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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图腾》中“狼”符号的主体性探析
贾 佳 (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摘 要］ 电影《狼图腾》所揭示的 “自然之命”，无外乎自然生命的生存法则使然。在 “人
性关怀”大行其道的电影界，导演让-雅克·阿诺却用独特的视角和叙述手法，从 “狼”的角度
向观影者还原了“狼之本”。当人被剥夺了主体性地位的时候，主体该如何在电影中进行呈现?
本论文通过对电影情节和电影叙述的把握，分析 《狼图腾》中主体的身份塑造，进而对 “狼”
符号的主体性地位进行探析，讨论图腾背后所揭示的主体的深层次建构。
［关键词］ 《狼图腾》; 符号; 身份; 主体

一、引 言

随着生态问题成为越来越多学者关注的焦点，
对“主体”的讨论已经从人类社会扩展到生物界，
正如卡莱维·库尔给 “主体世界”所下的定义:
主体世界是一种个体的符号空间。电影 《狼图腾》
从编剧、选材、叙述技巧等方面，使主体符
号——— “狼”的呈现更贴近受众; 另一方面又开
辟了生态电影的新理念，将自然的平等主体性在
以人为中心的当下电影界得以展现。相比 20 世纪
80 年代开启的生态文学预演阶段，《狼图腾》所代
表的生态文学更是从人类角度揭示生态危机向非
人的主体形象转变，从人与自然平等和谐的角度
出发，提升了生态符号的主体性作用。

无论从图书的市场占有量，还是从专业文学
评论角度，《狼图腾》都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尽管
如此，业界对此书却是褒贬不一: 围绕着如何评
介，雷达、孟繁华、陈晓明、李建军、丁帆、李
小江、周涛、顾彬等，都曾发表过毁誉不一甚至
截然对立的意见。( 吴秀明，陈力君，2009) 对此
书的负面解读主要在于其所宣扬的自然生存意志。
文本中将动物本能的求生法则与人性的冷暖相对
照，将人类的主体性价值强加于自然的 “物竞天
择”，这样不对等的道德评介所呈现出的是人类话
语权的专断。
《狼图腾》是典型的生态文学作品，生态文学

是一种基于生态主义思想的写作。它试图打破传
统的以人类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强调人与自然的
相互协调和动态平衡。 ( 吴秀明，陈力君，2009 )
小说通过北京知青陈阵在内蒙古下乡的所见、所

历，将十几个关于狼的故事进行串联。文本中用
了大量文字描写草原的水土风貌，文笔细腻，对
草原的生物狼、猎狗、黄羊、癞子、野兔，甚至
是通常不被认为存有生命的草地，作者都给予了
其主体存在性。

狼作为小说的灵魂，展现了额仑草原的生命
精髓，用一种野性和原始的生命方式将草原的魅
力释放出来。狼是草原生命的缩影，在对狼的猎
杀和报复进行见证的同时，叙述者陈阵从自我的
视角出发，作为亲历者用独白的方式表达了自己
内心对草原狼的“恐惧、敬畏和痴迷”，或者作为
旁观者对狼匪夷所思的行径进行合理的解释，有
效地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狼之于草原，就犹如人之于社会。阿诺之所
以对草原狼有如此的热情，正如他在采访中说的:
我拍动物，是要了解人类早已隐藏的那部分本能。
人类几万年的进化的结果，是对文明不断地探索，
事实上，层层文明外衣裹挟之下才是人性最本真
的存在，也正是人自我主体性使然。导演希望通
过电影 《狼图腾》展现出腾格里所赐予生命的原
始精神力量的伟大，进而引导观众反思人类社会，
反观人性得失。

二、草原狼的身份选择

草原狼在电影中的主体性地位通过其作为主
宰者、偷猎者、复仇者等不同身份转换得以生动
地展现。在导演阿诺这里，人的主体地位让位于
草原狼。小说文本中我们可以见到大篇幅议论性
的文字以及陈阵对草原狼因敬畏而生的感慨。电
影文本中对这些明显的价值输入式的导向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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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减，客观地以草原狼为主体，狼与人、狼与自
然的斗争为主线，精神价值考究则交付给观影者
进行评判，而不是采取粗暴直接的方式对观众的
精神进行道德绑架。
“自我必须在与他人，与社会的符号交流中确

定自身，它是一个社会构成、人际构成，在表意
活动中确定自身。” ( 赵毅衡，2012 ) 这是人类确
定自我的渠道。而动物自我和身份的确定是其在
物种社群交流中所形成的，同时还不能忽略与其
他社群的关系，尤其是人类社群。草原狼在社群
中的不同身份选择，则构成了其主体地位的角色。
身份并不是孤立性的存在，它必须在交流中得以
确立。行为的互动性是表意活动意义的基础，草
原狼主宰者、偷猎者、复仇者身份的跳动是其与
草原生命、人类斗争互动的结果。

草原主宰者的身份，是草原狼处于食物链上
层的地位所决定的。电影中草原狼的坚忍和聪慧
奠定了其作为捕食者的主宰地位，它们用智慧为
自己捕获猎物。狼的存在可以有效地控制草原黄
羊、鼠、兔子等以草场为食的物种的数量，从而
保护了草原的可持续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草
原狼是草原生物链的关键，它的消失将是草原消
失的前奏。狼以主宰者的身份，行使腾格里赋予
的使命。

电影中因为 “人”的因素，打破了狼主宰者
地位的神话。食物链条的破坏必然导致狼与人之
间的斗争。人性的贪婪攫取了狼为来年春天所备
的食物，并为了毛皮而杀害幼小的狼崽，饥饿和
愤怒交织下的草原狼不得不从人类的羊圈中谋生
存。从电影中狼有组织地圈围并猎杀马群，观众
可以隐约感受到“狼性”中的“人性”，人性中所
存有的报复、贪婪、愤怒等复杂的性格在草原狼
这里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同样是身份，人的身份会因人性的复杂而得
到伪装，与此同时，人自身还会对自我身份进行
思考，而草原狼的原始性以及为了生存而召唤的
生理需求则决定其身份回归的单一性。正如阿诺
说的，他选择拍动物是 “为了探索人类身上早已
被隐藏的那部分本能”。这种本能也正是所有生命
存在的根本。

三、主体的意图叙述

依照无限衍义理论，任何解释都可以形成新
的符号意义，但实际上意义无限衍义的暂时停止
就是意义的形成。“符号发出者尽管无法控制所有

人的解释，却可以设法让大部分观者的解释落在
这一点上，也就是说，让接收社群大致上接受发
出者的意图意义。” ( 赵毅衡，2012 ) 意图意义是
发出者主观的期望，“意图定点”则是发出者所期
望的效果。从某种程度上讲，电影 《狼图腾》同
小说文本的迥异则是导演对 “意图定点”的期待
所决定的。

通过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为小说，姜戎在
符号文本中传达了: 一方面是突出草原狼对于草
原生态链的巨大作用; 另一方面通过草原狼的生
存斗争，映射了游牧精神的重要性，从符号过程
三个不同环节来看，姜戎处于发送者地位，将自
己的“意图意义”通过小说文本意义进行表达，
而阿诺则同千万读者一样处于观者地位，拥有解
释文本的权利从而获得 “解释意义”，该 “解释意
义”成为电影文本的 “意图意义”。在非洲做过
“知青”的阿诺在 《狼图腾》中看到了自己的影
子，阿诺身为法国导演，除去小说文本中所传达
的中华文明情愫，更希望将动物与人以及自然的
深层思考上升为一种普世价值的国际情怀。

驯狼师安德鲁·辛普森说，教小狼的第一个
动作就是让其学会在高处的物体上进行站立，这
个动作在电影叙述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表现。电影
文本中有很多从山上俯瞰山谷的镜头，导演选择
从草原狼的视角出发，将其作为叙述主体，尽管
这种视野会同第三人称全视角的效果等同，但正
因为电影主体的特殊性，观众会很自然地处于狼
的视角，草原狼视角的出现伴随的必然是电影情
节的突转，暗示了其捕猎活动。以狼为叙述主体
的视角是草原狼主体性在形式上的体现。

四、狼性主体中的人性主体

图腾是符号人类学的重要概念，象征父系氏
族的动物。在人类的早期或者现在某些族群存在，
将某些动植物或者其他现实虚构的自然物种 ( 而
动物居多) 作为群体的标志或者族徽 ( 胡易荣，
赵毅衡，2012) 。图腾是最典型的表意符号，图腾
所携带的意义具有区分群体成员身份，同其他族群
成员进行对比的作用。电影《狼图腾》中蒙古人将
“腾格里”看作决定生命轨迹的神秘力量的主宰，
因为草原狼身上所特有的狡黠智慧、视死如归的英
勇气概等品质是草原生命的缩影，草原人民便将狼
幻化作无形的“腾格里”的有形“肉身”。

从狼口死里逃生的陈阵在内心说出了 “狼图
腾”所承载的精神价值: “因草原狼所产生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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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敬畏，是不是从原始时期起就是人们心灵中所
崇拜的图腾，我对这种神秘的力量给予我的帮助
满怀感激，我有种感觉，我已经推开了通往草原
人民精神世界的那扇门。” “恐惧”源于狼性中为
了生存穷凶极恶的凶险，“敬畏”则源于其以智者
的身份主宰草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品质。电
影《狼图腾》中主人公所感受的 “恐惧”与 “敬
畏”的二元对立，正是人性中被湮没的两个极端。

陈阵用偷盗的方式满足了内心对狼崽的期望，
怀着一颗温暖的心，他希望小狼能够知恩图报。
但当其意识到剥夺了狼捕食的尊严后，陈阵又渴
望小狼身上不要丧失草原狼所特有的勇气和尊严。
由于它是在人群中长大的，尽管可以发出狼特有
的叫声，但面对群狼的呼号无法与其进行交流，
狼群的抛弃让小狼的身份从属更加尴尬。牧区的
蒙古人将草原狼看作神圣的象征，不允许食用、
喂养。正如毕利格老人说的: “狼需要自己捕食的
尊严，它们不想被喂养，它们想冒着死的危险去
捕猎，它们是战士，如果你把它的骄傲夺走，不
让它捕杀，让它学会怕死，那它还算什么战士?
战士的尊严在于战场，脱离了战场的环境，狼也
就失去了其作为战士的身份。”陈阵从最初怀着占
有小狼的自私心，转变为之后亲自教小狼游泳、
识别陷阱等生存技能，以备日后将其放归草原。
小说文本中小狼的牙齿被锯掉，也就代表其丧失
了在草原生存下来的权利，而结尾处小狼悲剧的
死亡是其为自由而宁死不屈的代价。与此叙述不
同，电影文本中并没有剥夺小狼的牙齿，同样保
留了其高贵的尊严，此情节也同电影结尾处小狼
被放归草原进行了照应。

小狼的主体性地位并没有因为人类的喂养而
变得卑躬屈膝，这种在安乐境遇中的诱惑反而坚
定了草原狼对生存自由的信念。当大规模的捕杀
来临，有的狼即便是被摔死，抑或是被石头活埋
也不愿将自己的皮拱手于人，直到奔跑到剩下最
后一口气，还是要高傲地死去。不屈的选择是草
原狼对人类挑战腾格里的最好回击。

尽管电影中的草原狼是属于额仑草原，但这
丝毫没有成为全世界观影者了解并理解电影意图
的障碍，动物题材电影除去了复杂的人性面具，可
以使观者直面自然的纯粹性。尽管电影中的草原狼
是通过与人的关系来进行展现的，但人只是作为电
影文本叙述的推动力，有时甚至充当解说员的角色，
草原狼的主体地位在叙述艺术中更加凸显。

巴特勒将权力看作主体自我身份建构的基石，

权力迫使臣民服从，从而在心理上对自我产生归
属。主体来源于对权力的服从，人对荒原狼所产
生的“恐惧”与 “敬畏”是对狼性自然权力的臣
服。草原狼原始的智慧和精神力量是导演阿诺欣
然向往的，电影中也不乏闪亮着人性的温暖。巴
图的死亡是同狼群和白毛风斗争的结果，同时又
暗示了草原狼向自然求生存的不屈，人与狼合二
为一。巴图身为地道的蒙古人，拥有捕狼和对抗
自然灾害的经验，而所有的这些都是从草原狼身
上习得的，聪明勇敢，刚毅不屈，“狼图腾”的精
神在蒙古人身上流淌着。与其说电影是一部狼的
史诗，不如说是歌颂同样拥有狼图腾精神的 “人”
的力量。正如导演所期望的那样，虽然是拍摄一
部关于狼的史诗，但从中也了解到了人类早已经
被遗忘的那部分本能。活在多重身份包裹下的人，
早已经失去了寻找本能的能力，探求隐藏于草原
狼身上的人类所忽略的东西，正是对人类自我主
体的摸索。从某种意义上讲，狼的主体性亦是人
的主体存在。

五、结 语

电影文本对小说文本的改编是导演阿诺对自
然狼性本真呈现的表达，从草原狼的不同身份符
号的转换中，其身上所承载的草原精神也随之溢
出。无论是电影的情节构造，还是叙述手法的运
用，电影文本中草原狼的主体性在以人为主体的
社会中凸显出来。更深层次的 “意图定点”在于
从狼性本能中使得观者能够了解人性初始的力量。
因此，电影 《狼图腾》是自然生态的一次历险，
但同时也是对人类自我迷失的一次寻回。

［参考文献］
［1］卡莱维·库尔． 符号域与双重生态学: 交流的悖

论［J］．符号域传媒，2013( 01) ．
［2］吴秀明，陈力君．从《狼图腾》看当代生态文学的发

展［J］．文艺研究，2009( 04) ．
［3］许佳． 南都专访《狼图腾》导演: 为何那么爱拍动

物? 3D是否有点滥? 让 －雅克·阿诺:我不是一头狼，我可
不想“杀死谁”! ［OL］． http: / /news． 163． com /15 /0205 /05 /
AHLＲPF7G00014AED． html．
［4］赵毅衡．符号学［M］．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5］胡易荣，赵毅衡．符号学传媒词典［M］． 南京: 南京

大学出版社，2012．

［作者简介］贾佳( 1990— ) ，女，河北石家庄人，四川大学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 2014 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
究方向:符号学。

0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