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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音景到叙事：电影《错位》配乐中的科幻感与时代性
吴嘉锐 

北京电影学院，声音学院，北京 100091

摘要：本文通过对黄建新导演的电影《错位》的配乐分析，探讨了影片中配乐与叙事之间的紧密关系。作为中国 80 年代的先锋科
幻影片，《错位》不仅在视觉与叙事上展现出对未来世界的大胆想象，其音乐也通过电子音效、打击乐和少量旋律性主题的运用，
成功营造出强烈的科幻氛围和机械感。此外，本文还指出影片在技术条件和音乐运用上的局限，并分析了这对当时中国电影配乐
发展带来的影响。最后，本文讨论了现代科幻电影中音乐创作的趋势和启示，呼吁未来的配乐创作者结合先进的技术手段，打造
出更加复杂、多层次的音乐语言，使音乐在科幻影片中不仅仅是氛围的营造者，更成为推动叙事的重要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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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位》是黄建新于 1986 年执导的一部科
幻影片，讲述了工程师赵书信因日常公务繁忙，
制造了一个与自己一模一样的机器人代替自己出
席各种会议。然而，随着机器人的逐渐自主化，
它的行为开始与赵书信的初衷发生偏离，甚至试
图取代他。这部电影通过荒诞的科幻设定，探讨
了现代科技带来的异化与人性错位。

在视觉呈现上，影片运用了红、白、蓝等强
烈对比的色彩，强化了分离和冲突的感官效果。
未来主义的场景设计表现出一种与过去断裂的现
代感，呈现了极具科技感的空间与氛围，艺术风
格明显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影片中的角色
较少，主角赵书信始终处于一种强烈的孤独之中，
这也呼应了电影中现代化与科技带来的异化感。
尤其是赵书信梦中的场景，老子坐在沙漠中观看
80 年代流行歌曲的电视节目，这一片段既荒诞又
富有象征意义。老子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
祸之所伏”警示着现代化与科技进步中的潜在风
险，隐喻着影片对科技迅速发展带来后果的深刻
思考。

担任本影片配乐的是美籍华裔作曲家韩永。

韩永于 1983 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作曲指挥系，
于 1987 年赴美深造。其后多次受各大交响乐团
以及音乐项目委约创作。

该影片的音乐运用十分克制，这种处理与影
片的科幻题材和先锋风格高度契合。配乐主要由
氛围电子音乐和打击乐构成，几乎没有强烈的旋
律性。这也与影片整体叙事中的情感基调相符，
影片几乎没有需要表现抒情的段落。从视听语言
到音乐设计，整个作品始终保持着冷峻的氛围，
伴随着超现实和怪诞的色彩，进一步增强了影片
的独特风格。

一、配乐对叙事的塑造

在《错位》中，配乐不仅仅是氛围的烘托工
具，更是影片叙事的重要推动力，通过巧妙的音
乐设计，配乐在不同场景中为情节发展赋予了更
深层次的意义。音乐不仅表现出角色的内心转变，
也通过音响设计的变化反映出影片主题中“错位”
的核心概念。影片中的音乐在特定情节中承担了
铺垫、推进、象征与强化情感等多重叙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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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铺垫与氛围的营造
影片开场时，渐强的打击乐声与随之而来的

玻璃破碎声，营造了影片冷峻且超现实的基调。
通过这种强烈的声音瞬间，影片直接向观众传递
了一种不安与压迫感，奠定了影片荒诞科幻的整
体氛围。这段打击乐通过不断增强的力度和紧张
的节奏，为赵书信随后的梦境场景铺垫了心理基
础。

紧接着，赵书信的梦境展示了他在现代社会
中的迷失与焦虑。梦境的场景充满了荒诞和不协
调，打击乐与尖锐的管乐滑音相互交织，创造出
一种诡异而不安的超现实氛围。音乐在此时的节
奏变化与音色对比，表现了梦境中压迫感的逐步
增强，随着赵书信惊醒，音乐也戛然而止，形成
了强烈的戏剧冲突，体现出梦境与现实的错位。

（二）情节的推进与未来的暗示
除了为角色心理状态提供内在铺垫，影片中

的音乐也在推动情节发展上起到了关键作用。例
如，在陈列室的长镜头场景中，定音鼓的独奏逐
渐增强，缓慢但有力地推进着情节，虽然画面内
容平静，但这段音乐通过其节奏上的变化，暗示
着即将到来的关键情节——机器人的诞生。音乐
在此处不仅仅是为了烘托紧张气氛，更通过缓慢
渐进的节奏设计，增强了观众对未来情节的期待
感。

购物场景中的配乐则首次引入了明确的旋
律，钟琴与打击乐的结合形成了机械化的节奏，
象征着赵书信生活中逐步发生的转变。这个旋律
随后在机器人出街的场景中再次出现，并通过合
成器音效的加入，强化了机器人身份的机械感与
非人性。这种旋律的重复与变化，不仅是音乐结
构上的延续，也暗示了机器人逐渐脱离人类控制、
走向自主的情节发展。

（三）象征的呈现与情感的转变
影片中的音乐还通过不同风格的转变，象征

角色的内在变化。例如，餐厅中出现的爵士乐不
仅为机器人和赵书信女友之间的互动提供了轻松
的背景氛围，也象征了机器人情感转变的开始。
尽管爵士乐的风格与影片其他部分的电子和打击
乐形成鲜明对比，但它并非仅仅作为背景音乐存
在，而是象征了机器人逐渐融入人类情感世界的
过程，表明它不再仅仅是工具，而是一个具有情
感和欲望的“个体”。

（四）悬疑的强化与科技的机械性
定音鼓独奏在影片中多次出现，与蒙太奇镜

头和关键情节变化紧密结合，表现出机器人生活
的机械性与循环性。音乐在此处通过重复的节奏，
象征了机器人与人类社会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也
反映了人与科技命运之间的纠缠。这种机械性的
重复不仅是配乐的特征，也暗示了影片叙事中的
循环与困境，进一步深化了影片的“错位”主题。

（五）影片的哲学意涵
影片中的梦境场景再次展现了音乐与叙事的

深度互动。在赵书信的梦中，老子坐在沙漠中观
看电视，打击乐、钟琴与滑音的结合，构建出了
一种充满奇异感与荒诞感的梦幻氛围。当老子向

赵书信说出“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时，音乐突然停止，这一瞬间的沉默将场景的怪
诞性推向高潮。这段音乐不仅反映了赵书信内心
的迷失，更暗示了影片的哲学内核——对科技和
现代化过度追求可能带来的风险。

（六）结尾的平衡与解脱
在影片的高潮部分，打击乐的节奏与赵书信

和机器人最终对峙的场景紧密相连，音乐逐渐增
强，推动着紧张情绪的升级，最终与画面互动，
将情感推向顶点。而在影片的结尾，钟琴的旋律
再次回归，伴随着合成器和弦乐，象征着一种和
解与释然。这段音乐的回归为影片提供了情感上
的闭合，表现了赵书信在经历梦境和现实的错位
后，重新面对现实的内心状态。

二、配乐对科幻感的构建

在科幻电影中，配乐不仅是叙事的重要组成
部分，还是营造科幻氛围、增强未来感的关键手
段。通过音色、节奏、旋律的选择，配乐能够在
视觉尚未表现出完整科幻世界时，首先引导观众
进入特定的情境。

（一）电子音乐与未来感的构建
电子音乐在科幻电影中被广泛使用，通常用

于表现科技的冰冷和未知感。《错位》中的电子
音乐不仅仅是氛围的铺垫，它通过合成器音色的
巧妙运用，直接参与到了情节的构建之中。影片
中多处场景使用了模拟合成器音效，模仿机械运
作的声音，从机器人诞生到其逐步获得自主意识
的过程中，合成器音色的层层推进表现出机器人
逐渐人性化的过程。这种音效强化了影片的未来
主义设定，同时也为观众提供了一种超现实的听
觉体验，使其更好地融入影片的科幻世界。

（二）打击乐与机械感的强化
除了电子音乐的使用，打击乐在《错位》中

也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表现影片的
机械感和紧张气氛方面。打击乐的节奏和力量感
与科技主题紧密相连，表现出冷酷且机械化的世
界观。在影片的多个场景中，打击乐以简单却反
复的节奏型为主，通过节奏的错位与不规则的变
化，象征着科技与人类之间的错位感。例如，在
赵书信的梦境场景中，打击乐通过不规则的节奏
变化，表现出梦境的混乱与压迫感。打击乐的逐
步增强也象征着梦境逐渐侵入现实，科技的“入
侵”使赵书信深陷困境。此外，打击乐在陈列室
长镜头中独奏的缓慢渐进，象征着科技力量的逐
渐崛起，它既是情节的推动者，也是影片科幻世
界中机械化、冷酷感的体现。

（三）重复性旋律的运用与情感错位
影片中的旋律性音乐虽然不多，但在一些关

键场景中，钟琴和其他打击乐器的组合通过机械
化的节奏模式重复，表现出角色内在的情感错位。
例如，在赵书信购物的场景中，钟琴的旋律通过
简短的音型反复出现，形成了一种机械化的节奏，
象征着赵书信生活的程序化和他与人类情感的逐
步脱离。这样的旋律在影片后期再次出现，伴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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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合成器的加入，象征机器人逐渐代替赵书信的
过程，进一步表现出角色身份与科技之间的错位
感。

这种旋律的重复不仅强化了机械感，也增强
了影片整体的科幻氛围。观众通过音乐的循环性，
感受到角色生活的僵化与机械化，正如机器人通
过不断重复的工作，逐渐接管赵书信的生活一样。
影片通过音乐的这种“错位感”，不仅展示了未
来社会中的情感困境，也反映了科技进步中人类
自主性逐渐丧失的隐忧。

（四）冷峻的音色与空间感的创造
《错位》中的配乐音色选择多为冷峻、简约

的电子音效，这种音色不仅强化了影片的机械与
未来感，还帮助构建了影片的空间感。通过使用
大量的高频与低频音色对比，影片中的配乐使观
众产生了一种广阔但空洞的空间感。这种音色尤
其适合表现未来世界中的孤独与疏离感。

影片在梦境中通过高频音色制造了强烈的超
现实感，而在现实中则采用低频音效表现压迫感
和科技的不可控力量。这种音色上的对比不仅突
显了梦境与现实的错位，也反映了角色在现实与
幻想中的心理游离，进一步增强了科幻感。

三、配乐的时代性

《错位》作为一部 1986 年上映的中国科幻
影片，其配乐不仅反映了电影本身的科幻主题，
也从一个更广泛的视角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
技术条件以及中国电影创作的整体局限与创新。
通过分析《错位》的配乐，我们可以看到影片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文化特征，以
及当时电影制作中技术与艺术的碰撞。

（一）80 年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与艺术创新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

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变革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富的
灵感。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代背景下，电影逐渐
成为人们表达社会焦虑和思考未来的重要途径。
《错位》正是诞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中。通过科
幻题材和荒诞的叙事手法，影片深刻探讨了现代
化进程中人类与科技的复杂关系。而影片的配乐，
则成为表达这一主题的重要手段，通过对未来感
与机械感的展现，传递了当时中国社会对科技进
步的期待与隐忧。

在那个时代，这种配乐风格打破了中国电影
中以旋律为主的传统，展现出全新的电影音乐美
学。这一创新不仅是影片科幻元素的自然延伸，
也反映了中国艺术家在社会变革中的多层次思
考，尤其是对未来科技与人类关系的深刻反省。

（二）风格选择与艺术意图
《错位》中的配乐虽然与西方科幻经典如《银

翼杀手》有相似之处，例如都大量使用电子音乐
表现科技的冷漠与未来感，但两者在风格和意图
上有着本质的不同。《银翼杀手》通过丰富的音
色层次和复杂的合成器音乐，营造出一个充满迷
幻色彩的未来世界，而《错位》则更注重简洁和
功能性，音乐的设计紧密围绕影片的叙事展开。

通过重复性和机械化的节奏，表现出影片中角色
与科技之间的矛盾。这种设计并非因为技术限制，
而是影片调性的有意选择。影片中赵书信和机器
人的对立本质上是对现代社会中个体异化的反
映，而配乐通过简洁但强有力的音响设计，强化
了这一核心主题。这种克制的配乐风格，更加突
出影片冷峻、超现实的叙事基调。

（三）现代性与科幻氛围的表现
《错位》采用的音效设计与音色选择，展现

了 80 年代中国电影对现代性和未来感的理解。
影片中的机械化音效、深沉的低频背景音，尤其
是在机器人相关的场景中，表现出冷漠的科技感。
这种音效处理方式增强了科幻氛围，同时也表现
了人物在现代科技面前的无力感。

影片在多个场景中运用了类似白噪音的元
素，带有金属质感的背景音效持续存在，突显了
科技的强大与疏离感。这种背景音成为影片中不
可或缺的叙事工具，时刻提醒观众：这个世界的
运作已经远离了人类的掌控，完全进入了科技主
导的节奏之中。

四、结语

《错位》作为中国科幻电影的先锋之作，不
仅通过其独特的叙事结构和视觉设计表达了对现
代化进程的思考，影片的配乐也在其中扮演了重
要的角色。通过精心选择的音色与简约而富有力
量的节奏，《错位》成功营造了冷峻、机械化的
未来感氛围，凸显了人与科技之间的错位与矛盾，
展现了角色的心理状态和社会科技背景的对立，
反映了对未来科技社会的忧虑与思考。

在对未来科幻电影配乐的启示方面，《错位》
表明，电影音乐不仅可以是情感的传递工具，还
可以作为影片思想的表达媒介，通过声音塑造出
与叙事相辅相成的独特世界。未来的科幻电影音
乐创作应当在技术进步的同时，继续探索简约而
富有表现力的声音设计，为影片主题服务，进一
步提升电影的整体艺术性和叙事效果。未来，随
着技术的进步，中国的电影配乐创作将拥有更广
阔的表现空间，而《错位》的经验无疑为这些探
索提供了有力的借鉴。

参考文献：
[1] 大陆、香港机器人题材科幻电影的类型叙事比较——以

《错位》与《铁甲无敌玛利亚》为例 [J]. 林百成 . 视
听 ,2021(01).

[2] 从《错位》看中国科幻电影的早期探索 [J]. 李钰辰 .西安
文理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04).

[3]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产科幻电影的困境和发展 [J]. 马恩扉
页 ;陈吉 .电影文学 ,2020(19).

[4] 黄建新电影叙事风格的渐变 [D]. 赵远 . 中国艺术研究
院 ,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