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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 流

“反恐”是一个热门且有些敏感的话题，影片《天
空之眼》将其作为题材，呈现了在打击世界恐怖组织
时决策者所经历的一个纠结过程。纠结焦点在于：生
命的价值是否可以以数量多寡作为衡量标准。一个
9岁的平民小女孩是否就该成为轰炸一伙恐怖分子
时被裹挟进来的“炮灰”？当道德选择进入两难的境
地后，我们究竟该怎么做？也许有人会说：很简单
啊！“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然而，言易
行难，尤其当这种选择涉及到了无辜者的生命……

片中，英国伦敦联合司令部的鲍威尔上校率领该
国情报部门，追捕一个上了反恐名单的恐怖分子，已
长达六年之久。这一次，终于通过无人机的高空监视
系统，发现此人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境内现身。而且
通过进一步侦查，英国情报部门还得知：该恐怖分子
所在的恐怖组织正在密谋准备一场自杀性袭击计
划。鲍威尔上校当机立断：必须在恐怖计划实施之
前，将该组织彻底摧毁。然而就在反恐力量瞄准敌对
目标，要发射狱火导弹捣毁恐怖分子窝点时，却意外
地发现该秘密基地所在的地点乃是普通民居，射杀范
围内还有一个年仅9岁、正在摆摊卖馕饼的小女孩。
于是，鲍威尔犹豫了……随之，英国情报部门、内阁成
员以及美国政府和军方之间展开了繁复的对话。各
方立场不同，意见也不同，对是不是继续按照原定步
骤进行轰炸，迟迟没能达成一致的意见。在这个争议
迭出的过程中，观众还能看到：英、美高层政客之间相
互踢皮球的“技能”。他们对轰炸问题的三思和犹豫，
看上去是对生命的尊重和处理事情的慎重，其实里面
也夹杂了不少自私成分。

打？还是不打？这是个问题。在《天空之眼》中，
这近乎悖论。影片里面，不同立场的人坚持着自己一
方的“正义”理论。影片之外，观众的内心也自有属于
自己的道德判断。不过，故事的最后，那个可爱的、包
着头巾的小女孩还是死了，留下她的父母抱着她的尸
体失声痛哭。战争的残酷对这个家庭的摧毁性打击，
不言而喻。与之对照的是电影中另外一些温暖的场
景：其一，无人机操纵员在接到上级下达的轰炸任务
后，一面期待小女孩能够突然离开，一面要求上级对
轰炸范围进行再一次的评估；其二，索马里当地的一
个探员在自己死里逃生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买通一个
小男孩，希望他能想办法去通知那个轰炸范围内的小
女孩快点逃命……这些小人物的努力不一定成功，但
他们出于善良天性的各种努力却叫人动容，叫人感
怀。

当然，作为军人，是国家的护卫者，理应具有一定
的决断素质，如果老是踌躇犹豫，思前想后，是很容易
延误最佳战机，以致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在《天空
之眼》中，如果不及时下令消灭恐怖组织，那么就会让
更多的平民百姓受到伤害。难道真的就为了对一个
小女孩的怜悯之心，甘愿让同样无辜的更多的平民罹
难吗？《天空之眼》作为影视作品，有不少艺术虚构的
成分，不过此影片之所以扣人心弦，在于它刻意设置
和强化的矛盾完全有可能出现在现实当中。作为向
观众提出情感和道德问题的影片，它也没有忘记在展
现人道主义的同时，也强调、诠释军事原则。在现实
中，我相信每一个称职的军事领导人都会用理智战胜
情感。还是那句话：当你做出选择的时候，也就没有
了选择。非此即彼，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这就是战
争的残酷性。只有经历过它的人才会明白，就像片中

说的那样：“永远不要对士兵说，你不懂得战争有多残
酷。”

此外，影片还从另一个角度将这种选择往深层次
推进了一步：如果选择平民小女孩和恐怖分子一起炸
死，那么军方会受到舆论的指责。但如果选择不进行
轰炸，并将责任推卸在“有平民在轰炸范围内”，那么
即便恐怖分子的计划得逞，造成大约八十多人的伤
亡，军方也会在舆论阵地上获得先机——然而这样的
选择理由是多么具有讽刺意义啊！

其实常理中，不存在一个弱小生命的价值就低于
多个强悍生命的规则，也不存在为了保护一个生命而
得付出成倍代价的命题。该片的结尾告诉人们：无法
选择也必须选择。这也许是在邪恶存在的前提下，为
维护和平安宁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郁妍捷

影片《太空旅客》中有一幕令我印象极深：仿真酒
保机器人阿瑟一边擦着酒杯，一边安慰着被男主角吉
姆深深伤害的女主角奥罗拉：“你要知道，他在遇见你
之前已经在这里独自生活了一年多。孤独到死是可
怕的，你不要怪他把你唤醒，人在死之前会寻找救命
稻草，而你就是他的救命稻草。”阿瑟的这一段话不仅
让奥罗拉一怔，也引起了我的深思……

环境带给我们的孤独往往总是难以控制和摆脱，
只有陪伴能作解药。电影前半段中，男主角吉姆在

“阿瓦隆”号飞船里被意外提前唤醒后，第一件事情就
是找寻同伴——他去学习的教室里找，去早餐厅里
寻，到酒吧里问。“找寻同类”是因为两个人以及两个
人以上便可以组成“我们”，而这个“多数人”的概念带
给人的是一种无法替代的归属感。这样可以在心理
上坚定地告诉自己，有一群人陪伴并不孤独。吉姆也
是在找寻他的归属感，从而摆脱无依无靠的处境。所

以，吉姆第一眼见到阿瑟时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起来，
就像黑暗中见到了久违的阳光；而吉姆发现阿瑟的腿
只是钢筋组成的支架和轮盘时，又是那样的失望。为
了摆脱孤独，吉姆也选择过听从阿瑟的建议，让自己
得过且过。他尽情地享受飞船里的所有设施：住与他
等级不相符合的豪华客房，一个人享受投篮得分时电
脑模拟出来的人群喝彩，独自同机器斗舞，吃尽世界
美食，学习外语，漫步太空。此时他是满意的，因为好
奇和一时的放纵暂时占据了他所有的情感。可猎奇
心理终将会褪去，当新鲜的事物逐渐变成平常，厌恶
会替代所有的情绪。我看到吉姆的胡子和头发就这
样一天天变长，看到他的眼神一天天空洞下去，看到
他时常到阿瑟的吧台里买醉。他被提前九十年唤醒，
这意味着他将要孤独地在飞船上度过漫漫余生，在飞
船还没有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便孤零零地死去。

影片前半部分的缓慢节奏很好地配合了吉姆所
处的孤独氛围，奢华的船舱只剩下空荡荡的楼层，连
吉姆的呼吸声都有无比清晰的回响。在我眼里，吉姆

就像一只困在一应俱全的金丝笼里的野兽，所有的东
西都不属于他，唯有这份来自全宇宙对他的抛弃依旧
萦绕周遭，令人生不如死。孤独本身并不会杀死我
们，但对孤独的那份恐惧会逐渐蚕食掉我们内心的坚
固防线，让我们走向崩溃的深渊。

我极不赞同吉姆为了一己私利，用铁钳和芯片制
造休眠仓的故障，人为强行地唤醒还在正常休眠的奥
罗拉。我也很能理解奥罗拉得知真相后的伤心欲
绝。画面里，詹妮弗·劳伦斯饰演的奥罗拉想撕心裂
肺地哭喊，却只有眼泪默默地流下；气不过的她不停
在飞船大厅里跑步，去游泳，半夜闯进吉姆的房间里
对他拳脚相加。但感性思维告诉我，吉姆没有错。我
没有体验过一个人长年累月独处的感受，看着吉姆痛
苦的表情，我想那一定是难以忍受的；一个人长年累
月没有任何人主动来说话，也没有任何人认同或反对
自己说的话，我想那一定也是非常难熬的。

好在编剧是仁慈的，吉姆对休眠仓里的奥罗拉一
见钟情，而奥罗拉也在同吉姆的相处中慢慢产生了难
以割舍的感情，即使彼此间有如此大的误会，最终两
人还是冰释前嫌，相互和好，并且明白了消灭内心的
孤独要立足当下的生活，学会“看眼前”。

单看电影的前半部分，《太空旅客》将科幻与现实
交错融合得很好。与动辄上亿美元的科幻巨制相比，
本片的唯一新意在于，它并不以太空中的未知星球和
科幻场景的视觉效果为噱头，而是将镜头对准男女主
人公爱情发展的走向，聚焦漫漫人生路中内心孤独的
煎熬，以及揭示对待生活应有的正确态度。只是可
惜，影片的后半部分男女主角联手排除飞船故障的情
节，虽然将整个剧情推向高潮，但套路化拯救人类的
戏码显得无比乏味，不但电影被禁锢于狭隘的个人英
雄主义视角中，也硬生生拉低了整个故事的格调，使
电影沦为二流的科幻爱情片。

差把火候的孤独旅程
——看影片《太空旅客》

当道德选择进入两难境地
——有感于电影《天空之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