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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城故事
Tales from the inner city 
■文 / 王琳琳

若不是疫情来临，

长久以来高居地球食

物链顶端的人类，似乎

已经全然忘记了自己

也是动物的一员。

作 为 复 杂 的 人 类

个体，每个人都有着独

特的生存状态。但是，

人类对自己、对世界造

成的巨大影响视而不

见，忘记自己脆弱的命

运与整个世界紧密相连，对人类之外的其他

物种来说，造成的伤害是巨大的，而且是无声

的。换句话说，在现代社会和人类科技发展的

今天，人与自然、与动物该如何相处已经成为

一个无法回避的关键问题。

澳大利亚华裔插画家陈志勇以他自己的

方式去探索、回答了这一问题。他假想当动物

被困、擅自闯入或故意被带入一个通常只供

人类居住的空间——城市之后，会发生一些

什么。于是，他把鳄鱼放在办公室，把一头猪

放在公寓里，或把一条鱼悬挂在城市上空，全

然站在动物的视角思考可能发生的一切，以

及这对人类意味着什么。

借助图画的力量，文字往往无须多言。在

《内城故事》里，陈志勇画了一只夜间活动的

鹿，站在高处一处类似人居住、实际为森林的

房间里，眺望着日间城市的景观。他还画了闯

入城市当中的马，当用插画的形式，展现它们

也可以沿着高速公路、屋顶和立交桥奔跑，沿

着起重机的悬臂和高空中的电线奔跑，看着

它们转动着的弹珠般的眼睛和随风飘动的

鬃毛……一共25种动物，它们并不说话，它

们的动物本性仍然神秘莫测，只是就那样存

在着，在故事间进进出

出，只是在这些时刻，

读者也许会感受到某

些事情，也许就会从狭

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抽

离出来，从而体会到动

物也是城市主人的冲

击感。

动 物 在 城 市 日 常

中的露面，揭示了人们

不愿意看到的生活法

则，那就是我们一直忙于做人类，而忽视其他

哺乳动物、昆虫、鱼类以及鸟类等一样在我

们身边生存。还记得疫情期间出现过“野猪

闯进城市”“兔子在深夜奔跑”等登上媒体

报端的新闻吗？在那一刻，也许它们获得

了重新拥有这座城市的权力。

鲁迅先生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人

与动物之间更是如此。疫情期间，有一些人可

能会在某种紧急状态下被要求迅速进行隔离

观察，在这些时刻，所养的宠物，并非第一时

间就能被纳入考虑的视野，甚至有时还被当

作一个随时可以舍弃的对象。这从某种程度

上印证了，人类有时真的无法理解其他动物

的生命到底意味着什么。

人类是独特的吗？我们往往会忘记，人

类的属性是动物，也是这个星球上数百万物

种中的一个。疫情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也给

了我们难得的机会，那就是当我们习惯性地

向内与自己对话时，也可以试着向外看，朝着

那些非人类的事物，就像科学家或博物学家

做的那样。

诚然有些悲欢并不相通，但我们不能放

弃相通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