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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地球 2》中的虚实世界关系问题： 冲突还是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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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地球 2》中的虚实世界关系问题： 
冲突还是融合？

刘　典

吴京的电影好像总会引起一些讨论，作为吴京参与的又一大作《流浪地球 2》，不出意料地

和曾经的国内票房一哥《战狼 2》一样，让很多圈子都吵起来了。先抛开国内不谈，这两部片子

在国外的讨论分野就很值得玩味。我们综合了网上的各种信息来看，与当年批评《战狼 2》民族

主义、披着美国大片外衣拯救中国这类评论不同，外媒好像更忍受不了《流浪地球 2》这种中国

人用中国方式领导全球人类拯救世界的剧本，同样也忍受不了中国人骨子里不靠孤胆英雄建造

方舟的诺亚式救世主而靠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把家一起带走这种愚公式安土重迁的救世方式。

中式科幻的横空出世，为观众带来了新看点：一是带家逃离；二是以科技实现数字生命在

虚拟世界的永生。这两点若是在以往的好莱坞式的影片中，一般都会是两派之争，最后某个代

表西式政治正确的派别胜利。但在《流浪地球 2》里，这两点最终相互融合、相互成就，这不禁

引发人们对“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内在关系的思考。

在影片中，由“数字生命计划”和“移山计划”引发的路线斗争，是大量科技资源、精力、

时间的成本问题；从“猜疑”到“拆台”，导致移山派与数字派之间的激烈斗争。影片的最终走

向给我们启示：“数字生命计划”与“移山计划”并不是单选题，以数字技术推动“流浪地球”

方案，是虚实融合后的成果。

“没有人的文明 , 毫无意义”，马兆这句话将人们拉回现实世界：数字技术是以科技赋能，一

切发展的本质都是“以人为本”。如今，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共识，随着数字化、人工智能

等日新月异，社会各方都有不同思考，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具有两面性，是人类新时代面

临的新机遇与新挑战。

一、现实生产力的发展是科幻的基础
先进生产力是时代进步的主要特征，能有力拉动文明水平进步，对生产发展最具推动力。

从 1949 年到现在，新中国从一穷二白到世界上工业体系最为健全的国家，无不是因为解放和发

展生产力的结果。国家生产力发展进步是中式科幻的有力支撑，从以往暮气沉沉的中式电影中

“破土而出”，《流浪地球 2》将掌握先进生产力的现代中国搬到台面。

作为科幻影片，对未来的幻想本质上都是基于对现今生产力的理解。《流浪地球 2》中所展

现的大规模人工智能赚足眼球，片中涉及了不少现代化科技与技术的细节，设备都有基础原型，

却又高于现实，多形态的智能机器人与观众产生共鸣，带来无尽畅想。机械外骨骼非常抢眼，

该装备在《流浪地球》中就曾出现过，本次对其进行了升级，细节更为丰富，但你可能不知道

的是，这些外骨骼其实是工业化成品。根据上观新闻的报道，电影中多款外骨骼机器人都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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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上海创业公司—傲鲨智能。傲鲨智能 CEO 徐振华说：“其实《流浪地球 2》剧组当时也

给了一些设计稿，想定向开发一些特殊的外骨骼机器人。但其实我们已经量产了很多现成的外

骨骼机器人，并且已经在工业真实应用了。所以剧组后来在现成的外骨骼产品基础上做了些涂

装和调整，基本就直接拿去拍摄了。” (1) 片中量子计算机的发展，从 550 A 迭代到 550 W，最终

一台 550 W 就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系统控制整个流浪地球计划的实施。现实中中国的量子计算原

型机“九章二号”求解高斯玻色取样数学问题比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 1024 倍（亿亿亿

倍），而这已经是 2021 年的旧闻了。现实里中国航天科技的蓬勃发展，加上中国连续 12 年位居

世界第一的制造业，使影片中太空电梯与地球发动机等桥段均无违和感。

二、虚拟技术应用激发现实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变革
贯穿影片的“数字生命”—脑连接图谱以及脑机接口技术，将人的大脑扫描绘制并上传

到云端，打破有机生命与无机的信息边界，实现融合，展现人机共存新纪元。

数字化是科技革命的加速器，“数字时代”的实质是“生产方式”的革新，使传统的“机械

化”生产方式升级为“自动化”生产方式。“数实融合”的成果在影片中多有体现，《流浪地球

2》中展现出的技术令观众耳目一新。即便故事时间跨度 40 年，整体效果依然柔顺。达叔复活，

刘培强、图恒宇返老还童，以及李雪健老师发言时掷地有声，都是以切实的 AI 技术为支柱，是

演技与技术的合力，最终在银幕呈现出惊艳效果。

数字技术引爆生产力颠覆性革命，生产力智能化引发科技与产业革命新潮，催生新业态新

模式，以科技创新为产业赋能，将打破原有“固化”生产模式，激化新科技产业与旧生产力间

的矛盾。人类对未知科技的焦虑，源于资本与技术合流，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备受瞩目的同时，

资本入局、搅局亦将不可避免。从工业革命到现代化发展，资本如影随形，《流浪地球 2》剧情

最后的反转也让我们看到，计划中不光出现了资本的身影，“技术本身”也参与其中。

三、虚拟世界的科技革命更加完善现实世界的“共建共享”
从工业化到数字化，每当时代有大的进步时，社会矛盾都会愈发凸显。自 1990 年代以来，

科技革命突飞猛进，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它们不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更使人类

开始进入信息化、智能化、自动化时代。从根本上说，工业化过程就是伴随科技进步、经济不

断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过程。工业革命时期催化了全球生产力，固有矛盾也随之浮现，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冲突、新旧碰撞引发的问题无法回避。虚实之间存在某

种联系，《流浪地球 2》中拥有自我意识的“技术”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走向。数字人的表现

亦神亦魔，像是数字黑客帝国的上帝，神秘莫测的 MOSS 在它的意识中认为保护人类文明≠保

护人类，在命运抉择面前，它选择牺牲人类。图恒宇父女这条暗线的加入，不仅解除了危机，

印证数字生命计划并未失败，还将观众引入了智能技术与人类相处必然遭逢的思考深度，不管

是在数字空间重逢的父女，还是洞察一切的 MOSS，这都或将是未来科技抵达的一种可能性。

虚实结合的交互感展现出新看点，融合发展是历史必然。从传统观点看传统制造业，人工

(1) 《傲鲨智能外骨骼亮相〈流浪地球 2〉，吸引众多媒体全方位聚焦》（2023 年 2 月 8 日），上海科普网，https://www.shkp.org.cn/
articles/2023/02/wx416180.html，最后浏览日期：2023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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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 = 机器吃人，就像电影里那句“我们迟早要被这些东西取代”。人工智能 + 机械自动化使劳

动密集型产业被逐步淘汰，数字化扩张挤压就业机会，加大隐形失业率。对此，中式科幻对虚

实给出了答案：“数字生命计划”终止，“移山计划”得以全力推进，结局“数字父女”扭转乾

坤挽救了人类，片中“以数救实”与目前“以数强实”的策略遥相呼应。

这里给出的答案看似是传统制造业对人工智能的数字化制造业的妥协，但仔细去想，人工

智能的到来不是限制了人的生产力，而是更深层地解放了生产力。我们从历史中也可以得到同

样的结论，第一次工业革命让机器逐渐代替手工引发一波失业潮，但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

我们得到了更多的就业岗位。数实融合带动新一轮产业革命，让市场的供需更加“适配”，以数

强实赋能效应明显，助力产业转型升级高效，既能提升品质与企业效率，还使老字号企业实现

年轻化转型发展，是引领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动力源泉。

《流浪地球 2》中展现的技术并非遥不可及，“数实融合”的成果早已在多个领域应用。伴随

科技与产业的双重变革，数字化转型成为一堂必修课，数实融合的发展赛道上也将涌入越来越

多的传统产业。

四、不能融合“实”的“虚”，毫无意义
能写代码会作诗，现实中已有的黑科技 ChatGPT 已经开始渐入佳境，它更像现实版 MOSS。

调查显示，截至 2023 年 1 月，美国 89% 的大学生都是用 ChatGPT 做作业，应用场景还包括：

用来开发聊天机器人，进行文学、媒体相关领域的创作，包括创作音乐、电视剧等，在各领域泛

起波澜。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者相辅相成，时代的发展进步就是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进步而

进步的。生产技术的完善，技术能力的提高，数实融合新动能将全面促进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

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 (1)。建设数字中

国，在“以数强实”的基础上推进数实融合，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

产业集群，有利于中国在新一轮技术革命中抢占先机，提高国际地位。打破传统思维局限，激

励高水平探索，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以实际案例推广数实融合观念。

数字化带来强化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生存挑战，关键还是如何理解新技术变革下的“人”，

而非两个世界。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

重要环节。我国的实体经济早已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创新能力、生产效率等问题一直是转

型升级的瓶颈，“数实融合”的普惠性在产业转型的同时可强化发展，不断释放数字经济活力，

扩张新市场红利，推动物质、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下，“数实

融合”必将持续提供新动力，为世界人民创造更大价值。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副研究员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30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