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 市 中 的 “动 物 庄 园 ” #
—— 系列动画《马 男 波 杰 克 》 中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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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系列 动 画 《马 男 波 杰 克 》 以 马 男 波 杰 克 为 核 心 ， 塑 造 了 近 百 种 动 物 角 色 ， 戏 仿 式 地 建 构 了 一 座 都 市  

中 的 “动 物 庄 园 ”。 通 过 丰 富 的 动 物 叙 事 ， 该 剧 表 达 了 意 指 丰 富 的 隐 喻 ， 具 体 包 括 ：其 一 ， 形 象 隐 喻 物 ” 

中 有 我 ， 我 中 有 “物 ”；其 二 ， 修 辞 隐 喻 ：无 意 义 是 一 种 有 意 义 的 存 在 ， 意 义 在 文 字 游 戏 般 的 黑 色 幽 默 中 被  

消 解 ；其 三 ， 文 化 隐 喻 ：符 号 化 地 诠 释 出 当 代 青 年 亚 文 化 的 基 本 内 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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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莱考夫等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中 指 出 ： 

“隐喻的本质就是通过另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当前的事 

物 。”（1)就本质而言，动画亦可被视为一种隐喻，是一种 

意指叙事系统，即通过游戏性的模仿与想象，表达充满 

意指意味的内涵。（2>在发展日渐成熟的美国成人化系列 

动 画 里 ，隐喻色彩格外浓厚，其 中 具 有 “收视黑马”之 

称 的 《马男波杰克》更是以其脑洞大开的动物叙事，构 

建了一个无处可见(存于艺术想象 I 却 又无处不在(没入现 

实）的 “动物庄园”。该 剧 在 荣 获 2 0 1 6 年美国电视评论家 

选 择 奖 “最 佳 动 画 剧 集 ”、2 0 1 8 年 美 国 编 剧 工 会 奖 “电 

视剧类最佳动画剧集剧本”（单 集 “时 间 之 箭 ”）的 同 时 ， 

亦引得学界为之侧目。

一 、《马 男 波 杰 克 》 中 的 动 物 叙 事

自 2 0 1 4 年 8 月 在 N e t f i i x 视 频 网 站 开 播 以 来 ，《马 

男波杰克》的人气指数一直高涨，该 剧 “12017年 底 )第 二 、 

三季在烂番茄的新鲜度均为1 0 0 % ,在 M e t a c r i t i c 网站上 

的 评 分 分 別 为 9 0 和 89” ，w 无疑也是近些年我国视频 

网站上爆出的一颗新星。虽然大陆地区主要由A c F u n 与 

B i l i b i l i两 家 视 频 网 站 播 出 ，但在 年 轻 群 体 中 口 碑 良 好 ， 

并获得不俗的 粉 丝 拥 趸 。* 2 3 （4)《马 男 波杰克》 的典型风格 

在于其匠心独运的动物叙事，即以主人公波杰克为核心， 

勾 勒 出 一 个 “动物化”的人类世界，描 绘 了 “人”与 “物 ” 

相交融、对话与冲突的影像奇观。

该剧中除人类角色以外，动物角色非常丰富，囊括 

动物界的大多数族群种类。最有代表性的如:⑴哺乳动物。 

马 (波杰克)、波 斯 猫 I卡洛琳公主)、狗丨花生酱先生)、海 

豹 （退伍兵尼尔丨、浣 熊 （流 浪 汉 、罪 犯) 等 。⑵ 禽 类 。猫 

头 鹰 (旺 达 )、母鸡(八卦女性)、鹈鹕(厨师)、火 烈 鸟(游客)、 

鹦鹉(片场人员）等 。⑶ 鱼 类 。鱿 鱼 (服务生)、章 鱼 （电视 

台职员)、鲇 鱼 (导 演 )、鲨 鱼 （电视台职员)、大嘴鲈鱼(病 

人 ，嘴上挂着鱼钩丨等。⑷ 爬 行 动 物 。 乌 龟 (莱 尼 •龟泰 

伯)、蜥 蜴 （人室抢夺者丨等。（5 ) 昆虫。螳螂(被拘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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蜗牛(鞋店职员丨、苍 蝇 (波杰克老家邻居丨等。经过统计， 

前四季一共出现近一百种动物。通过考察种类与数量的 

分 配 ，不难发现剧中动物角色的特点，目卩，以人类生活 

圈为中心，以常见的动物种类为主要角色，造型具有装 

饰 性 ，少数角色多次以不同身份出现，共同遵守普适性 

的社会规范。

剧中动物角色尽管如常人般生存，但仍保持自然生 

活习性。比如花生酱先生(拉布拉多犬) 兴奋时打开窗户 

伸出舌头喘气，爱被挠 痒 痒 ，睡觉时蜷成一团，常渴望 

被 带 去 公 园 （暗示遛狗丨，粉 红 猫 卡 洛 琳 公 主 牙 齿 锋 利 ， 

桌前摆件是一个小型猫爪柱等。其 次 ，动物角色的能力、 

特 长 等 肉 j板化丨自然特征与其(职业) 社会属性巧妙贴合。 

比 如 ，卡洛琳 公 主 ，作为波杰克的经纪人，她精明能干 

且 有 着 猫 咪 的 机 敏 ；企鹅出版集团的编辑就是一只戴眼 

镜 的 企 鹅 ，笨 拙 而 古 板 ；奶牛服 务 员 ，直接从胸部挤出 

牛 奶 给 客 人 享 用 ；意 图 进 行 曝 光 敲 诈 计 划 的 暗 黑 记 者 ， 

是 喋 喋 不 休 的 鸟 类 ，探长狗探案时，像警大一样俯身寻 

找 线 索 ；音乐剧审査 人 是 一 只 吐 信 子 的 蛇 ，阴 险 狡 诈 5 

餐厅厨师是一只大嘴鹈鹕，建筑工人是一群工蜂，警察 

是大黑熊、鬣狗等。

此 外 ，剧中出现的画与雕塑等全被同步替换成动物。 

波 杰 克 家 的 马 头 画 像 向 安 迪 • 沃 霍 尔 的 梦 露 组 像 致 敬 ， 

一张游泳的画作在戏仿大卫•霍克尼的“游泳池”系列。 

花 生 酱 先 生 家 里 挂 着 “马 蒂 斯 的 《舞蹈》”，画中五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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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分别被替换成猫(隐射卡洛琳)、马丨隐射波杰克)、人(隐 

射戴安)，以及一只羊与鸟，墙上一幅黑白小鸡照片灵感 

来自摄影师戴安•阿勃丝的作品(《两个女孩》）> 萨拉•琳 

卧室的画取材于前拉斐尔派米莱斯的油画《奥菲利娅》， 

脸部被换成萨拉•琳 > 花生酱先生上滑雪课时，黑板上 

有幅粉笔画来自达芬奇的《维特鲁威人》，脸部被换成蜘 

蛛 1隐射滑雪老师）> 鲇 鱼 导 演 家 餐 厅 里 挂 着 一 幅 “马奈 

的 《奥林匹亚》”，主 角 被 换 成 了 一 条 大 鲨 鱼 ，大象餐厅 

里 挂 着 “波 提 切 利 的 《维纳斯的诞生》”，维纳斯被替换 

成一头性感裸露的母象。

在 《马男波杰克》 中，人 与 物 的 “对话”显然超越 

了 物 理 空 间 （上天入地）与族群类别(飞禽走兽)的区隔疏 

离。从自然外形到生活习性再到社会属性，全方位的联 

动叙事让所有动物角色都成为一种被明确赋值的意义媒 

介 ，具 有 “社会生态学”视角下的符号性功能。众 多 “物 

形 人 ”与 “人形人”构成一个平权的话语世界，在巴迪 

欧 所 说 的 “无调世界” 中写就了一个真实的所在。正如 

福原泰平所指出，“我为了成为真正的自己而必须舍弃自 

己本身，穿上他者的衣装”。（5)

二 、隐 喻 视 域 下 的 都 市 “动 物 庄 园 ”

卡 西 尔 《人论》中 将 人 定 义 为 “符号的动物”，人类 

善于通过符号来实现沟通。据 此 ，《马男波杰克》 中的动 

物叙事本质就是一种戏仿化的艺术符号，游戏性地构建 

了一个充满隐喻的世界。对于隐喻，尼采认为，“形成隐 

喻的冲动是人类的根本冲动” “隐喻把刺激和回忆形象联 

在 一起……结果是相似性的发现和激活。被重复的刺激 

在回忆形象中再次发生”。<6)隐喻是艺术解释生活的重 

要 中介，正是隐喻让动画变成了揭示本质与真相的寓言。 

《马男波杰克》中对现实的隐喻，则可从以下层面展开分 

析 。

其 一 ，形 象 隐 喻 ：“物 ” 中有我，我 中 有 “物 ”。翻 

开世界美术史，从 《荷马史诗》 中起就有诸多违背自然 

规律的人兽角色，比如人面鸟身的海妖塞壬、满头毒蛇 

的美杜莎、人面狮身的斯芬克斯、牛首人身的米诺陶等， 

多 以 “人面兽心”的负面角色为主，表达人们对某些未 

知 世 界 的 恐 惧 与 想 象 ，到了帕伦蒂诺、博斯等人的同名 

画 作 《圣安东尼的诱惑》，则凸显出梦魇式世界中人兽杂 

交的黑暗与罪恶。与之相比，《马男波杰克》中人兽共生 

的和谐场景，可谓生动自然地勾勒了一幅现代都市的众 

生百态。如果说传统观念里的人兽叙事主要表现为人与 

某种外在力量的较量，那 么 《马男波杰克》 中 ，则更多 

注重表现为人与自身的角力：人性(我)与兽性丨物)的博弈， 

理性与感性的抗衡，而这些矛盾最为集中地体现在主角 

马男波杰克身上。提 及 人 马 合 一 的 “人兽”造 型 ，我国 

民间有冥界的勾魂使者马面、蚕 神 马 头 娘 等 传 说 ；西方

自古希腊神话时起，亦已载录人马族故事，C .S . 刘易斯 

的 魔 幻 小 说 《纳 尼 亚 传 奇 》（1951— 1956)则 沿 用 了 “马 

人 ” 角色，《马男波杰克》 中，“马人”第一次成为领衔 

主 角 。作 为 好 莱 坞 “过 气 ” 明星，波杰克放荡不羁，劣 

迹 斑 斑 ，有着酒桶一样大饭量之同时，还有着马一样强 

壮 的 生 理 (性 )能 力 。在其内心，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相 

互 交 织 ，道德悔罪与野性放荡彼此牵泮，孤独抑郁与积 

极亢奋的两部分自我离心撕扯,渴望自由的“物”之 “我” 

与 追 求 他 人 认 可 的 “我 ”之 “物 ”不停冲撞—— 最终留 

下一个破碎不堪的“自我”。“每个人都存在于他者的存在” 

(拉康语)，（7)为成为自己，每个人都追求外在的镜像认同。 

如 若 说 波 杰 克 是 “(动 )物 ”与 “人 ”的 共 存 ，对于波杰 

克的拥趸，就 表 现 为 “波杰克”长在了 “我”身上。

其二，修辞隐喻:意义在黑色幽默中被质疑与被消解。 

作为一部有鲜明邪典印记的成人动画，《马男波杰克》显 

然偏离了老少咸宜的主流轨道，不仅塑造出反传统的灰 

色主角波杰克，还通过无厘头的语言修辞，解构了娱乐 

圈的光鲜亮丽，质疑了权威与神圣，彰显出后现代立场 

的叛逆与不羁。比 如 ：⑴ 运 用 谐 音 ，制造双关的滑稽效 

果 。剧 中 剧 《胡闹的小马》 中，波 杰 克 听 到 一 句 “h a y ”， 

谐 音 “干草”，瞬间便被吸引了对食物的注意力；花生酱 

先 生 在 机 场 接 戴 安 时 举 了 牌 子 “h o n e y  (亲爱的)”，却招 

来了一个红衣女士 (棕熊)，无厘头地暗合了熊爱吃蜂蜜的 

“梗 ”，卡洛琳公主与乌鸦卡梅伦谈话时，用 “c a w ”（乌 

鸦叫）来 谐 趣 “c a l l”（打电话)。这些谐音的使用戏谑了约 

定俗成的角色之人性，唤起角色动物本性的双关，別具 

笑 点 。⑵ 解 构 固 有 表 达 ，戏谑人或物之伪装的神圣。比 

如 ，用导演大蝴蛛Q u e n t in  T a r a n t u l i n o 来 戏 指 Q u e n t in  

T a r a n t in o  (昆 汀 .塔 伦 提 诺 )、P a r r o tm o u n t (“萝卜山”工 

作 室 )意 在 戏 仿 P a r a m o u n t  (派拉蒙影业)、“人民选择奖” 

变成了 “动物选择奖” （A n im a l  C h o ic e  A w a r d s )、陶德 

把 “c o u r t”（法院) 理 解 为 “fo o d  c o u r t”（美 食 城 )等 。（3 j 

借用无意义的语言交流以消解意义。比如波杰克、萨拉•琳 

与 陶 德 曾 围 绕 胡 医 生 “D r  H u ”与 经 典 角 色 “D r  W h o ” 

的关系饶舌纠结，不但未得出任何有价值的结论，还白 

白消耗了时间与精力，无意义的语言碎片活脱注脚了德 

里 达 所 说 的 “延异”。颇具后现代气息的文字游戏，符号 

化地雕刻出剧中角色的个性化特征，也反思了意义本身， 

即 ，寻求意义是有意义的吗？若生活本身无意义，那我 

为 什 么 要 “在自己的欲望上让步”？听闻萨拉•琳的死讯，

(51[日 ]福 原 泰 平 《拉 康 —— 镜 像 阶 段 》, 王 小 峰 . 李 濯 凡 i f , 石 家 庄 ：河 

北 教 育 出 版 社 2 0 0 2 年 版 ，第 4 6 页 ，

丨61[德 ]尼 采 《哲 学 与 真 理 —— 尼 采 1872— 1 8 7 6 年 笔 记 选 》，田 立 年 译 ，上 海 ： 

上 海 社 会 科 学 院 出 版 社 1 9 9 3 年 版 ，第 76 . 1 1 2 页 。

(71【英 ] 肖 恩 ' * 默 《导 读 拉 康 》，李 新 雨 译 ，重 庆 ■ .重 庆 大 学 出 版 社 2014 

年 版 ，第 3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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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杰克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坠入了谷底。 由此，该剧的隐 

喻层次亦被延展至文化层面，并 以 玩 世 不 恭 的 姿 态 “向 

我们显示了我们内在生活的形式”。（8>

其 三 ，文 化 隐 喻 ：符号化地诠释出当代青年亚文化 

的基本内涵。 自热播以来，《马男波杰克》就 被 纳 人 以 “丧 

文化”为核心的青年亚文化光谱中 I事实上波杰克已不是 

青年)。何 谓 “丧”？ “丧”的本义是丧失，所 谓 “小确丧” 

或 “丧文化”，其内涵指向丰富的去主流化意义空间：譬 

如习得性无助、防御式自嘲与反讽等。关于“习得性无助”， 

有 学 者 指 出 这 是 一 种 “自我挫败思维”，主 要 体 现 为 “低 

成就动机”“低自我概念” “消极定势”与 “低自我效能”。（9) 

考察波杰克的思维、独白与行为，其 的 确 是 “习得性无助” 

的生动注脚:他随波逐流,成就动机几乎不如“废柴”陶德； 

他常反省自我，却对自我缺少清醒的认知，不是自负就 

是自卑，从他对戴安代写的自传中即可看出，他对自己 

有 着 或 故 意 或 无 意 的 误 读 ；他常冷眼观世，对演艺事业 

并不积极，工作态度远不 如 情 敌 花 生 酱 先 生 ，对自己工 

作能力的评估与判断也缺少客观了解，甚至不及卡洛琳。 

波杰克所享受的是逃避式孤独与防御式自嘲，他一次次 

驾车驶离洛杉矶，不仅为了逃避挫折或困境(比 如 未 获 “奥 

斯 卡 ”提名)，更是为了逃避生活本身，逃避现实中破碎 

的自己。在一次次与戴安、陶德等的争辩中，波杰克的 

防御式自嘲却常常变成尖刀一般插入对方的心脏。波杰 

克身上，折射出的是某种时代性与群体性(尤其青年亚文 

化群体）的 社 会 心 理 ：对抗与反叛。他反叛父权制的家庭 

关 系 ，安 慰 戴 安 “家就是一个臭水坑，有机会的时候应 

该走出这个水坑”；他反叛所处的社会阶层，作为平民子 

弟成功逆并袭打破阶层固化后，却以出格的言行表达出 

对以好莱坞为中心的上层名流社会的嘲讽与解构（1()), 他 

甚至质疑生命本身，“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生来就有裂缝， 

我一开始做什么好事，它就会慢慢地从我身边漏出，直 

到最后一点不剩。而且漏出去的再也找不回了，一切都 

太晚了。生活就是到处碰壁，对吗？ ”波杰克身上 ， 一  

直流淌着纪伯伦的那句诗：“一个人有两个我，一个在黑 

暗中醒着，一个在光明中睡着。”（《沙与沫》）

综而言之，不论是形象隐喻、修辞隐喻还是文化隐 

喻 ，都建立于动画意指性的戏仿本质。正因为该剧与现 

实世界的某种相似性与隐喻内涵的丰富性，才会在不经 

意中刺激受众透过形 式 表 层 产 生 更 为 深 刻 的 反 观 认 知 ， 

恰 如 毕 加索所指出：“艺术是一个谎言，它 (却 1令你认识 

真实。”* （11)

三 、隐 喻 之 背 后

自 温 瑟 • 麦 凯 《恐龙葛蒂》起 ，诸多美国动画师与 

动 画 公 司 （工作室1保持着对塑造动物角色的热爱，一部 

美国动画史甚至可以被看作是一部动物叙事演进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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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而言，早期美国动画着重强调动物角色的动物本相与 

自然属性，叙事常以呈现动物世界的运动性、趣味性与 

杂耍性为核心，比 如 众 所 周 知 的 《猫和老鼠》《兔八哥》 

等 就 是 其 中 经 典 之 作 > 2 1 世纪以来，诸多动画片中的动 

物叙事主要彰显出符号化的象征意味，对人类社会的形 

象指称远超过对动物世界的本相化描述。（|2)尤其值得指 

出的是，以 《雄猫弗利茨》（1971)为里程碑，通过动物叙 

事来实现隐喻功能的成人化动画题材日渐丰富，比 如 《疯 

狂动物城》《纽约屁民》《马男波杰克》《我们裸熊》与 《脆 

莓公园》等。

相较而言，《马男波杰克》 中的动物叙事效果之所以 

别具一格，其 特 色 至 少 表 现 在 以 下 方 面 ：之 一 ，叙事打 

破了人与动物的自然生态区隔，在 去 “人类中心论”之 

同 时 客 观 彰 显 了 “动物生态中心论” ，之 二 ，在被扩大化 

的叙事空间中，通过人与动物的习性差异制造包袱，增 

加 叙 事 趣 味 ；之三，剧中动物角色无论是否呈现自然习性， 

都 是 作 为 “人”存在(除了肉鸡等)。剧中动物与社会人的 

思维意识、判断能力及道德观念等并无二致，类 比 于 《恶 

搞之家》 中爱喝香槟的布莱恩，与其说它是一条狗，不 

如 说 更 像 参 加角色扮演活动的个性演员；之 四 ，既然动 

物 角 色 的 精 神 本 质 是 “人”，外在形象造型不过是一种图 

像 标识，那 么 ，结合情景喜剧的特点，其丰富的内心世 

界往往是叙事的重点。可以发现，相比乔治•奧威尔的《动 

物庄园》 旨 在 隐 喻 “反乌托邦”的思想与外向性的社会 

制度性反思，披 着 动 画 外 衣 的 “城市寓言”《马男波杰克》 

更加着眼于都市个体精神世界的内向性剖析。正是延续 

了 《辛普森一家》《南方公园》以来借嬉笑怒骂或自嘲或 

喻世的创作传统，以时而忧伤得颓废、时而积极得亢奋 

的矛盾性精神在成人动画界独树一帜，《马男波杰克》成 

为了新世纪以来青年亚文化的“邪典”符号。

至此引出一个问题，对于波杰克这样一个既颓废又 

清 醒 、既感性又理性、既 狂 躁 又 冷 静 .既 治 愈 又 致 郁 的  

虚拟角色，观众们为何如此深情以待？也许剧中说得对， 

“人们喜欢不完美的波杰克，因为每个人都能从波杰克身 

上或多或少看到自己的影子”。隐喻的外衣之下，人们看 

到的常是自己想要看到的，而不是真相本身。

(徐坤，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20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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