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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人还在等待，那只送来霍格沃兹魔法学校

录取通知书的猫头鹰？

1997年，《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第一部《哈利·波

特与魔法石》出版。彼时，谁也不会料到，一个戴着圆

眼镜、额头上有一道闪电疤痕的小男孩，会成为风靡全

球的人物。

10年间，作者 J.K.罗琳接连写了 6部续集。2007年

7 月 21 日，该系列终结篇《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发

行，为书中主人公哈利·波特的冒险画上圆满句号。统

计显示，《哈利·波特》系列小说被翻译成 80 种语言，全

球销量超过5亿多本，创造了出版史上的神话。

都说在“90 后”的集体记忆里，不能没有《哈利·波

特》的位置，笔者也不例外。该系列自 2000 年引进我

国，便一直陪伴我们成长。当哈利·波特学习一门又一

门魔法课程时，笔者正在赶拖延了很久的暑假作业；当

他发现密室并与蛇怪对决时，笔者也在为家长会提心

吊胆；当他进入火焰杯争夺赛时，笔者不得不面临让人

紧张的升学考试……

要说《哈利·波特》的故事究竟有多跌宕复杂，其实

完全谈不上。其逻辑线如此简单，以至于用一句话就

可以概括——3个孩子团结一心打败大魔王。不过，小

说的绝妙之处在于，它在现实世界的基础上，虚构了一

个生动有趣、前所未有的魔法世界。

怀揣特殊能力的少年，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同

成长，开启险象环生的奇幻旅程——早在第一部小说

出版时，发行商就将其目标受众定位于 9 岁至 15 岁的

青少年群体。但《哈利·波特》显然不是一本只供孩子

们娱乐的床头读物，它对出场人物、情节发展的构思如

此精巧，足以打破人们对儿童文学的惯常认知。

比如，在魔法世界里，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弱点。哪

怕是邓布利多那样的圣者，也有晦暗不明的过去；哪怕

是斯内普这样一出场就尽显阴郁气质，处处都与主人

公作对的角色，也是一个为了心爱之人守住大秘密的

真正英雄。同样，在魔法的驱使下，小说也不吝笔墨

呈现出生命戛然而止的残酷与惋惜。一句“阿瓦达索

命”，正与邪的交锋，即使是那些已经深入人心的出场

人物，也难逃命运的魔咒。正如罗琳所说，人生的意义

不在于长生，而在于学会面对死亡。

文字搭建起的魔法空间与规则，似乎超脱了这个

世界。可如果“拿走”巫师们的魔杖，剥夺了他们的魔

法，他们似乎立刻就会变成普通人，他们的情感与我

们如此相似，他们的言行也总能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影

子。这些源自于真实生活的关于友情、亲情、爱情的

“魔法”，才是战胜一切邪恶的终极要义。

从胆小怯懦到勇敢作战，主角们克服重重考验，

拿起魔杖、念着咒语，义无反顾地与黑巫师对抗，我们

似乎也伴随着一次次痛苦的成长找到了人生的真谛：

“没有人是长不大的。总有一天，我们必须成长为勇

士，保护我们挚爱的人。”

无论在图书史上还是电影史上，《哈利·波特》都称

得上现象级的经典之作。其电影全球总票房高达 78亿

美元，也是全球史上电影票卖得最快的电影系列。不仅

如此，在这场长达 20余年的魔法风暴里，市场也围绕着

魔法世界诞生了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IP衍生品。游戏、

服饰、文具、彩妆，甚至哈利·波特主题乐园都已经渗透

进人们的生活，创造出千亿元级的商业价值和文化价

值。根据外媒2019年公布的数据，哈利·波特系列以309

亿美元（约合2144亿元人民币）的总收入，在全球IP营收

排行榜上排名第十。

十年一梦，永不落幕。《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和电

影各自用十年时间完成了蜕变和终结。至今，仍有不

少哈迷们恋恋不舍地表示，“霍格沃兹永不毕业”。

小说里的冒险故事终有结局，但魔法世界的大门

并不会关上。未来，依旧会有源源不断的人们从《哈

利·波特》中获取勇气和力量，幻化成无形的魔杖，破解

人生路上无尽的烦忧。

不能没有不能没有《《哈利哈利··波特波特》》
郭静原

东京奥运会期间，日本漫画家井上雄彦发的一条

推文引起了网友热议。在推文中，他祝贺日本女篮实

现历史性突破，获得奥运会银牌。

没有人会觉得这样的推文突兀，因为对于日本篮

球来说，井上雄彦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正是因为他

的作品《灌篮高手》，篮球在日本的流行度被提升到了

新高度。

《灌篮高手》讲述的是日本神奈川县湘北高中篮球

队的故事。故事中的主角性格各异，在机缘巧合之下

走到一起，开始共同为了球队胜利而拼搏。

日本的漫画历史悠久，可追溯至 100 多年前。如

今，它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极其成熟而且活力十足的产

业。有测算认为，其相关产值可以达到日本 GDP 的

10%，且每年都有大量优秀作品涌现。

作为日漫历史上金字塔尖一般的存在，《灌篮高

手》于漫画杂志《周刊少年 JUMP》1990年第 42期开始

连载，单行本在 17 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其初版销量

达到 250万套，一举创下当年的销量纪录。2004年 8

月，它在日本国内市场发行量突破 1亿册，成为日本

漫画销量史上卷均第二高的作品。

除了堪称现象级的销量之外，《灌篮高手》

还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并与日本篮球

的发展紧密交织在一起。一代又一代少年

因为《灌篮高手》开始爱上篮球，并最终投身于这项运

动。2007年，《灌篮高手》的出版社集英社设立“篮球奖

学金”，派遣优秀的日本高中篮球选手赴美留学。2010

年，井上雄彦受到了日本篮球协会的特殊表彰，以鼓励

他在推广篮球运动方面作出的贡献。

在这一热潮的推动下，一直在世界篮球界没有太

强存在感的日本，此番能够在东京奥运会女篮项目夺

银，也就不足为奇了。

实际上，《灌篮高手》的影响力远不止于日本，它是

全球性的，尤其在韩国和中国格外受欢迎。

不少“80 后”都有这样的经历：放学后争分夺秒跑

回家，只为打开电视看动画版的《灌篮高手》。如果你

问中国的篮球少年们，他们的启蒙球星是谁？答案可

能是姚明，可能是科比，但也一定会有人说，是流川枫

和樱木花道，即便他们只是漫画中的虚构人物。

一部作品之所以风靡，并且跨越国界、超越时代，

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传递出的情感能够引发不同国家、

不同年代的人的共鸣。井上雄彦用他独特的画风，将

友情、梦想、执着、努力等热血青春的要素完美地融合

在一起。《灌篮高手》所讲述的，也不单单是篮球的故

事，更是一部热血少年的成长史。

几乎所有的《灌篮高手》粉丝都会说，这部作品承

载了他的青春。但是每个人从中看到的青春模样却各

有不同：有人喜欢三井寿，他在遭遇挫折后一度迷失了

自我，浪费了青春时光，但在幡然醒悟后又找回了人生

方向；有人欣赏流川枫，他不近人情，生活乏味到极

致，然而在其冷漠的外表下有着令人惊奇的执着；有

人钟情樱木花道，他浑身缺点，嚣张又任性，自大又跋

扈，可他同时纯真、热烈，有一股永不服输的精神……

1996 年的《周刊少年 JUMP》第 27 期，井上雄彦画

笔下的樱木花道，以一记中投绝杀了上届冠军山王工

业，湘北篮球队在比赛中完成了惊天逆转。

主角光环加身，实现了不可能的奇迹，这本是一

部漫画常见的结局。然而井上雄彦却剑走偏锋，用一

笔带过的方式，给出了另一个结局：湘北在接下来的

比赛里惨败给了另一个对手，被淘汰出局，令读者猝

不及防。

作者似乎在用这样一种方式诠释他心中的青春：

即便你竭尽全力，也总是会留有遗憾，但是更重要的还

是竭尽全力的过程。

在一次采访中，井上雄彦被问道：他最有成就感的

事是什么？

他回答说：“我所画的漫画人物看起来就像是活生

生的一样。读者们用自己的方式向我传达了一个信

息，他们被漫画角色身上的某种东西感动、激励。”

显然，井上雄彦在这方面无比成功。

有 遗 憾 的 青 春 同 样 值 得有 遗 憾 的 青 春 同 样 值 得
袁 勇

“这就是巴巴爸爸、巴巴妈妈、巴巴祖、巴

巴拉拉……”这句片头开场白，将一代人拉回

童年。简洁的线条、醒目的颜色搭配、异想天

开的变形能力，简简单单的故事却充满了治

愈的魔力，这就是承载了一代人集体回忆的

动画片《巴巴爸爸》。

《巴巴爸爸》是由法裔美籍夫妇安娜特·

缇森和德鲁斯·泰勒创作的法语儿童漫画，于

1970年出版。

据说，某一天夫妻二人正在巴黎卢森堡

公园漫步，泰勒先生听到有小孩对他的父母

说“叭叭叭叭”。不懂法语的他便向妻子询

问。妻子解释道，小孩想要棉花糖，法语直译

就是“爸爸的胡子”。

之后，夫妻二人便在一家餐厅里开始了

创作。他们在餐巾纸上设计了主角的初稿

——一个类似棉花糖的粉色、圆形人物，命名

为“Barbapapa”。

当年，漫画一经面世，就获得了英国文艺

评论界高度赞誉，并于同年的博洛尼亚书展

上受到广泛好评。此后，《巴巴爸爸》被译成

多国语言，在欧洲全面发行。

1975 年，当时的联邦德国将《巴巴爸爸》

系列连环画改编制作成了动画片，每集 5 分

钟，共 46 集，于 1981 年在美国首播。1988

年，《巴巴爸爸》在中央电视台“七巧板”栏目

播出，成为最早在中国播出的外国动画片之国动画片之

一一。。从此从此，，这个可爱的这个可爱的 99 口之家把快乐通过口之家把快乐通过

3030 多种语言多种语言，，传播到了全球传播到了全球 4040 多个国家和多个国家和

地区地区。。

巴巴爸爸出生在泥土里巴巴爸爸出生在泥土里，，本是一个粉色本是一个粉色

的小圆球的小圆球，，努力长大努力长大、、破土而出破土而出，，好奇而友善好奇而友善

的小朋友把它带回家里的小朋友把它带回家里，，可父母却把它交给可父母却把它交给

了动物园了动物园。。被关在笼子里的巴巴爸爸无意中被关在笼子里的巴巴爸爸无意中

发现自己什么都能变发现自己什么都能变，，而那句开启快乐魔法而那句开启快乐魔法

的咒语的咒语““可里可里可里可里可里可里，，巴巴变巴巴变””也刻在了观也刻在了观

众的记忆里众的记忆里。。

后来，离开动物园的巴巴爸爸开始全球

和太空旅行，一路寻找自己的同类，也经历了

各种冒险。他乐观又热心，而且无比全能。

它能变成救生艇、降落伞、潜水艇、消防车等，

多次帮助人类朋友脱险。

当然，巴巴爸爸也幸福地收获了自己的

爱情。他在自己出生的花园里遇到了巴巴妈

妈。他们的孩子色彩鲜艳，个性鲜明，而且和

父母一样，都拥有一颗善良包容的心。

不过，这部漫画与中国读者见面却迟到

了 22年。当年，由于无法直接联系到泰勒先

生，负责引进事宜的编辑前往法国，“驻守”老

先生经常光顾的咖啡店。可即便如此，编辑

依旧未能如愿，只能写好信件留给店员，拜托

其转交给作者。兜兜转转、坎坎坷坷，最终，

这封信送到了泰勒先生的手中。于是，2010

年我国引进了《巴巴爸爸》漫画，老先生还亲

赴中国进行宣传。

有意思的是，《巴巴爸爸》虽然是妥妥的

“治愈系”，但内涵极为深刻，观念也很超前。

热热闹闹的剧情涉及了大量今天的人们共同

关心的话题，比如不同文化的碰撞与交融、经

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思维方式不同的

个体应如何更好地沟通和相处、如何接受新

事物等。

如今，当年的小观众们已经长大。回看

这部动画片，看到的不是幼稚，而是包裹在童

趣中的对生命的关爱以及对自然的尊重。这

或许就是治愈的真谛吧。

治 愈 的 真 谛
谢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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