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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电影

■域外传真

驶向驶向““成长成长””的神奇飞屋的神奇飞屋
————评评《《飞屋环游记飞屋环游记》》 □□喻琦欣喻琦欣

法国哲学家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而

不在枷锁之中。”对人如此，对动物，尤其是对百

兽之王——狮子，这句话也一样成立。《狮子爱尔

莎》的第一部《生而自由》以卢梭的名言为题，作

者乔伊·亚当森的深意不言而喻。

乔伊·亚当森是一位传奇女性，人们盛赞她

是一位野生动物保护者，著名的作家和画家。她

的《生而自由》于1960年出版之后，引起了巨大的

轰动，已经被翻译成 35种语言出版，印数超过

100万册，并被好莱坞拍摄成同名电视和电影作

品，而且同名电影于当年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

《生而自由》的影响力和感染力由此可见一斑。后

来，乔伊·亚当森撰写了《生而自由》的续篇，即

《自由生活》和《永远自由》。这三部作品，就是现

在的这本《狮子爱尔莎》。

乔伊·亚当森 1910年出生于维也纳。1937

年，来到非洲的肯尼亚之后，她彻底告别了自己

的上流社会生活，选择与荒野和野生动物为伴，

在蛮荒的非洲大陆度过余生。她放弃的是许多人

毕生追求的目标，她选择的是许多人避之唯恐不

及的荒野。她会在万籁俱寂的深夜，留一点时间

扪心自问：这么做值得吗？我觉得，乔伊·亚当森

用自己杰出的作品，告知了世人荒野的价值，也

解答了世人的疑惑。

《狮子爱尔莎》讲述的是乔伊与野生狮子爱

尔莎之间真实感人的故事。1956年，在一次狩猎

中，乔伊的丈夫乔治·亚当森，一名非洲肯尼亚北

部地区的英国狩猎监督官，出于自卫而射杀了一

头母狮。这头母狮留下了三只幼崽，于是，乔伊成了

她们的“养母”。她们长大后，乔伊将其中两只狮子

送到荷兰鹿特丹动物园，留下最小的一只，名叫爱

尔莎。与两位姐姐相比，爱尔莎最年幼，身体最单

薄，在自然条件下，容易被母狮抛弃并死亡，所以需

要更为精心的照料。爱尔莎长大了，和自己的“养父

母”建立了深情厚谊。与此同时，她对荒野也流露出

强烈又浓厚的兴趣，多次离开乔伊，追逐各种各样

的野生动物，迫切地想与自己的同类为伴。

乔伊明白，这是来自荒野的呼唤，也是爱尔

莎对自由的渴望。乔伊与丈夫乔治为爱尔莎找到

了一处理想的栖息地，将她放归自然。经过人工

驯养的爱尔莎，适应了大自然严苛恶劣的环境，

找到了称心如意的伴侣，还生下了三只活泼可爱

的小狮子，并且将小狮子也带回乔伊身边。于是，

乔伊从“养母”荣升为“外祖母”，与爱尔莎和她的

孩子们朝夕相伴。爱尔莎因病身亡之后，由于种

种缘故，乔伊为小狮子们选择了新的家园，即闻

名于世的塞伦盖蒂国家公园。

这部作品之所以令人着迷，首先是因为它为

我们呈现的惊异感。这种惊异感，不仅源自动人

魂魄的非洲自然景观，而且源自乔伊与狮子之间

的真情厚意。无论是非洲的景观，还是乔伊和爱

尔莎之间的情谊，都是那么的不同寻常。不夸张

地说，乔伊笔下的世界，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我

们生活在钢筋水泥的城市，被工业文明裹挟而

行，身体和灵魂早已远离了森林、高山、湖泊、荒

漠、平原和野生动物，当乔伊以白描的笔法，为我

们展现真实的荒野和野生动物时，我们的心灵不

禁为之震撼。那种原始的风情风貌，野生动物们

的生存与繁育，震撼人心的野生动物大迁徙……

凡此种种，让我们看见了另外一个世界，一个远

离工业文明的喧嚣和浮华的世界，一个充满野性

和蛮荒之意的非洲，一个无比雄浑壮美的所在。

再者，乔伊与野生狮子之间的故事又是如此

感人至深。在乔伊忠实地记录她与狮子的故事之

前，我们从未想过，人类能和野生动物，甚至和作

为百兽之王的狮子，建立起如此真切动人的情

谊。我们以为狮子是凶猛残暴的，是嗜杀成性的

野兽，是人类不共戴天的敌人。然而，乔伊用自己

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这些都是人类的偏见。幼

时的爱尔莎和姐姐们来到乔伊身边时，就像三只

憨态可掬的小猫咪，每一只都个性十足，对人类

非常友善；与乔伊朝夕相处时，爱尔莎学会了收

缩爪子，控制自己的力量，以防无意中伤害乔伊；

回归荒野之后，爱尔莎也未曾改变对乔伊的友

好，当乔伊来到她的放生地时，她会亲热地问候

乔伊，与乔伊一起漫步荒野。须知，此时的爱尔莎

已经能够独立捕杀成年的水牛，倘若她没有对乔

伊的深情厚谊，怎能与乔伊相互依偎，坐看夕阳

西下？正是源于对乔伊的信任，爱尔莎才会在产

崽之后，把三只小狮子也带到乔伊身旁，鼓励他

们和乔伊玩耍。其中的一只小狮子杰斯珀，和妈

妈爱尔莎一样，与乔伊相亲相爱，并在妈妈死后，

充当了乔伊和其他小狮子之间的情感纽带。妈妈

爱尔莎死后，小狮子们饱经磨难：被其他狮群驱

逐，被迫离开栖息地，为了觅食而袭击非洲部落

村庄，被部落居民围捕；在前往塞伦盖蒂国家公

园时，忍受烈日暴晒和高原的寒冷，困在笼子中

动弹不得。然而，杰斯珀一如既往地信赖乔伊，用

他自己特有的问候方式——背对着乔伊，让乔伊

爱抚自己。正如乔伊所言，狮子是百兽之王，即使

身处困境也不绝望，始终对自由充满渴望。

这种对自由的渴望，是本书最引人入胜之

处。作者将自己的这三部分书稿，分别命名为《生

而自由》《自由生活》和《永远自由》，也许正是因

为，在与爱尔莎和她的孩子们朝夕相处时，她看

到了自由的价值和意义。爱尔莎原本可以像自己

的姐姐一样，被乔伊送往欧洲的动物园，在那儿

无忧无虑地生活，然而当她成年之后，宁可放弃

乔伊为她准备好的食物和水，选择回归荒野。她

是生而自由的狮子，她的家园是非洲广袤无边的

土地，她的朋友和爱人是野生狮子。尽管为了获

得自由的生活，她要忍受饥饿和孤独，付出被狮

群攻击的代价。在《自由生活》中，我们多次看到，

为了保护自己的领地，爱尔莎被凶猛的狮子攻

击，伤痕累累、血流如注，然而每一次她都英勇地

迎击对手。也许，正是这种来之不易的自由，更需

要勇猛的捍卫。在《永远自由》中，我们再次看到

了狮子对自由的渴望。乔伊选择非洲的塞伦盖

蒂，作为爱尔莎孩子们的放生地。塞伦盖蒂是野

生狮子的天堂，狮子在这儿可以自由自在地生

活。爱尔莎的孩子们来到塞伦盖蒂之后，很快就

适应了这里的环境，找到了山谷间最隐秘的栖身

之处，饥饿时甚至能从花豹口中抢夺食物。由于

种种原因，乔伊后来未能在塞伦盖蒂再次发现小

狮子们的踪影，然而她相信狮子们永远自由了。

翻译这部作品之前，孤陋寡闻的我不知道乔

伊是谁，对野生狮子爱尔莎也只是略有所闻而已。

译完这部作品之后我才知道，在非洲大陆上曾经有

这么一位伟大的女性。乔伊是那么无私，将自己的爱

与热情，奉献给这片土地，以及这片土地上生活的野

生动物。倘若没有她，也就没有爱尔莎的故事，更不

会有小狮子的诞生与成长。乔伊是那么勇敢，为了爱

尔莎和她的孩子们，她在野外露营，多次生死悬于一

线，和暴躁的犀牛迎面相遇，与食人狮近在咫尺。然

而，我从未在文字中读出丝毫的后怕和悔意。她也有

恐惧的时候，倒不是因为自己置身险境，而是担忧

着爱尔莎和小狮子们的安危。乔伊与野生动物平

等相处，能理解并尊重它们的行为和想法。在她的

笔下，爱尔莎、爱尔莎的孩子们、非洲岩蹄兔帕蒂

等，他们都和人类一样有个性、有感情，也有头脑，

更像是善解人意的朋友。人们盛赞乔伊是野生动

物保护者、作家和画家，而我觉得她也是一名博物

学家。举例来说，我在翻译的过程中，起初见到与羚

羊相关的单词时，总是不假思索地翻译成羚羊。随着

翻译的深入，我才发现非洲的羚羊种类众多。有普

通的小羚羊、非洲瞪羚、汤氏瞪羚、葛氏瞪羚、转角

牛羚、黑尾牛羚、捻角羚、犬羚等等，不一而足。如果

都翻译成羚羊，岂不是辜负了作者的博学多识？

乔伊于20世纪 80年代离世，如今，她的故

居、她与爱尔莎朝夕相处的营地、她倾尽全力所

建的野生动物保护地，都成了人们竞相参观的地

点。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对她的怀念和敬仰之

情：她的作品被反复再版，画作被肯尼亚国家博

物馆珍藏。翻译这部作品将近尾声时，我们不由

得想起了2014年在巴西举行的足球世界杯大赛。

当赛事进行得如火如荼时，网上也出现了一段火

热的视频：一位男性西装革履，与几头狮子争抢

足球，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足球赛。那个视频

让人不由得心生感慨：乔伊的事业前无古人，然

而后有来者。她对荒野的热爱，她对自由的推崇，

她对野生动物的热爱，历久而弥新。

更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最早关于乔伊·亚当

森著作的译本出版于1980年，即中国少年儿童出

版社的《野生的爱尔莎》，之后是1982年气象出版

社和地质出版社出版的《我的朋友猎豹皮芭》和

《爱尔莎重返自然》，在1985年至2018年间，农村

读物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京华出版社、凤凰出版

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等

都相继出版和再版了她的作品。不过，可能由于版

权的问题，也可能是翻译难度的问题，这些译作一

部分是选译，一部分是改写，均未能将《生而自由》

所含三部作品完整翻译。值得一提的是，从《狮子爱

尔莎》中节选的小故事《小狮子爱尔莎》被收入人教

版、冀教版、语文社A版和S版等多种小学语文教

材，因此，虽然《狮子爱尔莎》的全貌并未展现，很多

读者仍对“狮子爱尔莎”这个形象念念不忘。

近几年随着国外自然文学译介和研究被关

注，国内出版社推出了多部自然文学作品，“荒

野”再次成为读者关注的一个主题，“动物小说”

和“自然文学”成为儿童读者最喜爱的读物之一

类，也说明社会对自然的认识在进一步加深。在

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狮子爱尔莎》的全貌

得以呈现，于是这部在欧美畅销了60年的自然文

学经典终于完整地来到了中国读者面前。我相

信，它不仅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荒野，也重新认识

到了所有生命的价值。

小时候的你是否畅想过拥有会飞的房

子，带着你去远方进行一场大冒险？皮克斯

工作室制作的《飞屋环游记》就是这样一部

满足你所有童年幻想的动画电影。

电影的故事脉络很清晰，童年的卡尔热

爱冒险，偶遇了艾莉，两人曾约定把房子搬

到南美的天堂瀑布之上。然而卡尔在艾莉去

世后才下定决心追梦，利用氢气球把自己的

房子变成了“飞屋”，和小胖子罗素踏上了一

场奇妙的冒险旅程。

首先，在人物设置上，《飞屋环游记》有

两位主角，78岁的卡尔和8岁的罗素。在动

画电影中，以老人为主角的电影是比较少见

的，大多以儿童为主角。而《飞屋环游记》中

这一老一少的设置不仅新颖有趣，而且为我

们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察世界的视角。

老人一般拥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生活经验，

而孩童则对世界充满好奇心，活力满满，二

者是一种互补关系。

电影中卡尔的脸方方正正，戴着古板的

眼镜，看起来刻板严肃，不通人情。艾莉去世后他甚至很少笑，

孤独地生活在充满回忆的小房子里。一开始见到罗素时，他一

点也不想帮助罗素完成任务，只想快点把这个烦人的小孩赶

走。卡尔对拆迁人员也是毫不客气，他将李子汁倒进别人的油

箱，拿起吹风机对人一阵猛吹，甚至不小心用李子制作的拐杖

砸伤了一位工作人员。在卡尔这些拙劣的“恶作剧”中，我们看

到了他天真如孩童的一面，只有孩子才会以这样的方式反抗。

卡尔执著地守护着自己的小房子，房子不仅见证了他和艾莉美

好的爱情，也是他们冒险梦想的载体。

罗素是一个肉嘟嘟的小胖子，脸圆圆的，头戴鸭舌帽，身背

登山包，身上挂了一大串各式各样的徽章。罗素的圆脸与卡尔的

方脸形成了对比，一方一圆也是两人不同性格的写照。罗素自称

“荒野探险家”，为了得到一枚帮助老人的徽章敲响了卡尔家的

门，开启了一场冒险之旅。他就像邻家的小弟弟，活泼爱玩，爱吃

零食，偶尔偷点小懒，背着飞屋去往天堂瀑布时常常抱怨自己

走不动了，十分契合儿童天性。与此同时，罗素也有着孩子的热

情与善良，天生与大自然有种亲近感，靠着巧克力和沙锥鸟凯

文交上了朋友，在凯文被蒙斯抓去后，

他毫不犹豫地要去拯救自己的朋友。

随着剧情的推进，我们发现罗素

之所以积极地收集徽章，是因为爸爸

答应他会出现在颁奖典礼上，他渴望

的不是徽章，而是父母的肯定和陪

伴。在让人心疼的同时，也使罗素的

形象更为丰满立体。而卡尔由最开始

的嫌弃与无奈，逐渐被罗素感染，两

人互相帮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此外，虽然艾莉出场时间不多，

但角色也十分出彩。卡尔和艾莉自童

年起相识，拥有共同的探险之梦。两

人一动一静，艾莉鬼马机灵，卡尔则木讷寡言。一段蒙太奇粗线

条地勾勒了两人幸福的婚后生活，艾莉去世后，影片的色调则偏

向深沉，音乐也由之前的欢快转为忧伤低沉。这段蒙太奇也是对

之后的卡尔性格大变，变得古板执拗的合理解释。

其次，《飞屋环游记》极具梦幻色彩，具有天马行空的想象

力，比如，贯穿全片的神奇飞屋这一设定本身就令人联想翩翩。

在鲍姆的《绿野仙踪》中也有相似的设定，多罗茜的木屋随着龙

卷风飞到了奥兹国，由此展开了一段奇妙的旅程。而这部电影

中，飞屋的冒险是从成千上万个彩色氢气球带着房子腾空而起

那一刻开始的，飞屋一点点脱离地面，连围观路人的身上也映

着氢气球彩色的光芒，房子飞过高楼，飞过云层，最终驶向了南

美的天堂瀑布，这一场景十分惊艳。冒险的最后卡尔虽然没有

住在天堂瀑布，但他的小房子静静地落在了天堂瀑布上，看似

是一种巧合，其实是导演精心设计的圆满。

这部电影中还有不少充满想象力的设定，比如一开头提到

的位于南美洲的天堂瀑布，悬崖上的大瀑布一泻千里，颇为壮

观。再如大冒险家查尔斯·蒙兹苦寻一生的沙锥鸟，拥有着孔雀

的美丽、鸵鸟的灵活。而大鸟凯文头顶着漂亮的羽冠，一身羽毛

五彩斑斓，一出场就让人移不开眼睛，同时呼应了开头展出沙

锥鸟骨架的情节。又如电影中会说话的狗狗们，蒙兹不仅是探

险家，也是发明家，他为狗狗设计了特别的项圈，使狗狗们能够

表达出自己的想法。我们小时候也曾渴望过自己的宠物可以开

口说话，像朋友那样和我们谈心、玩耍。这一设定极具未来感和

科幻感，很能吸引儿童的目光。狗狗们开口说话，像人类那样互

相嫉妒争抢，某种意义上拥有了“人性”，但狗狗们没有完全脱

离狗的特点，遇到球就条件反射地去追逐，也因此引出了不少

有趣的情节。当卡尔爬到凯文的笼子之上，群狗环伺，气氛十分

紧张。卡尔灵机一动，将拐杖上的球扔出去让狗狗们争抢，顿时

缓解了紧张的气氛，调整了故事的叙事节奏。

一部优秀的影片通常都有着丰富的主题，不同的观众能从

中得到不同的思考，《飞屋环游记》也不例外。我们羡慕着卡尔

和艾莉的美好“爱情”，两人志同道合，有着共同的“梦想”。我们

看到了小罗素对“亲情”的渴望，身临其境地与主角们一起去天

堂瀑布“冒险”。电影中也涉及了生态保护的话题，我们应该和

大自然和谐相处，爱护珍稀动物，而不是像蒙兹那样为了虚荣

而将凯文做成标本。电影中所提倡的是一种朴素的、健康的自

然观，这对儿童有着润物无声的教育作用。

当然，这部电影最重要的主题还是在于“成长”。《飞屋环游

记》的英文原名是“UP”，“UP”不仅代表着腾空而起的飞屋，也

象征着两位主角向上的成长历程。卡尔在艾莉去世后一直为没

有实现两人的冒险梦想而心怀遗憾，所以刚出场的老年卡尔是

刻板严肃、不近人情的，影片中刻画了他为了把小房子搬到天

堂瀑布上的种种努力。他一开始不愿意收养凯文，只想着早一

点到达天堂瀑布。在凯文被蒙兹抓住后，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却

是熄灭小房子的火，因此和罗素吵了架。但是卡尔一点点被罗

素影响着，他最终带着飞屋和罗素并肩作战，战胜了大反派蒙

兹。对于卡尔来说，放下过去，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不正是一

种成长吗？卡尔的成长是一场“返老还童”，他不仅完成了自己

和艾莉的童年梦想，也找到了自己失落已久的童心。

而罗素在这一场大冒险中的成长也令人惊喜，刚出场的他

还有些胆怯，做事马虎，随手就把定位仪扔了。但在冒险结束

时，他已经成长为一个小小男子汉，变得更坚强、更勇敢、更富

有担当。在颁奖典礼上，罗素的小脸脏脏的，还残留着冒险的痕

迹，虽然爸爸没有来，但罗素的背挺得笔直，一脸坚定。随后卡

尔走上了舞台，说自己是和罗素一起的，并将艾莉的勋章送给

了罗素。卡尔和罗素共同书写了一本新的冒险手册，他们一道

成长，一起探索着未来的无限可能。

《《狮子爱尔莎狮子爱尔莎》》：：认识生命的价值认识生命的价值
□谭旭东 谢毓洁

《《飞屋环游记飞屋环游记》》电影海报电影海报

沙锥鸟凯文沙锥鸟凯文（（左左）、）、男孩罗素男孩罗素（（中中））和老年卡尔和老年卡尔（（右右））

童年艾莉童年艾莉（（左左））与卡尔与卡尔（（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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