立了“移

山计划”的实施。而这个计划的提出和实施是整个故事第

一小节整个事件的核心，也就是单元二中的需要部分。其

次，影片介绍了数字人出现，也就是单元二环节中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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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申明。影片中的英雄出场，也就是我们的第一个主角刘

培强。他成为了相关工作人员，他离开家乡，跟着他的师

傅自愿前往去执行使命，就是影片中的科学家恒宇去执行

这样的一个计划。对于单元三的转移部分，《流浪地球2》

的其中一个叙事结构中所代表的就是这一个环节—英雄离

家。在2044年主角刘培强进入了太空电梯和空间站。由于

一群支持数字生命计划的潜入者袭击了太空电梯和方舟号

空间站，并试图冒名顶替他们。于是主角刘培强与他们进

行了对抗。这也就是单元四对抗部分的英雄与坏人面对面

作战的内容。在经历了诸多的对抗后，又迎来了太空站要

坠落的危机。对于单元五的归来部分，导演运用到了不同

人物的肢体动作来展现危机，但最终主角刘培强脱险。这

也是单元五归来部分的英雄脱险和战胜挑战的结合内容。

之后就是单元六的接受内容，影片主要讲的是数字人的举

动被发现，遭到了惩罚。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太空电梯的坠

落，人类再次迎来了第二次的危机。

其次，第二次危机是围绕着“月球坠落危机”展开的。

这个故事主要是围绕主要人物图恒宇展开讲诉的。核心事

件与情感驱动：女儿出车祸引发家庭变故，图恒宇因对女

儿存活的强烈需求，成为故事发展内在动力。情节推进：

借助马兆等外力获得女儿意识卡，尝试将意识上传至 550A 

系统解决困境，过程中上传行为遭追捕，又逢全球危机。

结局指向：图恒宇关键时刻成功连接服务器，似将达成拯

救目的，完成从困境到英雄成就的转变。整体呈现出从家

庭悲剧出发，历经努力、波折，走向希望与英雄式结局的

故事脉络。

2　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

在影片中，叙事结构与人物关系也是息息相关的。在

这之前，我们就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格雷马斯的动态模型。

他是在普罗普研究的基础上，对普罗普所概括的模式做了

进一步的修正和深化，已建立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叙事分

析模式为目的，桑普罗普的七种角色和行为范畴概括为三

组、六个动素，他们分别是主体和客体、发出者和接受

者、敌手和帮手并建立了自己的动素模型：

另外，他还将普罗普的六个叙事单元31种功能概括为

四个叙事和意义单元：契约、考验、移置、交流。通过这

些，我们便可以了解到《流浪地球2》的人物关系。根据结

构语义学家格雷马斯建立的动态模型从侧面分析第一个危

机，也就是“太空电梯危机”事件。从太空电梯危机事件

中，我们可以看出主体是刘培强，发出者是移山计划这一

个计划的实行。因此，主体要去执行发出者这一动作。其

次，我们也可以发现客体。客体有对手也有帮手。对手是

一群数字人，帮手是刘培强的同事已经他喜欢的人朵朵。

而接受者是阻止太空站的系统失控和入侵。结合内容，我

们再次进行分析，作为主体的刘培强要去执行移山计划这

一目标，他为此做出了行动。随着一群数字人入侵，也就

是对手的挑衅，主体打算与对手进行面对面的对抗。在对

抗的过程中，帮手的出现有助于主体打败对手，也就是在

刘培强的同事和伙伴的帮助下，决定打败对手。于是对手

被打败，但是太空站即将坍塌，对此，主体又再次做出了

行动去脱困。最终，主体行动有利于接受者的行动。也就

是有助于阻止太空站的信息入侵和失控这一行动的发生。

而在第二部分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在影片一开始的画面

就为我们带来了第二个主体的发出者，也就是数字生命计

划。导演在开头就埋下伏笔，等待观众去发现。

其次，影片中的第二个主体是图恒宇，因为主体的女儿

死了，但是主体并不相信女儿已经死了的事实，所以他想

方设法想去救女儿。马兆就是主体的帮手，他利用550A将

主体的女儿的意识投射到了机器上，让图恒宇可以隔着屏

幕见到女儿。因为550A的用途是炸毁月球，所以被明令禁

止。而这其中的敌手就是禁令。由于违背了禁令，图恒宇

被关入大牢。随着月球危机的发生，马兆邀请图恒宇和他

一起拯救地球。而拯救地球的目标也就成为了主体的接受

者。在过程中，他们受到了多层次的考验。最终在女儿的

意识的帮助下，图恒宇和他的女儿成功的破译了密码，解

救了地球。

3　结论

《流浪地球2》在构建宏大叙事的同时，也融合了科幻

设定与现实关怀，为观众呈现了一场既震撼又引人深思的视

觉盛宴。在叙事结构中，《流浪地球2》以非线性叙事将一

场危机循序渐进的展开叙述，将故事的起承转合展现的淋漓

尽致。[2]无论是科幻场景的营造，还是伦理情怀的抒发，从

硬件的建设到“软件”的积淀，电影《流浪地球》都以自己

的方式探索出了一条独特的中国科幻电影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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