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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权主题的延续

在李安导演的影片中，
父亲是一个很重要的形
象。他在早期的“父亲三部
曲”影片中塑造了充满威
严、正统的父亲形象，并通
过传统与现代的碰撞、理智
与情感的冲突展现了父权
在个体成长中逐渐的坍
塌。在《双子杀手》这部具
有科幻色彩的特工类型电
影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父
权的解构、自我的成长，这
些一直都是李安擅长表达
的创作母体内容。

在《双子杀手》中，美国
国情局特工亨利（威尔·史密
斯饰）准备退休之际意外遭
遇了一名神秘杀手的追杀。
随着剧情的展开，亨利发现
这名杀手竟然是被克隆出来
的年轻版的自己——小亨
利，故事背后的真相逐渐浮
出水面。这场对抗由此也变
得更加复杂，成为一场“我与
我”的对决。

对父权的反抗源自古希
腊俄狄浦斯的悲剧故事，成
为李安电影的哲学源头。如
果从“父与子”的角度来审视
这部电影，那么到底谁才是
克隆人小亨利的父亲？是传
承给他基因和血脉的影片主
人公亨利，还是亲手创造他
并抚养他成长的反派人物魏
瑞斯？又或者他们两人代表
了一个父亲的两面性？对于
小亨利而言，亨利是光明正直
的，魏瑞斯则代表了疯狂邪恶
势力；亨利用拳头唤醒了他的
自我意识，魏瑞斯则对他心
存怜爱难下杀手；亨利慢慢
引导他实现自我，魏瑞斯则
渴望通过强硬手段改造他。
《双子杀手》中不时出现这样
的对比，就像是在一个人的成
长过程中，父亲的两面性在儿
子身上的交战。起初是魏瑞
斯指使小亨利追杀亨利，因
为他认为只有这样，小亨利
才能真正强大起来。而在影
片的最后，亨利杀死了魏瑞
斯，他让小亨利实现了自我
成长，又不希望小亨利内心
留下阴影。

个体对自我的凝视

《双子杀手》这样一部涉及科幻题材的
影片，也探讨了克隆人的伦理问题。很明
显，导演李安对此持否定的态度。

克隆人同样是人，制造没有感情、没有
痛苦、毫无亲情羁绊的克隆人投入战争和杀
戮，把人当成工具，无法在伦理和道义上获
得正当性。但是，这样的论断其实并无新
意，已经成为许多好莱坞科幻电影的常规主
题。本片的亮点是由于小亨利克隆人的设
定，使得他与亨利之间既有“父与子”关系，
又渗透了人对自我的反思：饱经沧桑的亨利
应该如何面对初出茅庐的自己？

在《双子杀手》中，镜子是个带有强烈
象征意味的道具。谈到自己退休原因时，
亨利说：“我已经不照镜子了。”作为一个
特工杀手，他对自我的职业定位产生了质
疑，他不再冰冷残酷，会因为一个小女孩
而心生怜悯。亨利与小亨利第一次见面
的场景就借助了镜子这个道具，他们通过
镜子的反射才看到彼此的形象，这完美契
合了法国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的镜像理
论。与镜中自己的凝视，是亨利自我意识
觉醒的开始。在此之前，他只是一台专业
的杀人机器，他从不犯错，没有爱情没有家
庭没有孩子，从未体验过正常人的生活。
但是，见到小亨利后，他循循善诱，让小亨
利剥开冷血杀人的外壳，正视自己内心的
柔软与细腻。

正常人的生活是没有彩排的，无法重新
来过，无论做出怎样的选择，总会有遗憾和
错过。但是，《双子杀手》中的亨利可以用丰
富的人生经验指引二十岁的小亨利，去过自
己想要的生活。时间上的错位，自我与自我
的对话，最终实现了人生的完满，从这个角度
来讲，亨利是幸运的。

近期在中国内地
上映的影片《双子杀
手》，是好莱坞华裔导
演李安最新的作品。
从这部以“数码技术
造人”、高帧技术为卖
点的类型电影中，我
们可以识别出许多李
安特有的风格。

在技术与故事之间

《双子杀手》从影片类
型上看是典型的美国特工
剧情片，崇尚个人英雄主义
的主人公亨利只身对抗美
国国情局。类型电影一直
是好莱坞流水线上的商品，
情节往往多有雷同，导演很
难留下自己的独特印记。

李安并不是一个纯粹
的艺术片导演，此次也不是
他第一次拍摄商业大片。
在李安的作品中，武侠片
《卧虎藏龙》有人至中年的
反思，谍战片《色·戒》有对
人性脆弱的展露，超级英雄
片《绿巨人浩克》也探讨了
父子关系。在这些影片的
背后，李安都会以东方人特
有的关怀来反思人类和情
感。但是，这部《双子杀手》
最大的问题是在故事创作
上，情节架构简单粗暴。影
片中，以一敌十的反杀、刺
激的飞车追击、狭窄地下室
的近身搏斗、智商低下的反
派人物，这些都是美国特工
电影中的常见元素。但是，
缺乏深度的影片内容、特工
电影中常见的快节奏让一
些观众感觉这部电影不太
像李安的作品。类型的叙
事与深邃的思考之间出现
脱节，自然淡化了李安特有
的风格。

《双子杀手》最大的宣
传卖点是在电影技术上的
新尝试。电影中的小亨利
是还原了威尔·史密斯年轻
时的形象、通过数码技术合
成的，120帧的摄影效果体
现了李安一直在孜孜以求
的电影技术创新。“数码技
术造人”与高帧电影技术的
应用，的确给观众带来了不
一样的观影体验。几场剧
中人物相互追逐的戏份，对
细节的展示令人惊叹。可
惜的是，这部电影在故事与
技术之间做了本末倒置的
选择。电影剧本内容过于
老套，有几场戏完全是为了
展现技术创新而设定的。
尽管剧中人物及画面效果
活灵活现、令人惊叹，却依
然无法让观众感受到更多
故事的血肉感。

电影是工业时代的艺
术品，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
会给影片的艺术表达带来
更多的可能。但是，这部电
影并未实现李安所渴望的

“沉浸式真实体验”。不论
科技如何发展，电影制作技
术永远只是为影片故事服
务的，真正能让观众沉浸其
中的永远都是触动人心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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