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研究

青春仙境
— 动漫文化对

“
现实

”
的颠覆和对

“
现实感

”
的追寻

. 于长江

灯光闪烁云雾缭绕的舞台上
,

身着各种或科幻
、

或华

丽
、

或森严
、

或阴郁服装的俊男靓女
,

不断摆出夸张舒展

优雅冷峻的时尚造型
,

伴随着特异的音乐和台下
“

粉丝
”

们的呼喊… …这既不是歌星演唱会
,

也不是时装秀
,

而是

时下风靡青少年的动漫 co s lP a y !

近年来
,

中国各地频频举办各种动漫展
,

已呈燎原之

势
。

仅 20 04
、

20 05 年
,

由省会城市举办的面向全国的大

型动漫展览
,

至少达到四十次
,

这种势头
,

表明动漫及其

相关产业已经获得社会主流和官方的支持
,

并且纳人相关

部门产业和社会文化建设规划之中
。

动漫在中国
,

经过十

几年的生聚教训
,

已经从民间私下彻底走上台面
,

从一种

青少年悄然传布的潜流
,

浮现为时代强音
。

一种
“

有限艺术
”

“

动漫
”

及其相关活动在中国的发展
,

可以追溯到上

世纪 9 0 年代初期
,

但形成完整的出版
、

传播
、

表演等等

机制
,

大约在 2 00 0 年前后
。

这种新新人类的文化时尚
,

源自东流
,

在过去十几年
,

已经风靡东亚
,

成为千百万青

少年的精神食粮
。

今天所谓的
“

动漫
” ,

来自
“

动画
”

和
“

漫画
”

的合称
,

但这种概念
,

对于年龄稍大一点的人来说
,

可能会引起混

乱
。

9 0 年代之前人们所说的
“

动画
” ,

是专指给儿童看的

各类
“

动画片
”

—
《大闹天宫》

、

《小蛆鲜找妈妈 》
、

《草

原英雄小姐妹》 等等
,

而
“

漫画
”

则是专指各种讽刺与幽

默— 针贬时弊或纯粹搞笑的美术作品
。

但是
,

今天所说

的
“

动漫
” ,

主要已经不是这些概念
,

而是一种结合了这

些文化因素而形成的一种由影视和书画相辅相成的综合艺

术
,

它的形成
,

是 日本几代动漫工作者的成就
。

影视方面
,

日本动画家吸收了欧美卡通片的形式和技

术
,

结合一般电影艺术
、

舞台表演
、

时装设计
、

人体造型
、

健身美容
、

竞技体育以及传统的武术
、

剑道
、

跄拳道等等

审美意象
,

创作了大量包含 日本文化因素的故事
;

在平面

媒体方面
,

以原来连环画为基础
,

结合影视作品
,

创作了

各种具有卡通风格的不拘一格的连环画作品… …这些密切

关联的影视和美术作品
,

随着现代影视
、

印刷
、

设计
、

装

帧技术的进步
,

达到十分精美的程度
,

而其中的内容
,

也

不再是原来简单的儿童内容或讽刺幽默搞笑
,

而是很多包

含着人生
、

历史
、

文化要素的故事
,

人情人理
,

优美动人
,

其形式则永远浸透着浓郁的唯美主义倾向
,

非常适合清纯

的青少年欣赏
;

很多动漫故事蕴含着人生哲理和感悟
,

符

合青少年对社会人生的陌生
、

好奇
、

探索
、

追寻的心理
。

动漫活动整合了连环画
、

影视
、

寓言童话
、

神话史诗
、

小说
、

戏剧等审美因素于一体
,

围绕各种主题进行联合创

作和表现
,

融合成一种全方位的欣赏和阅读活动
;

而电脑

网络和 f las h 技术的普及化
,

更为动漫活动提供了一个无

限广阔的发展空间
,

通过这种影视平而和网络化的全面发

展
,

动漫已经成为一种集青少年各种渴望
、

梦想
、

关怀
、

思考等等方面的
“

全能项目
” ,

俨然成为新新人类的拜物教
。

而动漫活动另一个重要的升级
,

就是 co
s p la y 活动的

兴起
,

这是真人按照各种动漫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模仿

表演的活动
,

其中需要很多化装
、

服饰
、

造型
、

道具等设

计制作
。

这种本来完全由青少年自发
、

私下发起组织的活

动
,

经过几年发展
,

已经达到相当规模
,

成为很多中学生
、

大学生的时尚活动
,

也是历次动漫展的主打项 目
,

目前正

在青少年中蓬勃扩张蔓延
。

由此看来
,

动漫是一个介 于艺术
、

时尚和产业之间的

活动
,

它属于广义的
“

艺术
” ,

但不是
“

艺术家
”

的艺术
,

而是供一般读者
“

消费
”

的艺术
,

是
一

个特殊社会群体的

文化活动
。

它基于美术
,

但又介 于美术和娱乐之间
,

具有

流行文化的所有特征
。

从文化意义上说
,

动漫社区的独特

性
,

在于它从一开始就专注于作品本身是否
“

美好
” ,

是

否让人
“

感觉好
” 。

它的取向
,

既不是像深圳大芬油画村

那样直接面对金钱
,

也不是如北京画家村那样以
“

艺术家
”

为中心— 动漫人不管是作为作者还是读者
,

都更多一些

平民心态和自娱自乐的倾向
。

比如一些已经相当知名的动

漫作者
,

仍然觉得自己不过是个动漫爱好者
,

他们觉得自

己的生活
,

是服从于漫画
,

而漫画
,

是服从于欣赏
,

这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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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什么艺术呢 ?

寻找
“

现实
”

根据目前的研究
,

根据青少年卷人动漫程度不同
,

大

概可以分成三类
:

积极实践者
:

这部分人不仅迷恋动漫
,

而且积极参

与
,

自己动手画漫画或用电脑制作
,

向有关机构投稿等等
,

也可能参与 e o s p la y
。

阅读观看者
:

指那些比较喜欢阅读动漫作品的人
,

不

一定动手画或参加表演
。

被动接受者
:

这些人一般自己不主动看动漫作品
,

但

在别人推介下
,

会参与欣赏
。

不管怎样
,

一代新人如此热衷动漫及 co s lP a y 等等
,

让一些
“

专家学者
”

或
“

思想工作者
”

感叹不己
。

今天的动漫现象
,

究竟是这一代新新人类特有的心理

倾向
,

还是每一代都有的一般现象 ? 如果仅就喜欢看漫画

故事而言
,

上一代人儿时不是也同样热衷于各种
“

小人书
”

吗 ? 像 《小英雄雨来》
、

《消息树》
、

《在人间》
、

《钢铁是怎

样炼成的》 等等
,

不也是让那一代人心醉神迷吗 ? 至于模

仿
,

其实每一代人都有这种模仿冲动
,

这也许可以视为一

种人类学习的本能
。

记得笔者小时候
,

是崇尚 《智取威虎

山》 的时代
,

我也常常穿上父亲的皮衣
,

对着镜子模仿杨

子荣
“

打虎上山
”

的英姿
,

引得家人大笑
。

而在
“

评水浒

批宋江
”

运动中看了 《水浒传》
,

大院里的几个小伙伴也

把自己想象成林冲
、

武松
、

鲁智深等等英雄好汉
,

模仿对

打格斗… … 当时没有今天的物质条件
,

不可能制作这些服

装道具
,

但冲动似乎很相似… …

问题是这种代代皆有的阅读与模仿
,

究竟有没有实质

的不同
。

上一代人儿童时代基本的生存状况与今天有巨大的差

异
,

物质条件
、

教育体制和家庭人口结构的不同
,

使得当

时青少年日常注意力的重心
,

毕竟在现实中
。

现实中的人

和事
,

现实的喜怒哀乐
,

现实的敌友
、

离合
、

甘苦等等
,

是每天发生的事情
;

各种少年团伙
、

兄弟姐妹
、

朋友
、

同

学
、

邻里
、

亲戚等等
,

天天发生联系… …这些实实在在的
“

故事
” ,

大家身在其中
,

才是生活感受的重心
,

对于纯粹

虚构的他者的东西
,

没有像今天一样切身和投人
。

如果一定要发现
“

不同
” ,

可能是今天的少年
,

存在

着一种
“

现实感贫乏
” 。

首先
,

从主体方面来说
,

认同感弱化
。

随着社会的多

元化和世俗化
,

传统的社会阶层
、

政治立场
、

意识形态
、

单位组织等等
,

其意义已被严重消解
,

构不成当代青少年

的强烈认同基础
。

目前 巧一20 岁一代人的父母辈由于 自

身经历的原因
,

有意无意地引导子女走向一种否定宏大话

语的方向
,

把原来人们构建和支持身份认同的各种要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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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渐渐淡化
,

这种自身身份认同的消解
,

意味着
“

我是谁
”

这个问题的悬置
,

使得人们面对现实社会
,

没有一种明确

的参照坐标
。

第二
,

生活缺少自主性和独立选择性
。

生活的主旋律
,

是父母把自己的梦想强加给子女
,

除此之外其他都是
“

无

意义
”

或不可能的
。

很多人整个生长过程一直处于被动的

状态
,

从生活细节到人生抉择
·

· ·
·

一切都成为 种
“

安排
” ,

好像美国电影 《杜鲁曼真人秀》
,

一个人从小到大
,

都是

在一个摄影棚的布景里长大… …在
“

大人们
”

不断导演
、

喝彩
、

遗憾或责骂中
,

青少年自身的深层感觉
,

越来越多

的是
“

虚幻
” ,

因为一切都不是自己的
,

一切都是
“

虚
”

的
。

被我们称之为
“

现实
”

的这个
“

现实
” ,

对
二

1
;

新新人类一

代来说
,

是太多的虚幻和做作
,

太不踏实了—
一种被大

人们打着
“

爱护
” 、 “

关照
” 、 “

负责
”

等等旗号剥夺了主体

性的生存状态
,

一个似乎从来没有也永远没有选择和决断

的生命形式
· ·

一被动性
,

是对于生命的极大扭曲
。

现实的不自主不实在
,

使得新新人在某种
“

虚幻
”

—
比如动漫中

,

反而找到了一种更为
“

现实
”

的感觉
,

这是

一个 21 世纪的集体的庄周梦蝶
。

假作真时真亦假
,

世界

本来就是虚虚实实的
,

动漫用最廉价最便捷的方式
,

提供

了一个最开放最自由的心灵空间
,

任由这个年龄段的情绪

和精神得以
“

真实地
”

挥发
,

而又不会触动和得罪那些顽

固不化不可救药的
“

大人们
”

… … 不管怎样
,

我们自己不

招惹任何既存的秩序
,

就是看看自己喜欢的连环画
,

总不

触犯什么大是大非或人生大事吧 ! 比起莫名其妙的
“

现实
” ,

动漫至少更多一点真实的感官刺激和感同身受的体会
,

这

也很爽… …

联想到旧时代很多皇亲国戚贵胃子弟酷爱混迹梨园
、

说拉弹唱的旧事
,

也许算一种印证
。

今天的一代小皇帝 (实

际上的小奴隶 ?)
,

终于要自己摆脱那些父母们热衷的各种

耀眼的
“

皇帝新装
” ,

而构建自己甘愿赤裸而享受自由的

伊甸园了 !

“

虚拟贵族
”

今天的动漫族
,

大多出生在中等收人以上家庭
,

生活

相对宽裕
,

但其中有些人恰恰因为狂热追求动漫人生
,

反

而沦落到穷困潦倒的境地
。

这也印证了一种
“

虚拟贵族
”

的状态— 正因为本来没有衣食无靠的严酷的童年经历
,

所以也没有培养起
“

讨生活
” 、 “

为生计奔波
”

的急迫感
,

而是习惯于跟着感觉走
,

跟着兴趣走
。

从小到大
,

对现代社会提供的各种物质条件
,

理所当

然地习惯了— 电脑
、

网络
、

手机
、

西式快餐… … 物质的

享受并不特别稀缺
,

所以对物质的东西
,

并不特别地渴求

或珍惜
,

对于贫困没有刻骨铭心的恐惧
,

对于财产也没有

如饥似渴的关心 … …这种有些虚拟贵族化的生存经验
,

也



有助于造就一种潜心沉醉于动漫世界的人格
。

真正出身贫寒的人
,

深受与生俱来的物质贫困的困扰

压制
,

常常发展出一种对于物质贫困的
“

过敏
”

和对
“

实用
”

的极端关注
,

在自强不息的打拼中
, “

习惯了
”

忽视或压

制自己那些
“

没用的
”

个性和兴趣
。

相比来说
,

动漫族是奢侈的
,

他们有足够的条件
,

以

个性为中心地活着
,

对生活感受很
“

敏感
” ,

对自己的
“

感

觉
”

很在意… … 不管多么困窘
,

他们很难把自己的兴趣个

性压抑殆尽
,

他们不愿妥协
,

不能屈从于社会常规的各种

标准… …也因此
,

某些人陷人不能自拔的生计与兴趣的激

烈冲突中
。

这是一种奇特的叛逆
。

叛逆什么呢 ? 人们只有理解这

种叛逆
,

才能理解这一代人
。

其一
,

对于家庭教育
“

新封建化
”

的反叛
。

中国 20

世纪上半叶的革命造成
“

封建大家族
”

轰然解体
,

但 21

世纪又以一种
“

祖孙倒置
”

的形式卷土重来
,

尽管以
“

老

太爷
”

为中心
,

换成了以
“

独生小皇帝
”

为中心
,

但都是

基于血亲家族的共同命运感的捆绑
,

而造成对于个性和自

主性的抹煞
。

今天的独生子们
,

似乎默认肩负着整个祖孙

三代的期待和重负
。

特别是在过去十几年兴起的中国式
“

中

产阶级
”

的特殊心态下
,

祖父母
、

外祖父母
、

父母对子女期待
、

监管
、

控制
、

操控
,

已经走向匪夷所思的状况
。

新新人类

的本能反叛
,

自然是指向这种
“

新封建
”

的家庭氛围和互

动模式的
。

动漫作为一种心灵运动
,

也不免显露寻求精神

解脱和心理自救的色彩
。

青少年通过动漫
,

构建一个全然

不同的世界
,

在这个世界中
,

原来的常规家庭社会秩序可

以失效
,

现世的目标变得无意义
,

心灵获得一种安全和自

主
, “

我们
”

之外的人因为不懂
,

也无法插手干预
,

无法控

制… …我们自己开拓一个心灵净土
,

自由自主的天地
。

其二
,

对社会无形的
、

不可抗拒力量操控的反叛
。

今

天所有青年人喜欢的领域
,

看起来似乎都是一种
“

既成
”

的秩序
,

缺少能动和选择的空间
。

主动的自我表达
,

是青

少年的渴望
,

却又是最大的稀缺
。

各种当红的影视歌星
,

都操纵在各种巨无霸的资本或行政力量手中
,

对于一般青

少年来说
,

只能远观
,

望尘莫及
。

日常生活中
,

没有广场

艺术
,

没有街头表演
,

没有民众狂欢
,

没有化装聚会… …

在这种不可抗拒的力量面前
,

动漫使得一切焕然一新
:

它

是我们
“

自己
”

的活动— 自己可以绘制
,

可以模仿
,

可

以表演
,

可以组织 … 舞台上不再是遥远的明星
,

而是我

们自己的同学
、

朋友
、

熟人
,

不是什么什么超人气的偶像
,

而是现实中的平常人… …偶像时代
,

也难免制造了它的反

面— 常人审美
。

常人化浪潮
,

也从梦幻年龄开始
,

因为

大家要从此时此刻开始
,

等不及夜长梦多的
“

个人奋斗
”

或万里挑一
、

十万里挑一的幸运之星
。

此时此刻此人此情

专题研究

此景— 这种
“

现在进行时
”

的辉煌— 已经取代了
“

十

年磨一剑
”

式的成功概念
。

既然如此
,

为什么不现在就开

始 ? 等什么 ? 让我们 e o s p l a y 去 !

审美拜物教

动漫在都市年轻人中已经蔚为大观
,

但在很多其他

年龄的人口中
,

常常闻所未闻
,

这昭示出中国社会已经分

化到一个临界点
,

人与人之间
,

代与代之间
,

即使父母子

女— 尽管有密切的物理距离
,

但心灵和旨趣却日益离散

区隔— 这种
“

咫尺天涯
”

的窘况
,

也许是所谓
“

断裂社会
”

的一个症状
,

由此造成的不同代际
、

不同群体之间隐含在

心理深处的冷漠和忽视
,

已经越来越显现出来
。

这种隔膜
,

是新一代人转向动漫的动因还是结果 ? 新

新人类究竟是想要拆除它
,

还是故意构建它 ?

动漫已经引导这一代青少年走人一个全然不同的精神

场域
。

沉浸在那些精致清新的形象中
,

仿佛达到了超越常

俗世界的新境界
。

这是一个仅仅属于这一代人的相对封闭

的独立的境界
,

它对
“

外人
”

— 那些不可理喻和沟通的
“

大

人
”

们— 具有一种排斥性
,

它保护着青春心灵和想象
,

不再受沉闷生硬单调的
“

常规
”

的压制
。

凡加人到动漫世

界中的少年
,

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地相遇
、

交往
、

交流
,

找到了真实世界中无法找到的真实感… …

这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
“

神话
”

和
“

叙事诗
”

的状态
。

每个时代
,

都有自己的神话
,

人们在现实生活之外
,

追寻

或构建那些超越现实的第三
、

第四
、

第五空间
,

不管是古

希腊的众神
,

还是印度的梵境
,

或者中国的瑶池天宫
· ·

…

这种永远追寻的彼岸世界
,

似曾相识… …今天的动漫
,

是

否就是一个新时代的
“

前生来世
”

?

热爱动漫的人
,

常常有一 种向别人热情推介动漫作

品的冲动
,

这是一种典型的
“

传教
”

倾向
。

就像任何一种

特定的信仰都总是强调其普世性一样
,

动漫人常常试图表

明
,

自己没有那么复杂那么特别
,

不过是平平常常的一件

事
,

动漫只是一种普通的爱好罢了
,

都是那些所谓的专家

学者
,

把它说得如此高深莫测… …

这是一个
“

主位
”

(e m ie ) 和
“

客位
”

(e t ie ) 之间永远

要发生的纠缠
,

当事者和观察研究者注定要感受到不同的

东西
。

比如
,

作为研究者
,

动漫爱好者那种积极的推介
,

就显示出其
“

信仰
”

的明显特征
,

又反衬出动漫族有一种

明显的
“

边界
” ,

那就是说
,

喜欢动漫的人是一个特定的

人群
,

他们与
“

不喜欢动漫
”

的人
,

是径渭分明的
。

动漫

人很希望把所有人都
“

超度
”

到动漫的彼岸去
,

但这种
“

人

伙
”

绝对是有条件
、

有仪式的— 简言之
,

内外是有别的
。

另一方面
,

这种边界
,

正是新人类自己的精神社区所

需要的一道藩篱
。

曾几何时
,

这群被分散孤立地
“

独生
”

在一个个家庭中的孩子
,

现在终于拥有了一种共有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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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

可以
“

屏蔽
”

那些不受欢迎者… … 动漫的特殊风格和

内容
,

仿佛高悬一道无形的
“

闲人免进
”

的招牌
,

把各种
“

非

内部人员
”

阻挡在外面
。

东洋风尚

动漫来自日本
。

千百年来处在东亚边缘海岛的日本文

化
,

发展出一种清澄明澈
、

精致细腻的品质
,

其拘谨
、

内向
、

自省的性格以及危机感
、

耻辱感等等
,

确实与宽广松懈随

意的中华文化形成反差
,

也构成某种潜在的互补性
。

另一

方面
,

日中交融日久
,

形式上符号上存在大量共性和相似

性
,

容易产生亲和力
。

近现代史上
,

东洋风尚登陆中国已

是常态
,

事实上
,

尽管中日两国曾经半世纪兵戎不断
,

几

近血海深仇
,

但实际上又是最难以割舍的社会文化
“

连体
” ,

即使在中日举国动员
、

经年窿战的时代
,

两国之间的交往仍

然广泛深远… … 现代化上先走一步的 日本
,

一直在向中国

传输各种文化产品
,

从大量现代汉语词汇
,

到各种时尚服

装发式
,

到娱乐享乐休闲
,

到电影文学艺术
,

到政治思想

运动
· · · ·

·

一直对中国的发展不断造成刺激和影响
。

今天日

式动漫又一次激活并引导着中国青年一代的心灵走向… …这

种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对于故事
、

形象
、

品味
、

价值和生活

哲理的膜拜
,

究竟会有怎样的影响 ? 会不会消解或改变一代

人的身份认同 ? 目前只能说这还是一个巨大的悬念
。

日本的文化中
,

有一种清静
、

质朴
、

沉着的偏好
,

对

一个拥挤的狭窄海岛上生存的民族来说
,

这也算是一种人

格心理层次上的
“

节约
” 。

日本文化又有一种深邃的
“

洁癖
” ,

这种从物质到心理到精神不同层面上全面追求一尘不染的

倾向
,

维持着一个
“

干净
”

的环境
。

日本社会善于十分苛

刻挑剔但又十分广泛开放地选择外来文化
,

其攫取精华的

能力
,

令人膛目
。

就动画来说
,

日本画家以本土绘画艺术

为基础
,

纯熟地吸收西方绘画
、

雕塑
、

时装
、

舞台剧
、

芭

蕾舞等造型艺术方面的成就
,

把东西方各种审美要素
,

不

留痕迹地融会在动漫作品中
,

酿造出时而空明澄澈
、

时而

温馨朦胧
、

时而冷峻严酷
、

时而幽静深邃的诗情画意
。

日本这种整洁
、

清静
、

克己的品味
,

对于东亚地区刚

刚过上小康生活的青少年
,

似乎有一种特有的魅力
。

也许

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过于拥挤嘈杂喧闹
,

也许是中国人

际之间太多的挤压干预
,

也许是我们生存环境过分的杂乱

污染… …新一代中国中上层家庭出身的孩子们
,

似乎特别

偏爱 日本动画提供的那种窗明几净的意象
。

其实
,

大多数动漫族来 自经济条件相对不错的家庭
,

有条件享受相对宽松的生活空间
,

可是与优厚的物理空间

相反
,

成人社会对他们连续不断的全方位的干预
,

造成一

种难 以摆脱的拥挤感
。

这种
“

拥挤
” ,

是社会和人文的
,

是话语和习俗的… …似乎无所不在的阴影的纠缠
。

面对这

种
“

聊斋化
”

的生活
,

都市新人类既感到难以摆脱对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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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能无所作为
,

而 日式动漫的宛如仙境的清净
,

正是一

个躲避世事喧嚣骚扰的避难所
。

动漫化 ?

动漫和新人类们正在互相塑造着对方
,

目前的
“

动漫

一族
” ,

是否可能扩展为
“

动漫一代
”

? 甚至成为整个青

年的代名词 ? 动漫化的新人类究竟会走向何方 ?

事实上
,

千百万青少年对于动漫的痴迷
,

并不是真正

“

选择
”

的结果
,

因为事实上别无选择 ! 在今天青少年所

能接触的文化产品中
,

实在没有多少能与动漫相匹敌
;

新

人类们几乎不用严肃地比较
,

就不可避免地转向动漫了
。

当下的家庭和学校教育
,

缺少多样选择性
,

可选择的

作品中
,

缺少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各种情感
、

心理
、

精神的

切实真诚的关怀
。

对于很多新人类来说
,

课本上满纸都是

与他们现实感受风马牛不相及的话语
,

除了应付考试
,

没

有太多东西能够激活他们的好奇和想象
。

因为没什么选择
,

也不需要选择
,

而我们的教育中
,

也缺少对于
“

判断
” 、 “

鉴别
” 、 “

选择
”

等等这些人生最重

要素质的培养
。

虚幻与现实的随意转换
,

肯定会塑造出一种全新的心

态和人格
。

生活的网络化
,

更进一步助长了动漫这种
“

虚

实由之
”

的文化要素
。

可以想见
,

随着动漫一族越来越登

上社会舞台
,

他们会掌握这个社会最前沿
、

最创新
、

最人
J

性化的那部分资源
,

我们整个社会生活都难免越来越走向

动漫化
,

这可能是一个比所谓
“

麦当劳化
”

更为 J“ 泛而更

为无孔不人的趋势
。

动漫人基本上属于在
“

室内
”

长大的一代
,

从小主

要生长在各种都市化的人造的环境中
,

而社会生活的动漫

化
,

使得这种
“

人造
”

延伸到文化审美层次
,

这种基本生

存状态的改变
,

难免会深刻改变人们的人生观
、

宇宙观和

对于存在
、

意识
、

物质
、

精神
、

自然等等的理解
。

比如
,

动漫塑造了一代人关于
“

动物
” 、 “

植物
”

的全新的概念
,

从小接触的猪马牛羊的形象和性格
,

都是卡通化的
,

这些

观念中的
“

存在
” ,

与现实中的生物界究竟会形成怎样的

一种对应关系 ? 构成了一种怎样的新的认知结构 ? 又比如
,

动漫作品中的各种
“

自然背景
” ,

已经完全装饰化
,

与现

世的山水景观有什么联系 ? 与传统的
“

自然
”

有何区别 ?

会不会彻底颠覆人类关于 自然与人文的基本概念 ? 未来的

社会成员
,

可能会用一种全然不同的动漫化的眼睛
,

看待
、

衡量和鉴别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 …

就以庄子的故事
,

作为一个结尾
:

“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
,

栩栩然胡蝶也
。

自喻适志与 !

不知周也
。

俄然觉
,

则蓬蓬然周也
。

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 ?

胡蝶之梦为周与 ? 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
。

此之谓物化
。 ”

(于 长江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