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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月的秋日捕影
Bilibili@ 山原枫月
“大家好啊！这里是山原枫月，看上去像一只白色狗
狗，但其实我是一只风精灵哦 ~”
“头顶上是一片枫叶哦，我很喜欢枫叶，希望你们能
一看见它就能认出我，嘿嘿！”
“当然，我也很喜欢秋天，秋天不似夏天那般热烈，
也不似冬天那般寂寥。秋天，不会很炎热，也不会很
寒冷，但是又是稍纵即逝的，更需要去珍惜这个季节。” 

QQ：569252271 
“我是焦糖，是摄影时长三年半的摄影师，
毛摄（fursuit 摄影）两年的野生摄影师，在
摄影与后期之间来回蹦跶“
“那么，下面就从我摄影的视角给大家带来
枫月身边秋天的世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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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飞

山原枫月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
月春风。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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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
，
秋

山原枫月 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
月春风。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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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具，旅行，在路上
在某一天突然想做一场房车旅游，于是就和朋友们一
拍即合开启了第一次的房车之旅！在群山环绕中开着
车，偶遇隐藏在深山里的美食餐厅，蹲在石阶上的“迎
宾”小猫，和朋友们一起去看日落晚霞，一起吹着山
间晚风，这可能就是旅行的意义吧 ~
【第一次开房车去旅行！把郊游拍出电影感？！带着
兽装去旅游！【司马小忽悠の Furs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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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u24y1R7ui/?share_source=copy_web&vd_source=0b572599cea555cdcc13cb25624a5f78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u24y1R7ui/?share_source=copy_web&vd_source=0b572599cea555cdcc13cb25624a5f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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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兽圈设定经济
与兽圈设定共识机制

浅论银碳上电视

为“福瑞”作民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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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兽圈设定经济
与兽圈设定共识机制
嚎·小狼

＊　　＊　　＊

　　在兽圈的所有经济活动中，有一类相
对活跃的经济活动：你找一位画师定制了一个
设定，或一位画师绘制了一个设定后你买下它，
我称这些为“兽设经济”。作为以“设定”为
商品的交易形式，要理解“兽设经济”，首先
还是要搞明白兽圈中所谓的“设定”到底是个啥。

　　我认为，我们所见到的文设、图设、
兽装、手办，其实并不是“兽设”本身，而是“兽设”
的一种表达形式。我们可以将“兽设”理解为
一类由一系列元素组成的集合，这些集合存在
明显的交集，但彼此又各不相同。不同的表述
方式对集合的表达程度不同，例如对同一个集
合来说，图片往往能比文字表达得更为详尽。 [1]

＊　　＊　　＊

　　兽设经济活动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请人用各种方式表达你

所拥有的“集合”，例如约稿（视觉表达）、
定制兽装（模拟 / 表演表达）等。想要拥有兽
设并不难，而想将其合乎心意地表述出来却很

有难度。兽设对设主个人来说，是一种艺术追
求与自我表达，在兽圈生活中则体现出个人定
位的“信标”功能。倘若兽设无法得到有效的
表述，势必会影响这一功能 [2]，有需求自然就
会有供给，于是，第一种类型的“兽圈设定经济”
就这样产生了。

　　第二种类型是购买自己所喜欢的“集
合”，这更多是基于审美需求而产生的。一位
画师画出了一个很好看的设定，由于自己不需
要或其他原因，选择将这个设定进行出售，而
你看中了这个设定，于是决定买下来为自己所
用，于是，第二种类型的“兽圈设定经济”就
产生了。这种情况下，尽管向购买者交付的是
设定文段和参考图，但被交易的不是这些具体
的表达形式，而是可以被再次表述的兽设集合
本身，以及以这些设定文段和参考图为基准重
新表述这个兽设的权利，即兽设的“归属”。

＊　　＊　　＊

　　稍微混过圈的人都知道，一般情况下
一个设定只能归属于一个人，兽圈设定经济模
式的产生和维系与兽设归属的“共识机制”密
不可分，那么兽设归属的“共识机制”究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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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的呢？
　　我们假设你是一个标准的“兽圈人”，

就在刚刚终于将自己的第一个兽设以图片的形
式比较满意地表达了出来，那么你首先会怎么
做？当然是改头像、发动态“昭告天下”。于
是你的朋友和你的群友就都知道了这个设定是
归属于你的，然后依此类推。

　　知道“分布式账本”吗？这和兽设归
属共识机制的形成环境非常相似。我们将每一
个兽迷当作一个节点，兽迷与兽迷之间通过群
聊等方式形成小的“分布式记账网络”，小的
分布式记账网络再次作为节点通过兽迷连接形
成大的分布式记账网络，“账本”是兽迷的记忆，
而记的这些“账”们，就是这些由一系列元素
组成的集合（兽设）。

　　当你将你的第一个设定（集合）在某
种载体上以某种形式表达出来以后，你就可以
通过这个载体将你的设定连同它的归属信息“广
播”出去，其他兽迷接到“广播”后，会将此
设定连同归属信息写入自己的记忆中，于是，
在你所能传达到的兽圈社交网络里，就形成了
一个唯一真实的“账本”，而在你的社交网络
里所有接到此“广播”的兽迷都会拥有这个“账
本”的副本，以谁为准呢？由于你写入了你的
归属信息并将其广播出去，因此对于这个“帐”
的修改和转让，都是以你为准的；而假如你想
将自己的设定拍卖，只需在交易达成后写入新
的归属信息并再次广播，这个设定就属于别人
了。

　　这就是兽设归属的共识机制。
在这样的共识机制下，假如我篡改了你的

设定的归属信息，并将它广播到你的社交圈中，
那么由于我广播出的归属信息与唯一真实的“账
本”不同，便很快会被其他兽迷检测出来并废
弃掉，而这种“盗设”行为会造成我在圈内信
誉的减损，这也就是兽设归属共识机制中的惩

罚机制。

＊　　＊　　＊
　　
兽设归属的广播具有“延迟性”。兽圈不

能像区块链那样在几分钟内完成对所有节点的
改动，相反，在兽圈中，你所广播的信息传播
较慢且不可能传达到所有的节点（即所有兽圈
人），有时甚至连一半，四分之一，都不太可能。
广播的延迟性使对兽设的频繁修改变得不合适。
那么，我是否可以利用这个延迟，前往圈内未
被传达到的部分，并篡改归属信息“广播”你
的设定，在另一个地方形成一个新的“唯一真实”
的“账本”来与你争夺设定归属权呢？答案是
不行的，因为兽设归属共识机制有一个很奇怪
的证明机制。

在证明兽设归属时，节点用于验证归属信
息真假的方式有：

“先入为真”：在此机制下节点会将最先
接收到的广播视为是真的，后来收到的都视为
是假的。

“三占从二”：在此机制下节点会访问附
近的其他节点，获取其他节点对广播真假的认
定，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判断广播的
真假。

信誉 / 影响力：在此机制下节点会比较被
归属者的信誉以及影响力，并选择由信誉更高
或影响力更大的归属者发布的归属信息为真。

——等等。
在证明兽设归属时，归属者主动证明归属

信息为真的方式有：
交易链证明：对存在交易与转让的集合，

节点判断能提供更完整交易链的被归属者发布
的归属信息为真

完整度证明：由于采用任意一种表述方式
对集合的表述都是不详尽的，所以节点判断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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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详细表诉此集合的被归属者发布的归属信息
为真

——等等。
不同的节点会给这些赋予不同的权重，最

终加和更大者会被节点认定为是真实的信息。
没错，将这些东西堆在一起，就是兽设归

属共识机制的证明机制。
我同样也质疑过这堆东西能否维系兽设归

属共识机制的稳定存在，但这堆东西确实在过
去相当长的时间维系了兽设归属共识机制的稳
定存在。

可是，这是为什么呢？
或许是这种复合式的证明机制使得其免疫

对任何单一角度的攻击？谁知道呢，也许针对
此层面的攻击还从未发生过。[3]

＊　　＊　　＊

[1]	对于这个观点，我会在另一篇文章中

详细讲诉，敬请期待。

[2]	加入兽圈的不同子群体对兽设的表达

形式也有不同的要求，例如：由于兽装这种表

达形式与图片这种表达形式之间存在相当大的

难度差，这造成了一些效应，使得以兽装为主

要表达形式的人开始与以图片为主要表达形式

的人产生分离，以至于开始形成所谓的“兽装圈”

[3]	或许你有疑问，不是盗设的事情时有

发生么？为什么又说不行了呢？仔细想想，你

所见到的大部分盗设事件是不是都是圈外人盗

的？就像NFT 一样，对于你来说，NFT 是独一

无二的，是归我所有的，但对一个不玩NFT 的

人来说，那就是一张图片，我可以随意复制粘

贴据为己有。对于不参与兽圈的人来说，自然

不受兽设归属共识机制的惩罚机制的影响。不

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面对侵权就毫无办法，

关于如何运用法律，也就是如何运用主流文化

的规则保护自己的权益，大家已经讨论了很久，

也得出了很多结论，在这里就不例举了。

注：这篇文章基于中国大陆兽圈的情况展

开论述，可能并不适用于其他地区的兽圈，因

此在这篇文章中所有的“兽圈”除专门指明的

外均指中国大陆兽圈；这篇文章主要采用了类

比推理的科学方法。

　　鸣谢：虫苯孢



文心雕龙

浅论银碳上电视
焰腾（连海社）

事件概况：
银碳作为兽圈舞蹈区顶流 up 主，在被非

议的情况下参加了湖南卫视的一档娱乐节目。
该节目中的某些非人化表现形式受到兽圈人的
广泛关注，并遭到普遍质疑。

我报评论：
银碳上电视遭到非议，说到底仍然是一个

排异的问题。此处“排异”是指 Furry 文化的
排异。

“Furry”是一个共享的文化符号，也是兽
圈人的身份牌。它和我们的关系可以说是挂在
我们身上的标签，也可以说是我们所围绕的“中
心”——我们是集中于文化周围的，也是处于
文化氛围中的。

文化固有的社交方式，生产方式，文化资
料等等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使持有身份
牌的人互利共赢，文化正常运作，进而实现可
持续发展。中国的 Furry 文化历史并不长，受
众并不广，因而在某一段发展历程中经历了比
较理想的小圈层良性循环，形成了相对自由并
且十分友善的环境。这使得它成为了中国互联
网上比较包容，比较理想的圈子。我们兽圈人
也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我们圈子的包

容性和理想性感到自豪，换言之，我们经历过
一段对文化和圈子自信的时期。

就个人而言，这段时期的具体时间，具体
长短并不确定，因此我不敢评价它是否已经结
束，当然最好是大部分人还保留着留在这段时
期的希望，并有切实的行动使这一时期的寿命
延长，这样于我们自身，于我们文化都是有益的。

然而兽圈整体上看，形式已经不容乐观。“自
信”的时期似乎在被一种外来力毁掉。从自嘲
梗变刻板形象，到“退籍”（我不是 Furry 控）“安
籍”（你才是 Furry 控）层出不穷，自信力的
失去就像病毒一样弥漫在圈子的环境中，成为
每一个兽圈人迟疑与否定的源头。本时期文化
和创作者的关系渐渐走向相互反对然而相互依
存，产生了很多遗憾的事件与趋势。文化的统
合力下降，创作者的离心力上升，众多不了解
兽文化的“外人”仅作为某某 up 主的粉丝进
入或半进入兽圈，导致兽圈边界变得模糊不清。
并且这种趋势随着兽圈人的自信力的失去变成
了一种在根本上“反 Furry”的潮流，“外人”
因不了解兽圈片面接收兽圈的不良信息，从而
只敢滞留于兽圈的边界上，仅关注为数不多的
高流量兽圈 up，片面喜爱某几个“流量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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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所谓意义上的“饭兽圈”。
同时，圈外或圈内发展起来的（后者较少）

较大资本开始意识到兽圈的经济价值。这些大
资本的操控者一般并不会去深入了解兽文化，
因为对方是为了赚钱而来，并不在乎兽圈本身
的发展。打个比方就是外国人来华开工厂不是
因为他们是“发展中国家”，而是因为中国有
广大市场。同理可知，大资本进入兽圈也不是
为了发展兽圈，而是因为兽圈的文化资料（或
文化产品）满足了娱乐时代观众猎奇的需求，
在除兽圈以外更广的社会面上有极大的市场，
因而可以用来当作引流赚钱的工具。于是它们
用一些利益引诱高流量兽圈 up 主，并用花言
巧语和暗地里的引导推动他们走上出圈的道路，
把“饭兽圈”的雪球越滚越大，获得更多的流
量和更大的利益。这样，从表面上看，兽圈仿
佛在不断壮大，兽文化仿佛在不断走强，兽圈
的“流量明星”大多也是爱圈子的，见此番情
景自然高兴，也就更以为公司的道路正确，不
再过问。公司作为大资本经济实力增强，也更
愿意与“流量明星”合作，继续把生意做大，
“赚票大的”。然而，于真实情况来讲，兽圈
的壮大很类似于上世纪的日本经济，是用层层
泡沫堆叠起来的。饭兽圈半条腿探入兽圈大门
已经决定了其不稳定性，也决定了他们无法为
兽圈和兽文化作出贡献（指并不参与文化的社
交与生产，只是流量而已）。这样的人是在对
兽圈进行异化的，而 Furry 文化的排异性则令
持有 Furry 文化身份牌的准兽圈人自然而然的
（有可能是不自知的）反对饭兽圈（包括其中
的大资本，流量明星和看客）。

而对于一些看不清情况的人，他们可能会
提出这样一种看法：“饭化不也还是在扩大兽
圈的受众范围么？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新兴的发
展方式么？”而我对此的回答是，永远不要相
信资本，泡沫终究会以各种方式破裂开来。更

不要相信资本的宣传，因为生瓜蛋子再怎么拍
着好听也是生瓜蛋子，更不用提拍起来就走音
的。

说回“排异性”，这种性质和所谓“民愤”
是很类似的，且具有一定性的自发性和盲目性。
最主要的体现就是容易在反对和讽刺时失去尺
度，打乱拳，找不到对手要害之处。就比如银
碳上电视引起的非议中，不乏关注点不集中或
者一条路走到黑的评论，反而不利于看出究竟
在反对什么。而讽刺则更有些“自以为黑银碳，
实际上拉上兽圈一起黑”的意味在其中，反而
更容易降低自信力，也便使看者不相信了。而
从比较客观理性的角度综合来看，批评点主要
如下：

1. 节目中的表现形式对于 Furry 文化整体
不尊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 Furry 是指有拟人
化过程的动物形象，把“拟人化”这一过程完
全抛弃。忽略了形象本身的，作为被拟人化的
兽人形象应有的尊严，有一种“屈膝下跪”的
不平等。

2. 节目中对 Furry 圈和 Furry 文化使用代
称，态度十分暧昧不清，又有一种“阴阳怪气”
的意味在其中。

3. 使用的艺人（流量明星）绯闻缠身。
4. 最为重要的一点——反对资本将兽圈饭

圈化，反对不符合圈与文化的基础的强制出圈
（不是反对出圈），反对大资本对兽圈指手画脚，

粗暴改变文化发展方式，吸兽圈的血，赚饭圈
的钱。

这些反对的声音不禁让人为 Furry 文化有
这样一群可爱可敬的兽兽感到由衷的欣慰（在
这里向所有努力着的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
然而局势依然不容乐观，“兽圈将亡”的声音
和各种粉丝洗白仍在我们的耳边盘旋。危机并
未结束，而我们必须要有强有力的回击。

一方面，我们不能让危机感降低，要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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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不要被动输出，时刻关注对方动向，精
准回击。同时尽力避免声嘶力竭，要写出和做
出人们能够相信的文章和行为，切勿骄躁。

一 方 面， 长 远 来 看， 出 圈 就 是 在 抢 夺 对
“Furry”的定义权，我们的同志们不可以因噎
废食，止步不前。要始终保持一种自信，强大
的态度去进行发展，把优质的作品推向圈外，
进行文化出圈（而非少数个人的出圈）。

“青年们不可以小看自己的力量，也不可
以小看自己的作品，我们要尽力推广，放开思想，
努力寻找一条有特色的发展道路。”

这是我提出的一个倡议：要通过严肃化的
方式发扬我们的文化，宣扬独属于兽圈正能量，
以对抗娱乐化以及资本化的侵蚀。

最后，希望大家从这次事件中看到兽圈和
兽文化的希望，而并非一味地绝望，我们都能
拿出自己的一份力，让我们的圈子能继续走向
明天。

加油，同志们！



文心雕龙

为“福瑞”作民族志
——关于中文兽圈相关研究的一个小建议

虫苯孢

2019 年秋天，我鼓捣“兽圈学术”时，大
概没有想到此后的中文兽圈会经历怎样轰轰烈
烈的激荡。直到那时，我一直只是个兽圈边缘人，
除了做《西伯太的救助屋》翻译，给大家带点
老资料和科普以外，按现在的话说是“不混圈”。
像个兽圈人一样徜徉是二〇年以后的事儿——
正应了“福瑞化” 的浪潮。

可以说，我是温和地走进了良夜的所谓“新
兽迷”，对早期中文兽迷的生活缺乏感性经验。

最近一段时间，我突然有这样的感觉，感
觉自己似乎在兽圈中再也得不到什么，我烦躁
的心灵在这里安放不下来。我不禁想问自己：
我来到兽圈人中间坐下，为的是什么呢？

这样的思绪无疾而终。但是我想，很多兽
圈人恐怕都有过这样的想法。或言之，“兽圈
学术”就是在这样的迷惑乃至痛苦中出现的。
只要有与美好幻想或诚实的愿望不符的事件发
生，便有兽圈相关研究萌芽的机会，因为有人
会开始追问——这是为什么？

自 2019 年末中文兽文化开始“福瑞化”——
形象标签统一化、概念边界模糊化、外部影响
扩大化、内部区隔消融化——始，中文兽圈内

对兽迷、兽文化、兽圈相关问题的自发研究蓬
勃生长，也是历史的必然。经过大潮涤荡的中
文兽圈以全新的面目摆在大家面前，（我们在
历史上从未像今天这样看起来接近人手一套兽
装吧？）新老兽迷都要刷新经验，从头看看兽
圈人是什么东西了。

研究，最主要的是收集材料和整理材料，
在整理中提出可经验证的假说。在整理的过程
中，引入一些已被接受的学科理论，也是常见
的招式：不然，怎么超越常识，怎么跳出眼界呢。

说到这里，苯孢要突然打断，提出一个假
说：今天的中文兽圈人，可说是一个“民族”，
至少是个类似于“民族”的共同体。

在我们的常识和经验中，民族的形成，应
当是源于血缘和地缘关系和文化联系。中文兽
圈人之间显然鲜有血缘关系；但是，作为一个
文化集体的兽圈又具备了符合“民族”概念的
一些特征。

与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不同，使兽迷聚
集起来形成社群的是共通的审美偏好，与地缘、
血缘关系相对，可称之为趣缘关系。在共同的
交流中，兽圈人形成了一系列相近的活动方式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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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关概念）、语言规范、节日习俗、伦理
体系和价值选择，这一切使得兽圈人展现出有
别于其它网民的质。最常见的体现就是以自设
（fursona）作为各种社交平台的头像：这既是
对自己兽迷身份的彰显，同时也是基于“我是
furry”认知的自我表达。

具有类似以上特征的互联网亚文化不少，
为什么要把兽圈人上升为“民族”？这首先是
因为兽圈的存在与发展在物质层面的深入。伴
随着兽文化影响力扩大和“福瑞化”的进程，
兽圈存在的场域从互联网为主渐变为线上线下
相结合。兽圈内的趣缘关系不再是隔着屏幕和
网线的，有的时候，它必须依靠面对面的线下
接触实现。

“福瑞化”对兽圈物质实在化的推动，最
根本的是在创作领域。虚拟主播与兽装表演的
同步潮流，使得兽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瞩目，
极大地促进了兽圈全方位的物质实在化：作为
表演内容物质基础的兽装，其生产流程主要是
物质的；线上、线下兽装表演（如出毛、毛舞）
需要摄影师与陪同人员，这就要求在一定地域
内有可以帮忙的兽圈人；在兽展、兽聚等节日
场合，陌生的兽迷和提前打过招呼的朋友可以
与兽装表演互动（吸毛）。可以说，这两年吸
引主流文化目光的，首先是兽装表演及其线下
联系，也难怪会出现“先有兽装才有的兽圈”
这样偏颇的新“常识”了。

兽圈规模的扩大也推动了人际关系的在地
化。QQ 上，各种省区群组、地市群组四处开
花，想要就近结识本地城市群内的小动物并不
困难——这种情况下，地缘关系跟趣缘起到同
等关键的作用。线下交往与线上并驾齐驱，使
中文兽圈那一套共同的民族文化脱离了单纯的
网络存在，更加渗入兽圈人的线下日常生活中。

将兽圈人上升为“民族”，还有一方面原因。
“福瑞化”以来的兽圈在统一的“furry/ 福瑞”

标签之下，在空前强烈的“我们是同一个（类）
圈子”的认同下，在创作发展的同时，显然强
化了一些共同的、超出兽文化范畴的价值理念。
这些价值理念超越过去鲜明的审美 - 社交流派
隔阂，开始出现融合的迹象，并且从兽圈人主
动接受一套蕴藏在审美倾向的价值选择，渐渐
变为在活动中相互引导强化价值理念。虚拟主
播潮在一时间将泛萌系形象推上中文兽圈审美
的“主流”，也加强了各流派中文兽迷之间的
思想碰撞，使中文兽圈第一次出现了其核心价
值观。

中文兽圈的核心价值不会只存在于兽圈生
活里。她铭刻于兽圈人生命的全程，兽圈生活
只是在每个人心中不断变幻映照着她的倩影。
她不是个人面向兽圈生活伸出的爪，而是兽圈
生活走入生命成长历程中蜕变的麟。无论我们
的一生会在兽圈中留下多少涟漪，这些经历都
会极大影响我们的人生。在这个意义上，中文
兽圈人毫无疑问地是一个类似“民族”的共同体，
因为他们正在形成异质于主流灌输的自我价值
选择，并将携带着她步入社会，带着成长中熔
铸的“民族心理”的色彩开辟命运。

——假说说到这里就够意思了。我需要控
制篇幅，也给自己留题材。可是，为什么要突
然引入这些假说呢？

超越直观所见，是我们这几年内中文兽圈
研究的基本追求：我们在这几年里所经历过的
误解和偏见，很大程度上就是把鲜活广阔的生
活拍扁了压缩而成的刻板印象。所以研究也得
站得更高，避免陷入管中窥豹的错误。

但是“管中窥豹”的后半句是“可见一斑”。
尽管刻板印象可恶，它却也有活生生的来源：
兽圈人自己的体验。大家有时能够稍微接纳它
乃至谅解它，不就是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身与
心的影子么？我们的研究，或者看着比较高深



文心雕龙

43

的所谓“研究”，能不能让大家看出自己的生
活来呢？我对这些事儿，有点担心。

我们当然可以追求高精尖，专攻往象牙塔
尖儿上开辟新境界。可这样做，“研究”就只
是变成了贤人的兴趣，脱离了大家对它的呼
唤——在追求爱好生活的困惑中，渴望有信得
过的话指点迷津。“认识我自己”是渐进的过程，
对兽圈的期望落空的痛苦，若是在高深莫测的
“研究”里得不到回应，就会有别的没那么“专
业”，但“话糙理不糙”的东西补上。这是不
是中文兽文化知识体系混乱的原因之一呢？

所以，我衷心地希望：在关注更深奥的问
题、解出“为什么”以前，中文兽圈的研究者
们能够更多去注意“是什么”的问题，尤其是
注意到中外之间、审美流派之间、社交系别之
间、年龄身份及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别，全面准
确、不偏不倚地忠实描摹中文兽圈生活——根
本上，是中文兽圈人的人格——的面貌，勾勒
一幅没那么多人缺席的群像，让各类兽圈人（无
论其文化认同）都可以看到对自己与伙伴们共
同经验的记述。上文的假说正是出于提醒大家：
民族学 - 人类学的方法完全可以适用，对更亟
待补上的“认识我自己”课题，它比“批判”“分
析”更加基础直接，更加好消化、易吸收。或
许我们正可以写“福瑞”——这个新生的类“民
族”共同体的“民族志”呢？

当然，“福瑞化”是个过程，它虽已是事实，
但也没有结束，中文兽圈、兽文化还在继续不
定向地发展。要描摹出上边所说的“福瑞”画像，
需要一块块碎片地拼凑，绝不能指望很快把这
“民族志”写尽。

只要“民族志”也是完全不够的，白描之
后还要添笔，继续深挖深层次的东西。但是，
对各种兽圈人现状的全面的、不排斥预想外样
本群的描述，应该成为更深入研究的基础。翔
实地直接记述尚且如此艰难，那些建立在（或

自称建立在）科学认识基础上的深奥分析，恐
怕不够牢固吧。我丝毫不怀疑研究者们的学识
和能力，我所担心的，是兽圈太大、变化太快，
“深挖”成果很快过时，费了力气！

两类研究并不排斥，它们大概是头与脚的
关系。脑袋是没法浮空的。倘若越过一切、直
达神髓的探索捷径变成大家的目标路径，指流
派系别分析为“行为主义”的时尚观点真的流
行起来，中文兽圈自发的研究，岂不又要在“批
判”“分析”的门槛上、在“说尽一切”的终
结讨论的慈爱中迷路么？

　　——现在看来，furry 什么的似乎在从
一些生活方式变为一种生命流向。兽圈人身份
不只是个交际标签，也渐变为一种对自己人生
的观照和选择。正因此，应当有探索自己、表
达自己的话语传扬，让兽圈人考虑自己是什么，
让飞来污点洗洗干净；最重要地，让大家找到
机会访谈自己的心，解开自己身上被绑上的结。
这大概就是我的“兽圈学术”想要的东西。

　　
　　本文献给所有兽圈朋友们。愿你们过

个好年，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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