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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艺画开天出品的国产动画番剧《灵

笼》在一片期待声中推出了《特别篇》，自此《灵

笼》的第一季正式完结。截至目前，该片的总播放

量已经超过了4.9亿，并获得了B站9.6分，豆瓣8.3分

的高分评价。《灵笼》的故事情节在“末日废土”

这个常见的科幻作品母题之下展开，地球环境经历

巨变，人类已经无法在地球表面进行生活，从而使

得仅存的一小部分人类登上了一个名叫“灯塔”的

大型封闭建筑当中。在这里，一切目标以繁殖人类

为主要目的，从而伴随着“灯塔三大生存法则”：

第一，摒弃旧世界的所有亲密关系——包括但不限

于亲情、爱情；第二，按照基因将居民划分为尘民

和上民，物资按贡献点分配，年长者“远行”；第

三，无论任何人都要以光影之主为信仰。法则颁布

之后，曾经“旧世界”的各种伦理关系被摧毁，取

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集体主义式的社会生产关系，

灯塔依靠着它的铁血制度井然有序地运行着，仿若

承载人类最后希望的“诺亚方舟”。然而，看似理

性的制度背后却是对人性荒谬的践踏，所以，最终

难逃被启蒙者推翻的宿命。这种对未来社会和谐与

进步的“否定”设计，是《灵笼》反乌托邦叙事背

后对于近代以来现代性发展与建构的深刻审查和对

人类未来命运的沉重反思。

一、反乌托邦叙事下的隐喻

当奥斯卡·王尔德1891年在《社会主义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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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灵魂》中声称“一张不包含乌托邦的世界地图甚

至不值得一顾”时，他或许并未料到时代变革将对

乌托邦有着怎样的吸纳与排斥。科技进步带来的金

钱与人性的博弈，使反乌托邦叙事成为20世纪无法

忽视的文学现象。大多数反乌托邦作品，例如乔

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赫胥黎的《美丽新世

界》等，都是以先知的笔调所勾勒的人类阴冷的未

来，而《灵笼》却尝试了一种新的表述方式，即通

过种种哲学隐喻映射对未来作出的寓言式表达。

“灵笼”顾名思义是指灵魂的笼子，这是一

种典型的柏拉图式的生命观即“灵魂被困于肉身

当中”，而其英文名“incarnation”也有化身，道

成肉身之意。这个含义紧密地连接了作品中“光

影教”这个宗教的隐喻，且两者都来源于柏拉

图。在《斐多篇》当中，柏拉图详细地论证了灵

魂与肉体之间的关系：首先，柏拉图认为灵魂与

肉体是两个独立的实体，只不过灵魂是暂时被困

居在肉体当中；其次，灵魂的目的是去追求真理

获得知识，而肉体总是在干扰阻碍灵魂的求知过

程；最后，通过对于灵魂不朽的论证，从而达到

了柏拉图的目标，即灵魂是可以求得真知的。这

种观点恰好能够揭示这部作品“灵笼”的隐喻。

作为一个“理想”社会而被建构出来的灯塔，

它的原型是一所监狱。这个隐喻毫不意外地来自福

柯在《规训与惩罚》，在这本书中福柯提出了一种

新的权力形式，即微观权力，“通过对于主体持续

不断的凝视从而达到使主体将规训内化，换言之，

自我审查”［1］。这样，主体就可以在规训社会当

中被重构，成为这个社会所希望生产的人。在这部

作品当中，如此这般的审查和自我审查通过法律，

权力、宗教、生命政治等多个维度对个体进行重

构，最终大多数的人不论是上民还是尘民都对自己

的处境习以为常。在这里，人们根据情感的强弱被

分为上民和尘民两大阶层，家庭消失，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被最大限度地原子化，政治上采用类似于古

希腊斯巴达城邦式的寡头政治，上民拥有成为猎荒

者、参与政治及拥有生育的权力，尘民则作为上民

的附庸存在，生产与分配通过个人“贡献点”来计

算，整个社会架构接近于纳粹帝国、人民公社，以

及斯巴达城邦的嵌合体。

同时《灵笼》还不加引用地使用了柏拉图的

“洞穴寓言”，即我们都是一群生活在洞穴当中，

手脚戒备锁链捆绑的人，我们唯一能够看到的是洞

穴墙壁上的影子，而那影子也不过是洞穴当中微弱

烛光的投影，唯有那个能够挣脱锁链并且走出洞外

之人才能获得理念之光的照亮，从而看到外面的真

实世界。柏拉图的这种形而上学思想，被后来的基

督教融合吸收，从而出现了长达千年之久的政教合

一的统治局面。在此之后，启蒙运动出现，同样以

光的隐喻为名，意味着为世界带来光明，祛除黑暗

当中的蒙昧。然而，到了20世纪，人们开始广泛反

思为何启蒙会走向自己的对立面，而作品中的“光

影教”恰恰就是用启蒙之光当作一种刑罚工具来对

人加以“净化”。这种荒谬性，正是我们在西方哲

学当中看到的，工具理性对人的暴政。在作品当

中，这个“光影教”就是用的一套启蒙话语来对民

众洗脑，而最终能够走出洞穴寻找真的过程叫作

“远行”，就是把老年人流放到地面而已。

在现实当中，面对资本与权力的席卷，人类

本身的情感逐渐被视作一种威胁，理想主义者往

往遭到屠戮，而剩下的人则倾向于自我选择走向

这种自发性的麻木来规避危害。无论是纳粹帝国

展开的种族屠杀还是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泛滥，都

是这种现象在历史中鲜活的写照。在作品展开的

隐喻之下，我们不难发现，现代性的灾难爆发过

后，后现代社会所特有的麻木与愚昧依然深刻地

困扰着人们，伴随着现代性在这种背景下的逐渐

丧失，人们随之陷入更深的苦难，作品中灯塔人

的囚笼困境看起来似乎很遥远，可是殊不知这种

［1］福柯：《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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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早已悄然潜伏于我们身边。

二、对异化人性的拷问

人类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渐对自身的存在状

态越来越迷茫，异化的人性逐渐显露，《灵笼》

则将这种迷失描绘得淋漓尽致。

随着剧情的展开，独立于灯塔系统的地面小

队逐渐浮出水面，作品第一季固然对此着墨不多，

不过其作用还是十分值得去探讨的。根据剧情中提

供的信息，基本可以确定这个群体的科技水平至少

领先灯塔系统数十年，人们经历过基因改造，拥有

能够与玛娜生态和平共处的能力。他们掌握了一种

叫“归元”的本领，即在一段时间内隐蔽自身的情

感与爱欲以摆脱整个生态的搜捕。而面对这样一个

在生存实验上获得巨大成功的团体，灯塔的老城主

对此选择回避，只是告诉人们这些人已经不再能够

称之为人，而这一点无疑是耐人寻味的。随之人们

也开始意识到了这其中问题的严重性，即人们在对

“人”本身的定义上出现了巨大分歧。事实上这个

问题在主人公马克的姐姐红寇因为与人私通违反三

大生存法则的时候便已经暴露，她和恋人被光影教

会双双处以火刑的时候，人们便开始初步有了思考

这一问题的意识。随后一系列的阶级矛盾不断爆

发，众人在主人公马克的号召下开始回忆起旧世界

人权与平等的观念，以至于被宗教首领暗算，而这

样一些事实恰恰反射出此前人们在灯塔上的生活更

多的呈现一种麻木的一切为生存服务的动物性，整

个社会结构几乎演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蜂巢，人们缺

乏自我意识与共情能力，为了生存他们甚至不惜阉

割自身的爱欲。表面上看起来灯塔人的暴动具有强

烈的阶级斗争色彩，不过在实质上则是关于人本身

的“形式与质料”之争。

而地面小队的作用正是这样一个对照组，他

们选择的则是一条更为艰险却前途光明的道路，在

经历过短暂的人性丧失之后，科技的进步与社会秩

序的重建使得他们最终恢复人性，形成了一种与灯

塔等级集权社会截然不同的自由社会，他们尽管从

基因乃至材料层面早已与旧世界纯正的人类大不相

同，然而吊诡的是他们比基因上更为纯粹的灯塔人

保留了更多人类本应有的生存状态。

那么什么又是真正的人呢？是基因纯粹？抑

或是爱欲完整？面对这一系列的问题，作品以马

克受伤后的变异这一剧情转折做了尝试性的回

答与探索。马克在受伤之后生命垂危，脊椎骨断

裂以至于医生不得不用玛娜生态中的脊蛊兽作为

新的神经载体进行手术，脊蛊在接受电击处理的

时候竟然说出了人类的语言：“都是躯壳”。这

几乎可以看作是玛娜生态对于苟延残喘的灯塔系

统最为辛辣的嘲讽与预言。在马克的手术完成之

后，他最终变异成了接近于噬极兽的样貌，而也

正是在此刻，人们以一纸基因检测报告证明这个

一度功勋赫赫的猎荒者部队前指挥官竟然不是

人，并以此对其施以残酷的火刑。

从凯旋式上万人敬仰的英雄到焚烧炉里人人

喊打的怪兽，这一进程事实上并不漫长，由此可

见关于“人”这个位格的使用在大多数时候取

决于对于这个概念的共识，而共识一旦破裂，便

意味着其个人需要承受的是来自一整个社会对于

他者的巨大敌意。相比之下地面小队的社会认知

状态则抛却了以数据和物质为中心的狭隘理性思

维，能够凭借在传统东方哲学中汲取的精神文明

成果创建广义理性的宽容语境，相比灯塔他们看

重的则是人的意识与爱欲，从另一个层面上反衬

出了灯塔社会现代性发展的极度扭曲。

作品中两种不同社会形态之间的差异折射出

的是现代性语境当中的病症，即人们倾向于人这

一位格的定义与性质进行极度片面化，譬如在纳

粹德国的宣传当中便会有意识地把犹太人描述为

病菌老鼠与蟑螂这些非人的事物，再从社会共识

的层面上彻底剥夺他们的人性，从而获得下一步

行动的合法性。动画中对于这种现象的展开看上

去似乎很荒谬，可是殊不知这样的荒谬每一天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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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身边发生。

三、末日英雄背后的美好愿景

走出怪圈的方法是重拾人性，在末日废土这

样一个极其特殊的生存背景之下，爱与救赎作为

人类不断求索的永恒命题非但没有受到削弱，反

而成为人们在绝望中所渴求的全部。《灵笼》这

部作品当中，爱本身作为一个贯穿始终的母题被

加以探讨，不同的人为了实现这一种终极价值做

出了不同的选择。以主角马克为代表的人们在经

历过灯塔上毫无人情可言、枯槁如死灰的生活之

后，选择对抗三大生存法则，以爱身边的人作为

自身得到救赎的方式；而以城主摩根和查尔斯为

代表的灯塔当权派则认为三大生存法则与光影教

看似不近人情，实际上它们作为一种保护人类文

明火种的方式，也不失为一种更高层次的爱。灯

塔建立的初衷正是为了保存人类最后的希望，期

待最后有一天能够重返地面，灯塔上的人们都希

望以自己的方式在末日拯救人类。

不过我们可以试想，一个崇高的初衷在付诸行

动的时候是否也会如其所愿呢？在作品中，答案是

否定的，查尔斯和马克的路线之争事实上已经到了

不可调和的地步，以至于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查

尔斯甚至不惜以“成为上民”这一优厚条件策反尘

民刺杀马克，于是作品由此十分深入地切入了一个

问题，即高尚的初衷是否可以用卑劣的手段达成，

如果目的被达成了，这是否是一种善？关于这个道

德困境的问题，作品并没有给我们直接的回答，而

是在这个救世主的人选上，创作者们并没有选择那

个看似更为高屋建瓴的查尔斯，他们选择了已经几

乎变成噬极兽而亲手误杀了恋人的马克队长。

如果仅仅从剧情设定上来看，马克本身的基

因适合作为生态嵌合体进行融入新生态的尝试，这

诚然是合乎剧情发展的，不过事实上更重要的底层

逻辑是马克这一人物的存在方式近似于尼采所定义

的超人，通过他自身经历蜕变能够直接从根本上直

面灾难，以至于在未来凭借自己非凡的能力与意志

最终战胜灾难。固然查尔斯在智力与权谋方面拥有

他人无可比拟的天赋，然而他的主张流于保守而不

免符号化，无法在真正意义上解决问题，导致自己

最终陷入道德困境，在灯塔这一后现代城邦文明生

态当中，他通过规则与法令成功地充当一个燃灯者

的角色，他自诩为人类的救世主，奈何碍于保守主

义视角下的狭隘眼光，他所看到的更多是抽象而宏

大的人类而非有血有肉的人本身，因此他始终无法

成为那个带领人们真正走出山洞的人，着实令人感

到惋惜。两种路线的设定，反映了人类社会本身存

在的治理难题，面对错综复杂的内外环境，个体的

局限性在此暴露无遗。因此人类社会的自愈与自恰

需要尼采所谓的“超人”参与，尤其越是在资源紧

张、生存环境恶劣的情况下，社会便更需要“超

人”的出现。

《灵笼》所展现的不仅仅是独特世界观下的

迷失与救赎，更重要的是它以丰富的哲学象征与

奇诡的想象，展现了人类作为末日尘埃微弱而顽

强的生存状态与人类携手向前的美好愿景。在某

种程度上，这部作品开启了一种国产动漫领域的

思想类动漫实验。

四、小结

随着科技的进步，后人类时代悄然来临，

“人”的定义发生着变化，“存在”的定义也在发

生着变化。面对国际动荡局势，中国率先提出了

“人类命运共同体”，呼吁各国携手面对全球问

题。作为一部二次元国漫，《灵笼》不同于其他国

风作品，它打破了单一国家民族的叙事局限，以人

类整体立意，正如这部动漫的片头寄语，“无论面

对任何困难和挑战，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都应抛

弃偏见团结起来，在时间的长河中砥砺前行”。如

何应对人类未知的困境？答案就在其中。

［刘敏  武汉传媒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