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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悬崖之上》的主要矛盾是爱、忠诚、信仰的坚持和放纵，通过设置多组“二律悖反”的伦理关系推动

情节发展，在影片设置的悖论叙事中融合了国家与个体、理性与人性的纠葛等多重反映理想信念、伦理

规范的情感。唯有了解与洞悉这种个人与集体的得失、希望与失望的并行、无情与多情的选择，才能够

更好地解读该片悖论叙事下的情感困境与独特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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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contradiction of “On the Cliff” is the persistence and indulgence of love, loyalty and faith. 
It promotes the plot development by setting up several groups of “two laws against each other” 
ethical relations. In the paradoxical narrative set up in the film, multiple emotions reflecting 
ideals, beliefs and ethical norms such as entanglements between state and individual, rationality 
and humanity are integrated. Only by comprehending and perceiving this kind of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gain and loss, hope and disappointment, ruthless and sentimental choice, can we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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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 the emotional plight and unique expression under the paradoxical narrative of this 
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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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悖论是指导致矛盾的命题，原是逻辑术语，后被广泛借用，用以表示难以解决的矛盾问题。[1]类似

于逻辑悖论，悖论叙事同样是讲述看似矛盾的事实，同样面对相互对立、相互冲突的两难境遇，但又不

同于逻辑悖论，叙事作品因为其假定性、虚拟性和巧合性总能化解看似逻辑的悖论，形成一种特有的叙

事方式。电影《悬崖之上》(2021)是由张艺谋执导的谍战电影，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特工们为完成“乌特

拉行动”所发生的故事，该片正是在诸多悖论的情节与情感交织下，将矛盾、对立、冲突、选择置于两

难之中，让观众在这种看似矛盾与悖论的情节设置之下深刻了解故事所承载的信念，人物所蕴含的情感，

以及影片所要表达的意义。 

2. 历史真实与电影虚拟的悖论融合 

2.1. 情感结构与典型人物的塑造 

《悬崖之上》中的历史背景是真实的，在影片开头以字幕的形式交代发生背景，而人物在历史和现

实中并没有原型，他们是编剧和导演虚构的“熟悉的陌生人”(别林斯基语)，无论是刚毅不屈的硬汉形象，

还是处于人性漩涡的母亲形象，既鲜明独特，又似曾相识观众，观众甚至可以在其他影视作品中寻找到

其影子。但是，就像雷蒙·威廉斯所论述的“情感结构”，影片中的每个人物的塑造并不是孤立的，而

是每个观众的道德伦理、文化传统等社会经验的总合[2]。因此，片中角色都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典型人物，

满足了观众的大众审美与期待视野。他们有符合观众认知的诸如爱情、亲情、友情的人性共性，又有着

自己与众不同的个性，共性是革命者的作为“人”的部分的体现，个性则是其超越了一般“人”作为“革

命者”的体现。例如片中的人物张兰，她不谙世事，天真而纯洁，总是担心同伴的安危，作为一名特工

显然是不合格的；但同时她又是那个时代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缩影，怀揣着满腔热血投入到革命事业中。

正是这种矛盾结合的人物塑造，使影片中每个角色更加符合观众的审美习惯。 
电影本身就是虚拟与现实融合的艺术，人物是虚拟的，而故事发生的历史却是真实的，“情感结构”

是特定时代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普遍感受，与人们的价值观相通，影片通过历史真实中的情感经验与几千

年积累的情感结构为伏笔，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交织、相互动，从而和观众之间建立起无形的意识桥梁。  

2.2. 理性思维与人性纠葛的营造 

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是艺术创作中必要又互补的两个元素，在电影创作中对于理性的挖掘，关乎电

影意味和内涵的体现。事实上，理性与人性的选择本身就形成一种悖论，在影片《悬崖之上》这类革命

题材电影中，如果顺从人性，抑制理性，就会以革命浪漫主义回避对战争苦难的描写，以英雄主义来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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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个体在战争中所受的创伤，从而造成现实的失真；如果顺从理性，抑制人性，那么电影便丧失了与观

众产生共鸣的手段，而且电影本身也很难做到纯客观、理性的进行叙事。正是在这种理性与人性的纠葛

下，此类电影才形成其特有的叙事方式，才具有其更独特的艺术魅力。 
生命、死亡、情感、叛逆……这些理性命题的阐释，无不提升了影片的叙事层面的意味，使影片具

有哲理性的体现。同时每个人物又是有血有肉的人，人性下必然存在“缺失”，情感的纠葛必然与理性

精神产生对立，从而使角色进入到两难的抉择局面中。在《悬崖之上》中，人物在执行任务时总会遇到

人性与情感的纠结，例如王郁夫妇向外刚硬的外表下留藏着对丢失儿女的柔软的一面，而这种情感也贯

穿影片始终，甚至成为影片剧情推动的关键。因此，理性的“一张一弛”与情感的“引而不发”，看似

成就了片中人物的矛盾情绪，实则是无限拔高了人物的表现张力，将理性思维与人性纠葛化解在情感抒

发与理性表达的交织之中。 

3. 情感抒发与理性表达的悖论交织 

3.1. 亲情与使命的对立 

亲情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的最特殊的一种情感，也是一种特殊的羁绊，从中建立起人物之间的联系。

在诸多电影中，亲情经常是展示美好的一面，像《我的姐姐》中姐弟两个的互相接受，《你好，李焕英》

中母女二人的互相理解，都令观众感动。而在《悬崖之上》中，亲情更多表现为一种束缚。王郁夫妇在

执行任务时，刚好在自己孩子走失的城市，两人也在刚降落时互相许下约定：“活下来的去找孩子”，

这句话也成为两人间一种无形的束缚，也是最终导致悲剧的导火索。张宪臣遭遇特工追捕的途中，由于

寻找到自己孩子的下落而脱离了原定的逃跑路线，最后惨遭敌方逮捕。 
或许作为观众，从一种上帝视角的角度看待，张宪臣的做法无疑是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但代入到

角色中，则能体会到角色处于情感漩涡中的抉择局面，一面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孩子，一面是关系到任务

的成败。选择完成任务摒弃血肉情感，那么必然有愧于儿女，选择做一名合格的父亲，那么便有任务失

败的风险，无论如何选择，都会陷入到一种悖论式的自责之中，陷入一种道德困境。影片正是通过亲情

与使命的对立，随着人物在双重焦虑中的悖论叙事的设置，把观众也带入到这种两难的伦理选择的局面，

将道德伦理融合与影片的叙事之中。 

3.2. 个人与集体的取舍 

《鬼谷子·忤合》中提到过：“成于事而合于计谋，与之为主。合于彼而离于此，计谋不两忠，必

有反忤”。在重大抉择之际，当选择一方时，就难免会舍弃掉其对立面，除了少数乐观主义影片，很少

有电影会塑造出能够顾及彼此的完美形象。尤其是革命题材影片中，在个人与集体的取舍方面，电影作

为主流媒体，具有“意见领袖”的功能，在塑造正面形象时更多会避开“利己主义”，从而弘扬一种舍

生取义的“集体主义”，而《悬崖之上》巧妙地在其中寻找着个人与集体的叙事平衡。 
在《悬崖之上》中，“他”还是“己”的选择也是一组悖论设置，通过一系列情节设计，反映出人

物的伦理困境和心理反应。特工的行为与求生的本能相悖，在死亡的威胁下，谢子荣选择叛变组织，导

致“乌特拉行动”的一次次濒于失败，而特工们与之相反，张宪臣被拷问宁死不屈，被周乙救出后为了

保护他的身份选择牺牲自己。楚良为了帮助王郁顺利逃脱，选择主动暴露自己确保任务的成功，他们以

个体的牺牲换取集体的成功。《悬崖之上》以平实的手法将英雄主义色彩融入影片叙事中，通过塑造牺

牲的英雄群像，与观众进行了情绪感召，通过悲壮的情感基调使观众形成红色理念的认同感，正如片中

所阐释的“乌特拉”的含义——诞生于破晓之前的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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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生存与死亡的抉择 

生存与死亡的抉择在现实主义电影题材中是一对常见的设置，《悬崖之上》作为一部正邪对峙的谍

战电影，角色在陷入危机时难免会存在生与死的思考，生死观的塑造也是该影片叙事环节的重要部分。

生与死的问题从始至终缠绕着人类，就像海德格尔所言，人是“向死而生”的，只有对死足够畏惧才能

使生更加有价值，向死而生是实现人生完整性的过程[3]。 
在《悬崖之上》中，对于死亡的刻画豪不敷衍，影片在开头结尾分别出现行刑的场景：谢子荣在听

到身边同伴在枪声中倒下时，浑身瑟瑟发抖，在死亡面前，他抛弃了自己的使命和信念而选择出卖组织，

看似在生与死中选择了活下去，但是对于其生的“悬欠”并未终结，谢子荣也在片尾迎来了自己的没有

价值的死亡，相比于他的死，张宪臣在被捕后宁死不屈，不断保护着队友的身份，在处刑到死亡的最后

一刻，即使身体虚弱、意识模糊，仍然不愿将膝盖屈服于敌人面前。死亡是绝对的，信仰的力量使张宪

臣超越生的有限性，同时生与死的矛盾也是不可避免的，唯有“向死而生”才能在这组悖论中找到平衡

点。 

4. 伦理困境与叙事悖论的表达策略 

4.1. 利己还是利人——价值观选择 

电影作为大众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通过影像化的符号向观众传达主流价值观，但是在电影的

光影叙事中让观众产生伦理思考，则是电影叙事更进一步的功能。在《悬崖之上》中，无论是牺牲自己

保全队友，还是为了集体舍弃小家，这些看似相悖的选择背后，都是在角色价值观驱动下的行为。通过

一组接一组二律悖反的困境叙事来表现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从而无形中影响和改变观众的看法和价值

选择，引导其走向符合主流价值体系的道路。 
《悬崖之上》中，在影片开始小队刚落地时，几人的对话就已经暗示了影片的结局，在爱情与使命

面前，四人选择了后者，为了任务的安全选择分开。“对不起，我没想到会分开”，小兰和楚良这对情

侣为了共同的信仰来到这里，舍弃了陪伴执行任务，两人毫无准备的生离死别，最后楚良的结局也呼应

了这句话：为了保护卧底周乙的身份选择服毒自杀，而周乙也在影片向张兰要走了自杀毒药，“我要你

活着看到天亮”，周乙更像是影子中的人，心向黎明且怀着一颗为他人着想的心。影片中的角色总会遇

到两难的抉择局面，在一次次的伦理困境中做出选择，不断发生和解决的伦理困境正是价值观念发挥作

用的范畴，《悬崖之上》通过“利己利人”这样一组矛盾进行悖论叙事，奠定了整个影片的价值导向，

对于影片的整个悖论叙事提供了伦理价值体系。 

4.2. 天性还是人性——伦理观表达 

伦理是指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相联系时应遵循的道理和准则，而伦理观是人们对有关伦理的问

题的看法和对待的态度。程朱理学所谓“存天理，灭人欲”，认为应当遵循万物之常理而消除过剩的“人

欲”，但《孟子·告子上》又云“食色，性也”，人性是每个人天生具有的，就像“饮食男女，人之大

欲”，只有达到某个阈值，将人置于人性与天性抉择的困境中，不同选择才能反应所谓“仁义”、所谓

“伦理”[4]。 
在《悬崖之上》中，每条故事线都指向这个矛盾。首先是王郁，作为母亲保护孩子是她的天性，当

她从周乙口中知道自己孩子在酒店门口要饭时，她的眼神发生了变化，先是震惊，再是自责，母性因为

长期的积淀喷薄待发，她并不是冷血；在影片最后母子相聚时，她像雕塑般浑身披满了雪霜，可见其爱

意之深切，但由于特工的身份难以言表，让王郁一直处于矛盾的漩涡中难以自拔。《悬崖之上》表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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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超越本性的伦理观，在这里没有人性光环的泛滥，没有过多的爱恨情仇的纠缠，角色更多的是抑制

欲望，以个人伦理与社会伦理的冲突，赋予观众更宽泛的道德原则和评价的权利。 

4.3. 理性还是感性——悖论性叙事 

爱情、亲情是感性的，是相对于人的理智而言的情感，每个人都必然被这些感性因素所限制，成为

人与人联系的羁绊，而理性则是人们对待这些情感因素的依据。影片中的角色总是处于感性与理性的纠

结中，也正是通过角色的心理斗争进而形成该影片的悖论性叙事特点。《悬崖之上》作为一部主旋律电

影，弘扬民族大义与英雄主义是其价值体系的主要部分，影片中的角色必然承担着体系内的职责，因此

角色更多的是以冷静、压抑的姿态参与叙事。 
在《悬崖之上》中，特工们都有感性的一面，尤其是感性思维更加丰富的女性，每当自己安全时，

张兰和王郁总会询问搭档自己伴侣的处境，她们的内心更加柔软，却碍于自己的身份无法直接表达；当

得知张宪臣被捕后，王郁也只能在厕所伴着水声悄悄哭泣，无法释放的情感不断积蓄，与理性的不断碰

撞形成了影片的悖论叙事下的情感表达。无论是张兰望着黎明噙满泪水，还是王郁屹立于雪中如一座雕

塑，都使观众在这样的感性与理性的矛盾中产生情感共鸣。而周乙、张宪臣与张兰的交心谈话时，也展

现了其感性的一面，当谈到王郁和楚良的状况时，张宪臣面对张兰的反问选择沉默，“天亮了就好了”

道出其无奈与自责，而周乙也在影片最后呼应了这句话，确保其他人的安全选择拿走张兰的毒药，处置

掉叛徒谢子荣，“我要你活着看到天亮”更是对所有人的一个承诺。影片中每个角色都是如此，既有感

性的一面也有理性的一面，情感在两者的对抗中表达，通过不可化解的伦理问题使影片的叙事得以悖论

性的呈现。 

5. 结语 

《悬崖之上》作为一部谍战题材电影，在书写历史真实的同时，也不乏艺术性的处理，这种处理不

仅体现在画面和镜头语言中，也体现在导演对于影片的整个叙事处理，通过对角色性格的解构，利用一

系列相悖的情感符号，建立起道德漩涡中的一个个饱满的人物形象。悬崖之上，危险之上，前进为危险，

后退为安全，如何选择？悬崖之上，伦理之下，一念是放纵，一念是隐忍，情感的伸缩，如何把握？在

悖论性叙事下，道德伦理的取向尤为重要，它决定了影片价值导向是否正确，情感表达是否彻底，“雪

白的花，生在那悬崖”，革命的热血与信仰终究会战胜悬崖之上那忐忑的心。同时，《悬崖之上》为国

内主旋律电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不是进行个人礼赞式的表达，而是进行英雄群像的塑造，以更加

平易近人的视听语言进行正能量的传递与信仰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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