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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喜羊羊暴力”案的出现,相关的舆论遍布网络和社会,很大一部分人将矛头指向动漫制作公司和播放机构,把动漫中的暴力内容

视为犯罪事件的源头。笔者认为大众对动漫中的暴力内容存在误解,并对一些概念缺乏专业的认识。在下文中,笔者将对动漫中暴力内容相关的

概念进行详细的解释和说明,并结合实际例子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关键词] 暴力；动漫中的暴力元素；暴力动漫 

 

在前几年,国内的知名动漫作品《喜羊羊与灰太狼》被认为是内容暴

力失度,语言粗俗,一时间不仅仅制作公司受到社会谴责,就连播出机构中

央电视台也被舆论扣上了只为收视率赚钱而对问题作品来者不拒,照单全

收的帽子。有评论者在文章中称人们已经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动漫中暴力内

容的影响,为了孩子,为了社会,为了职业操守,我们的动漫制作者应该坚

持正确的制作标准,努力创作出格调高雅,情感高尚,另观众喜闻乐见的艺

术精品。针对这样的评论,笔者认为发声者对动漫作品中的暴力内容有所

偏见,并且对动漫本身也缺乏专业性的认识。 

在《日本动漫影响力调查报告》一书中曾提到过,暴力、动漫中的暴

力元素和暴力动漫作品这三个概念的意义是不同的。如果不能够将它们区

分看待,那么只能是泛泛而谈。 

首先是“暴力”这个词,《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1)武力,强

制的力量；(2)特指国家的力量；维基百科的解释是：“基于故意侵害或故

意伤害他人的心理,而使用激烈且富有强制性力量之行为,包括有形物理

或无形心理。具体可分为‘直接暴力’、‘结构性暴力’、‘文化暴力’。直

接暴力即直接造成肉体或心理伤害的作为,其直接中断或限制人类的生

存、幸福,认同和自由。结构性暴力是由于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所形成权

利与资源分配的不平等而产生的隐性暴力。文化暴力也被理解为文化霸权,

是依靠对文化,教育,以及媒体上的控制,以规范是非对错。”从以上解释中

可以看出,在现实中,“暴力”是带有贬义与负面的,在法律上是不予以鼓

励的。 

其次是“动漫中的暴力元素”,是指动漫作品中所呈现的打斗、杀戮、

血腥、武器、强暴、伤害这样的暴力行为和画面,这些暴力元素在作品中

只是作为一种叙事道具或者叙事策略,而并不等于或者代表作品的主题思

想。尤其是在以动作作为叙事核心的动漫作品中,由于其特定的表现内容

决定了“暴力”存在的必然性。例如国内早期引进的日本动漫作品《圣斗

士星矢》中的“天马流星拳”,“庐山升龙霸”等等。 

后是“暴力动漫”作品,参考汪献平著的《暴力电影——表达与意

义》一书中对“暴力电影”的定义,可以理解为,即并非所有存在着暴力元

素的动漫作品都是暴力动漫,有些存在大量打斗场面的动漫只能算是热血

动漫,暴力动漫是以主人公的暴力行为直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这种暴

力行为与作品主题思想密切相连,重在体现暴力思想而非简单直接的暴力

行为。《死亡笔记》就是典型的暴力动漫作品,从头到尾以智斗为主,但内

容有推崇独裁性质“正义”的嫌疑,进一步说是有着暴力崇拜的嫌疑。 

“暴力动漫”作品虽然与现实中的“暴力”不是对等的,但是也不像

暴力元素那样仅仅作为一种叙事手法出现在作品当中。这样的作品,内容

复杂富有逻辑性,发人深思,适合有控制力和判断力的成年人观看,但不适

合未成年人,尤其是一些判断力不强,思维不完善的中小学生,很容易受到

作品中一些负面内容的误导或影响。笔者认为,由于当下国内还未对动漫

影视作品实行分级制度,所以未成年人在观看动漫作品时需要经过家长的

同意,或是在家人的陪同下观看。 

文章开头提到的两部作品只算是含有暴力元素的作品,而非“暴力动

漫”。暴力元素是在动漫作品中普遍存在的,如果说作品内容一旦涉及了暴

力元素便要遭到禁播和封杀的话,那恐怕几乎就没什么作品可以观看了,

就算是《机器猫》这样的作品,也会出现暴力元素,例如胖虎和小夫经常欺

负大雄,抢夺他的物品,做错事每次还理直气壮。这样的内容就像现实中的

校园霸凌一样。如果说“喜羊羊暴力”案逻辑是合理的话,即认为小孩子

在现实中作出暴力事件都是受动画片中暴力元素的影响,然后把一部分责

任推卸给动漫制作公司和播放机构,那么现实中的校园霸凌事件的犯罪者

也可以说是在模仿胖虎和小夫,然后间接把责任推卸给《机器猫》的制作

公司。如此看来这逻辑明显是不合理的,因为不止是日本动漫,国产的《葫

芦兄弟》,欧美的《猫和老鼠》中都会出现打的头破血流的场面,如果是按

开头评论中的标准,这些作品都不应该被搬上荧幕。但相反,这些动漫都是

国内少年儿童 为喜爱的经典作品。 

所以说,在看待动漫中的暴力内容时,绝不能想当然地把一些概念混

为一谈。现如今暴力元素已广泛地存在于动漫文本之中,如果说还只是从

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关注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影响来说明问题,而忽

视了对动漫作品本身的基本解读,那么显然是不具有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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