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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靡20年，哈利·波特热火为何不熄

被被魔魔法法改改变变的的世世界界

2016年，魔法世界中的哈利·波特已经36岁了，是三个孩子的父亲，被生活压得焦头烂
额……最近，号称“哈八”的《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在中国哈迷中热潮翻滚。虽然《哈利·
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在某种意义上更像是一部获原著认可的同人小说，虽然该书与罗琳的哈
利·波特系列终结篇相隔9年，但哈迷不在乎，他们再一次为哈利而狂欢。

哈利·波特系列已走过了近20个年头，尤其是在流行文化热度短暂、偶像速朽的粉丝经济时代，
哈利·波特为何能对哈迷形成持久而巨大的影响力，为何会从畅销晋升为经典？分析其背后原创能
力、文化基因和社会变革等因素，或许会对我们今天的儿童文学创作提供很多可借鉴之处。

本报记者 师文静

曾被痛批
“欺世的巫术小说”

1997年，魔幻儿童文学《哈
利·波特》在英国作家J.K.罗琳
的笔下诞生，2000年，其第一部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在中国出
版发行，引发了中国儿童文学阅
读热。尤其是2001年该系列第一
部影片《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上
映后，哈利已经家喻户晓，成为
继莎士比亚、披头士、007之后最
为耀眼的英国文化符号，影响着
全世界数亿计的儿童。

现在回头看，伴随着畅销，
在刚引进中文版的前几年，《哈
利·波特》却面临着诸多质疑和
批判。2001年-2005年期间，面
对汹涌而来的哈利·波特热，不
少主流媒体撰文批评它是一部

“欺骗世人的巫术小说”，对青少
年读者有极大的负面影响……
当时，国外儿童文学阅读还没有
形成燎原之势，孩子们习惯读知
识性和学习性的读物，一部以巫
师、魔法为主题的魔幻儿童文
学，与主流阅读背道而驰，让很
多人难以接受。

“是不是高品质的文学作
品”“值不值得阅读”“将把孩子
的阅读引向何方”等问题，在那
时折磨着很多评论家。有批评家
甚至说：“也许到了22世纪，我们
的后代会建立起一套完全不同
的评价标准，在这个标准里，没
有塞万提斯，也没有普鲁斯特的
容身之地，而罗琳会跻身其间。”

但是，随着国外儿童文学引
进的日益增多和国内畅销儿童
文学读物的流行，大众对儿童文
学的审美趣味、阅读观念也日益
更新，畅销作品不再是流毒，对
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痛批也日
益减少，人们逐渐看到了它身上
的闪光点。

学者王泉根认为，罗琳将西
方古老的巫师与巫术故事巧妙地
移植到了现代社会，在20世纪90
年代的英国校园生活场景中展开
巫术故事，展示了主人公对命运
的搏击与精神的成长。“哈利·波
特系列小说设置了各种或现实或
虚构的险情，悬念迭出，使主人公
常处于千钧一发、惊心动魄的危
险境地，但最终又能绝处逢生，安
全脱险，从而极大满足了青少年
向往勇敢、好奇、探险的心理。”

获得认同与共鸣
哈利“伴我成长”

对于更多哈迷来说，《哈利·
波特》是他们的“成长圣经”。在
一大批“80后”“90后”读者看来，

《哈利·波特》是一个充满想象又
满怀希望与爱的全新世界。

2007年该系列最后一部小
说问世时，哈利·波特系列完成
了从单纯的魔法、冒险为主的狭
窄故事到构建起整个庞大、曲折
的魔法世界的过渡，小说人物也
变得愈加鲜明、复杂。哈利·波特
已成长为魔法世界的英雄，一路
契合着哈迷的心理成长。

记者了解到，很多虔诚的读
者每本小说都要读十几遍，记下
每一个咒语和不重要配角的名
字，记下每一部小说中出现的东
西，如比比多味豆、黄油啤酒、巧
克力蛙，为故事撰写编年史……
他们从小说中寻找与主人公共
同成长的精神密码，从生与死、
恶与善中寻找人性的发光点，从
各种派别、组织斗争和正邪对抗
中分析世态炎凉。对哈迷们来
说，神奇的阅读体验是他们珍贵
的成长记忆。

北大中文系在读博士林品
就是资深哈迷。在采访中，他称
在初一时接触《哈利·波特》，“当
时就迷上了。”年纪尚小的他并

不是抱着娱乐的心态来读，而是
喜欢对奇幻故事背后的历史文
化内涵进行揣摩和探索。在很多
孤独的深夜里，林品从书中学会
如何面对死亡，如何面对生命中
的创痛。这也是哈利·波特系列
给很多哈迷带来的深切认同和
共鸣。因为热爱，林品在前六部
小说的基础上写出的《我的哈
利·波特：哈七大猜想》，至今已
重印多次，而且他还写了多篇重
量级《哈利·波特》论文。

作家叶开在接受采访时称，
面对一个流行现象，应该从教育、
文化的角度多分析背后的原因，
这也是近20年不降温的“哈利·波
特热”留给我们的思考。“该系列
的特别之处在于形成了一种‘伴
我成长’的现象。从第一部作品开
始，就伴随着许多读者从小学、中
学到成人的20年成长。这其中展
开的生活想象几乎符合所有青少
年的愿望，更传递了一种青春期
的成长模式，成为每个人青春记
忆中的重要部分。”

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畅
销，打破了文化背景的壁垒和
隔膜，全球的哈迷都被这个讲
述善良、勇敢的故事所打动，
在他们心中，《哈利·波特》不
仅仅是小说，对他们的人生也
有深远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了
他们学业和职业的选择。

“魔法”催生影响力
粉丝经济席卷世界

有研究者称，在世界儿童文
学史上，哈利·波特系列可以与
19世纪的安徒生童话、20世纪的
林格伦儿童文学产生的巨大影
响相媲美，但后两者都经过了历
史长河的洗礼，罗琳则完全创造
了一个奇迹。

据了解，10年8部《哈利·波
特》电影全球总票房达到77亿美
元，华纳兄弟还将哈利·波特的
故事变成了横跨电子游戏、玩
具、主题公园等多个领域的一项
产业。截至2015年，哈利·波特系
列小说总销售量超过4 . 5亿册，
名列世界上最畅销小说系列。它
不仅代表着一个绝无仅有的商
业奇迹，也演变为一种文化时
尚。时隔9年之后推出的《哈利·
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虽然只是
罗琳参与构思的剧本，不是她执
笔写的，但哈迷们不在乎，他们
疯狂抢书，渴望投身“全球同步”
的狂欢之中。最近，罗琳担任编
剧的3D魔幻巨制《神奇动物在
哪里》还没上映，哈迷们都已经
按捺不住了，爱屋及乌啊。

这些年来，无论是在网络文
学创作领域，还是在影视制作领
域，《哈利·波特》已成为一个学
习的样板，但也仅仅是止于仰慕
人家一下，真正拿出可以媲美的
作品还为时尚早。这两年，被业
界寄予厚望的原创文学《三体》，
一直被拿来与《哈利·波特》对
比，两者同样荣获雨果奖，同样
是长篇科幻小说改编，同样运作
游戏、线下主题馆、主题公园等
跨界衍生，《三体》能否达到《哈
利·波特》的小说发行、票房和产
业体量备受关注。

不少专家称，《哈利·波特》
的商业运作我们看得很清晰，但
是学起来很难。《哈利·波特》以
小说为基础形成了大量的粉丝
群，电影起到一个放大器的作
用，然后再扩展各种衍生品。但
是拍成电影需要大量的资金和
顶级团队支撑，由于我们的娱乐
行业发展还不是太成熟，很多商
业模式并没建立起来，与其他行
业的整合又非常少，所以难有

《哈利·波特》式的超级IP出现。
不得不说，哈利·波特的流

行是商业资本主导的文化传播
全球化的一个成功实验。它作为
一个标杆，将会是教科书式的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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