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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弗·诺兰“身份”论

王蕾蕾

( 枣庄学院，山东 枣庄 277160)

［摘 要］ 英裔美国人克里斯托弗·诺兰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正式开始电影创作，凭借“悬疑

三部曲”“蝙蝠侠”系列影片名震好莱坞，近年来，克里斯托弗的《盗梦空间》《星际穿越》等影

片在全球范围内引发观影热潮，谜题般的叙事风格也备受研究者的关注，但在国内对于克里

斯托弗电影的深入研究还很不充分，本文将对克里斯托弗电影中多重“身份”、矛盾“身份”、
谜题“身份”进行探讨，由点及面展现克里斯托弗电影的独特魅力。
［关键词］ 克里斯托弗; “身份”; 多重; 矛盾

一、引 言

英裔美国人克里斯托弗·诺兰出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在伦敦大学攻读

英国文学专业的过程中，克里斯托弗就在学校内

的电影协会拍摄短片，《塔兰特拉》《盗窃》《蚁

岭》等短片还获得了公映的机会。20 世纪 90 年代

末，克里 斯 托 弗 指 导 拍 摄 了 其 银 幕 处 女 作《追

随》，这部小制作的影片在演员阵容、创制团队、
服装场景等方面均表现平平，但凭借影片独特的

叙事方式却饱受业界赞誉，仅仅通过处女作影片

就在好莱坞开辟出发展空间，足以表明克里斯托

弗非凡的创作天赋和超人的创作能力。新世纪以

来，诺兰开始投入到其“悬疑三部曲”的创作中，

“悬疑三部曲”中的开篇之作《记忆碎片》上映于

2000 年，这部改编自克里斯托弗弟弟乔纳森悬疑

小说《死亡象征》的作品围绕“失忆”和“杀妻”的

故事展开，吊足了观众的胃口，荣获第 74 届奥斯

卡奖最佳原创剧本提名、第 59 届金球奖最佳编剧

提名。在“悬疑三部曲”的第二部《白夜追凶》和第

三部《致命魔术》中，在人性泯灭的犯罪、爱恨交

织的迷失中，充满悬疑色彩的故事呈现在银幕之

上，《白夜追凶》展现了一个人物不同身份之间的

转换; 而《致命魔术》则用两个人物来诠释不同的

身份，在打破时间顺序进行重装拼接的过程中，

观众透过屏幕感受到了人性黑暗的恐怖和克里斯

托弗特有的谜题叙事的魅力。［1］2005 年，克里斯

托弗开启了电影创作的全新篇章即“蝙蝠侠”系列

影片，与其说该系列影片是克里斯托弗对科幻题

材的初探，不如说这是克里斯托弗对超级英雄电

影的尝试，事实上，“蝙蝠侠”系列影片是由华纳

兄弟影片公司和 DC 漫画联合出品的剧情片，容

纳了惊悚、科幻、犯罪、动作等多重元素，在遵

循漫画蝙蝠侠的成长历程和超能故事的基础上，

克里斯托弗以其独特的风格诠释了不同势力对比

中的善恶交织、个体内心中的正邪对立。其中

《蝙蝠侠: 开战时刻》《蝙蝠侠: 黑暗骑士》均获土

星奖最佳编剧奖和最佳导演提名。
2010 年，轰动全球影坛的《盗梦空间》成功上

映，这部兼具视觉震撼力和心灵冲击力的影片一

举斩获第 83 届奥斯卡奖、金球奖，英国电影学院

奖、土星奖 最 佳 影 片、最 佳 原 创 剧 本、最 佳 导

演、最佳编剧奖及提名。《盗梦空间》中的梦境与

现实之间、不同层级梦境之间的交叉互动，使这

部影片无疑成为迄今为止探讨人类梦境最为深

刻、最具影响力的影片。2014 年，经历了漫长的

筹备制作期，《星际穿越》这部科幻巨制与观众见

面，这部大投资大制作的影片对克里斯托弗而言

无疑是一次全新的题材尝试和巨大的挑战，深奥

的天文知识、专业的物理概念、曲折紧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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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节、人类和宇宙对照下的生存哲思都使观众不

仅享受了一场绝佳的科幻盛宴，也受到了关于集

体存续和个体生存的启发，这部影片也荣获土星

奖最佳科幻电影奖等十余个奖项及提名。同样在

业界获得极高评价的还有 2017 年上映的战争片

《敦刻尔克》，《敦刻尔克》以历史上真实存在的

“敦刻尔克大撤退”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关于困境

中的灵魂抉择、极端情境下的救赎的故事，一举

斩获奥斯卡奖，金球奖，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导

演、最佳编剧、最佳原创剧本奖。本文将在概要

呈现克里斯托弗电影创作的基础上，以其电影里

主要人物形象的“身份”为视点，展现克里斯托弗

电影中多重“身份”、矛盾“身份”、谜题“身份”
的叙事魅力。

二、克里斯托弗电影中的多重“身份”

对于“身份”的理论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中叶，

社会理论家泰菲尔率先提出了“社会身份”这一概

念，研究人的社会群体成员这一身份对其价值观

和情感方面的影响; 社会学家斯特赖克则进一步

研究了个体对社会身份的认同及其产生的互动影

响。［2］随着“身份”问题理论研究的深入，越来越

多研究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一些文艺创作

者也将“身份”问题引入创作之中，通过文字故

事、银幕影像来阐释“身份”问题，而克里斯托弗

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在克里斯托弗的电影中，

不仅能够看到其对“身份”的探讨，而且不难发现

导演对这一问题的特别关注和重点强调。
在“蝙蝠侠”系列影片中，克里斯托弗围绕

“蝙蝠”，讲述了男主人公布鲁斯从畏惧蝙蝠的孩

童到惩奸除恶的蝙蝠侠的故事，鲜明地呈现了男

主人公作为普通人布鲁斯和超级英雄蝙蝠侠的多

重“身份”。在克里斯托弗的指导下，多重“身份”
之间具有明显的界限，无论是外形塑造，还是行

为习惯，都有鲜明的区别，这种分界还体现在主

客观世界的反差中，最能体现自我意识、彰显个

人能力的“身份”常常处在“第二位”，是由其他

“身份”演变而来的。在“蝙蝠侠”系列影片中，对

于男主人公来说，从布鲁斯到蝙蝠侠的“身份”演

变就指向了英雄养成记。布鲁斯生活在高谭市，

其父母为高谭市的安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然

而在布鲁斯儿时，父母就死在了罪恶势力的暗杀

中，而这一悲剧的导火索就是布鲁斯对蝙蝠的畏

惧，对蝙蝠的畏惧及其带来的愧疚、自责等负面

心理始终伴随着布鲁斯。在成年以后，面对悬而

未决的谋杀父母的案件、家族发展的需要和解决

高谭市面临的罪恶危机，布鲁斯终于走出了内心

的阴霾，在警察吉姆和管家阿福的帮助下化身蝙

蝠侠，打击高谭黑恶势力，维护社会和平正义，

成为拥有香车美女的富家子弟和匡扶正义的超级

英雄双重“身份”的传奇人物。布鲁斯的两重“身

份”之间的反差、演变也隐喻着一种人人皆可为

英雄的英雄梦想，体现了存在于西方主流价值观

中的英雄主义精神。
在“蝙蝠侠”系列影片之外，《盗梦空间》中的

处在现实与梦境中的主人公们、梦境与迷失领域

中的主人公们，以及不同层级梦境中的主人公都

因所处时空的不同而获得了多重“身份”。同时，

在现实与梦境的不同时空中，主人公的“身份”也

不单一，就影片中的柯布而言，他拥有普通人、
探梦者、盗梦者等不同“身份”，其中最为重要、
最接近真实的“身份”即为始终处于隐藏状态的盗

梦者。在倒叙、插叙及后期剪辑的配合下，多重

“身份”的演绎造就了《盗梦空间》谜题般的叙事。

三、克里斯托弗电影中的矛盾“身份”

在克里斯托弗的电影中，多重“身份”常常具

有一定的矛盾性，在其处女作《追随》及后来的

《白夜追凶》《星际穿越》等影片中，矛盾“身份”
在交错的时空中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追

随》围绕男主人公比尔的追随与被追随展开，借

助后期剪辑制作，克里斯托弗在三个不同又相互

交错的时空中呈现了比尔的追随故事。按照时间

顺序来看，三个不同的时空代表着追随故事发展

的不同阶段，比尔的“身份”也随之发生变化。从

跟踪他人的落魄作家到结识柯布、生活焕然一新

再到彻底落入被监视的圈套并最终成为替罪羊，

比尔的“身份”大逆转，从跟踪者成为被跟踪者，

矛盾“身份”带来了鲜明的对比效果和反转效果，

克里斯托弗在后现代的荒诞叙事和打破时空限制

的谋篇布局中，挑战着观众的逻辑思维和传统

审美。
在《追随》之后，克里斯托弗创作了同样具有

犯罪、悬疑元素的影片《白夜追凶》，将故事的发

生背景置于美国阿拉斯加的偏远小镇，围绕男主

人公多莫的行动展开叙事。多莫是一名警察，与

搭档来到小镇调查一起少女谋杀案，就在多莫找

到了破案线索并设局抓捕前夕，一个意想不到的

转折降临到了多莫身上，使他的“身份”由警察转

变成了与之相对立的罪犯。在抓捕当天，大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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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使小镇的能见度很低，恶劣天气中的紧张抓捕

使多莫误杀了搭档，而凶手则成为目击者，由此

警察多莫和凶手的“身份”和相对位置都发生了转

变，试图将谋杀罪行推卸到凶手身上的多莫反而

成为凶手施加威胁的对象，在这一“身份”转换的

过程中，多莫迷失了自我。在《白夜追凶》中，男

主人公多莫的矛盾“身份”以双线并行的方式呈现

在银幕之上，这种叙事方式不仅强化了两个矛盾

“身份”之间的对比，更重要的是深化了影片的主

旨。在影片结尾处，悔过自新的多莫重拾警察

“身份”，并留下了“不要迷失方向”的遗言，小镇

大雾中无法分辨凶手和搭档这一事件映射的是个

体在纷繁的社会环境中面对选择时的迷茫，一念

之间产生的矛盾“身份”也指向了人生道路存在于

选择之中的内涵。［3］

在全球热映的《星际穿越》中，克里斯托弗将

叙事背景置于未来的地球，随着自然环境的不断

恶化，地球人类面临着食不果腹的严重危机，为

了拯救人类，库伯等一行宇航员开始在太空探索

中寻找土星附近的虫洞，他们希望通过虫洞穿越

到更遥远的外太空空间中寻找人类新的栖身之

所。探索未知的太空并不是库伯等人面临的最大

困难，太空和地球之间巨大的时间差成为他们拯

救地球人类的最大阻碍，飞船中的一小时相当于

地球上的七年，而自然资源枯竭、缺乏必要食物

供给的地球人类无法在数十年中维持生存。正是

这一困境，使库伯的“身份”发生转变，宇航员这

一“身份”无法得到大众的认可，人们希望库伯放

弃希望渺茫的太空探索，回到地球成为一个好农

民。在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身份”选择中，库伯承

担着巨大的压力，其原本“身份”无法得到大众认

可，现实和理想之间形成了无法调和的矛盾，这

一矛盾“身份”助力《星际穿越》呈现出了紧张的叙

事氛围，也隐喻了矛盾“身份”背后的自我认可和

社会认可之间的普遍冲突。

四、克里斯托弗电影中的谜题“身份”

打破时空限制的多线叙事已成为克里斯托弗

电影的重要标签，也正是这样的“烧脑”叙事方式

成就了克里斯托弗的“谜题风”，“谜题风”也体现

在克里斯托弗电影的“身份”设置中。［4］在影片《记

忆碎片》中，克里斯托弗采用倒叙和插叙的方式

展开男主人公兰纳寻找杀妻凶手的悬疑故事，该

片的创新之处在于黑白、彩色影像与多线叙事的

结合，如果说黑白影像是按照正常逻辑和时间顺

序展开的叙事，那么彩色影像则是打破正常的

“非常”叙事，在色彩交错的叙事中，男主人公兰

纳的谜题“身份”伴随始终。正如《记忆碎片》的片

名所表，患有短期失忆症的兰纳的记忆是碎片式

的，他甚至无法记住几分钟前发生的事情，关于

妻子遇害的记忆也十分有限，只能采用将发生的

事情、经见的人和内心的判断记录下来的方式来

组合零散的记忆。
影片伊始，黑白画面中兰纳在一个旅馆中醒

来，在不断接听的电话中讲述关于妻子被害的记

忆和自己内心的痛苦，并由这种诉说开启了黑白

影像中的“主观”叙事，从始至终黑白影像呈现的

都是男主人公兰纳用受害者这一“身份”所展开的

臆测，受害者兰纳始终努力通过记录事件、拼凑

记忆来寻找杀妻凶手，并在记忆拼凑的过程中混

淆了真实与臆想。与黑白影像交叉出现的是彩色

影像，在彩色影像中，打破时空限制的“非常”叙

事恰恰呈现出了这件凶杀案的真实面貌，混乱和

客观相结合的叙事方式增加了影片的审美难度和

悬疑氛围，而最终揭示的兰纳就是凶手的结局也

使影片在合理的震惊中画上了句号，直到影片结

尾，兰纳 的 又 一“身 份”———凶 手 才 浮 出 水 面。
《记忆碎片》中的谜题“身份”所引发的思考是个体

自我“身份”的认同，当真实的“身份”无法被自己

认可时，记忆就可能会成为篡改真相的“帮凶”。
克里斯托弗在影片中对“身份”问题的关注与

其谜题叙事相辅相成，更为重要的是，体现了关

于我是谁，我要到哪儿去等关于自我的哲学思

考，关于生存真相和自我认知的探讨也成为克里

斯托弗电影具有深度审美价值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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