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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大观

看萌神皮卡丘看萌神皮卡丘
如何挑破世界文化的如何挑破世界文化的““次元壁次元壁””

海外交流

我老爸在微信里发了个搞

笑的脑筋急转弯视频。这个搞

笑视频的演绎者，正是二次元

粉们所熟知的日本电玩游戏《口

袋妖怪》里的“首席颜值担当”皮

卡丘，只不过这只皮卡丘“他”长

毛了。皮卡丘这个诞生于日本

任天堂公司的电玩宠物角色，

“他”23年来一直在世界各地到

处卖萌，已然成为了日本卡通文

化的重要代言者之一。这不，我

老爸也在不经意间遭受到了这

个萌物的“魅力侵袭”。

得益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

代日本动画人对于东西方通俗

文化元素持久的吸纳、融合以

及成功的类型化角色塑造所产

生的人气积累，日本卡通文化

开始向世界“溢出”。1975年一

部名为《UFO魔神古兰泰沙》的

电视动画片在法国电视台播

出，旋即引起轰动。

《UFO 魔神古兰泰沙》的平

均收视率达到75%，最高收视率

高达100%！这样的数据似有夸

张，但它是出自法国著名时尚

杂志《Paris、Match》在 1979 年 1
月 19日的期刊文章。文章刊载

了《UFO魔神古兰泰沙》收视率

创下 100% 的记录和相关周边

商品大为畅销的情形。由于事

态严峻，法国的媒体管理者将

其视为一种“危险的文化入

侵”，所以不得不对引进日本影

视作品作出限制，因为那段时

间法国的新闻都没人看了。而

这部《UFO魔神古兰泰沙》就是

有人驾驶机器人战斗类系列TV
动画的始祖。这是继十九世纪

中叶以来，日本文化以浮世绘

作品为代表给梵高、莫奈等法

国近代画坛翘楚强烈注入印象

派绘画艺术灵感之后，日本通

俗文化再度给法国公众带来的

第二次“文化冲击”！

时间来到二十世纪九十年

代，借由一位酷爱日本卡通的

西班牙出版商的热情介绍，改

编自连环漫画家鸟山鸣作品的

TV动画《七龙珠》，开始在西班

牙乃至全世界风靡了起来。脱

胎于中国《西游记》的故事框架，

却又有着德国工业设计特征的

《七龙珠》，着实让二次元粉们狠

狠地领略了一回东方魔幻加西

方科幻的新奇与刺激。稳健细

致的商业、文化交流与成熟自由

的艺术氛围，逐步催生出了无

障碍的艺术灵性和艺术表达功

力。“萌神”皮卡丘的出现正体

现了这种奇妙的能力。

1996年皮卡丘作为主人公

小智的宠物，出现在任天堂公

司开发的宠物养成游戏《口袋

妖怪》中。游戏一经推出就大

“火”了起来，《口袋妖怪》将日常

生活中的昆虫收集与宠物陪伴

的经历，巧妙地化作了一个个数

码时代里的奇幻冒险故事。游

戏中相伴成长的亲切氛围激发

了孩子们的极大兴趣。1997年

开播的《精灵宝可梦》动画更是

让皮卡丘和“他”的主人通过新

时代的多媒体渠道以及业已

“纯熟”的文化亲和力，真切而

生动地向世人展示了什么是

“萌即是正义、萌即是王道”的

艺术魅力。而在19年后的2016
年，基于增强现实技术的网络

《口袋妖怪》，靠智能手机户外

捕捉的打怪游戏，更让粉丝们

亲自体验了一把在现实景观中

成为精灵主人的新鲜滋味。当

然，这款《口袋妖怪》游戏也招致

了批评人士对其增大低头族诱

发交通事故概率的批评。而这

款户外互动捉怪游戏是否能像

它的设计者们最初设想的那样

“强力移除”宅男宅女们的宅家

“恶习”，如今也已成为了一个颇

为“深奥”的“玄学问题”。《口袋

妖怪》在俄罗斯等国更引发了对

于大规模“非法聚集”的担忧。

虽然这些国家的老顽童们未能

与境外的游戏粉丝们共享这份

欢愉，但这并不妨碍这些国家

的媒体与国外同行一起来推高

这款《口袋妖怪》游戏的话题

热度。

可以说，皮卡丘和《口袋妖

怪》的游戏、影视作品的成功推

广，无疑是娱乐产业与卡通文

化“共同积淀作用”的结果，它

也可视为在娱乐消费引导下的

一种文化氛围。比如，2019 年

上映的美国翻拍电影《大侦探

皮卡丘》中的那只三维立体带

毛的皮卡丘，就引发了一番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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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丘是否有“毛”的粉丝论战。

其实，长不长“毛”并不是皮卡

丘这一卡通概念的重点与核

心。皮卡丘和《口袋妖怪》所营

造的“文化氛围”的重点在于，

它将人们收集昆虫标本、收养

猫狗禽兽的宠物文化带入了虚

拟的电子空间，这就意味着《口

袋妖怪》的诞生是对旧有“实体

宠物情怀”的新演绎。它就如

同迪士尼将乡村庄园的生活氛

围通过幽默的米老鼠带入到了

卡通世界。毫无疑问，《口袋妖

怪》所营造的情趣氛围，可以被

视为是对即将到来的电子网络

时代的一种新的“文化响应”。

然而，光有“响应”还不够，想要

使“新的业态”能够持续不断地

吸纳稳定的粉丝数量，那就必

须依赖长期而可观的关注度。

那么，这关注度又从何而来呢？

这就要再来看一下之前皮卡丘

粉丝们对于皮卡丘是否有“毛”

的那番争论。请问，粉丝们何以

会争论得如此投入，显然是因为

双方都对皮卡丘抱有极深的形

象认可度，而这个“认可度”的共

通之处就是皮卡丘的“可爱”即

“萌”。说得“文艺”一点就是以

前有“一千个读者心中有着一千

个哈姆雷特”的说法，那么，对

于皮卡丘的粉丝来说，就是一

千个粉丝心中只有一个皮卡

丘，这就是那个“可爱的皮卡

丘”。至于，“他”有“毛”没“毛”

那只不过是“皮毛小事”罢了。

我们当然可以认为可爱的

皮卡丘是娱乐产业所塑造出来

的“消费氛围”，但皮卡丘的

“萌”能够成为具有魅力的“王

道符号”却并非是一件一蹴而

就的容易事。诚然，一个苦哈

哈的悲情人物只会使人敬而远

之，而一个性格转换过于剧烈

的小流氓也不具备广泛的传播

性和长久的受众认可度。但一

个小孩子喜欢的可爱形象大人

们又未必懂得“欣赏”。所以任

天堂的美术设计者们所需要的

就是一个能将男女老幼全部

“拿下”的“通吃角色”，那么，谁

能拥有如此的魔力呢？想来也

只有小猫小狗和兔子之类的软

萌形象了。这些形象可谓是

“老少皆宜”、“人畜无害”的“开

心果”。显然，皮卡丘这只竖着

长耳朵、长着闪电形状尾巴和

会放电的红色腮帮子，似兔非

兔的黄色雄性小怪物，自从

“他”受到人们关注的那一天

起，“他”就自带了“人见人爱”、

“我见犹怜”的超强“共情效

应”。没错，无论皮卡丘“他”是

个什么东西，人们首先看到的

必定是“他”的可爱。因为人人

都自带怜惜小动物的天然情

愫，因为不论大人小孩都需要

在宠物身上寄托一份值得留念

的生活经历。所以这位偶尔会

说句人话来惹人注目的萌神，

“他”在人们面前就很有人缘、

很吃得开了。如今皮卡丘为首

的《口袋妖怪》品牌形象的影响

力已然毋庸置疑。它已经和可

口可乐的红色商标、麦当劳的

金拱门一样拥有了全球通识性

的广泛认可度。它在全球网络

繁杂的信息平台上可以是妆容

各异的逗人形象与表情包，而

在欧美各大卡通嘉年华的狂欢

气氛中憨态可掬的《口袋妖怪》

们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当然，在严肃的公益场合

皮卡丘和《口袋妖怪》们的软萌

身影也不会缺席。在 2016年叙

利亚的小朋友就把《口袋妖怪》

当成了自身的形象代言者，向

全世界发出了关注叙利亚难民

问题的急切呼吁。

皮卡丘这只既让自己的主

人小智黯然失色，又让那个“和

平卫士”小次郎头疼不已的黄

澄澄小怪物，“他”如今已同自

己的伙伴们被任天堂这个电玩

界的老玩家打造成了市值达到

900亿美元的卡通萌神，这无疑

是当初皮卡丘的设计者们万万

没想到的。在这段万万没想到

的神奇历程中，既有美术家们

灌注了生活情趣的艺术灵感，

也有娱乐消费渠道的因地制

宜，最终皮卡丘们在向海外的

品牌经营者让度了许多利益的

同时，也使自身的形象得以深

入人心。可以说皮卡丘作为

《口袋妖怪》卡通形象的代表，

“他”在消除自身异域文化距离

感的同时，也让所谓“文化的认

同感”变得不再狭隘，更使得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中国

传统文化推销的“至理名言”大

受冲击。因为，除了二维作画

的质感和一部分角色的称谓，

你在皮卡丘们身上找不着多少

带有鲜明日本传统文化的特

征。皮卡丘“他”既可以是日本

游戏、动画中的萌宠，也可以是

美国电影里的那个顶着猎鹿帽

的小巧软萌的大侦探。当然，如

果中国的粉丝们喜欢，他们更可

以将皮卡丘视作一只从《山海

经》里跳出来的炸毛火兔。然

而，无论有着怎样的外在“皮

肤”，皮卡丘的“萌”仍是“他”始

终如一的最强“身份认证”。身

上不带有民族文化特质的皮卡

丘这一路走来，贩卖的仅是自

己的“憨态”和“灵气”。

23 年来，在皮卡丘的带领

下，《口袋妖怪》们挑破了一个

又一个世界文化的次元壁。小

怪兽们凭借自己“诱人的身姿”

于全新的文化纬度辛勤演绎了

一段“山川异域，风月无边”的

可爱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