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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里有关成见的问题几乎是无处不在，从主角到配角，从陈塘关
普通百姓到妖族和异类，各种由成见引发的排斥和误会充斥其中，电影
中的大反派申公豹更是为了反抗“成见”偷换了灵珠，导致哪吒从陈塘
关百姓共同期盼的灵珠降世变成了人人喊打的魔童。而作为主角的哪
吒，也在影片中展现了他的自我成长和勇于打破成见等闪光点。

电影中的成见引发了一系列的误解和悲剧，现实中的成见离我们
也并不远。今天，就借着《哪吒之魔童降世》这部电影，谈一谈成见这个
话题。

影片一开始，是一枚不分善恶的混沌珠被仙人捕获后拆分为善恶
两个不同的个体——代表善的“灵珠”和具有恶的“魔丸”。原本代表善
的灵珠会在太乙真人的操作下被投于即将出生的哪吒身上。而代表恶
的魔丸则被下了咒术，三年后将被击毁。但这一次，本该是天然正义阵
营的哪吒却有了新的身份——魔童。原来太乙真人送灵珠降世时被师
弟申公豹算计，把代表邪恶力量的魔丸投入他的身体。于是，一出生就
魔力失控的哪吒给陈塘关百姓带来了惊吓，变成了百姓口中的恶魔。

因为哪吒身具魔丸，陈塘关的百姓视其为妖魔。明明李靖夫妇镇
守陈塘关保护百姓，结果百姓对他们的孩子如此敌视。

这就是陈塘关百姓心中的第一份成见——“哪吒是个恶魔，早晚要
害死人”，也是导致每次哪吒出门都会闹得人仰马翻的原因。这份成见
也让哪吒从一开始的偷溜想找人玩，变成了故意捣乱引人注意的小捣
蛋鬼儿，反而应了陈塘关百姓心中的成见，可以说陈塘关百姓自食其果
了。

哪吒因为魔丸成了恶的代表，那么身怀灵珠的敖丙总该被认同为
善良吧？但当他露出了龙角的一刹那，他也一样因为是妖族就被陈塘
百姓敌视和指责，哪怕他在这之前救了这些百姓的命也一样，而这正是
陈塘关百姓心中的第二份成见——“妖怪都不是好东西”，也正是这些
百姓的反应，让被揭破身份的敖丙从救人变成了灭口。

电影中的陈塘关百姓看起来很不讨人喜欢，但他们其实也有自己
的理由。身为普通人，生活在随时有可能被伤害的环境下，这也让他们
会特别地仇恨那些伤人的妖怪。但陈塘关百姓心中的成见让他们失去
了包容之心，才会把没有真正伤害过人的哪吒和敖丙当成了仇恨的对
象。以仇恨去应对尚未出现的伤害，结果就是伤害真的出现了。

现实中的成见同样伤害巨大，但它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可以深藏人
心，却很难被发觉。成见太善于伪装，它会被当成先见之明、会被当成
前人经验，或是本性难移……但拥有成见的人并不觉得自己抱有成
见。很多人乐于给他人分类、贴标签，这其实就是很容易产生成见的行
为：见了有纹身的人，第一反应是很酷？不，很多人认为这很“社会”，觉
得有纹身的人都不是啥正经人。化妆一直是女生修饰容貌的重要方
式，可现在仍有很多人认为年轻女孩子化妆就是不够端庄，如果女孩子
穿得“清凉”那就不是个好女孩儿。隐藏得更深层次的成见甚至已经演
化成了潜意识：车辆发生碰撞先看是不是女司机——女司机就是车技
不好的代名词；孩子碰伤了，先指责孩子的妈妈没看好——妈妈就应该
不错眼地盯着孩子；东西找不到了——先怀疑身边穿得脏、乱的人偷的
……即便知道这些想法不对，但潜意识的第一反应是很难控制的。虽
然很多人在努力消除成见，尽量让自己处于客观的角度看问题，但仍不
能否认成见一直存于我们心底。

成见藏在人心底
日久堆积成山

成见引发的恶果并不止于这些。在电影中，被成
见伤害得最深的其实是大反派申公豹，他是造成哪吒
变魔童的事件起因，也是导致陈塘关差点儿毁灭的始
作俑者。他与太乙真人同为元始天尊的弟子，申公豹
法术和办事能力都比太乙真人强，但处处不显高明的
太乙真人却被委以送“灵珠”降生的重任，并拥有了成
为“十二金仙”中的最后一个名额。申公豹觉得自己处
处强于师兄，结果却与“十二金仙”的最后一个名额失
之交臂。他认为这就是元始天尊因为自己是妖族而产
生的成见，所以才会发出“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
任你怎么努力都休想搬动”的感叹。但师傅真的是因
为申公豹是妖才认为他不如师兄的吗？申公豹的这种
认识不也是对师傅的成见吗？至少申公豹不是这么认
为的。

他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妖才不被师傅重视，觉得师
傅对自己有成见。于是为了让师傅看到师兄的无能和
自己的实力，他偷换掉本该给哪吒的灵珠，把他变成了

“魔童”，也导致了哪吒出生满三年就将被天雷劫夺去
性命。可以说，这部电影就是公申豹对成见的反抗，却
也是导致哪吒悲惨身世的原因。同是对成见的反抗，
但哪吒努力学法术帮助百姓、以达到化解成见的方式
不同，申公豹使用了错误的方式，产生后果也是非常糟
糕的。到最后他也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证明自己
比师兄强，让老师刮目相看，反倒是赔了徒弟又丢人，
算计了半天啥也没捞下。

成见带不来进步，只会引发无意义的争端。网络
上四处引战的“地域黑”可算是典型案例：东北人都是

“黑社会”，上海人都是“娘娘腔”，河南人“偷井盖”等更
是被玩成了梗。“地域黑”闹得最烈的时候甚至在网上
打起了“南北之战”，南方人与北方人互相贬损，但事实
上很多人自己都整不明白自己到底算是南方人还是北
方人，却依然在网上骂得热闹。而在国外某些地区，由
于肤色不同、国籍不同引发的排斥和冲突更是多次引
发过流血事件和示威游行。

成见看似小问题 实则恶果难料

《哪吒之魔童降世》这部电影告诉我们，成见不仅无处
不在，而且很难化解。陈塘关的百姓对“魔丸”转生的哪吒
充满了成见，对身为龙族的敖丙同样充满了成见。由于哪
吒出生就因失去理智而大杀四方，也因为敖丙是妖，而陈
塘关的百姓认为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命丧妖口。这份成见
有其生长的理由，但也改变不了它的本质。哪吒明明是个
想被认同的孩子，敖丙不仅从未伤过人，甚至还在魔化的
哪吒手里救下很多人。但只要他们出现，陈塘关的百姓不
是尖叫逃走就是辱骂和攻击。

对于如何化解成见，哪吒在这部电影里给出了自己的
答案。他在误解中降生、在排斥中长大，他也委曲不甘，甚
至想过索性随了那些百姓的想法，变成他们口中的恶魔。
但是，哪吒是幸福的，他有爱他的父母和老师，还有一位在
他失去理智时阻止他的朋友，正是他们教导他以正确的方
式使用力量，引导他走一条成就自己也让百姓认同的路。

哪吒在充满排斥的环境中没长歪，多半要归功于他的
父母。与原本我们熟知的哪吒闹海故事不同的是，电影中
李靖夫妇有着非常亮眼的变化。比起原本对闯祸孩子的
要打要杀，电影中的李靖夫妇一直努力让哪吒明白一个道
理：出身不可选，但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是由自己决定的。
即便成见是座山，那他也要劈开这座大山。电影中的一处
小细节处理得非常好，哪吒出生时，李靖还是满头黑发，当
李靖寻找解救哪吒性命的方法无果后，他的黑发中开始夹
杂白丝。当三年后哪吒知道自己的命运，感到非常失望而

离家时，得知李靖决定用自己的命换儿子的命，这份沉甸
甸的父爱让哪吒回家，也让他免于走上歪路。

有观众说，哪吒的幸运在于他是主角，所以他遇到了
不离不弃的父母、愿意教导他的师傅、愿意为他拼命的朋
友。每当他魔化伤人时，有父母、师傅和朋友去阻止他、感
化他，让他没有真走错路。而申公豹是反派，所以，他和哪
吒一样被成见所累的时候，只能被成见埋藏，成长为一个
偏激又扭曲的人。他的一切不甘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抗
争，所以在最需要的时候没人拉他一把，他的人生信条自
然就会扭曲，做事也只顾自己的感受。

思想的伟大在于可以对抗外在环境的负面影响，无论
反派的过去是多么的无辜和令人惋惜，但结果都是他做任
何事都是从自己的私利出发，根本不顾及会不会伤害到别
人。这一点在哪吒和敖丙对抗天雷要没命时的反应中就
可以看出来，同样是当师傅的，申公豹看自己的目标无法
达成转身自己逃了，而太乙真人则冲了上去救人，也许这
才是他们的师傅选择太乙真人做十二金仙的原因吧。

以申公豹为镜，可以看到成见给人带来的负面影响有
多严重。但事实上，现实中的我们其实更多的时候是陈塘
关的百姓。谁可能伤害到我们，那就会从心底排斥和讨厌
对方。但就像电影中说的：“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自己说
了算。”希望我们都能成为哪吒那样的人，即便遇到偏见和
不公也不要轻易认输，而要搬离心中那座成见之山。

化解成见 要学会理解和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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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开“成见”这座山
核心阅读：

“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任你怎么努力都休想搬动。”这是前些日子大火的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里大反派申公豹说
的一句话，也是这部电影里主要探讨的主题。

成见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深藏于人的心中，却很难被发觉。成见太善于伪装，它会被当成先见之明、会当成前人经验，或
是本性难移……拥有成见的人并不觉得自己抱有成见，但成见的恶果却是影响深远。

经典著作《傲慢与偏见》中，成见是男、女主人公相恋的最大阻碍。现实生活中，成见是排除异己的最好理由。一个人的成
见也许只是带来冲突和不快，但来自种族、国家的成见则会引发流血和战争。故事中的成见好化解，可人心中的成见又该如何
去解决？

《哪吒之魔童降世》这部还在上映期间就已电影票房突破
40个亿大关，电影大受欢迎，其内容也引发强烈的反响。很多观
影后的网友也都对电影的主题进行了深刻的讨论：成见是座山，
我们要做的是搬开，而不是被压得越来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