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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还是悲观？浪漫主义在科幻作品中的表现 

——蒸汽朋克和赛博朋克的美学对比 
朱珉成 

(宁夏大学  宁夏银川市  750021) 

摘要：科幻作品中时常会出现蒸汽朋克与赛博朋克这两种概念。本文旨在从近现代科幻文学、影视、绘画和游戏作品分析两者
不同的美学风格，探索其反映的人类对于技术进步和社会变迁的不同态度和情感反应。从美学的角度深入分析蒸汽朋克和赛博朋克
的社会建构艺术，探讨它们如何反映浪漫主义的不同面貌，为探索如何通过艺术去表达对未来的希望与担忧提供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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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浪漫主义与科幻作品 
（一）浪漫主义的美学特征 

1. 积极与悲观 

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思潮，其核心理念是强烈的情感表

达。这是对个人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更是对人性、自然以及

宇宙万物之间微妙联系的深刻洞察。在浪漫主义的作品中，情

感和个体体验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成为了艺术创作和

审美体验的核心。浪漫主义认为情感是人类最为真实、最为本

质的部分，是连接个体与世界的桥梁。因此，浪漫主义艺术家

们致力于通过作品来传达自己强烈的情感体验，以此引发观众

的情感共鸣，达到一种心灵上的沟通和交流。浪漫主义画家们

通过色彩和线条来传达自己内心的激情与感受，使画面充满了

生命力和感染力例如德拉克洛瓦在《希阿岛的屠杀》中，画面

强烈的色彩对比和戏剧化的场景震撼人心，生动地展现了战争

的残酷与生命的脆弱，这种悲壮的庄严感激发起观者深层的情

感共鸣。[1]浪漫主义强烈情感表达的美学特征，不仅丰富了艺术

创作的内涵和形式，也提升了观众对艺术作品的审美体验。这

种以情感为核心的艺术创作理念，至今仍然对当代艺术产生着

深远的影响，尤其是积极浪漫主义和悲观浪漫主义。 

积极浪漫主义的起源与工业革命和启蒙思想密切相关，它

主张通过情感、自然和个人自由来抗衡理性主义和工业化进程

的冷漠。悲观浪漫主义则同样出自浪漫主义思潮，但其根源更

多在于对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反思与质疑。虽然二者都强调

了个人情感的表达，反对纯粹的理性主义并且都对现代社会的

发展有深刻的反思和批判精神。但积极浪漫主义强调希望、自

由和理想，视未来为充满可能的美好愿景；而悲观浪漫主义则

聚焦于对现实的不满、无力感和失望，认为未来充满了危机与

堕落。 

2. 理想与反叛 

康德的批判哲学比后来的浪漫主义者更早地提出了一个带

有浓重浪漫主义色彩的目标,即在这个启蒙的和科学的时代为

祛了魅的自然重新赋魅。“复魅”(Wiederverzauberung)本身并不

只有非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意味,相反,我们看到,作为德国启

蒙运动殿军的康德一方面承认自然的理性化和现代科学对自然

的认识是人类理性在求知上的伟大成就,但另一方面,他也敏锐

地察觉到自然的理性化和祛魅使世界产生的异化和疏离,并试

图通过对理性自身的批判性考察,根据理性自身的原则,重新恢

复自由、灵魂、上帝和与之相关的不朽价值在世界中的位置,

使自然能够确证人的道德存在,而不是成为与人对善和意义的

渴望相对立的非理性的机械宇宙。[2] 

浪漫主义作为一场涵盖诗歌、音乐、绘画、雕塑乃至文学、

美学、历史学与哲学等诸多领域,前后持续时间近百年,对其做出

精准而全面的定义无疑有着巨大的困难,甚至可能会让原本已

显复杂的思想脉络变得更加混乱。浪漫主义在科幻作品中的表

现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作品的整体风格和主题紧密相连。 

（二）科幻作品的浪漫主义特征 

1. 科技与人性的对抗 

在科幻文学的广阔天地中，科技与人性之间的对抗一直是

一个核心且引人入胜的主题。这种对抗体现在科技的高速发展

对人类社会结构的冲击，更深入到个体层面，探讨科技如何影

响甚至改变人的内心世界。超越性幻想则突出了科幻艺术的超

越性质,是思想实验、技术赋能、未来修辞、艺术表达的综合显

现。[3] 

2. 积极浪漫主义的乌托邦幻想 

乌托邦，源自托马斯·莫尔的同名小说，意指一个理想而

完美的社会构想。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描绘了一个位于

遥远岛屿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居民实行共同财产制，

追求平等、正义与和平，展现了作者对完美社会的想象与对当

时欧洲社会弊病的批判。在科幻作品中，这种乌托邦式的社会

构想往往被赋予高度发达的科技背景，物质基础这些科技元素

为乌托邦的实现提供了看似合理的。科幻作品中的未来主义元

素，也是对乌托邦式幻想的重要补充。未来主义强调对未来的

乐观预期，认为科技进步将带来人类社会的全面改善。在科幻

文学中，这种乐观情绪常常转化为对未来世界的细致描绘，包

括对新型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定位。 

3. 悲观浪漫主义的反乌托邦警示 

反乌托邦，与理想的乌托邦形成鲜明对比，它描绘的是一

个压抑、不公、甚至是恐怖的未来世界，其中人性被扭曲，科

技成为控制手段，自由与个性遭到抹杀。反乌托邦主题揭示了

科技发展的两面性。一方面，科技的进步为人类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便利和可能性；但另一方面，科技的滥用也带来了极大的

风险和负面影响。科幻作品中的反乌托邦世界，往往就是科技

失控后的恶果。这无疑是对现实中科技盲目崇拜和滥用现象的

一种有力批判。它促使我们反思科技、权力与人性之间的关系，

以期在未来的发展中能够避免走向真正的反乌托邦世界。 

二、蒸汽朋克的起源与发展 
蒸汽机的意义无论怎样夸大也不为过。0P540 工业革命时期各

种新发明和技术不断涌现，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蒸汽机作为

这个时代的标志性发明，极大推动了工业化进程。人们开始想

象蒸汽技术在未来世界中的应用，这种对蒸汽科技的乐观态度

成为了蒸汽朋克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蒸汽朋克作品中常见到

蒸汽驱动的奇特机械和庞大世界观，这正是对蒸汽机潜力的浪



时代教育前沿                                                                                

 229 

漫化呈现。蒸汽朋克也着重表现了机械装置的精美细节之处,

并与整体的粗犷巨大外形形成一种强烈对比,作品中的大型机

械装置常以裸露的状态出现,让人们直观地看到齿轮相互的咬

合精密有序运转,复杂庞大的机械架构中每一个细节动能传递,

这种繁杂而有趣的呈现,天然就符合人们的审美欲望。一些作品

中的机器人或者赛博人都拥有着裸露的机械身体组织,这些机

械由各种零件组成,充满着机械金属质感和科技感。[4] 

蒸汽朋克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架空历史而非纯粹的臆想

之物。所以蒸汽朋克的很多设定都是根据现实蜕变而来。维多

利亚时期的文学和哲学强调个体情感、道德观念和社会责任，

蒸汽朋克同样关注科技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性、道德和社会

秩序等议题，体现了维多利亚时代审美的多元性和深刻性。 

三、赛博朋克的起源与发展 
随着 20 世纪中后期计算机技术、信息网络和生物科技的快

速发展，赛博朋克作为一种科幻风格应运而生。这个时代对信

息革命的乐观与忧虑交织，人们开始思考技术进步对社会、个

体与人性的影响。赛博朋克作品中常见高科技与低生活的强烈

对比，充满冷峻的城市风景、虚拟现实和人机融合的形象，这

正是对未来社会的深刻质疑与反乌托邦式呈现。但赛博朋克不

同于笼罩在蘑菇云阴影里的冷战反乌托邦小说,没有对技术采

取彻底的否定态度,而是相当关注技术创新带来的身体赋能。但

是对科学技术的警惕也一直存在于它的文本世界,构成了它具

有矛盾性的崇高论基调。 

赛博朋克的哲学内核深刻反映了后工业时代的社会焦虑。

随着人工智能、基因编辑和人机接口等技术的突破，赛博朋克

探讨了技术对个体自由、社会权力和伦理道德的侵蚀。其作品

中常见的叛逆者与科技巨头的对抗，既是对个人自主权的追求，

也是对未来社会极权化的反思。赛博朋克以此为基础，将未来

的科技与社会危机预言式地结合，创造出一个充满反乌托邦色

彩的未来世界。 

四、蒸汽朋克与赛博朋克的美学对比 
（一）美学特征的对比 

蒸汽朋克风格的美学特征显著地体现在对第一次工业革命

时期的怀旧与重构上。相比之下，赛博朋克风格则呈现出一种

截然不同的美学风貌。两者在美学特征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蒸汽朋克以复古与奇幻为基调，传递出积极、乐观的审美态度；

而赛博朋克则以未来科技与都市荒原为背景，透露出悲观、反

思的美学倾向。这两种风格各自独特的美学魅力，不仅丰富了

科幻作品的视觉呈现，也为观众提供了更多元化的审美体验。 

（二）人与自然 

在蒸汽朋克的世界里，科技与自然是相互交织的，而非现

代科技所呈现的对自然的征服与破坏。蒸汽机械同时也对自然

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然而，这种破坏并非不可逆转的，

通过科技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们依然有望恢复往日的生态平

衡。这种乐观的态度，与蒸汽朋克所倡导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

不谋而合。蒸汽朋克作品中对自然的眷恋，不仅体现在对自然

美的赞美与追求，更在于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深刻思考。在

赛博朋克的世界里，科技与自然的关系展现出一种复杂而矛盾

的景象。人们逐渐意识到，科技不仅是对自然的征服，更是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工具。通过对环境的反思与改造，赛博朋克作

品警示人们去思考未来的生活方式，在科技与自然之间找到新

的平衡点，重建人与自然的连接。 

（三）人与社会 

在蒸汽朋克世界，由齿轮、管道和蒸汽构成的巨大城市中，

个体生活在一个高度机械化的社会体系中。每个人都被分配了

固定的角色与任务，整个社会由无形的规则和机械运作维持，

个人的自由和创造性被压制在层层的工业秩序之下。个体为了

适应社会的生存法则，不得不让位于效率和服从，失去了对自

我的完整掌控。个体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放弃部分自我，

以适应社会的期待和需求。这种外部压力与个体内部对身份认

同的渴望之间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使得身份与现实的模糊性成

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5] 

（四）人与自我 

在蒸汽朋克的世界里，英雄主义往往与机械、蒸汽动力等

工业化元素紧密结合。这些元素丰富了蒸汽朋克的艺术表现力，

更使得这种科幻风格在探讨人性、梦想与社会进步等永恒主题

时，展现出了独特的魅力和深刻的洞见。在赛博朋克的世界里，

人与机器的界限变得模糊而又矛盾，在人与机器的关系上，赛

博朋克展现了一种深刻的割裂感。揭示了技术进步背后的复杂

人性和社会问题。这种割裂不仅是个体与机器之间的冲突，更

是对人性和未来的一种深刻反思。 

结论 
蒸汽朋克风格以其独特的审美视角，展现了积极的浪漫主

义情怀。这种风格常常将背景设定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第一次工

业革命，以蒸汽动力技术为核心，构建了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

乌托邦架空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对自然的眷恋与向往表

现得淋漓尽致，英雄主义成为永恒的主题，这无疑是对人类勇

气与探索精神的浪漫化诠释。 

赛博朋克风格则呈现出一种悲观的浪漫主义色彩。这种风

格通常将故事背景设定在未来高度发达的科技社会，人与机器

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社会结构也趋于复杂与混乱。在这个世

界里，人们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危机，现实与虚拟的界限变得难

以捉摸。赛博朋克作品中的主角往往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挣

扎求生的边缘人物，他们的故事充满了对现实的反思与对自由

的渴望。这种风格通过描绘人与科技的冲突与融合，深刻地探

讨了人性在高度科技化社会中的困境与出路。 

蒸汽朋克与赛博朋克在浪漫主义表现上存在着显著的差

异。蒸汽朋克以积极的视角看待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强调英雄

主义与个体奋斗；而赛博朋克则从悲观的角度出发，反思科技

对人性的侵蚀与社会的种种不公。这两种风格各具特色，共同

构成了科幻作品中丰富多彩的浪漫主义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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