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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客帝国》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解读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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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产生于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主义哲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内的一大
批对后世极为重要的哲学家，柏拉图甚至毫不避讳地指出自己的“灵魂不朽”思想就源自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轮回”。两

千多年以后，《黑客帝国》这一惊世骇俗的影视作品在世纪之交的节点上横空出世。虽然隔着巨大的时空差距，但毕达

哥拉斯主义却和《黑客帝国》跨越千年的时空而完美契合，交相辉映出理性的思考和感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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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年，华纳电影公司出品由沃卓斯基兄（姐）弟执导的系列电影《黑客帝国》讲述网络黑客“尼
奥”对这个看似正常的现实世界产生了怀疑。他进而了解到现实世界是由一个名叫“母体”的人工智能

系统所控制，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们就像他们饲养的动物，没有自由和思想，而尼奥就是能拯救人类

的救世主。在所谓的“现实”和“虚拟”之间如何定义“真实”，这种从数字世界引发出的对于终极命题

的哲学思考，使电影《黑客帝国》的内涵得到拓展和加深，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触及哲学本质的范畴。

１　《黑客帝国》中毕达哥拉斯主义的体现
１．１　“万物皆数”在背景设定上的体现

毕氏学派的美学内核是“数本论”。对于其数本论的解读，可以用“万物皆数”四个字来简单概括，

即将世界的本源视为“数”这个概念，“数本论”提供了一个宇宙的概念模型，类似于今时今日的数学建

模。因而体现在具体作品当中，判断一部作品具有毕达哥拉斯主义倾向的标准就是其背后是否有数本

思想。

此处所指的数本思想稍微有别于毕氏哲学的“数本论”，具体指的是作品中非常重视抽象的“数”，

沃卓斯基兄（姐）弟编剧的《黑客帝国》就是典型的毕氏主义作品。在作品当中，我们人类所谓生活中所

感受到的一切不过是计算机的数字模拟信号向我们大脑发送的电讯号而已。当主角“尼奥”从机器的

控制中苏醒之后，为了让其认清世界的本质，墨菲斯再次带其进入虚拟世界，并问出了最为经典的问

题———“什么是真实？你如何定义真实？”该作品在系列的第一部中便借由人类的叛徒“赛弗斯”之口说

出“我知道这块牛排是不存在的，但我的大脑告诉我这是一块多汁的、美味的肉块”。所谓的真实，在作

品中变成了机器的数字信号，也变成了母体的反抗者在计算机屏幕上看到的一行行字符和代码。

毕氏数本思想体现在作品中有一大显著的标志就是往往有一个形象承担了极端化的“数本论”，于

是进一步的，我们在《黑客帝国》第二部中便有幸见到了“造物主”这样一个存在。“他”本身是一个逻

辑程序的缘故，只能进行绝对化的数学思考，并试图将一切变成量化的数字进行分析处理。这种绝对的

理性使得“造物主”将宇宙的一切都视为可以平衡的公式，以至于“他”将主角“尼奥”单纯地视为一个

数学方程产生的“ｂｕｇ”，并冷漠地鄙视人类因情感而做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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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和谐对立”在故事情节上的体现
就科幻作品而言，《黑客帝国》系列在“和谐对立”这一点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其作品充满了大大小

小的对立与和谐，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如下几对矛盾。首先是感性的人类和理性的机器之间的对立，《黑

客帝国》整个故事就是讲述人类与机器的战争，在激烈的“锡安保卫战”之后，最终人类机器达成和平；

其次是“尼奥”作为救世主的命运和将要做出的选择之间的对立，命运是放弃爱人换得人类存续，选择

是牺牲全人类救得爱人；再者是机器内部程序的对立，“先知”和“造物主”两者，前者想尽办法破坏数学

方程的平衡，后者拼尽全力维持数学公式的完美，这一对矛盾是最能反映毕氏学派和谐对立思想的，而

事实是“造物主”解决了９９％的问题，而“先知”的１％让之前的９９％不至于前功尽弃；最后是正义与邪
恶的对立，邪恶的“史密斯”不但毁灭了虚拟世界，也将自己植入到现实世界，正义的“尼奥”为人类、机

器乃至宇宙的平衡与“史密斯”在虚拟世界对决，二者最终如“先知”所说的那样，像同一硬币的正反面

一般化为一体同归于尽，为作品的和谐画上了句号。

１．３　“灵魂轮回”在人物命运上的体现
毕氏学派的神秘主义核心思想就体现在“灵魂轮回”学说上，灵魂的轮回学说被认为和数本论一样

是毕达哥拉斯的基本思想，所谓“数目的某一特性是正义，另一种是灵魂和理性”［１］３７。“灵魂依照命运

的规定，从一个生物体中转移到另一个生物体中。”［１］３３

在作品《黑客帝国》中，“灵魂轮回”就是通过上述的特点进行的，这一段内容集中体现在第二部“尼

奥”与“造物主”的对话当中。当“造物主”指出“尼奥”已经是第七任“救世主”的时候，“尼奥”并不感

到惊讶，因为之前某个程序（梅若宝基恩）已经在不经意间透露出“你的前任比你有礼貌多了”，他所疑

惑的是为什么他这样（指救世主）的个体会存在，以及存在多次的原因。而根据“造物主”的解释，“救世

主”的存在是系统运行中无法避免的ｂｕｇ，而有几任就说明这个系统重启了几次。换句话说，“造物主”
所表达的意思就是宇宙机械论，整个宇宙就是其用数学建构的系统，而“救世主”也是系统的一个环节，

相当于是系统重启按钮，其命运是从一开始就决定好了的。故而当这一任“救世主”尼奥拒绝执行使命

的时候，“造物主”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句：“你的选择将造成锡安的第七次毁灭，别担心，我们对此驾轻

就熟。”

２　毕达哥拉斯主义在类型作品中体现的原因
《黑客帝国》中毕达哥拉斯主义的体现绝不仅仅是一个个例，只是其较好地表达出了毕达哥拉斯主

义的几大核心内涵。而事实上，相当一部分的科幻作品都有着或多或少的毕氏主义倾向，虽然毕达哥拉

斯主义是一个不太典型的现象，但仍可以对其产生的缘由做一个简单的归纳。

２．１　意志主义化的现实
《黑客帝国》第二部的片尾有一段刻意为之的镜头，讲述的是在脱离虚拟世界的联接之后，主角“尼

奥”竟然在现实中具备了摧毁机器的能力，而在使用过这种能力之后，主角的“灵魂”居然来到了“虚拟”

和“现实”的夹缝这样一个神奇的位置。这种想法被后来的作品运用，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盗梦空

间》，同样是真实与幻境的夹缝，《盗梦空间》中称之为“ｌｉｍｂｏ”，不同的只是一个是虚拟世界，一个是梦
境而已。实质上，这种思想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可以说是对世界本质的追问和探寻，往现代来找的话，其

理论的源泉应该和叔本华的意志主义脱离不了干系。毕达哥拉斯认为世界的本源是“数”，但他终究没

有把“数”的本质挖掘出来，只是提出来“数”的永恒；之后的赫拉克利特将本质升华为“逻各斯”这一概

念；进而到佛洛依德的“力比多”。这种种本源递归到一起，构成了一个非具体物质的观念的集合，最终

的结论便是叔本华的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可以说，《黑客帝国》的主旨就是在告诉我们，世界是不真实的。这一点从其在第一部就反复强调

“真实的定义”即可发现端倪。在作品中，那个虚拟的“现实”对应着“知”，而现实世界对应着“感”，“那

出现于意识上的东西不是概念，不是理性的抽象概念。在此以外，不管它是些什么，就都属于‘感’这概

念之下。”［２］９１于是乎，受这种感知即真实的认识的影响，个体的意志化为了个体的现实，这也就是在《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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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帝国》第一部中“尼奥”为何中枪而不死的缘由，因为其个体的意志不认可死亡，故而这种认识就转变

成为了不死这一事实。这一部分是唯意志论的体现，另一方面也多少有掺杂尼采的“超人哲学”。

２．２　未来主义和超现实主义
一方面，意志主义为作品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理论支撑；另一方面，在方法论上，《黑客帝国》和同类

型作品很显然受到了未来主义以及超现实主义的深刻影响，这里因为是科幻作品的缘故，故而不刻意将

未来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区分。尽管未来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思潮仅在２０世纪初有过昙花一现，但其在
《黑客帝国》当中却处处有着体现。最显著的体现莫过于“黑客”们对“母体”的各种破坏，从秩序到母

体中的个体，光是楼就炸了好几栋，而各种武器装备和武术打斗更是把暴力美学发挥得淋漓尽致，至于

各种“母体”的守卫，基本上都是屠戮殆尽。这和未来主义在其宣言中就鲜明提出的“破坏”观点相契

合，未来主义倡导对固有的一切的摒弃，然而讽刺的是未来主义竟发端于遍布古迹和历史的意大利，这

种讽刺在《黑客帝国》中则是黑客们的破坏竟然发生在一切都被设计得完美无缺的程序当中。

超现实主义自然是整部作品的基调，超现实主义的基本体现在作品中主要就是控制人类的人工智

能“矩阵”，另外一个则是著名的“子弹时间”，两者虽然在观影当时还觉得不可思议，但现代文明的进步

却让超现实和现实越来越近。而不管是超现实主义还是未来主义，两者都统一在了毕达哥拉斯主义的

“和谐对立”之下，并借由虚拟现实投影而出。

２．３　赛博朋克
《黑客帝国》中的角色服装是很值得玩味的，虚拟世界中黑客们颇有质感的皮质衣物，在现实却是

如同农业社会的几片粗布，而西装革履的“电脑人”，则正是秩序和平衡的最好代表。透过表现的衣物

所展现的实质其实就是网络和信息化语境下的“赛博朋克”。

赛博朋克诞生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英文名 ｃｙｂｅｒｐｕｎｋ，是一个合成词，前半部分 Ｃｙｂｅｒ来自“人工
头脑学”（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后半部分ｐｕｎｋ就是那个最常见于摇滚乐的“朋克”。其实对《变形金刚》稍有了
解的话，“赛博”这个前缀肯定不会陌生，因为变形金刚的故乡就是“赛博坦”星球。这里不对造词和语

义进行展开，但我们必须明确一点，“赛博”一词可以泛指网络信息相关的世界，更深层次来说，赛博朋

克对应的是毕达哥拉斯主义最为宏大的“宇宙和谐”观。

赛博朋克是后人类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一种受控有机体形式，一种机器与有机体的混合体，它既是

社会现实的动物又是虚构世界的动物，而这恰恰就是《黑客帝国》中人类的状态。电影中“先知”曾告知

“尼奥”要去拯救整个宇宙，在当时看来似乎“先知”说的宇宙是指狭隘的人类世界和机器世界，但当网

络世界的概念被联系进入这两个世界，从而升级为“赛博空间”之后，所谓的维护宇宙的平衡就变得好

理解了。

３　结语
作品《黑客帝国》想表达的一个重要观念，即我们作为“人”而存在，在本质上就是理性与情感的矛

盾结合体。电影中“造物主”始终不能理解“尼奥”身上所具备的那种叫“爱情”的东西，依据他的逻辑

分析，“救世主”普遍具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并会因为理智的思考而最终选择和“造物主”合作以重

建人类世界。但“尼奥”却因为“爱情”做出了非理性的选择，以至于“造物主”忍不住发问：“你承担得

起毁灭全人类的责任么？”但最终却正是因为“尼奥”这种近乎于直觉式的非理性情感爆发，彻底终结了

“黑客帝国”的轮回。而这，或许是毕达哥拉斯所期待的，也是《黑客帝国》所要展现的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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