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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夏目贵志因为友人帐的缘故与众多妖怪结

缘，在归还妖怪的名字、与妖怪交往的过程中学

会了与人、妖相处，最终收获了亲情、友谊的故

事。在《夏目友人帐》中，以穿插的形式出现在

动漫中的关于祖母夏目铃子与妖怪的故事成了故

事的背景。夏目贵志的祖母夏目玲子拥有强大的

灵力，能够看见妖怪。但也正因为如此，她被身

边的亲戚、同学所排斥，被迫放弃了与人类的交

往。为了打发孤独的生活，夏目玲子经常与遇见

的妖怪们打赌或比赛，失败的妖怪必须与夏目玲

子签订“契约”，将名字留在友人帐之上。

《夏目友人帐》中的 
妖怪文化对青少年情感能力的培育

李  曼

摘  要｜在治愈系动画系列片《夏目友人帐》中，妖怪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妖怪文化在日本有着悠久

的传统，而《夏目友人帐》对于妖怪文化的创造性利用之处就在于突出了妖怪的边缘身份，

从而有效激起了青少年观众的共鸣，并且通过作品中的人妖关系引发观众对于生活中人与

人之间关系的思考，鼓励青少年走出封闭的心灵空间，完成对社会的融入与对自身心理的

疗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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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目友人帐》是由日本动画公司Brain’s Base

制作的电视动画作品，改编自日本漫画家绿川

幸的同名漫画，于2007年7月7日在东京电视台首

播，后被引进到国内各大平台播放。动漫共有六

季，第二季于2009年1月5日播放，第三季于2011

年7月4日播放，第四季于2012年1月2日播放，第

五季于2016年10月4日放送，第六季于2017年4月

放送。其衍生的剧场版动漫《夏目友人帐：结缘

空蝉》《夏目友人帐：唤石者与怪异的访客》分

别于2018年和2021年在中国大陆上映。

《夏目友人帐》讲述了从小就能看见妖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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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目贵志在继承夏目铃子强大的灵力的同

时，也在祖母过世后继承了友人帐。与祖母铃子

的人生遭遇相似，夏目贵志也是个游离在人类之

外的边缘人。他父母双亡，多年间辗转于互相推

卸责任的亲戚之间；同时也受到其能力影响，不

被同龄人理解，受到他人的欺负。因此，夏目贵

志也一度放弃了与人类的交往，把自己的秘密埋

藏于心，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孤僻性格。但本性

温柔、和善、宽厚的夏目面对自己所经历的不

幸，未曾怨恨过任何人类和妖怪，仍然以一颗真

挚的心对待那些需要帮助、没有坏心的小妖。后

来，夏目被善良的藤原夫妇收养，顺利进入了高

中。在一次被妖怪追赶的时候，夏目误打误撞打

破了强大妖怪“斑”的封印。“斑”由于对能够

号令万妖的友人帐产生了兴趣，因而与夏目定下

约定，以保护夏目一生的安全为条件交换友人帐

的最终所有权。于是，“斑”化身成大头招财猫

模样，成了动漫中与夏目形影不离的猫咪老师。

在猫咪老师的陪伴下，夏目与一个又一个妖怪邂

逅，与妖怪们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奇异、悲伤又令

人感动的故事，与妖怪建立了深刻的羁绊。在猫

咪老师和众多小妖们的陪伴下，在藤原夫妇的关

心下，夏目渐渐打开了心房，开始与人类朋友分

享自己的心事。因此，夏目身边的人类朋友也渐

渐多了起来，最终在人类世界和妖怪世界中都找

到了自己的位置。

显而易见，妖怪是《夏目友人帐》中一个重

要的故事元素，然而《夏目友人帐》却并非日本

动漫与动画中将妖怪置于举足轻重地位的唯一

作品。按照人类学家泰勒的理解，妖怪是“栖

居在人类以外的事物的一种灵的存在”，［1］与

“神话”相似，妖怪也是在“上古先民通过幻

想以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生

活所作的形象描述和解释”［2］的过程中创造出

来的，表现了古代先民对世界的想象。日本位置

特殊，处于地质极不稳定的海岛之上，四周被海

水环绕，经常会发生地震、海啸、台风、火山爆

发等自然灾害。此外，由于岛上树林丛生，其间

活动着大量的野兽，常有野兽伤人事件出现。日

本的古代先民无法解释诸如生老病死、海啸、地

震、台风等自然现象，因此在心理上产生了对世

界的恐慌。妖怪作为这种恐慌情绪的产物，作为

日本人对自然的解释，进入了日本人的思想。进

入封建社会后，经过田间地头的乡农野老们的再

创作，妖怪传说愈加丰满起来。妖怪的形象不仅

在《百鬼夜行绘卷中》等通俗文艺作品中得到了

充分展现，甚至还受到了日本学术界的关注，早

在明治维新时期，便有一批学者成立了专门研究

妖怪文化的学术机构“妖怪研究会”，并出版了

《妖怪学讲义》之类的学术著作。

时至现代，妖怪文化更是深入日本普通民众

的生活，与文学、绘画、动漫、建筑、雕塑、影

视等相结合，创造了全新的、现代的妖怪传说，

妖怪文化在现代得到了传承。在日本动漫中，不

乏关于妖怪的精彩作品，如《犬夜叉》《滑头鬼

之孙》《野良神》《夏目友人帐》等。日本的

妖怪之所以能进入动漫领域，为众多儿童与青少

年读者所喜爱的原因与日本人眼中的妖怪形象息

息相关。在对日本妖怪文化的历史梳理中可以发

现，在江户时期，日本民众对妖怪的看法就已经

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在日本人眼中，妖怪具有两

面性。一方面，在妖怪的性质上，既有为非作歹

的恶妖怨灵，也有喜欢玩闹、爱捉弄人的小妖，

还有与人无争、悠然自在地游离在人类社会边缘

［1］［英］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472页。

［2］［英］泰勒：《原始文化》，连树声译，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4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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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妖怪们。另一方面，妖怪和神灵之间能够相互

转换。强大的、善良的妖怪能够担任神祇，神灵

也可以堕落成妖，比如《夏目友人帐》中的岩铁

大人就是担任神祇的妖怪，福神时雨则因憎恨人

类最终变成了邪恶的怪物。日本文化传统对妖怪

多样性、多面性的体认为妖怪、妖怪传说与文学

艺术的结合奠定了基础。

《夏目友人帐》之所以受到广大青少年的

欢迎，究其原因，在于这部作品能与青少年观

众产生共鸣，产生强大的治愈力量。《夏目友

人帐》常被观众为归为治愈系动漫的代表。

在日本，治愈系这一概念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

初，泛指能够对人的心灵产生抚慰效果的音

乐、绘本、文学及影视作品等。但治愈系的概

念得到广泛使用，并真正形成一种文化体系，

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20世纪90年代末期，日

本泡沫经济全面瓦解，股票崩盘、房价暴跌、

中小企业破产、居民收入锐减，日本迎来了历

史上最为漫长的经济衰退。生活的剧烈变动使

得整个日本社会浮躁动荡，人心惶恐不安，人

们长期处于心情抑郁、情绪低迷的状态。治愈

系音乐由于其舒缓的节奏能够有效地帮助民众

放松身体、抚慰内心，从而作为治愈系文化的

先锋，率先了进入了民众的生活，获得了群众

的喜爱。随后，治愈系迅速覆盖了文学、动漫

和电影，形成完整的文化产业体系。

动漫《夏目友人帐》就是治愈系文化中的

杰出代表。从治愈系文化中所包含的广泛的艺

术形式可见，动漫的“治愈”功能也可以通过

多种方式实现，比如清新柔和的画面、节奏舒

缓的插曲、简单的故事情节等。例如，《夏目

友人帐》中的取景多为幽静的森林和林荫小

道、整齐的房舍和街道，由清新的绿和柔和的

米黄色组成画面背景给观众以宁静、柔和、温

馨之感，在视觉上带给了观众一种被抚慰、被

治愈的心灵体验。但是，就《夏目友人帐》而

言，其治愈功能的实现，其对青少年情感的召

唤则更多地与动漫中的人物设置和故事情节的

构思有关。

虽然《夏目友人帐》中出场了形形色色的妖

怪，但核心人物实际上只有夏目贵志和猫咪老师

“斑”。正是夏目贵志和猫咪老师的人物设定让

青少年能够与作品产生共鸣，从而为作品治愈功

能的发挥，为青少年群体情感能力的培养奠定了

基础。

夏目贵志是一名具有强大灵力，能够看见妖

怪的男高中生。他既继承了祖母夏目玲子的强大

灵力，能够看见妖怪世界，也承袭了祖母的命

运，从小被他人误解、排挤。由于能看见妖怪，

夏目从小便被妖怪缠身，经常会做出一些常人无

法理解的举动，比如令人感到莫名其妙的“自言

自语”、不顾场合的惊叫、狂乱的奔跑等。但无

法看见妖怪的同伴都无法理解他，大都认为他

是为了引起他人的注意而故意装神弄鬼。久而

久之，同学都与夏目贵志疏远了起来，夏目贵志

也因此过上了离群索居的生活，不再尝试向他人

诉说内心的苦闷，性格变得越发孤僻、敏感。但

是，夏目并没有因为他人的不解和妖怪的侵扰而

怨恨，而是始终保持了一颗善良、温柔的心，渴

望与人类及妖怪世界友好相处。

绝大多数的青少年易与夏目贵志产生共情，

这与他们在青春期阶段的特殊心理状态是分不开

的。约翰·桑特洛克在《青少年心理学》一书中

指出，自我中心主义是青少年阶段的重要特征，

具体表现为高涨的自我意识。他认为，青少年的

自我中心主义又可以细分为两种思维——假想观

众和个人寓言。假想观众涉及获取注意的行为，

即青少年表现出被人注意、被人观看或像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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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上”等自我中心主义的特点，个人寓言是

指青少年认为个人是独特的和不可战胜的这一

自我中心主义特点。［1］其中，青少年的个人独

特感使得他们感到没有人能够理解他们真正的感

受，因而陷入敏感与孤独。正因为孤独感是青少

年和夏目贵志的共同感受，因而青少年观众往往

能在夏目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从而与夏目贵志

产生惺惺相惜之感，从而与动漫产生共情。

猫咪老师是《夏目友人帐》中的另一关键人

物。在动漫中，猫咪老师是作者假借威胁的名义

安排到夏目贵志身边的陪伴者和保护者。作为陪

伴者的猫咪老师，是夏目倾诉和交流关于妖怪世

界秘密的对象；作为保护者的高级妖怪“斑”，

是夏目遭遇邪恶妖怪伤害时挺身而出却口是心

非的保镖。猫咪老师是所有青少年渴望的理想

伙伴，既能够理解自己，与自己处于同一个次

元，又能给予自己引导和帮助，让自己变得更加

强大。

总之，夏目和猫咪老师的人物设定使这对搭

档能够轻易收获青少年的喜爱，而对于这两位核

心人物的认同又会为他们理解动漫、培养情感能

力奠定基础。

《夏目友人帐》能够产生治愈效果、培养青

少年情感能力的另一个原因源自动漫对妖怪世界

的刻画以及对人妖关系的表现。用鲁迅先生在

《中国小说史略》中对蒲松龄《聊斋志异》的评

论“花妖狐媚，皆具人情，和蔼可亲，忘为异

类”来概括《夏目友人帐》中的妖怪世界再合适

不过了。在《夏目友人帐》中，妖怪们不是冷血

无情，只会为非作歹的异类，而是有着思想、情

感和独立生活理想的自然之居民。妖怪们不是居

无定所，无家可归，只能依附于人类世界的边缘

人，而是身处于有着独立风习和生活准则的自足

的妖怪世界。

例如，在《夏目友人帐：唤石者与怪异的

访客》中就刻画了一个有着丰富情感的妖怪密

实和有自身传统的妖怪世界。夏目贵志在森

林中邂逅小妖怪密实——岩铁大人的第89代侍

从，担任着把神祇的妖怪岩铁从沉睡中唤醒的

“唤石”职责。“唤石”是妖怪每年一度的

活动，岩铁大人每年选择侍从将其从沼泽中唤

醒，并赐予唤石者美酒。弱不禁风的小妖怪密

实被岩铁大人选中，赋予了“唤石”的重要职

责，唤石者甘愿承受艰难险阻，不为美酒只为

不负知遇之恩。正是出于对密实的尊重和理

解，夏目才选择帮助密实保卫神圣的“唤石”

职责，使之不被猫咪老师等妖抢走。从这部剧

场版动漫中，我们看见了懂得感恩、坚强勇敢

的妖怪密实，也看到了妖怪世界中热闹有趣的

日常生活。其实，栖居于山水丛林的妖怪在某

种程度上就是自然的象征。因此，作品对妖怪

世界的倾情刻画实际上表现出的是对自然界的

敬畏和对人类世界以外的微小生命的尊重。这

对培养孩子及青少年对包括植物、动物等在内

的自然界的同理心具有极大的帮助。

此外，《夏目友人帐》能够产生治愈效果的

原因也在于动漫对人妖关系的表现。《夏目友人

帐》的核心内容是夏目贵志与妖怪的结缘。在

《夏目友人帐》中，每一集都是夏目与新的妖怪

的相遇、相知，这种反复构成了动漫在重复中变

化的情节结构模式。夏目在归还妖怪们的名字、

帮助妖怪重获自由的同时，也与妖怪们共同编织

了一个又一个或美好，或忧伤的故事，因此与妖

怪结缘愈深。

实际上，与妖怪们的羁绊关系从祖母夏目

［1］约翰·桑特洛克；《青少年心理学》，寇彧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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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子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夏目玲子作为人类

社会的边缘人，由于被亲人、同伴所疏远，最

终放弃了与人类建立情感羁绊关系，只能在妖

怪世界寻求慰藉。她一次次地和妖怪比试，以

签订契约的方式将无数妖怪的名字记录在友人

帐中，拥有了调遣众妖的权力。也许在夏目玲

子眼中，只有强制性的契约才能保证情感关系

的建立，友人帐就是维系她与妖怪羁绊关系的

重要之物。正因为如此，夏目玲子的友人帐成

为了她对人与人、人与妖之间持久的、稳定的

情感关系怀疑的标志。但是在《夏目友人帐》

的主线情节，即夏目贵志与妖怪们的故事中，

我们发现人妖间的情感羁绊并不是随着契约的

消失而消失。夏目归还了许多妖怪的名字，友

人帐越来越薄，但聚集在夏目身边的妖怪却越

来越多，其中丙、中级妖怪、小胡子甚至成为

了夏目一生中难得的好友。这足以证明，人与

妖之间的情感关系的稳定与永恒。

动漫中的人妖关系实际上是对人类社会生活

的影射。人与妖尚且能够相互理解，那人与人之

间又何尝不可呢？我们发现，在故事向后发展

中，夏目也渐渐学会了与朋友相处，开始尝试对

朋友田沼倾吐自己的心事，试着让朋友了解自己

眼中的妖怪世界，身边的朋友渐渐多了起来。作

者通过温馨的人妖关系的刻画，表现出了对人与

人之间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结的信任。青少年观众

也许正处于情感的困惑之中，也许也会深陷孤

独，对周围的人们产生了不信任和怀疑的情绪。

但《夏目友人帐》会告诉他们人性的可贵之处，

人间的温暖之处，帮助他们始终保持对人性的信

任，对情感的信任，积极建立与他人的情感关

系，最终实现社会化。

本文系湖北省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多维

视野中的世界儿童文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李曼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

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