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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本少女文学塑造的少女同性爱形象，为当代日本动画文化重要的艺术形象之一。《魔法少女小

圆》为近年一部优秀的日本少女同性爱动画，该作品继承了日本少女文学的社会批判精神，感染力强，在日本国

内获得广泛好评。日本动画全球普及，是该国文化软实力之一，我国发展文化软实力，日本的动画产品值得借

鉴。我们在论证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时候，除了技术角度考虑，也须考虑文化产品的社会批判意义及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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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动画产业与文化软实力息息相关，美日两

国从国家文化战略层次出发，锐意输出动画文化

产品，日本方面甚至有动漫外交之说。[1]实际上，

日本动画乘着全球化浪潮在世界普及，每年在我

国、北美、欧洲、东南亚都有多个以日本动画为主

题的大型动画节举行。①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

日本动画产业构成了其国家软实力一个重要基

石，值得我国在提升文化软实力工作上借镜。然

而，日本泛动画产业并不单单具有技术层面的向

度，还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作为动力。这种动

力，需要对其文化产品内容进行社会历史意义之

分析才能把握。

日本动画可按其常见艺术形象分类，如：少

女、英雄、校园、侦探、运动、机器人等类型。其中，

少女是最常见的文艺形象。少女作为范畴，成形

于20世纪初期，呈现于少女文学，为当时年轻女性

在父权制度压迫下所作出的一种集体自我身份建

构。虽然，少女文学的传统曾一度中断，但它并没

有在历史中消失，战后再次出现于新时代的泛动

画媒体，开始在世界产生影响。

本文的目的，意在通过对《魔法少女小圆》这

一部影响力较强的少女动画作品的分析，指出当

代日本动画作品具有文化动力，与它们能够继承

20世纪初日本少女文学的社会批判意义有关。

一、少女溯源

日本少女作为女性社会身份范畴出现，可追

溯至 20世纪初。在这以前，日本并不存在明确的

“少女”范畴。弗依德曼指出，“少女”诞生于 20世

纪初，她们是日本一种全新的年轻女性，她们既

不是儿童，也未够年长，暂时毋须担负成人母职，

她们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全心全意享受青春期，

体验感情，毋须立即应父母之命结婚，直到年龄满

① 如我国成都同人节、北美纽约动画节、欧洲法国 Japan Expo、马来西亚Comic Fiest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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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2]。

这一段独特的青春期，在封建的江户幕府时

代是匪夷所思的。然而，进入明治维新时期，日本

政府基于文明开化的理由，本着男女平等的西方

观念发展女子教育。[3] 学校的出现，令少女在毕业

前得以脱离家庭责任而享受青春期。本田和子称

少女们的这段学生时期为“延期偿付”时期，并指

学校宿舍虽然是“监狱”，剥夺少女的自由，但同时

也是“避难所”，保护她们免受外界的伤害，让少女

们可以躲在学校宿舍内，编织梦想，有如把自己包

藏在茧中，直到长大，被逼飞出茧外为止[4]。

少女们躲在学校，逃避随着明治维新在日本

全国普及起来的父权社会制度。日本父权制度对

女性的苛索，主要表现于家制度的普及与良妻贤

母教育。1898年政府新民赋与一家之户主（通常

为父亲）在家庭中的绝对权力，包括了各家族成员

之婚姻、入籍、离家的同意权以及指定居所之权

力，通称家制度。[5] 这种制度在幕末时代本来只存

在于武士特权阶级，称为家父长制，然而它却通过

新社会的法律在全国普及起来。

除了家制度之外，1885年政府亦宣扬儒家思

想，把“良妻贤母教育”定为国策，在全国推行。[3]①

多拉丝批判“良妻贤母”观念把女性困在家中，日

本女性的地位从来不及她们的丈夫[6]，并直指“少

女”是年轻女性在文化上的自我建构，是她们逃避

社会建制而为自己创造的自我形象。 [6]727 赤枝香

奈子亦指出，当时结婚对女性来说完全是一种义

务，夫妻间的关系既不自由，也不对等，但女性的

主体性觉醒令她们别有追求，女校正好让这些年

轻女性割断血缘和地缘的束缚，暂时逃避结婚义

务。[7] 换言之，对当时的日本年轻女性来说，毕业

后结婚嫁人是她们失去自我、被逼屈从于父权之

时，所以有必要充分享受求学时期“少女”的自由

身份，而“少女”的身份也因此融入了拒绝父权的

涵义。

二、少女建构

日本年轻女孩实践及建构“少女”身份的途

径，在明治时期有三方面：

（一）女校S关系

女校 S关系，又称御目，指当时女学生之间流

行的女同性爱关系，御目是女学生之间对爱人的

称谓，起于学习院女子部，后传至东京女学馆，再

迅速扩散到其他女校，包括东京第一高等女学校、

三轮田女学校、成女学校等。女学生建立御目关

系，通常由校内学姊提出，朋友做媒，丝带为记，学

妹把丝带系在发上，即表示接受学姊的爱，然后以

御目相称。[8]这种女学生之间的女同性爱行为实

践，不久之后即成为少女文学的常见主题。

赤枝香奈子认为，比起义务的婚姻，御目或 S
关系的内涵更加贴近西方罗蔓蒂克爱情观念，这

种关系没有任何强制性，能体现近代新女性的主

体性，以及她们对永恒、自由和平等亲密关系的追

求。[7]32 换言之，这是一种以父权制度为他者的少

女爱情关系。

（二）少女杂志投稿交流

“少女”一词之普及，起于少女杂志，1902 年

《少女界》创刊以后，以年轻女性为读者的杂志陆

续创刊。然而，少女杂志编采人员多为男性，编采

方针以培养“少女”成为“良妻贤母”为主。[9]

然而，出乎编采人员意料之外，少女读者通过

杂志内的投稿栏目，以文字与其他读者分享感情，

竟促进了读者间另一种意义的少女身份的形成。

嵯峨景子指出，《女学世界》投稿栏形成少女读者

们交流少女心思的网络，间接令刊物销量上升[9]，

《少女世界》投稿栏则产生出一种独特的少女美文

文体，辞藻美丽而感伤。[10] 少女读者通过投稿栏

的文字交流，解构了“少女”一词原有的父权话语

内容，并把“少女”建构成属于她们自己的身份范

畴。

巧合的是，少女读者开始积极参与杂志投稿，

也是在 1910年前后，与御目关系流行的时间非常

接近。嵯峨指《女学世界》读者投稿有不少是对其

他投稿者表示仰慕的内容。[9] 从这一点来看，S关

系已延伸至少女杂志。

（三）少女文学

少女的文艺形象，最先确立于少女文学作家

吉屋信子在《少女画报》和《少女俱乐部》刊载的短

篇小说《花物语》[11]。

文字风格上，《花物语》继承了少女刊物投稿

栏上的美文规范，文字富有叙情性和感伤性[10]，故

事上则讲述少女纤细的内心世界和同性爱关系，

表述了少女长大成人，必须接受无可抗拒的命运

① 1885年，伊藤博文內阁文部大臣森有礼宣布“良妻贤母教育”为国家政策。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年 第1期

-- 38



的哀伤。基于本田和子提及的“延期偿付”功能，

女学校往往成为少女文学故事中的主要舞台。

事实上，吉屋信子本身是一位女同性爱女性

主义者，对自己笔下故事的反父权意识非常清

楚。她说：“少女长大，进入青春期的沙漠。一个

黑暗的大海，名为现实，在等待她们。女孩们，作

为日本的女儿，被逼拿起银色缝纫针。一艘称为

因习的老船带着年轻处女的命，无目的地漂流。”[12]

银色缝纫针比喻政府所宣传的良妻贤母女性身

份，点出了女性命运的无奈。

根据田辺圣子的资料，在1930年代后期，吉屋

信子已成为日本最富有的人物之一，其收入比国

家首相还要高出好几倍。[13] 由此可见，吉屋信子

作品读者数目何其之多。

三、少女意象

通过上文关于“少女”形成的讨论，可确认少

女文学对传统父权制度的压逼有下面三方面的颠

覆：

1.少女意象，颠覆对象是良妻贤母身份，颠覆

形式是以不愿长大、永远停留在少女阶段的愿望、

悲叹少女时期短暂等形式，超越父权制为女性定

下的良妻贤母角色。

2.学校意象，颠覆对象是义务婚姻，颠覆形式

是通过歌颂学校内青春而美好的生活，与婚姻生

活的无意义做出强烈对比。

3.女同性爱意象，颠覆对象是男性中心的异性

恋，颠覆形式是向女性同性寻求欲望的慰藉和幸

福，表达对异性爱婚姻的失望。

“良妻贤母”、“义务婚姻”和“异性恋”是父权

制的建构概念。“少女”、“学校”和“女同性爱”则是

S文学为女孩建构，帮助她们超越父权制度压逼的

艺术形象。

四、少女百年

明治年间 S 关系的流行，一直延续至 1933 年

而中断。当年，日本发生女学生投火山自杀殉情

的三原山事件，并引发模仿效应。由那时起，日本

女校严禁校内 S 关系，S 文学也于 1936 年起被政

府取缔。

翌年，日本侵华，二战开始，至 1945年日本战

败投降，军事政权倒台，家制度亦于1947年遭到取

缔，日本女性意外地因战败获得比战前更多的自

由。S文学一度重新出现。

不过，藤本由香里指出，战后日本男女校合

流、自由恋爱普及化，以及寻亲故事兴起，S小说势

头大不如前。[14] 毕竟，家制度和推行“良妻贤母”

教育的政权消失，意味着S文学所针对的那种独特

形式之父权制度也不复存在，S文学也就失去了对

象，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

S文学虽然没有再度流行，但事隔数十年，“少

女”及与之相关的艺术形象却依附于新兴日本泛

动漫产业再次兴起，只是姿态略有不同，其中百合

类型动漫作品与S文学内容最接近，同样以女同性

亲密关系为主题。

“百合”是七十年代日本人为女同性爱者所取

的别称，但凡文学作品或动漫作品以女同性爱为

主题，即可归入百合类型。战后百合作品起于

1971年由漫画家山岸凉子创作的《白色部屋之两

人》，讲述两名女孩在女校寄宿所发生的爱情故

事。韦尔卡指出该作品成为后来 70-80年代许多

百合漫画模仿的原型。[15]

1990年代，武内直子的大热漫画《美少女战士

Sailor Moon》首次把女同性爱关系带进主流动画媒

体。1997年《少女革命欧蒂娜》动画面世，被认为

是百合作品中的杰作。作品制作团队BE-PAPAS
有相当规模，反映日本国内庞大的百合读者群得

到承认。

此外，百合作品的制作，亦非业界的专利，读

者群的直接参与也非常积极，由此可见百合作品

同人志即卖会的规模。2007，日本同人志贩卖市

场规模达到277.3亿日圆[16]，其中即卖会Girls Love
Festival专为百合而设，规模不小。[17]

根据上述数据，我们可以确认百合作品萌芽

于 1970 年代，1990 年代开始进入主流媒体，慢慢

累积受众，得到较巩固的读者基础，至近年进入成

熟时期。根据日本国内的调查，踏入21世纪，日本

人的家意识已相当淡薄，像养子继业、妻从夫等属

于家制度的观念已不流行 [18]，但国民结婚比率相

当高，家族亦位踞日本人重视项目之首。[19] ①这表

彭卓锋等 少女传承：日本动画少女作品的社会性别意义

① 认为没必要由养子继承家业的受访者占 54.2%，赞同的不足 20%。认同妻应从夫的受访者只有 34.1%，不认同者达

64.8%，即使是男性，不认同者也有65.8%。受访者结婚比率在1998年、2003年及2008年都高于或接近于75%（项目1.2b
婚姻）；认为家族最重要的受访者由1958年到2008年一直上升，2008年达46%，大幅高于其他项目，如工作、国家等项目

（项目2.7最重要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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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少女”与“百合”作品的流行，应与旧时代家制

度及家意识无关。接下来，本文将对近年在日本

国内外接受情况相当理想，并获得多个奖项的热

门百合动画《魔法少女小圆》进行分析，试图从作

品内容呈现的结构锁定它对 S文学的传承与转化

情况。

五、作品分析

分析对象：魔法少女小圆

原名：魔法少女まどか☆マギカ（日語） PU⁃
ELLA MAGI MADOKA MAGICA（拉丁语）

播放期：［日本/电视］2011 年 1 至 4 月（全 12
话）

接受情况：

1.日本本国：BD及DVD于2012年10月2日录

得销量60万枚。

2.日本国外播放地区：台湾、韩国、意大利、美

国、加拿大、英国、澳洲、新西兰。

奖项（节录）：

1.第15回文化厅媒体艺术祭动画部门部门大

赏［日本］。

2.第43回星云赏媒体部门赏［日本］。

3.第11回Sense of Gender-Sisterhood赏［日本］

4.Licensing of the Year 2012 in JAPAN 选定委

员特别赏［日本］。

5.第32回巴黎书展第19回动漫画格兰披治大

赏最优秀希望赏［法国］

故事分析：

故事主角为五名魔法少女，不存在男主角，属

于百合故事的世界设定。然而，故事设定一只名

叫丘比的宠物，为五位主角少女带来悲剧，一反宠

物为忠心伴侣的魔法少女动画传统。

丘比来自外星文明，前来地球寻找少女，与之

订立契约，只要少女愿意成为魔法少女战士，对付

魔女，便为她们实现愿望。表面上剧情贯彻魔法

少女战胜邪恶敌人的方程式。

然而，真相并非如此美丽，少女成为魔法少女

后，灵魂会进入一颗宝石，每次使用魔法，宝石都

需要净化，如宝石不能净化，魔法少女便会走向绝

望，最后自己化成魔女。换句话说，她们战斗的对

手，曾经是跟她们一样充满希望和梦想的少女。

随着故事发展，丘比不再隐瞒目的，它对主角

圆表示，宇宙能量不断减少，但地球少女拥有强烈

的感情，当少女由充满希望走到绝望，会释放出巨

大感情能量，可以维持宇宙能量平衡，并邀请少女

们为宇宙能量的平衡而献出自己，成为魔法少

女。丘比继续解释说，历史中很多光辉一时的女

性，如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和圣女贞德，都曾经

是魔法少女，最后因灵魂宝石无法净化而成为魔

女，走向其悲惨的结局。说到这里，难免令人想起

吉尔伯特和格巴在《阁楼里的疯女人》一书中提到

的魔女和疯女人形象[20]。

埃及艳后与圣女贞德都在政治斗争中失势而

亡。传说埃及艳后落入屋大维手中后以蛇毒自

杀。圣女贞德则是成为英法战争中的棋子，最后

被国家遗弃，遭英军冠以魔女罪名以火刑烧死。

父系社会将女性视为用完即弃之工具，主角圆、

炎、麻美、杏子和沙耶加的遭遇，亦将像贞德和克

丽奥佩特拉的命运一样，用完即弃。

丘比所代表的是一种父权话语逻辑，它毫不

掩饰地把父权文明逻辑告诉小圆。圆说：“好过

分，难道你没有感情吗？”丘比答道：“我们是没有

感情的生物，如果有，我们早就拿自己来制造能

量，毋须来地球找你们了。”丘比继续说：“魔法少

女的牺牲不是没有价值，假如你想通了，愿意为这

个宇宙牺牲，就告诉我吧！”

西苏在分析父权制的二元思维时指出，在父

权制下，“头脑－情感”、“概念－感觉”和“理念－

哀婉”三组对立关系中，男性都被定位在左方，女

性在右方。[21]丘比的话充满知识理性，站在对立的

左方，是男性的位置，少女感情波动，不重视理念，

位于右方。在丘比充满理性和雄辩滔滔的话语面

前，少女失去话语权，无法反驳，但心里却无法接

受这种以理性架空一切的父权话语。

故事另一名魔法少女炎，多次阻止圆接受丘

比的契约。故事的展开，揭示炎来自未来，知道丘

比的目的，以及魔法少女最终的悲惨命运。她在

终末之日无数次目睹圆变成魔女，然后一次又一

次让时间逆流，回到过去阻止圆成为魔法少女，却

一次又一次失败。她这么做，因为圆是第一位给

她温暖的朋友。她说：“救出圆，是我在迷失时空

里的唯一路标。”

起初，没有一位魔法少女相信炎的话，但麻美

战死以及沙耶加变成人鱼魔女，让她们认识到眼

前的绝望无法逃避，而在绝望中唯一可依靠和理

解自己的，就只有处境相同的其他魔法少女。这

是五名少女在故事中心灵紧密相连的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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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终末，圆选择成为魔法少女，她选择的

愿望是让历史上所有魔法少女免于绝望，在成为

魔女前得到救赎。丘比指这愿望违反逻辑。最

后，圆改写了历史，自己成为一个世界理念而消

失，少女们活在一个毋须为绝望所折磨的世界，因

为圆自己成为了保护她们的世界定理“圆环之

理”。这是一个少女以自己的存在取代父权理念

的大胆故事。

《魔法少女小圆》故事高度契合 S 文学中“少

女”和“女同性爱”两个意象。首先，少女没有长

大。她们让时间逆流，让自己保持永远的少女姿

态，化为理念，也要拒绝成长后的绝望，这与S文学

里的少女精神一致。再者，少女间因为受压逼的

处境而在感情上紧密联系，除了炎与圆永恒的爱，

还有杏子为成为魔女的沙耶加牺牲，麻美渴望学

妹加入，排解一个人战斗的孤单，与 S文学的女同

性爱主题相同。此外，学校意象亦存在。

从结构而言，虽然《魔法少女小圆》并非像S文

学针对家制度及良妻贤母两种父权形式，但父权

对少女的异化，以及少女们以百合之爱拒绝父权

话语的主题非常清楚。

六、结论

福柯指出，人类进入启蒙时代之后，以现代理

性和人道主义之名开启了一个权力／知识的统

治，这统治把一切置于科学的眼睛之下，并使其成

为客体[22]。丘比的话语就是一种权力／知识的统

治，把少女全当成研究和利用的客体，与日本20世

纪初期的良妻贤母教育同出一辙，也与弗里丹所

说的“女性的奥秘”不谋而合 [23]，是把女性视为工

具，抹杀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父权欲望。

在《魔法少女小圆》的故事里，少女颠覆了新

形式的父权话语，而且内容升华为更具摡括性和

更符合现代社会矛盾状况的层次。

虽然当代日本家制度不复存在，婚姻不再是

女性的悲剧，但数据亦显示，日本国民69%受访者

普遍不满社会，只有1%受访者认为国家和社会最

重要。[19] ①可想而知，社会矛盾和异化没有完全解

决，只是离开了家庭层面，转移到更广泛的社会层

面而已。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初少女文学留下

的文化资产，在当代新动画媒体里延续了社会批

判以及启蒙受众主体意识的功能。

由此可见，在日本作为其国家文化软实力支

柱之泛动画产业，并非单纯是消闲产品，而是有社

会批判意义深植其中，有指导社会发展方向的潜

能。杨春时指出，审美包含社会批判性和超越

性。[24] 文化软实力的建立，不能只从纯粹技术角

度考虑，更应该考虑文化产品所必须具有的审美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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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itional Values in the Novels of Neo-Sensationalism

WANG Wei-ping，FAN Yi-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025, China)

［Abstract］Regarded as modernism and exoticism, novels of neo-sensationalism construct modern cul⁃
ture field which is the devia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owever, with further carefully reading,
we will find that it can’t basically separate from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values. Although the backgrounds of
the novels were usually colorful modern metropolise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values could be read everywhere
in the novels. For these reas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raditional values in the novels of neo-sensationalism
from three aspects as countryside complex, family concept and masculine consciousness, which was covered in
the previous studies.

［Key words］neo-sensationalism; traditional value; countryside complex; family concept; masculine con⁃
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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