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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灾难片的界定很多，综合比较，郝建的《影视类型

学》一书对灾难片的定义比较全面, “灾难片是以自然界、

人类或幻想的外界生物给社会造成的大规模灾难为题材，以

恐怖、惊慌、凄惨的情节和灾难性景观为主要观赏效果，

直接表现影片中人物与这种灾难相抗争的影片。它产生于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兴盛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

代，这是第一次热潮，如《大白鲨》《地震》等；第二次

热潮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如《完美风暴》《后天》

等。”2009年底，一部《2012》在全球掀起了观影热潮，再

次引起了人们对艾默里奇灾难片的关注。

　　罗兰·艾默里奇在好莱坞素有“灾难片之王”的称号。

他的影片有表现外星生物入侵地球的《独立日》，有表现人

与怪兽大战的《哥斯拉》，有表现气候变暖的《后天》，还

有表现世界末日的《2012》，当谈及导演为何如此热衷拍摄

灾难片时，他曾表示“我喜欢描述城市遭受虚拟的灾难，那

样会让大家警醒，居安思危。” 我们可以了解他的每一部

影片归根到底都是表达人类生存的悖论和困境——灾难、死

亡与生命。

　　一、意识灾难

　　灾难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只有

认识它，而不能控制灾难的发生。它往往难以预测，即使在

爆发前有些丝的预警，但也不能改变它发生的必然性，它对

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有着极大的破坏性，每次不经意的发

生，就会夺取无数条鲜活的生命，给人类的经济、政治和文

化生活等造成重大的影响和冲击，改变了个人的生活状态。

　　在艾默里奇影片中，灾难使人们熟悉的城市瞬时摧毁，

对处于观看者身份的人们来说，在精神时空宣泄了压抑、沉

闷，获得了愉悦，可见人们最初对灾难的关注就是为了满足

自身的愉悦，满足生理层面的需要。但当灾难真的发生在人

们面前，它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肉体的创伤，更多的是精神

的痛感，这时，人们才会切身感受到灾难的巨大影响，因

此，也就是讲人们关注的中心不是灾难事件本身，而是它在

人们头脑中的主观反映以及对人产生的精神影响，也就是灾

难意识。

　　这种灾难意识是人之所以为人特有的意识，是人类区别

于其他动物的一种永恒的忧患意识。一旦巨大的灾难出现在

人类面前，并且它所体现的价值远远超越了国家、民族，超

越了特定的阶层与文化，超越了争端与分歧时，人类才自觉

意识到自己是同一类，便对自然界产生敬畏与恐惧之感，而

这种感觉在社会群体中是相互感染的。由于人与人在精神

上、情感上有着某种纽带联系，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不幸往

往会在社会群体中产生一种情感的连锁反应，每个人都会因

此受到不同程度的惊恐和震惊，都会体验类似的心理历程，

于是他们把这种感受以自我复制、自我保存的方式从个人记

忆演变为集体记忆。影片《独立日》中总统的演讲，为人类

生存而战，总统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他对国家的忧患意识唤

起了人们的集体灾难意识。

　　二、体验死亡

　　灾难往往把人推向死亡的边缘，让人们在灾难中体验死

亡。死亡让人们在灾难面前恐惧和惶惑，而导演正是利用这

些丰富的影像符号作为基本表意系统，运用众多灾难元素营

造震撼的效果，传达出灾难意识，表现人们心理的无限恐

惧。这也从反面揭示出人们生命意识中追求生存的强烈愿

望。其实，生命的进化、繁衍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每一步都

面临着灾难的挑战和扼杀，死亡时时伴随，生命只有在与灾

难的不懈抗争中显示出独特的魅力。

　　观众都希望影片提供广阔的精神时空和丰富的精神内

容，尤其是与自己的现实生活有本质的一致但却形式表现不

一的内容，从中体验到在现实生活中难以体验到的死亡满

足。艾默里奇运用海啸、外星生物、怪兽、火山和飓风等灾

难的特殊力量，《独立日》中炸毁了白宫，《哥斯拉》摧毁

纽约，《后天》龙卷风摧毁了洛杉矶，更甚者《2012》世界

末日，这些形式不一但本质一致的灾难给人带来了震撼的死

亡场面。影像中这些灾难毁灭给人类带来的死亡恰好契合了

观众内心的死本能意识。观众在同人们一起经历灾难的过程

中体验死亡，宣泄压抑，获得死亡快感。虽然，观众与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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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灾难片作为好莱坞电影的一种类型，通过影像表现人类生存的永恒主题——灾难、死亡与生命。本文从

三重生命美学角度出发，分析艾默里奇灾难片受欢迎的原因：在灾难中体验死亡，在死亡中唤醒生命，追问生

命的意义，也传达了导演对当今社会的终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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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人物一起经历残酷的灾难，但不能与片中人物一样经历

灾难带来的真实死亡，所以相对于片中人物肉体和心灵共同

走向死亡来说，现实中的观众只是内心体验死亡而已。但

是，由于人们对死亡的恐慌、担心、惧怕和不解的普遍心

理，影片中的死亡更能抓住观众的心理。人们会认为一切事

物的终结是死亡，同时死亡也是整个世界的灭亡，进而产生

恐惧，在精神时空展开联想，想自己会不会死去，会不会如

影片中人物一样遭受残酷的灾难，悲惨死去。

　　艾默里奇运用灾难元素，制造震撼的场面，利用人们对

生命的希望和死亡的恐惧的情感来触动人们内心深处的死亡

意识，利用平时连自己都不敢或不愿意面对的内心真实，来

考察人们的现实生存态度。假如没有死亡的逼近，人们恐怕

永远不会有整理自己思维的机缘。所以封孝伦教授说，“体

味死亡是感受生命的有力手段，只有当人们面临灾难，才能

感受到和谐美好的可贵，只有面对死亡，人们才会倍加珍惜

生的权利与幸福”。

　　三、唤醒生命

　　死亡与生命紧密相连，灾难引起死亡，对死亡的紧张恐

惧，显示出人们对生命的无限眷恋，从而思考生命的意义。

当物质无条件的满足人的需要的时候，人的精神就会变得懈

怠、麻木、厌倦和迟钝，这些将会使人的生命力全面蜕化，

对人类是很危险的。而艾默里奇在影片中变现的巨大灾难场

面、人群在雪地的死亡、人类的毁灭恰恰给人类懈怠的生命

一次冲浪体验，从而激起无限的生命力。观众在同影片中的

人们经历着灾难和艰辛，从灾难的边缘死里逃生，其中，观

众是以生还者的身份真正体验着死亡并经历着生的人，正是

这种死亡的胁迫把观众的生命从麻木的沉沦中唤醒，于是能

使他们更加深刻地以死者的立场体会到生命存在的美好，在

死亡体验的高度上，重新对生命做出肯定。

　　通常，遭受灾难之前，人们的精神处于一种酣睡状态，

他们很少会去思考生命存在、自我这样的问题，觉得太严

肃，而当灾难降临，人们遭受死亡时，才能窥见生存的真实

状态。这也反映出现代人尽管物质极度满足，但是精神面临

着残酷的孤独和无尽的恐惧，生命意识麻木，他们极度需要

通过外在的刺激来激活其生命力，追问生命的意义。而经历

影片中的死亡，人们才能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和人性的可贵，

才能激发他们重新看待生命存在的价值。影片中表现的灾难

和死亡，实际上表达了一种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独到解读。

如《2012》中的英雄杰克逊在排除方舟故障，拯救生命时，

自己差点丧命，却用行动诠释了人活着的价值，生命的伟大

不在于有多长，而在于多好。

　　人类寻找生命的意义是为了让生命凸显价值，得以永恒

延续下去，但是灾难和死亡仍然时时威胁人类生存。于是人

类为了更好的生存，就必须关注生存境遇，追寻灾难出现的

根源，反思人类的行为，修补现存的生存环境。应该说，人

们对自然界越是了解，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越是清醒，就越能

有效地应对和避免各种各样的灾难打击，保证自己的生存与

发展。这也是导演在不造成观影困惑的前提下，要求灾难片

必须承担的责任。

　　导演为了传递这一理念，通过各种灾难的夸大性后果，

向人们展示了生存危机的残酷现实，以对生存危机的忧患意

识警醒世人，来触动人们的灵魂，激发人们自觉树立正确的

生态意识，以和谐的理念构建社会。《哥斯拉》中巨蜥的出

现繁殖，差点让人类陷于灭顶之灾。《后天》气候变暖，冰

川融化给人类带来了灾难性后果。这些需要人们重新审视人

与自然的关系, “我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在自然界

之上，我们赖以进行交流的一切群众性机构以及生命本身，

都取决于我们和生物圈之间的明智的、毕恭毕敬的相互作

用”，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和谐发展。

　　由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毕竟有限，还有无限个未知领域

需要去探索，很多灾难很难准确或无法预测，人们无法正确

应对。即使人们已经知晓或很熟悉的灾难，像地震、洪水

等，也不能防止其发生。所以，人们应敬畏自然，而不能凌

驾于自然之上，享受征服的快感。

　　影片中表现的全球变暖、物种变异、大气污染等种种生

态问题，唤起了观众的忧患意识，让他们在精神时空反思自

身的行为，反思现实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模式怎样影响导

致人类的生存危机，从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把人放在与自

然平等的地位上，抛弃传统的主宰自然的价值观，能动的关

注自然、尊重自然，利用自然，确保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协

调发展。

　　现代观众由于某种内心的恐惧，如面对就业、住房、福

利等压力，觉得不可克服，恐惧情绪要吞噬自己的灵魂时，

大多数人消极逃避，急需排遣精神压力的精神通道，导演正

好把观众的现实生活的恐惧和焦虑情绪借助灾难事件表现出

来，使观众在精神时空随戴维大战外星人，随杰克拯救家

人，经历困惑、恐慌、艰辛和绝望，在其过程中细细体味，

产生对自身的命运关注，影片中人物对待灾难、死亡的态度

会给观众产生影响，观众常常也会把自己在现实中很难实现

的愿望或不满情绪，寄托到影像中，看到他们瞬间破灭，释

放了恐惧、压抑和怨愤，获得精神上的安慰；走出电影院，

把现实中的一切与影片中的灾难相比，觉得现实的不稳定、

失落，又算的了什么。影片让观众在精神时空欣赏了灾难、

体验了死亡、对人类命运进行了反思，获得了精神生命的满

足。( 作者单位：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商务外语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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