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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成人化电视动画中的暴力文化
徐　 坤

摘　 要： 美国成人化电视动画中充斥着暴力文化， 但也呈现出 “间离而即视， 幻象却真实” 的暴力美

学特征。 美国成人化电视动画中暴力文化存在并流行的原因包括： 对动画观念及其功能的多元认知， 电视

产业自身发展及其对商业利润的追逐， 审查制度适当的保障作用与监督功能等多种因素， 为各种暴力 （包
括色情） 内容的电视动画节目提供了多元化共生的基础。

关键词： 美国； 成人化； 电视动画； 暴力文化

作者简介： 徐坤， 女， 副教授， 文艺学博士。 （华东师范大学　 传播学院， 上海， ２００２４１）
中图分类号： Ｊ９５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８－６５５２ （２０１７） ０５－００９１－０７

追溯美国影视艺术的早期发展历史， 从电影先驱阿尔弗雷德·克拉克导演的 《苏格兰女王行刑实

录》 （１８９５）， 到米老鼠成名的第一部作品 《威利号汽船》 与正片 《打群架》 的绑定播映 （１９２８）， 再

到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电视动画 《十字军兔子》 （１９４９） 的诞生， 其中一些暴力性隐示语的巧合似乎在

冥冥中昭示了美国动画影视与暴力元素之间的内在渊源。
本文所言之 “暴力”， 侧重于齐泽克所说的 “主观暴力”， 亦即 “由清晰可辨的行动者所展现出的

暴力。” 与真人影片中的高度仿真性 （真实性） 暴力形式与暴力内容相比， 美国传统 （电视） 动画片

中的暴力表达与一般真人影片中的暴力表达有所区别。 以迪斯尼为代表的主流动画片常有意采取 “回

避”、 “淡化”、 “喜剧化” 等方式来处理暴力刺激，［１］剧中很少会用具有强烈刺激性的画面来叙事表达。
然而， 随着动画类型的逐渐丰富与故事题材的多元化发展，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的美国成人化电视动

画 （节目） 中， 暴力元素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艺术表达也越来越直接大胆， 形式上的 “间离性” 与

内容上的 “写实性” 彼此交融， 在呈现出独特美学风格的同时， 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影视文化形态。

一、 美国成人化电视动画中的暴力内容

本文所聚焦的 “成人化” 电视动画， 主要指 ＰＧ－１４ 级以上的电视动画作品，① 内容以成人化群体

（包括 １５ 岁以上的大龄少年） 的日常生活为主， 其中有相对大量的 （血腥） 暴力、 色情、 裸露、 不雅

语 （性暗示） 等场面， 剧作形式上则多采用注重语辞对话的情景动画形式。
考察美国成人化电视动画的历史发展渊源， 大概要上溯到 １９２８ 年默片 《哈顿的地下宝藏》 的出

现， 该动画以其赤裸的性爱场面成为美国历史上目前所知最早的成人 （色情） 动画。② 其后， １９３２ 年

弗莱舍尔工作室创作的动画片 《竹岛》， 亦曾因其主角 “甜心贝蒂” 穿得过于风凉 （裸露） 受到警告。
虽然早期美国主流动画 （以迪斯尼为代表） 是以成人 （或家长） 的监督与指导为背景的儿童动画类型，
但当其逐渐发展出以成人化群体为主要受众的动画类型时， 不仅传统动画的主题内容被颠覆， 约定俗

成的大众审美禁忌也一再被打破。 １９９７ 年， 卡通网络播映 《热辣城市》 （ Ｓｐｉｃｙ Ｃｉｔｙ）， 该剧被认为是第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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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严格意义上为成人定制的电视系列动画 （如 《辛普森一家》 等剧的内容皆是老少咸宜）， 紧随其后

播出的 《南方公园》 更是将 “成人”、 “暴力” 等话题发酵升华到极致。 细致剖析美国成人化电视动画

的整体发展状况， 其中关涉的暴力内容至少包括以下四个主要方面。
　 　 （一） 伦理暴力

美国政治学家伯纳德·科恩曾指出， “世界对不同的人将会呈现不同的面貌， 这取决于他们所阅读

的报纸的作者、 编辑以及出版商为他们描绘的图景”。［２］ 很显然， 作为大众媒介的电视同样也扮演了这

一议程设置角色。 以 《脆莓公园》 等为代表的 “偏激性” 成人动画， 即通过电视媒体描绘了一个充满

隐私暴露、 伦理关系错乱、 甚至直接表达歧视态度的 “后儿童化” 动画世界。 其一， 直接关涉种族歧

视， 比如 《脆莓公园》 中时不时借小熊莫洛伊 （Ｍａｌｌｏｙ） 的口吻表达出对黑人群体 （森林警察邓泽尔

即是黑人） 的嘲弄性歧视与讽刺； 《南方公园》 则常借具有纳粹倾向、 喜爱人身攻击的卡特曼

（Ｃａｒｔｍａｎ） 之口， 攻击凯尔 （Ｋｙｌｅ） 的犹太人血统与身份。 其二， 热衷于描述具有乱伦嫌疑的性关系搭

配， 比如 《脆莓公园》 中的森林警察邓泽尔 （Ｄｅｎｚｅｌ） 就嗜好与上了年纪的老年女性约会纠缠， 而被

视为 “动物强奸犯” 的鲍比 （Ｂｏｂｂｙ） 则喜欢同动物发生性行为， 曾以巧克力为诱饵， 引诱了小熊莫洛

伊。 同样的桥段， 在 《飞出个未来》 中也有出现， 快递员弗莱就曾与自己的祖母发生乱伦行为， 成为

了自己的祖父。 这些具有颠覆意味的亲热画面与剧情设计无疑对正常社会的恋爱婚姻标准、 伦理道德

观念提出尖锐的挑衅与颠覆， 让饱受正统伦理教育的观众在观看后不得不正视社会众生 （尤其边缘人

物） 复杂而真实的生存状态。
（二） 色情暴力

“性”、 “同性恋” 等关键词在美国成人化电视动画 （节目） 里， 是极为常见的内容桥段、 画面点

缀以及修辞佐料。 比如 《美国老爹》 《恶搞之家》 中偶有裸体镜头 （但对性器官有适当遮挡或淡化处

理） 出现， 而俨然以反叛者姿态亮相的 《南方公园》 不仅公开讨论 “性” 话题 （如为同性恋的合法性

展开科学性的辩护）， 而且还常常以学校黑人大厨 （Ｃｈｅｆ） 等角色为中心， 描述他们对性的狂热兴趣。
随着成人化电视节目的进一步发展成熟， ２１ 世纪以来， 不少美国成人电视动画创作甚至索性掀开

半遮半掩的遮羞布， 表达更加直接暴露， 比如 《卡通明星大乱斗》 （喜剧中心出品， ２００４） 中， 八个超

级动画明星被汇集在一起， 谈论各种成人世界的话题， 情色内容几乎都是重要焦点， 该剧中甚至还直

接出现两名女主角弗克茜 （Ｆｏｘｘｙ） 与仙德尔 （Ｘａｎｄｉｒ） 的同性接吻画面。 尤其是 《脆莓公园》 （喜剧

中心出品， ２０１２） 中情色镜头时常扑面而来， 画面十分直白； 该剧中的同性恋女警康尼 （Ｃｏｎｎｉｅ） 一角

的设计亦充满性暗示， 她不仅擅长用舌头开锁， 而且每当精神兴奋时， 其原始动物性的一面就会被极

度夸张放大。
（三） 打斗暴力

“武术”、 “血腥打斗”、 “枪击” 等是美国成人电影中常见的暴力符号形式， 这种一般被传统迪斯

尼动画所拒绝的暴力元素在不少成人化动画中却得到淋漓尽致地演绎。 比如 《南方公园》 中， 曾有一

集描述家长为表达对电视台播放不健康动画节目的抗议， 组成弹弓武器发动人弹攻击， 自杀式的人体

肉弹撞在建筑物高墙上， 留下血迹斑斑的画面； 又如该剧中有一集对电影 《角斗士》 的戏仿， 肯尼被

对方直接从头顶一剑刺死。 此外， 肯尼在剧中还被暴力致死过很多回， 甚至曾遭受被放进微波炉炙烤

等等极端刺激的暴力伤害 （不过往往下一集依然活着）。 在 《克利夫兰秀》 中， 克利夫兰为了抗议感恩

节吃火鸡， 开枪打中一个火鸡猎杀者的脑袋， 并在其血淋淋的伤口上插上抗议的牌子。 在 《恶搞之家》
中， 一个在海边游玩的女性被一头大熊活活吃掉了脑袋， 剩下鲜血四溅的残肢。 在黏土动画 《名人大

乱斗》 中， 暴力表达更加升级， 每集几乎都由两个名人在摔跤场上进行力量角逐攻击， 身体通常受到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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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伤害、 变形、 反复击打等等。 如果说这些暴力行为在 《名人大乱斗》 中还配合激烈的台词进行暴

力叙事， 那么在 《欢乐树朋友们》 《血腥猴子》 等剧中， 暴力本身则成为了主要内容， 施虐的叠加与血

腥的铺陈让观众直视了各种非正常死亡的惨烈现场。
（四） 语言暴力

语言暴力也是美国成人影像艺术中最典型的符号性表征， 考察美国成人化情景电视动画， 其中最

直接可感知的是大量 “脏话” 的运用。 在此， 澳大利亚语言学家露丝·韦津利 （Ｒｕｔｈ Ｗａｊｎｒｙｂ） 的相关

研究值得我们参考， 她从语用功能层面将 “脏话” 分为了三种类型： 清涤型 （Ｃａｔｈａｒｓｉｓ） 、 恶言型 （Ａｇ⁃
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侵略型）、 社交关联型 （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具体包括： 其一， “清涤咒骂” （无具体对象），
主要通过咒骂来清除内心中的恶毒或愤怒等， 比如 《南方公园》， 问题少年卡特曼曾以自己犯了 “抽动

秽语综合症” 为由， 肆无忌惮地在家里、 商场、 学校、 教室等各个场合大量说脏话， 说完觉得心情非

常舒畅痛快。 与卡特曼一样， 《脆莓公园》 中小熊莫洛伊也是十足的脏话爱好者， 脑子不指挥嘴巴， 从

而为自己打造了一张 “毒舌” 的标签。 其二， “恶言咒骂” （明确攻击）， 有明确的咒骂目标与实指的

咒骂目的， 比如 《名人大乱斗》， 该剧的看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暴力血腥的身体厮打与互相揭短的辱

骂性语言争斗， 当街头的混斗吵架场景被舞台上的各路明星、 时尚名流重复演绎， 现实世界与动画视

觉幻象世界之间的距离也因此被模糊。 其三， “社交咒骂” （非意指性）， 即用非实质性的咒骂性语言来

强调社交情绪的欣喜， 这在 《恶搞之家》 《脆莓公园》 等中均偶有出现 （比如熟人见面打招呼时）。［３］

这些 “咒骂性” 脏话的大量使用， 制造了一种语言的暴力游戏， 亦因其成人经验性而成为成人动画中

不可或缺的话语符号。

二、 美国成人化电视动画中的暴力美学

致力于促进孩子与家庭生活的非盈利性机构 “常识媒体”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ｅｎｓｅ Ｍｅｄｉａ） 曾针对 《南方公

园》 的社会舆论进行测评， 在根据 １１５ 位父母与教育者的评论作以统计分析后发现， “８２％的认为 （该
剧） 存在语言问题， ８０％的认为 （该剧） 涉性部分有问题， ７１％的认为 （该剧） 存在暴力问题， ６３％
的认为 （该剧） 太多内容涉及酗酒、 毒品与抽烟。”① 但与之相矛盾的是， 既然以 “屎”、 “尿”、 “屁”
等 “厕所文化” 著称的 《南方公园》 中充斥着 “暴力问题”， 那为何该剧至今仍在播出， 还得到不少

拥趸的追捧与宣传， 并获得各种奖项呢？② 这些评委们、 粉丝们到底喜欢 《南方公园》 （以及其他饱含

暴力性内容的成人化电视剧） 中的什么呢？
美国著名媒介伦理学教授克利福德·Ｇ·克里斯琴斯等在其著作中高调指出： “在 《南方公园》 的

世界里， 启蒙运动始终如影随形。” ［４］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以 《南方公园》 为代表的成人化电视

动画剧作在暴力的外衣下其思想内容层面呈现出的客观意义与功能， 当充满攻击性与刺激性的暴力内

容披上区别于真实影像的动画长袍， 从角色设置到语言符号、 类型风格等层面合成了一种强烈的仪式

感， 其在描绘出了成人世界生态复杂性的同时， 亦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美学风貌： 间离而即视， 幻象却

真实， 荒诞内有反思， 悖反中见本质。 具体而言， 至少可从以下层面展开分析。
（一） “萌萌哒” 角色形象： 描绘了可爱外衣遮蔽下表里剥离的复杂人性

与真人影视相比， 美国成人化电视动画中的暴力内容常借助于非常 “卡通化” 的卡通 （尤其是动

物） 形象来呈现， 角色的 “卡通化” 特征越凸显， 其外表 （萌、 可爱） 与内在 （暴力、 血腥） 的距离

３９

①

②

［美］ Ｍａｒｊｏｒｉｅ Ｋａｓｅ． Ｓｏｕｔｈ Ｐａｒｋ， Ｃｏｍｍｏｎ Ｓｅｎｓｅ Ｍｅｄｉａ ［ ＥＢ ／ ＯＬ］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ｏｍｍｏｎｓｅｎｓｅｍ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ｔｖ － ｒｅｖｉｅｗｓ ／ ｓｏｕｔｈ －
ｐａｒｋ 需要说明， 这是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查阅的结论， 随着更多的家长投票， 相关数字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比如多次获得电视艾美奖， 并在 ２００５ 年英国第四频道评选 “１００ 部最好的卡通片” 活动中荣获季军，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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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越大， 不但在形式上呈现出具有强烈对比、 悖反与荒谬意味的 “失距” 之美， 而且在内涵上构建了

丰富的意指性空间， 形成了独特的动画暴力美学。 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当属 《欢乐树的朋友们》，
这是一部具有鲜明 “邪典化” （Ｃｕｌｔ） 色彩的剧作， 全部 “人物” 都是被描绘得极其卡通、 极其可爱的

Ｑ 版动物， 一共有 ２６ 个基本角色， 全剧没有对话 （仅有伴随情绪的感叹声）， 每集都是从极其寻常平

凡的生活片段开始， 剧情逐步升华， 一般以血腥的屠杀或惨烈的死亡场景结束， 最后屏幕上会出现简

短的警示 （提示） 语。 当看到憨厚笨拙的麋鹿 “大傻鹿” （Ｌｕｍｐｙ） 扛起锤子杀人， 外表可爱乖巧的臭

鼬 “小喇叭花” （Ｐｅｔｕｎｉａ） 用土豆片自杀以及贪吃的松鼠 “甘党” （Ｎｕｔｔｙ） 甚至吃掉别人 （食蚁兽 Ｓｎｉｆ⁃
ｆｌｅｓ） 胳膊的时候， 这些场景既嘲弄了人们昔日对于 “萌” 或者 “可爱” 的表面而肤浅的认知， 也唤起

了观众对人性之复杂的深入体味、 外表与内里悖反的切肤警醒， 以及瞬间恶念与血流成河的因果反思。
（二） 黑色幽默： 提供了成人化群体应对现实世界的另一种方式

根据 《大英百科全书》 的解释， “黑色幽默” 是 “一种绝望的幽默在文学上的反映， 它试图引起人

们的笑声， 作为对生活中显而易见的无意义和荒诞的最大的反响。” 美国成人化电视动画大量使用黑色

幽默， 常使严肃的话题轻松化， 困难的话题简单化， 在 “绝望” 中提出 “希望”。 如 《南方公园》 中

曾聚焦关于 “歧视” 的社会现象， 通过圆球状身材的卡特曼与侏儒明星几次滑稽的交手， 指出虽然可

以从道理上占据上风， 但由于阶层或观点的固化， 我们可能永远不能改变或同化他人的认识， 正如侏

儒明星尽管以武力打败了卡特曼， 但卡特曼始终坚持对他的嘲笑， 当主流的法律条文、 道德规则甚至

江湖规矩都无法解决这一棘手问题时， 接受这种矛盾与分歧的共存也许成了可能的另一种生存方式。
关于 “黑色幽默” 的具体特点， 有学者总结出三个方面： “恐惧与幽默的融合”、 “无序的情节与有

机整体的结合” 及 “文字的游戏”，［５］这些特点在美国成人化电视动画里亦得到鲜明体现。 比如 《欢乐

树的朋友们》 中， 兔子 “拥抱” （ ｃｕｄｄｌｅ） 竟然对胡萝卜过敏， 死于吃胡萝卜； 环保主义者兔子 “笑

笑” （Ｇｉｇｇｌｅｓ） 最终却死于玫瑰花这一其致力保护的植物的亲密接触； 在描述小动物们死亡的镜头时，
剧中配以欢快、 活泼、 开心的快节奏音乐， 从而形成鲜明的反差与对比， 制造出强烈的黑色喜剧色彩，
使恐惧与幽默 “愉快地” 并存。 再比如 《名人大乱斗》， 剧中充斥着无休止的争斗、 吵架与厮打， 但每

集的两位主角对垒模式是明确的， 随机中有序， 体现了无序的情节与有机整体的结合； 《南方公园》
中， 斯坦 １０２ 岁的爷爷在生日许愿时却宣称 “我想死”， 践行了颇具悖反解构意味的后现代修辞； 还比

如 《瘪四与大头蛋》 以及 《拽妹黛薇儿》 等剧， 采用极简动画的形式， 通过一群 “屌丝” 青年人充满

机锋、 无厘头的语言修辞贯穿全剧， 将开满黑色玩笑的文字游戏捣腾得天花乱坠。
（三） 粗俗冒犯话语的大量使用： 释放了社会个体的叛逆性情绪与负面能量

《瘪四与大头蛋》 《脆莓公园》 以及 《恶搞之家》 等剧， 都曾因其脏话连篇而著名。 尤其是 《南方

公园》， “用语几乎到处是放屁、 呕吐与暴力， （一度） 平均半小时就会出现 １２６ 次关于性、 暴力或脏话

的内容” ［６］ ， 达到 “每分钟 ４ ２ 次 （负面内容）， 甚至包括广告时间在内”。［７］ 《恶搞之家》 亦如出一

辙， 裹着尿不湿的小儿子斯特威·格里芬是一个被宠坏的孩子， 虽然年幼， 但是邪恶， 老想着怎么暗

杀他的母亲露易丝， 此外满嘴粗口， 毫无教养可言。 当一个没有摆脱尿布遮羞的孩子在言辞上表现得比

成年人还老道圆滑甚至野蛮的时候， 他就不再仅仅是个孩子， 按照拉康的 “镜像理论”， 他成了一个重

要的宣泄媒介或 “越轨行为” 的卡通代言， 释放出创作者与观看者自己内心的种种叛逆情绪， 或是被

现实压抑的愤懑， 或是无法承受的精神重压， 或是其他种种现实欲望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负面能量等。
个中貌似絮絮叨叨、 邪恶如梦魇般的粗俗话语， 大多裹挟着现实中不宜公开言表的观点与立场， 当

“超我” 失语， “本我” 的一面迎来了歇斯底里的喧嚣与狂欢， 从这种去意义秩序化的后现代世界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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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我们可以体会到法国哲学家巴迪欧所说的 “无调世界” （Ｍｏｎｄｅ Ａｔｏｎｅ） 的鲜明 “在场性”。①

（四） 多元暴力叙事： 揭示了伦理道德规制下的多元化社会共生现状

与以 《辛普森一家》 为代表的几乎老少咸宜的 “主流动画” 作品相比， 《南方公园》 《脆莓公园》

《名人大乱斗》 等这些相对具有 “纯粹性” 意味的 “小众型” 成人动画更加擅长于通过各种层面来进

行 “暴力叙事”。

首先， 比如形象设计， 《辛普森一家》 为了避免种族问题的外界干扰， 一开始就在角色形象设计上

做出有效规避， 即所有的白人主人公都是黄皮肤， 淡化了黑人之 “黑” 的敏感性 （剧中成了棕色）， 亚

洲人的存在除了长相与口音， 也减少了 “皮肤颜色” 上的争议。 与之相对， 典型的成人动画却往往刻

意地要将这些形象上的种族 （族群） 差异揭示、 暴露出来， 直接送到人们眼皮底下， 让 “不闻， 不问”

变得有闻有问； 主流媒体想要悬置与遮蔽的东西， 在这些成人动画中几乎都能找到。 其次， 就意识形

态立场而言， 《辛普森一家》 中以丽莎为代表的 “道德之声” 始终占据叙述的制高点， 种族歧视、 人群

歧视 （比如肥胖人群） 以及阶层歧视等社会现象常常作为被批评否定的反面典型， 但是 《脆莓公园》

《卡通明星大乱斗》 《恶搞之家》 以及 《名人大乱斗》 等剧则高举起 “社会挑衅者” 的大旗， 以 “非主

流” 的直接、 大胆姿态对抗或拷问 “主流” 价值观念的正确性、 文明性与普世性。 因此可见的结局是，

《辛普森一家》 中各种关涉暴力层面的 “错” 终将被纠正 （包括亵渎上帝会被惩罚， 比如荷马对基督

的冒犯）， 在 《脆莓公园》 等剧中， “错” （比如各种去伦理规范化的行为） 则常常依然在 “错” 着，

正如前述 《南方公园》 中即便侏儒明星以武力打败了卡特曼， 也无法改变卡特曼对残疾人群的歧视态

度与偏见立场， “错” 与 “对” 建构了共生、 复杂、 多元的社会生态。 无可否认的是， 这一 “立场不积

极” 的结局正是对草根民众生存境遇的切实描绘与逼真折射。

三、 美国成人化电视动画中的 “暴力文化” 何以存在？
当影视作品中的暴力内容、 观念与暴力美学 （仪式） 相结合， 形成一定范围的创作风气与类型化

的创作模式， 并受到相对稳定的受众认可、 宣传与大力传播时， 则建构了一种特殊的 “暴力文化”。 就

《南方公园》 《卡通明星大乱斗》 到 《暴力监狱》 《脆莓公园》 《纽约屁民》 等剧而言， 美国成人化电视

动画中 “暴力文化” 之形成， 并不是一个从创作到输出的单向度结果， 从结构主义立场来看， 由于各

层面多项因素的共同作用， 才造就这一结构性文化现象之生成。

首先， 对动画观念及其功能的多元认知， 为 “暴力文化” 的形成提供了认识基础与可能。 动画是

一种媒介载体， 也是一种艺术形式， 在功能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因此在美国诸多动画师与观众的观

念里， 动画作品可以像低龄儿童喜欢的 《芝麻街》 《天线宝宝》 一样， 作为自然常识、 科普教育的传播

工具， 可以像少女们喜欢的 《小马宝莉》 《小仙女叮当》 一样， 描写纯洁的友谊与团结的力量， 可以像

男孩们喜欢的 《星际迷航》 《恐龙特工队》 一样描写奇幻的宇宙世界， 同样也可以用来表现成人以及成

人化世界的思想情绪与生存状态， 如 《南方公园》 《脆莓公园》 《飞出个未来》 以及 《暴力监狱》 等，

运用放肆而大胆的言辞将现实中不便公开直言的话题一一曝光于公众面前， 在这些系列动画中， 性关

系、 个体隐私、 血腥暴力、 种族歧视等等关涉文明社会伦理禁忌与道德限制的内容， 都被裹上一个游

戏性的动画长袍， 通过亦真亦假、 亦哭亦笑的 “Ｃｏｓｐｌａｙ （角色扮演） 化” 叙述， 最后全都被毫无保留

地撕裂开来， 就像超人撕裂外衣以露出胸口那个 “Ｓ” 时一样毅然决然。

５９

① ［法］ 巴迪欧在 《世界的逻辑》 一书中提到的 “无调世界”， 缺乏 “一个 （将有意义秩序强加给混乱的现实多元性的） 主

人能指” 的干预。 转引自齐泽克 《暴力： 六个侧面的反思》， 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第 ３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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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电视产业自身发展及其对商业利润的追逐， 对成人化电视动画中 “暴力文化” 的流行起到

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根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一项名为 “电视与行为” 的调查研究， 其中得出有关收

视效果的结论是： 打动人心的电视剧必须有能引起强烈反应的刺激， 而性和暴力则往往是其中最主要

的刺激。［８］由此， 细分市场， 明晰定位， 是大部分成人化 （尤其成人） 电视动画节目被推出的初衷。 相

比主流电视动画的老少咸宜， 成人化电视动画主要以成年人 （适当包括大龄少年） 为基本受众， 收视

界线分明， 也有利于制作方充分把握艺术想象的自由高度与伦理道德底线之间所限定的局促创作空间。
比如， 福克斯集团推出的 《飞出个未来》， 该剧最初在福克斯电视台播出 （１９９９－２００３）， 但因为收视

效果渐差等原因， 后专门定位于成人观众， 该剧被移至卡通网络的晚间成人档电视节目 《成人游泳》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中播出， 关涉暴力 （尤其色情） 的成分大大增加。 在此顺便提及， 除了卡通网络， 美国

以播放成人化动画闻名的电视台还有喜剧中心频道、 福克斯电视台， 此外 ＨＢＯ 电视台也播放过描述黑

暗混乱的都市现实生活的成人动画 《纽约屁民》 等， 获得不俗的收视率。
从理性逻辑来看， 荧幕上的暴力影像与实践中的暴力行为并不具备必然联系， 但是一味追求收视

率或 （广告） 利润而纵容 “暴力内容” 的社会后果可想而知。 可以说， 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与相对严

格的分级制度， 为各种动画类型的出现提供了一张通行证， 即正是因为审查制度适当的保障作用与监

督功能， 为各种暴力 （包括色情） 内容的电视动画节目提供了多元化共生的基础。
美国影视审查制度的历史， 几乎与其影视发展历史一样长。 １８９４ 年， 美国电影史上第一次出现内

容审查， 主要针对有色情意味的表演。［９］１９２５ 年， 出现美国动画史上最早的问题内容审查， 因为动画片

《爱丽丝解难题》 （迪斯尼工作室制作） 中出现不恰当的情节内容。 １９２８ 年， “在美国发行的 ５７９ 部故

事片中， 只有 ４２ 部在全国上映时免遭某种删节。” ［９］（４４） １９３０ 年 《海斯法典》 （Ｈａｙｓ Ｃｏｄｅ） 颁布， 其中

有各项严格的规定， 比如不能出现裸体、 不能渎神、 不可鼓吹暴力等， 该法典虽然没能遏制 “地下影

院” 或 “夜场” 的播放内容， 但是却对许多动画工作室的创作造成了直接影响， 比如 “贝蒂小姐”

（弗莱舍尔工作室制作） 就由一个衣着短裙的性感辣妹变成了身穿长裙的 “家庭妇女”。［９］（６６） １９６８ 年，

“儿童电视行为组织” 成立， 对电视动画中可能出现的暴力动作片段进行干涉压制， 也在同一年， 美国

电影分级制度 （由美国电影协会与家长们组成） 建立， 对包括电视动画在内的影视作品开始了大规模

的审查。 尽管就本质而言， 美国电影 （视） 审查与分级制度的建立， 可以认为是电视行业、 地方政府

以及宗教团体等多种力量间博弈与权衡的结果，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由于有分级制度的保障性存在，
动画大师拉尔夫·巴克希创作的 《怪猫弗里兹》 《浣熊皮》 等成人动画得以公映， 且造成深远影响， 甚

至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美国电视动画中成人类风格题材的持续性发展， 并由电视媒体走向了网络平台。

四、 反 　 　 思

应该指出， 美国成人化动画中某些 “唯暴力化” 的倾向， 或者纯粹以暴力为噱头的风格类型的确

值得批判， 比如近些年播出的 《超级监狱》 等， 就曾以其黑色 （ｂｌａｃｋ） 与血腥 （ｂｌｏｏｄ） 在注脚 “快感

政治” 的同时， 亦让观众大跌眼镜。 但对于美国动画中 “暴力文化”， 或者对于美国电视动画中 “成人

化动画” 之存在， 我们很难对其进行简单的价值评判， 单纯地认为其好或者不好， 仅从传统道德层面

出发去彻底否定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也会有失偏颇。
美国电视动画 “暴力文化” 之形成既是社会性生成的结果， 是电视商业化发展的结果 （获取更多

层次的收视群体与更高的收视率）， 一定程度上也是在不违反法律与政治稳定的前提下， 对成人世界审

美兴趣的迎合以及对暴力作为基本人性经验的尊重， 正如国内有学者指出的， 其是 “在保护儿童和不

同意的成年人的权利的前提下， 将道德判断和选择的权利归还个人。” ［１０］ 作为成人观看的电视 （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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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 制作方对之的预设是： 正常的成人具有辨别是非对错、 合理应对影视暴力的知识， 也有控制个

体行为的能力， 并不一定需要在剧中做出直接的说教， 或是生硬的规劝。 对于 “媒体暴力” 可能涉及

到对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 全美教育协会的罗克姗妮·布拉德肖的观点是： “我们对审查不感兴趣。 我

们感兴趣的是重新教育我们和孩子们对于电子媒体 （包括影像媒体） 的态度。” ［４］（２３５）

反观我国 （电视） 动画领域， 这些年来电视台一直以播出低龄化风格的作品为主。 制作方若稍有

逾矩， 便需承担后果， 如 《熊出没》 曾因 “１０ 分钟有 ２１ 句脏话” ［１１］而被投诉抗议内容与语言问题而多

次修改， 《喜羊羊与灰太狼》 曾因有一名江苏儿童模仿剧中情节火烧同伴而遭到法律控诉， 导致 “法院

判决动画片制作方承担原告损失的 １５％”。［１２］这些案例的出现， 其背后有诸多层面的原因， 比如与我国

分级制度的缺失密不可分。 不过， 如果说分级制度的相对完善主要让暴力性的文化内容在制作层面基

本可控， 那么相关配套管理措施与监护制度的建立， 则可在一定程度上将暴力文化内容的传播受众进

行相对严格的限制与分流。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１９３４ 年成立） 就曾规定： ２０００ 年以后生产的电视机

或机顶盒必须安装分级芯片， 家长可以通过遥控器 （如设置密码） 限制少儿观看的节目类型， 如果孩

子观看成人动画节目， 作为监护人的家长将承担不慎失职之责， 严重者甚至会被剥夺监护权。 考察国

内目前诸多家长们 “监护人责任意识” 缺失的现状， 这一管理制度也是值得我国参考与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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