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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电影《盗梦空间》的创作特色
■徐淑兰 (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 涉及心理学、建筑学、数学等多学科知识，集意识、科幻、情感、动作等类型于一体的影片《盗梦空

间》自 2011 年 7 月在美国正式上映以来，不仅收获了不菲的票房，而且获得了观众的高度好评。这部关于心理学

和梦境的影片的成功，除了成熟的商业宣传和演员的精湛演技之外，其在创作上的现代主义表现手法、多层而又

错落有致的叙事结构以及轻旋律重节奏的配乐风格也是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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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国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电影 《盗梦空

间》，全球票房高达 8 亿多美元，是一部非常成功的商业大

片。而且在第 83 届奥斯卡奖项的角逐中也获得了最佳音效

剪辑、最佳混音、最佳摄影以及最佳视觉效果等四个大奖。
本片是一部关于心理学和梦境的影片。主人公柯布是一名

利用高科技行窃的盗贼。他通过操控人的潜意识，在人的

梦境中盗窃有价值的商业秘密来获得利益。但在他探寻发

明这项高科技行窃技术的过程中，妻子死了，他被指控为

杀人凶手，从此流浪天涯。在行窃巨商齐藤的过程中出了

差错，任务失败，不但未能窃得商业机密，反而被齐藤雇

佣。齐藤以撤销对他的指控，重返美国与家人团聚为条件

要求其执行对其商业竞争对手的继承人费舍尔植入 “解散

公司”的意念的任务。在与费舍尔的潜意识保卫队经过激

烈斗争后，柯布成功对费舍尔植入了解散公司的意念，并

救出了迷失的齐藤。
影片自 2010 年 7 月 16 日在北美正式上映后，就不断获

得观众的好评。

一、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

现代主义主张在表达方法上脱离传统和经典，另辟蹊

径。在文学艺术领域，现代主义有一个核心特征，即时间、
意识和技巧三位一体。《盗梦空间》鲜明地诠释了这一现代

主义核心特征。
1． 意识是表现的主体。心理学有一个意识流概念，指

外在世界和故事情节是随着人的意识活动，通过象征、联

想和意向来叙述和演绎。在文学领域，意识流作品的故事

情节的安排和衔接往往不受空间、时间、逻辑的限制，表

现为以一件正在进行的事件为中心，人的意识活动不断地

向四方发散，过去、现在和将来等场景不断交替变换。《盗

梦空间》整个故事都是建构在意识的框架之内。主人公柯

布是一个靠潜入别人梦境窃取潜意识中有价值的信息或秘

密的高科技窃贼。影片的主干故事是柯布被齐藤雇佣，执

行向能源巨头公司继承人费舍尔植入解散公司意识的任务。
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观众通过穿插在梦境中的柯布对亡

故妻子梅尔的意识了解到柯布的过去。柯布和梅尔深度沉

迷于意识世界，柯布想要回现实世界，梅尔却深陷意识世

界不愿回归。无奈之下，柯布向梅尔植入了“现实世界不

可信”的意识，使梅尔回到了现实。但现实中的梅尔依旧

迷失，为了让柯布永伴自己，设计自杀嫁祸柯布。从此，

柯布就活在警察的追捕和对梅尔的深度愧疚的状况下。

2． 魔幻般的时空设计。《盗梦空间》的时空设计，让

观众困惑又着迷。首先，难以置信的时间膨胀方式。俗话

说天上一日，地上千年。《盗梦空间》也让观众领略了时间

的巨变。影片中柯布要执行的计划必须在飞机上完成，只

有十几个小时，但在意识世界中，却在不断膨胀，以至于

延伸到几十年。其次，金字塔式推进的时空安排。整部电

影，共有四个逐次演变的梦境时空。四个梦境时空在演变

的过程中有一个规律，下一个梦境时空相比上一个梦境时

空，空间上更宽广，场景更宏大。而且在梦境的时间上也

呈现出类似的特点，出现时间的金字塔结构。下一个梦境

中的时间比上一个梦境的时间要充裕很多。

二、多学科和跨类型的整合特色

《盗梦空间》在内容中大胆地融合了多门科学知识，而

且在分类上也超越传统的单一类型，多种类型整合在一起。
1． 跨学科融合。心理学是《盗梦空间》涉及的最核心

学科。梦就是人的潜意识活动。故事所安排的核心发展情

节也就是通过进入他人梦境，植入相关意识，来影响人的

现实行为。因此影片的核心理论来源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

析理论。除此之外，影片还引入了建筑学和数学两门基础

科学。影片中，柯布的团队中有一个筑梦师，他的职责就

是建筑梦境。在柯布的指导下，筑梦师把整个世界折叠成

了盒子状结构。这就是数学中的非欧几何思想。利用这种

思想建筑的梦境是一个永远开放的空间，怎么走也走不到

头，增添了梦境的悬疑色彩。再比如，柯布的筑梦师建造

的“分镜”建筑———一个大建筑的顶上，相对而立着两面

大镜子，然后镜子对镜子，两个人对两个人，制造出一个

数不清的镜子和人的宏大场面，体现了数学思想的“非形

几何迷宫”。此外就是建筑学。影片中，无论是公路、酒店

还是医院等造型都看起来栩栩如生但又透着特别，特别是

在第二个梦境中倾斜的酒店，引领观众领会到失重，印象

深刻。
2． 多种类型整合一体。按传统的方式，一部影片往往

可以明确归于科幻片、情感片、悬疑片、动作片某一具体

类型。《盗梦空间》在类型上已大大超越了传统，你很难把

它单纯地归结为某一具体单一类型。如果非要给它分个类

的话，可能归为“发生在意识结构内的当代动作科幻片”
比较贴切。因为，该片打破了传统类型电影的界限，实现

了多种类型组合。以梦为主题，给它贴上了意识结构类型

的标签; 四重梦境的天马行空的设计想象，火车在城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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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奔跑、楼房像纸一样被折叠，迷幻色彩浓重; 大街追

车、古堡潜伏站、雪地伏击站等动作场面惊心动魄; 梦境

中柯布的亡妻梅尔反复不断地出现，使柯布不断陷入情感

的纠葛之中，让观众黯然神伤; 影片的故事情节充满着种

种悬疑，如首尾照应的旋转陀螺，对人的潜意识的植入，

等等，都疑问重重，都牵引着观众的心，想一探究竟。因

此，《盗梦空间》是集多种类型于一身。

三、多层而又错落有致的叙事结构

电影《盗梦空间》单纯从故事情节来说并不复杂，因

为只是一个关于梦的故事。但整部影片给观众的感觉是复

杂而有序。这归因于创作者独特的叙事结构。
1． 首尾呼应。影片的开头，柯布被带到齐藤面前。齐

藤问道: “你是来杀我的吗?”然后拿起陀螺又说记不清一

起在梦中相遇的梦了，并且转动了陀螺。影片的结尾又再

现了陀螺的镜头，并且解释了柯布是去救齐藤回现实世界

而不是去杀他的。齐藤看着陀螺一直转动，最后选择了从

梦中醒来。
2． 两个时序相伴而行。影片中展现了现实世界和梦中

世界两个时空。因此，整部影片有两条叙事时序。一条是

柯布深陷因向妻子梅尔植入意识导致其自杀的痛苦回忆。
另一条是柯布为齐藤雇佣，率领自己的团队向费舍尔植入

解散公司的意识。两条时序中，第二条才是主时序，与第

一条回忆的时序并行交织，共同推动影片故事情节的发展。
3． 嵌套梦中梦。在影片的四层梦境中，都采用了嵌套

的方法。也即故事套故事的梦中梦。前一层梦境与下一层

梦境在故事情节上环环相扣、层层深入。这样的叙事方式

增强了影片的节奏感，在上层梦境与下层梦境的转换连接

中突出了悬疑性，有力抓住了观众的思维使之与故事情节

共鸣。影片中四个逐次递进的梦境，当观众在现实的空间

因故事情节而紧张的时候，影片会立即引领观众进入下一

个梦境。一个梦境的悬疑还没解开，另一个又开始了。例

如，在第三层梦境中，柯布的妻子梅尔又出现了，而且要

射杀费舍尔，这完全打乱了原来的情节发展，叙事中断。
要想完成对费舍尔植入意念，柯布就必须阻止梅尔的计划，

救出费舍尔。因此，第四层梦境的出现成为必然。这种嵌

套的梦中梦方式，虽然使故事情节变得更加复杂，但也增

强了故事的创造性，扩展了故事的叙事时空。此外，影片

在故事主次情节的排列上也采用了嵌套的方式，小情节和

主次情节相互交融。在嵌套的模式下，小情节和次情节为

主情节服务。通过对小情节和次情节的安排来突出主情节

的推进。例如，当主情节发展困惑时，次情节和小情节的

出现就能为主情节的发展赢得时间和合理性的解释。
4． 多时空场景交错更迭。《盗梦空间》向观众展现的

是一个事件在多个时空来回穿梭的互动式的惊天动地又交

错更迭的场景。故事情节越往后发展，时空场景交叉得越

多，但是，在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的重点叙事对象，所

以繁而不乱。影片中四层梦境，四个场景。第一层梦境是

汽车与火车相撞; 第二层梦境是酒店背景; 第三个场景是

雪崩; 第四个场景是医院背景。从第二层梦境开始，后面

的每一层都有前面出现的多个场景的交叉融合。而且，影

片中还特意在每一个梦境安排了一个人看守，让观众清晰

地感觉到梦境与梦境之间的分隔。

四、轻旋律重节奏的配乐

自有声电影产生以来，音乐就成了电影不可或缺的元

素。在电影中，音乐可以使电影要表达的思想和故事情节

更为深刻、真切，是影响电影质量和成败的重要影响因素。
影片《盗梦空间》的配乐出自当前阶段好莱坞最为炙手可

热的作曲家汉斯·季默。汉斯·季默固有的配乐风格是把

管弦乐队与电子乐器结合一体，用音色创造宏大的声场，

明晰的旋律和动力十足的节奏。但是在《盗梦空间》这部

电影中，汉斯·季默一改以往的固有特点，换做主要用音

乐的节奏感来烘托故事情节的氛围和人物思想情感的表露。
整部影片中除了引用了一首歌曲外，全部都是用背景音乐

来为影片提供强烈的节奏感。在影片中，六种不同时空梦

境场景的背景音乐一直引导着观众跟随着电影情节一起紧

张、惊恐、纠结。两个半小时的影片放映过程中，观众一

直随着音乐所塑造的节奏动力而处于一种连续的紧张之中，

思维时刻与影片的情节一起浮动，甚至影片结束后思维都

难以停止。当然，抛开故事情节以及影片场景的交叉剪辑、
语言的因素外，带来强烈的节奏感的音乐功不可没。但是

整部影片中，并不是所有的音乐都是靠快节奏来烘托故事

情节，也有慢节奏的背景音乐。在慢节奏的旋律中，观众

依然能够感受到思维仿佛被一只手拽着跟着故事情节向前

走。这种节奏感是通过降低配乐的旋律性来实现的。从专

业的角度讲就是在音乐的每一个声部上，不断重复使用强

烈节奏感的音节，逐步提升音乐的强度。
除了节奏感强烈的特点之外，《盗梦空间》的配乐也让

观众有一个明显的感觉，这就是音乐与影片背景画面的关

联性不是很强烈，许多情节中，音画结合有些不对应。这

是由于《盗梦空间》独特的配乐流程所导致的。配乐大师

汉斯·季默在理解故事情节和角色后形成了自己的认识，

并且参与了除影片的后期剪辑之外所有录制环节。这使得

他对影片有充分的整体解读和细节解读，在配乐上充分发

挥他的想象力。尽管让观众有疏离感，但却因此给观众留

下了别致的感受———整部影片的配乐有很强的整体性，就

像是一部纯音乐作品，音乐与剧情发展高度统一，成为推

动情节发展的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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