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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动物寓言的艺术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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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动物寓言作为寓言文学的主要类型，在 “借形说理”的表达方式上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质。它善于

借用动物形象和自然法则阐释人世道理，以一种去身体化的符号表达直指寓言说理的精神内核，利用夸

张变形的艺术方式将动物活动作为人类行为的镜像反映，并通过动物的生存经验拓展人类的文化经验，

以达到 “立象以尽意”的表达效果。尽管当下寓言的影响大大弱于小说、电影等艺术，但动物寓言依然

以其独有的艺术特质丰富着文学对生活的 “理”解。

关键词：寓言文学；动物形象；镜像反映；寓意；符号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７４；Ｉ２０７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６３９（２０１８）０２－００１１－０５

ＤＯＩ：１０１４０９１／ｊｃｎｋｉｋｍｘｙｘｂ２０１８０２００３

ＯｎｔｈｅＡｒｔｉｓｔ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Ｆａｂｌｅｓ

ＨＡＮＸｉｏｎｇｆｅｉ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ｉｘｉ，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１５８１００）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ａｍａｊｏｒｔｙｐｅｏｆｆａｂｌ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ｉｍａｌｆａｂｌｅｓｈａｖｅｔｈｅｉｒｕｎｉｑｕｅａｒｔｉｓｔｉｃｑｕａｌｉｔｉｅｓｂｙ“ｕｓｉｎｇｆｏｒｍｓｔｏｅｘｐｒｅｓｓｒｅａｓｏｎｓ”．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ｓ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ｕｌｅｓａ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ｅｘｐｌａｉｎ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ａｎｄｔｈｅｓｙｍｂｏｌ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ｉｓ
ａｌｓｏｕｓｅｄｔｏｐｏｉｎｔｏｕｔｔｈｅ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ｃｏ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ｆａｂｌｅｓ．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ｙｔｈｅｍｅａｎｉｎｇｓｔｈｏｒｏｕｇｈｌｙ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ｓ，ｔｈｅｅｘａｇｇｅｒａｔｅｄ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ｓｔｙｌｅｏｆａｒｔｒｅｆｌｅｃｔｓｈｕｍａ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ｎｉｍ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ｘｐｅ
ｒｉｅｎｃｅｉｓｅｘｐｌｏｒｅｄｗｉｔｈａｎｉｍａｌｓ’ｌｉｆ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ｆａｂｌ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ｉｍａｌｉｍａｇｅｓ；ｍｉｒｒｏｒ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ｍｐｌｉｅｄｍｅａｎｉｎｇ；ｓｙｍｂｏｌｓ

　　在中西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寓言作为一种形象化
说理的文学方式，很早就展现出了智慧和艺术的光

芒，体现了人类童年期认识世界、认知自我的思维方

式。与其他文学体裁着重表现 “人”的现实生活和内

心情感不同，寓言文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在描写对象

上就展现出人与动物双峰并置的艺术风貌。各民族在

相互缺乏沟通和交流的情况下，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动

物作为寓言叙事的主体，动物寓言成为了寓言文学的

主力军。那么动物寓言的魅力到底缘何？以动物为叙

事主体对于寓言在 “理”的阐释上有什么独特优势？

一、以动物形象阐释人世道理

寓言，简而言之，就是寄理于言。动物寓言即是

借动物形象表达人类经验，以超现实的故事诉说现实

的道理。如果说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体裁

所讲究的都是过程美学，在文本的展开过程中刻画人

物、宣泄情感、化解矛盾，那么寓言则偏向结果美

学。寓言的根本指向是寓意，形象是合理解释寓意的

工具。如 《伊索寓言》第九十九则 《小山羊和狼》：

小山羊落在羊群后面，有一只狼追来。小山

羊转过身来对狼说：“狼啊，我知道我会成为你的

食物，不过为了不使我毫无尊严的死去，请你吹

箫，我来跳舞。”于是狼吹起箫来，小山羊起舞。

一群狗听见了，便来追捕那只狼。狼回过头来对

小山羊说：“我这是活该，我本是个屠夫，就不该

扮演乐手。”



有些人也是这样，他们做事违背愿望，错

失良机，反而会把到手的东西失掉。［１］１０９

这则寓言的主要意图是要告诉人们要适时把握

机会，否则追悔莫及。但作者却不直接表述道理或

采用人物形象表达，而是选择了狼和羊这两个在生

存意义天然对立的动物形象。这是因为寓言虽是阐

理，但却不是单纯说教，而是启迪教育。如果直接

说理，不仅乏味无趣，也无法给读者留下足够的思

索空间。所以 “我们常用的补救方法，就是寻觅一

些物体，以其类似的特性来了解新的领域中感觉不

明显的方面，以较为熟知的事物来说明相对陌生的

事物，借有形的事物来论述无形的事物。”［２］同样，

如果将这则寓言换成两个人物形象，也会造成说理

的乏力，因为狼吃羊是符合动物本性的，而人吃人

则说不通，这不符合世界的基本常识。动物寓言的

天然优势即在于他一方面通过动物形象，与人类的

经验世界相分离，造成一种隔岸观火的审美距离；

另一方面又充分调动人类的联想能力，赋予动物以

人的言行，造成一种想象的真实。在自然界中，狼

吃羊是动物性的，捕食的过程既激烈又凶残，但在

寓言文学中，狼吃羊是故事性的，狼往往通过欺骗

或引诱的手段吃羊，不写吃的过程，而写骗的过程，

意在借狼说人，指责那些凶残、虚伪、贪婪的人。

在这则寓言中，小山羊以退为进，首先利用了狼的

自满心理，说 “我知道我会成为你的食物”，随后

又提出要有尊严的死去，邀请狼吹箫为自己伴舞。

这显然是一个完全不符合自然规律的对话，语言、

尊严、吹箫、跳舞，这些都是人类的思想行为，但

在寓言中却结合的十分恰切，使读者在遵循情感逻

辑的同时，忽略掉事实逻辑和细节真实。

动物寓言凭借动物形象构成故事，不仅有助于

“理”的阐释和认同，也能够明晰寓言的情感色

彩。 “就形象创造而言，形象生成，特别依赖于

‘心象生成’与 ‘故事生成’”［３］。在寓言中，所

谓 “心象生成”即是寓言的寓意，往往是有感要

发，才有象生成。如 《狐假虎威》这则寓言：

虎求百兽而食之，得狐。狐曰：子无敢食

我也！天帝使我长百兽，今子食我，是逆天帝

命也。子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行，子随我

后，观百兽之见我而敢不走乎？”

虎以为然，故遂与之行。兽见之皆走。虎

不知兽畏己而走也，以为畏狐也。［４］１７８

这则寓言出自 《战国策·楚策一》。很难想象，

这段对话发生在楚国的朝堂之上，意在探讨北方诸

国为何畏惧昭奚恤。在这则寓前有 “荆宣王问群臣

曰： ‘吾闻北方之畏昭奚恤，果诚何如？’群臣莫

对”。然后才有 “江一对曰”，以及狐假虎威的例

子，以及其后 “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而

专属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其实畏王之甲

兵也，犹百兽之畏狐也”［５］等言。从这则寓言的产

生，我们可以看出，寓言的说理目的是十分明确，

江一之所以谈老虎、狐狸，实则暗指荆宣王和昭奚

恤。老虎和狐狸的形象对照折射出荆宣王和昭奚恤

实力的悬殊对比。江一以百兽之王代指荆宣王，不

尽体现了尊重、敬仰，还彰显了楚王的贵重、威严，

以狐狸代指昭奚恤，不尽展现了他的虚假、狡猾，

也暗含贬斥和嘲讽，这些都与动物形象在人类精神

世界的集体无意识紧密相关，也正因为这种集体无意

识，使得楚王和群臣非常容易的理解了江一的观点。

这是 “心象生成”所产生的形象。同时，这则寓言的

“故事生成”也指向老虎和狐狸这两个形象。单单看

《狐假虎威》这则寓言，是一个典型的以弱敌强的故

事，是一个用聪明智慧弥补了自身实力局限，最终化

险为夷的故事。虽然在表述这个故事的过程中有多种

可能，但一个壮硕威武的傻老虎和一个机灵狡猾的奸

狐狸自然是非常恰切的。动物寓言凭借对动物的审美

想象增加了寓言的形象性和趣味性。

二、去身体化的符号表达

身体是文学描写的核心。梅洛·庞蒂在 《知觉

现象学》中提出 “身体是在世界上存在的媒介物，

拥有一个身体，对一个生物来说就是介入一个确定

的环境，参与某些计划和继续置身于其中”［６］。所

以他进一步强调 “我通过我的身体意识世界”。小

说、戏剧等文学体裁多通过刻画对象、塑造形象来

表现身体，寻求个性特征和个体价值，但寓言文学

则不同，他因其说理的精神内核，很少涉及具体的

身体感受，多是一种去身体化的符号表征。如 《伊

索寓言》第二百五十九则 《乌龟和老鹰》：

乌龟请老鹰教他飞翔。老鹰劝告他，说这

完全不合他的本性。乌龟再三恳求，老鹰只好

同意了。就这样，老鹰用爪子把乌龟抓起，带

到空中，然后扔下来。乌龟摔到石头上，被摔

的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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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故事是说，许多人争强好胜，不听聪

明人的劝告，结果害了自己。［１］２６７

这则动物寓言充满了荒诞性和血腥感。乌龟本

是两栖类爬行动物，自然不可能飞翔，但却毫无缘

由的想要学习飞翔。老鹰无奈，用爪子把乌龟抓起，

带到空中。试想一个从来没有离开过地面的乌龟，

被带到天上，他身体的反映应是相当激烈的，文本

中既没有表现他离开地面的恐惧，也没有表现他愿

望达成的欣喜。而是直接写他被扔了下来，摔在石

头上，摔的粉碎。这种场面相当血腥，有无限的阐

释空间，但文本却戛然而止，老鹰像悬置在半空中

一样，没有下文。从故事的构架上看，这四个事件

（一是乌龟请老鹰教他飞翔，二是老鹰劝告乌龟，三

是乌龟执意求学，四是老鹰教学，乌龟惨死）成线

性排列，但却不是为了故事的延续，而是作为说理

的例证。从文本的寓意来看，老鹰是聪明人的化身，

早已遇见了乌龟的结局，所以故事按照老鹰的预见

叙述完毕，老鹰就在文本中隐退了。乌龟是争强好

胜人的代表，由于过分偏执结果害得自己丢了性命。

但因为没有具身感的表达，且选择的与人类距离较

远的动物形象，读者很难体会到文本所描绘的残忍

和血腥，着重突显的还是寓言的寓意。这种去身体

化的符号表达十分符合寓言文学的文体特征，即借

物说理。目的在说理，而不在绘物。

根据符号学者的观点，“全部人类经验无一例

外地都是一种以符号为媒介和支撑的诠释性结

构。”［７］６动物寓言则是将这种人类经验，用动物符

号的形式进行的文学性表达。例如出自 《法言·

吾子》的寓言 《羊质虎皮》：

羊质而虎皮，见草而说，见豺而战，忘其

皮之虎矣。［４］２２７

羊是一种温顺的动物，食草而生，畏惧豺狼，是

弱者的代表，而虎因其庞大的身躯和凶猛的攻击力，

可残杀百兽，是强者的代表。所以，一个弱者 （虚

假）假使伪装成强者 （真实），骨子里还是弱者 （虚

假），可谓 “人假伪名，考实则穷”。这则寓言的精妙

就在于他充分考虑了动物的天性，“见草而说，见豺

而战”，如果选择人物形象去表达，是无论如何也说

不清楚的，在这里动物寓言的符号性便具有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和再生意义。在这里 “符号既不是事物，也

不是对象，而是事物和对象交织成一幅经验的织品所

依照的一个程式，其中一部分代表着其他部分，从而

依照不同的时间和语境，把或多或少的 ‘意义’赋予

整体。”［７］８０寓言中的动物形象既不是先于或独立于寓

意的经验存在，也不是寓言故事的表现主体，而是从

寓意中生发的，阐释寓意的最直观、最恰当、最有效

的手段。动物寓言用这种去身体化的符号表达方式直

指寓意核心，不仅修剪了形象表达上的枝蔓，也剔除

了语言表达上的繁冗，利用人类对动物基本认同，达

到一种 “不言而喻”的艺术效果。

三、人类行为的镜像反映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 “各种艺术之间的差

异，如同进行模仿时所使用的媒介的差异。”［８］动

物寓言则是人类用话语的方式，借动物的形象做媒

介进行相互间思想交流和信息传递的工具，这种方

式既具有隐蔽性又具有映射性。他叙述的虽是动物

的状貌，反映的却是人类的行为。如 《伊索寓言》

第十四则寓言 《狐狸和猴子》：

狐狸和猴子同行，为家世问题争论起来。

他们各自叙说了自己家世的许多尊贵之初，来

到一处墓地。猴子凝视一阵后，不禁长声叹

息。狐狸问他为什么这样，猴子为他指着那些

墓碑，说道：“我看到我的祖辈的奴隶和获释

奴隶的这些墓碑，我能不悲恸吗？”这是狐狸

对猴子说：“你想怎么胡诌就怎么胡诌把，反

正他们当中不可能有谁能站起来揭露你。”［１］２１

从生物学研究划分，猴子属于灵长目猴科动物，

多生活在热带、亚热带和温带的森林中群居。狐狸

属于食肉目犬科动物，尽管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较强，

在森林、草原、荒漠、高山以及平原、丘陵都能生

存，但我们也很少看见猴子和狐狸会相伴同行。那

作者为什么会臆想出猴子和狐狸会同行并拼比家世

呢？这显然是不符合现实逻辑的。但从文化原型的

角度看，选择狐狸和猴子进行这番对话是潜隐着人

类的集体无意识的。首先，狐狸和猴子都属于自然

界中的二等公民，他们既没有狮子、老虎为王的霸

气和凶残，也不似山羊、兔子一般弱小任人欺凌。

这种生存状态更易产生吹嘘的心理，符合读者的阅

读期待；其次，在精神特质上，狐狸和猴子的生活

习性在人类眼中往往易幻化出灵活、狡黠、虚伪的

色彩，所以作者在表述 “那些好说谎的人看到没有

人能反驳他们时，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吹嘘自己”［１］２１

这个寓意时，能够取得一种文化上的共识。无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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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还是在东方，狐狸和猴子总是成为人类调侃的

对象，如：听狐狸传教，须把鹅看好、狐狸舔羊羔，

不是好征兆、山上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城狐社鼠、

狼顾狐疑、土龙沐猴、尖嘴猴腮……这些谚语、成

语都表达了人类对狐狸和猴子这两种动物的基本认

识。但读者很容易就能从动物形象的背后读出其中

的映射意味，就这则寓言而言，这哪里狐狸和猴子

的对话，分明是两个滑稽可笑的人在争论。所以，

动物寓言除了是人类行为的镜像反映外，还有一种

夸张变形的功能，造成一种哈哈镜的审美效果。正

是这种审美效果，充分利用了动物原型的优势，加

上艺术的加工，才不断增添着动物寓言的艺术魅力。

此外，很多动物寓言是面向儿童而创作的，这

在对人类行为的镜像反映上，就增添了些许的教育

功能。如：凡夫发表在２００４年６月２日 《少年先

锋报》上的寓言 《云雀明白了》：

云雀见麻雀整天在树枝上跳来跳去，就

问：“麻雀阿姨，你为什么不飞的高一点呢？”

麻雀斜着眼睛瞄了他一眼，说：“难道我

还飞得不高吗？你瞧瞧公鸡！”

“公鸡伯伯，你为什么不飞的高一点呢？”

公鸡骄傲地在房顶上迈着八字步，反问：

“难道我飞得还不高吗？你瞧瞧鹌鹑！”

“你为什么不能飞得高一点呢，鹌鹑

姐姐？”

鹌鹑奋力从草尖上飞过，得意地对云雀

说：“难道我飞得还不高吗？你瞧瞧癞蛤蟆！”

后来，云雀遇见雄鹰，便向雄鹰请教：

“雄鹰叔叔，你为什么飞得那么高呢？”

“不，不，”雄鹰谦虚地说，“离蓝天，我

还差得远呢！”

“啊，我明白了，”云雀眨眨眼睛想，“谁

如果想展翅高飞，就不能把目标定得太低；如

何眼睛只盯在树冠以下，那就永远不可能在蓝

天白云间翱翔。”［９］

这则动物寓言从小云雀的疑问写起，以飞的高

低为评价的源点，简化了不同种类动物的个体特

征，共同指向要树立远大理想的深远寓意，鼓励青

少年要像雄鹰一样展翅高飞。寓言中的麻雀、公

鸡、鹌鹑、癞蛤蟆都是雄鹰的陪衬，以他们的无

知、自满衬托雄鹰的高远、谦虚，作者借小云雀的

猜想，表达了对青少年的告诫，不要像麻雀、公

鸡、鹌鹑一样，本飞的不高，却不自知，还愚蠢的

沉醉在自我构筑的遐想中，以为是个飞天的能手。

动物寓言所承担的教育功能往往是作者凭借其借物

说理的优势，让儿童能够通过寓言这面镜子反观现

实中的自己，从而达到 “立象以尽意”的效果。

这样既不会因絮絮的说教而引起儿童的反感，也不

会因故事的繁复而遮蔽了说理的效果，从而帮助儿

童建立一种积极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四、以动物经验拓展人类经验

文学是 “人学”，是 “依靠 ‘语言’和 ‘文

字’，借助 ‘想象力’来 ‘表现’人体验过的

‘思想’和 ‘感情’的 ‘艺术作品’。”［１０］动物寓言

是借助对动物形象的想象和塑造表达人类体验过的

“思想”和 “情感”。虽然描写的对象是动物，但

寓意的指向是人类自身，是把动物的生存 “经验”

转化、整合为人类的文化 “经验”。如克雷洛夫的

寓言诗 《天鹅、梭鱼和大虾》：

合伙共事心不齐，

事情一定不顺利，

事情办不成，还要活受罪。

有一回，天鹅、梭鱼和大虾，

合伙去把一辆货车拉，

它们三个一块儿套上车，

个个拼命拉，可是车子一步也不往前挪！

本来要拉动这货车并不难，

可是天鹅想往云里飞，

大虾往后退，梭鱼则想往水里拖。

它们当中谁对谁错———我们不愿去评说；

只是货车至今仍没动窝。［１１］

这则寓言意在说明团队中人心不齐，结果往往

是事倍功半，但却采用了天鹅、梭鱼和大虾三个动

物形象来表达，“天鹅想往云里飞，大虾往后退，

梭鱼则想往水里拖。”这不仅充分考虑了动物的生

活习性，使其言之有理、形象生动，还化解了人类

生存经验局限的问题。克雷洛夫充分利用了物理学

原理，用一个向上拉的力、一个向下拉的力，和一

个向后拖的力相互制衡，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力的相

互抵消，货车依然无法前行。故事的精彩即在于他

选用了三个非常恰切的动物形象，通俗、直观、又

十分的符合人们的心理预期。人类虽是动物界的翘

楚，甚至从文化意义上区别于动物而独立存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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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并非万能，尤其是在生存本能上，存在着先天

的局限。作者展开丰富的想象力，利用动物的生存

“经验”去构架寓言故事，并在虚构中将其转化、

整合为人类的文化 “经验”，指向寓意。货车在这

里不仅是具体的实物存在，更是困难、目标、任务

等抽象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动物寓言拓展了人类

的经验世界，将动物的天性与人类的人性相糅合，

使说理形象化的同时，也丰富化。

再如金江的寓言 《三只老鼠》：

三只老鼠一同去偷油喝。到了油缸边一

看：油缸里的油只有底下一点点，并且缸身太

高，谁也喝不到。

于是它们想出办法，一个咬着另一个的尾

巴，吊下去喝，第一只喝饱了，上来，再吊第

二只下去喝……并且发誓，谁也不许存半点

私心。

第一只老鼠最先吊下去喝，它在下面想：

“油只有这么一点点，今天总算我幸运，可以

喝一个饱。”

第二只老鼠在中间想：“下面的油是有限

的，假如让它喝完了，我还有什么可以喝的

呢？还是放了它，自己跳下去喝吧！”

第三只老鼠在上面缸边想：“油很少，等

它俩喝饱，还有我的份吗？不如早点放了它

们，自己跳下去喝吧！”

于是，第二只放了第一只的尾巴，第三只

放了第二只的尾巴，都各自抢先跳下去。

结果它们都落在油缸里，永远逃不出

来了。［１２］

这本与 “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

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却更

添幽默感和逻辑性。三只老鼠要偷油吃，但却因为

油少缸身高而一时无法实现，所以想出一个咬着另

一个的尾巴，吊下去喝的办法，这本是一个非常聪

明的办法，但却因为小老鼠的私心而成为他们被困

缸底的缘由。作者充分利用了老鼠偷食的天性，想

象出一幅 “猴子捞月”的场面，与其说老鼠的心理

活动是动物的心理反映，不如说是人类的心理折射，

作者借对动物行为的想象，展现出人类心理的阴暗

面，并生发出团结合作、忠诚信任的深刻寓意。

根据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选定的 《中国当代寓

言》系列丛书 （浙江少儿出版社，２０１４年出版）统

计，在所选的９０３篇寓言中，动物寓言共有５３６篇，
比例高达５９４％２１世纪以来动物寓言佳作频现，
不仅充分展现了动物寓言的艺术特质，也不断推进

着动物寓言的发展。樊发稼、张鹤鸣、叶澍、凡夫、

余途、吴秋林、桂剑雄、少军、晓雷等寓言作家都

善于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挖掘动物寓言的特质，

凭借对动物形象的塑造阐释人世道理 （如：叶澍

《马上小猴》、凡夫 《生气的骆驼》等），用去身体

化的符号表达直至寓言说理的精神内核 （如：肖显

志 《凤凰歇脚》、吕金华 《死在兔岛上的狼》），用

动物活动映射人类行为 （如：余途 《高位老鸡》、

少军 《猴王分桃》等），用动物的生存经验拓展人

类的文化经验 （如：邝金鼻 《山羊替狐狸送寿礼》、

何流 《骄傲的老虎》等）。尽管当下寓言创作处于

相对意义上的蛰伏期，寓言的影响也大大弱于小说、

电影等故事性强、商业价值高的艺术，但动物寓言

依然坚守寓言文学的精神内核，以其独有的艺术特

质丰富着文学对生活的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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