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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当代情色类型动画是成人向动画的重要分支，在国际上占据着极其庞大的市场

份额。在日本文化史上，这一类型与性解放运动之间的“互文格局”存在着极其复杂、深

厚的文化社会学缘起。进入当代创作语境后，动画创作表现出了与传统文本迥然相异的发

展路径和特征表象，形成了“同人文化”、“表里思维”、“类型裂变”、“畸形化审美”四个

“互文格局”的新维度。受到“加拉帕戈斯化”现象的影响，逐渐走向价值扭曲的动画创作

也成为了加剧“低欲望社会”的一大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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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日本当代情色类型动画概况

日本表象文化论学界认为，动画是能让社会性别论得到改变或是强化、再生产的地方。
[1] 对于互联网传播语境下的世界各国受众而言，情色类型动画或影片已经成为了本国性、

人种文化输出的最重要途径之一。受众热衷于通过情色类型艺术作品塑造自己对目标国男

女人种的印象，丰富精神世界的同时也在推动跨过婚姻等现实的人种性交流。日本情色类

型动画是成人向动画的分支之一，主要指“将展现情色场面作为主要创作目的”的动画作

品，界定的宽泛意味着该类型具有庞杂的特征。日本当代情色类型动画具有极其复杂、深

厚的文化缘起与独特的实践发展路径，占据着极高的国际市场份额，是分析公众文化潜意

识与商业艺术创作之间关系的切入点以及沟通国内外性文化交流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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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当代情色类型动画文化缘起

（一）文本缘起：情色文化与好色文学

“全年龄化”一直是日本动画自诩的主要特征之一 [2]。在国际成人动画领域，成人动画

的出现主要依赖于市场的需求，是随着文化叛逆而产生的一种现象。[3]但是日本当代情色

类型动画的出现与繁荣，还夹杂着一种独特的“文化继承”。

日本拥有着极其深远、复杂的情色文化脉络，这些意识起初寄居在宗教和民间故事的

模糊化深层，并随着社会发展逐渐走向文本化表层。从文学史角度研判，日本最早描绘情色

的文本是《源氏物语》。内藤湖南认为，在这部表面描写淫乱的男女关系的小说中，日本人

发现了其中蕴含着深邃的意义，把其视作一种日本文化。日本人推崇这种描写表现出的日

本人率真的情感、真诚的品性。[4]随着江户时代町人文化的发展，好色文学逐步兴起。《浮

世间亲仁气质》、《世间息子气质》等作品极度夸张地描绘了人性的弱点、特殊的性癖、兴

趣、嗜好等，力求表现与现实相矛盾的趣味。[5] 这种现象由文化享受的“阶级下移”所引

起，满足了越来越多下层民众的朴素的文化、生理需要。[6] 而好色文学也将古典情色文本

继承、并提升到了成熟文艺作品的高度。日本情色文化是父系（男权）社会结构下的产物，

自然形成了以女性作为情色符号主体的表现习惯，这种习惯也一直持续到了当代以男性御

宅族为受众主体的情色类型动画当中。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的涌入，日本人的情色观念再一次被解放。谷崎润一郎认为，

西方文学给予日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大的影响实际上在于“恋爱的解放”——更

深刻地说，是“性欲的解放”。[7]动画创作活动在日本流行已经处于西方与本土情色文化高

度融合的时期，由于动画的本质是更为广播的大众新媒体艺术，其在好色文学的基础上加

入了产业化的元素，情色文化不由分说地成为了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情色文化是当代日本

动画得以实现类型化和短篇化创作的基础。

（二）审美缘起：利用虚拟画创作助情的传统

利用人造虚拟形象进行性行为助兴是日本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习惯，例如女性嫁人时

会携带“春宫画”，有的是浮世绘风格的，有的直接被做成玩偶 [8]。自古至今情色虚拟画的

流通与刺激在日本人群中广泛地形成了“能够将艺术画像虚拟信号和人体感官现实快感相

互沟通”的审美习惯。在影视史上，早期的日本情色动画承接了春宫画的创作以及功效，出

现时间也比真人情色影像“AV”（1981）要早很多。例如 1932年，木村白山利用三年时间
独立制作了浮世绘风格的色情动画《纳凉船》[9]。随着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日本情色虚拟

画创作与多媒体艺术相互串联，逐渐融入进了日本真人情色影像（AV）的发展浪潮中。日
本当代情色漫画的鼻祖是永井豪于 1968 年创作发表的《破廉耻学园》[10]，标志着情色类

型动漫摆脱传统规制全面进军现代化。在 1989年的“古田顺子案”和“宫崎勤案”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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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上发展势头强劲的情色虚拟画创作，日本公安部门分别对 AV和情色动漫展开管控。
1990年日本全国范围内开启了“有害漫画驱逐运动”，情色动画被纳入了真人 AV一样的
管控体系。

日本当代情色类型动画形成规模产业化的时期正值日本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彼时社会

压力的提升促进了以情色文化为主的消费娱乐产业发展，社会压力和情色娱乐手段种类

（性癖好）的数量成正比关系。包括情色类型动画的虚拟画创作拓宽了日本人的性感带，使

人们在面对非真人、非三维的虚拟画时也能够产生性冲动，这种高度依赖受众想象力的媒

介反过来也促进了情色类型动画朝着“内破”的方向发展。与和现实风俗产业互为表里的

AV不同，日本当代情色类型动画则和“情色漫画、情色文学、情色游戏等新媒体交互装置”
属同一产业体系，始终没有脱离虚拟画创作，例如《鬼作》（エルフ出品，2001年）系列。
在作品观感方面，日本当代情色类型动画也表现出了完全不亚于真人实拍影像的张力。

[11]日本动画具有高度的写实主义性，人物形象理想化并且表现变形幅度小，造就了虚拟画

能够助情的客观条件。斋藤环认为，日本动画具有很强的拟真性，而维持这种拟真性最重

要的因素就是情色属性，这使得动画甚至可以直接被作为现实欲望的代替品。为了追求简

便性和实用性的日本动画，选择了将性器官部位精细作画，乃至直接绘制交媾场景，使得

动画从软色情（ロマンポルノ）直接成长为纯色情（アダルトヴィデオ）。[12] 鉴于情色类

型动画（思想装置）完全架空且高度假定性的特质，作品中的一切行为在作者为观众建构

的后设性领域内都是绝对真实的，并且可以规避现实的法律、伦理约束，学术界将这种动

画对人与现实之间关联方式的重建现象称为“类现实”。[13] 动画中具有比现实更多样的情

色思想装置，例如各种刑具、意念超能力、生物触手、腐蚀性粘液等。在情色画面的刺激

下，大脑活跃、注意力高度集中的观众能够快速地进入到大冢英志“叙事消费”创建出的

“类现实”的想象场域中。在观看诸如《机械女警》（金泽胜真导演，2000年）中被灌输精
神毒剂的妹妹、抑或是《Euphoria》（魔人出品，2011年）、《蛊惑之刻》（2014年）等重口
味作品时，由于给虚拟角色造成的性暴力伤害带有绝对性的效果，观众能够体会到真人饰

演所无法比拟的表现力和感官冲击力。

（三）环境缘起：法理监管相对宽松

1989的“宫崎勤案”之后，日本女权运动也到达了巅峰。日本主流社会对情色类型动漫
的规制开始明显收紧，其间多次爆发由家长、学校组成的民间社团对动漫的自查运动。1998
年，日本政府推出《儿童色情防范管制法》，将色情动漫列入管制范围。但是在“新自由主

义”媒体私有化浪潮的影响下，1999年日本第 145次国会立法会议将“绘画”从管制法中
剔除了出来 [14]。这也与日本民间社会对情色动漫抵制的规模较小有关，在 20世纪末期嬉
皮士文化兴盛、络绎解禁情色影像的欧美各国，天主教、基督教会率先提出了反对，并形

成了一股“禁欲”力量。而在日本，宗教早已高度世俗化，不会插手阻拦风俗事务，“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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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真实”等宽容理念反而助长了情色文化 [15],拥有日本政府背景的东京都会电视台播
出《与僧侣交合的色欲之夜》（荒木英树导演，2017年）后，宗教界并没有提出抗议。日
本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也认为，只要没有付诸于实际行动，保留创作方面的想象力也

未尝不可。[16]一些动画直接描写了情色作家及其家人的生活状态，例如《满脑都是 ○○的
我没办法谈恋爱》（井上圭介导演，2019年），剧中的情色作家备受公众的尊敬。相较于欧
美而言，较为宽松的伦理审查和监管环境为情色属性在动画作品中的植入提供了充分的空

间。

在这样的环境下，情色的种子从动画媒介诞生伊始就被播种在了其中，情色的程度也

随着市场化膨胀而逐渐“硬质化”。例如早期机甲类型动画《宇宙战舰大和号》（松本零士

等导演，1974年）和《新世纪福音战士》（庵野秀明导演，1995年）中用以勾勒女性身体
曲线的紧身作战服，演变到了《魔装学园H×H》（古川博之导演，2016年）的纯色情的“补
魔服”。在第三次动漫热潮（1995年）、动画产业进入高速增长期后，诞生了大量主打软色
情的“粉红动画”，例如《黄金小子》（北久保弘之导演，1995年）、《愿此刻永恒》（渡边
哲哉导演，2003年）等，“粉红动画”也延伸出了《魔物娘的同居日常》（吉原达矢导演，
2015年）等“万物皆可娘化”（女体化）的动画角色创作方式。20世纪末期，日本泡沫经
济接近尾声，以清纯自居的昭和偶像纷纷下海进入风俗产业，娱乐圈内部也开始鱼龙混杂，

以风纪紊乱“劝良从妓”为引子的作品层出不穷，例如《未麻的部屋》（今敏导演，1997
年）、《白色相簿》（吉村明等导演，2009年）等。可以说，动画中的情色属性是被媒介载
体的强商品性所裹挟、并逐渐萌发膨胀的文化表象。

夏目房之介认为，相比其他各国，日本官方和民间对于情色主题的创作保持着更加包

容开放的态度，这样的环境使得日本诞生出了众多前卫的漫画家。但是正是因为市场的封

闭和保守，也出现了大量同质化、无聊的作品。[17]加拉帕戈斯化（Galapagosization）指的
是在孤立的环境中独自实现“最适化”，而丧失和区域外地区的互换性。这使得产品在面对

外部适应性和低价格、高技术的产品时，由于缺乏竞争力而陷入被淘汰的危险。[18]由于日

本情色影像产业在世界上占据着极高的垄断性市场份额，加拉帕戈斯化现象在日本当代情

色类型动画领域已经相当严重，快速的类型裂变和高度的角色内卷导致了下文论述中的各

种触及伦理底线的作品的出现。

二、日本当代情色类型动画创作实践

（一）主动创作：同人文化驱动

受到生理本能（多巴胺）的内发性驱动，情色文本创作具有极高的自发性，这使得情

色类型动漫创作和日本同人文化的特征保持着高度的一致。同人作品表现的是一种粉丝自

身在原作中的主观投影，表达了观众通过二创介入原作文本的“创作性理解”。[19] 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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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创作者通过同人志形式参与动画的互动性创作的风气开始于 20世纪 70年代，由于情
色文化是日本市民文化的标志，热衷于情色化改编同人作品也就成为了必然，同人志的内

容一般是普通动画作品中的人物搭配以原创的情色化剧情。在正规的电视动画制作中，也

有为了提高收视率而刻意在几集中安排原创情色化场景（サービス）的手法。由于以观众

为主体的创作者大多不具备专业的动画制作素质，因此早期同人志主要是以“本子”的纸

媒形式零售传播，但同人创作总体保持着“非盈利”的状态。

随着同人志创作规模的扩大化，越来越多的专业动画制作团队参与进了创作当中。他们

将情色同人作品由纸质的“本子”升格为动画作品，通常以 OVA（Original Video Animation
——原创光盘动画）的形式出品，一方面在境内外情色网站上面向注册会员窄播，另一方

面通过各种渠道贩卖 DVD光盘。无论是地下传播的“本子”还是代表“本番”（硬性色情
片）的“里番”，都是在极低成本、极少人数的条件下展开创作的。日本情色影像是在地下

色情影视和独立电影理念的共同滋养下成长起来的，[20] 随着“MMD”等个人动画制作软
件的普及，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独立的个人情色动画创作者，成为了创作同人情色动画短片

的生力军，例如《东方》系列等。从总体上看，同人文化滋生出的情色类型动画具有创作

主动化、个人欲望化、内容片段化、劣质专业化等特征，本质上是对动画原作的变态化的

二次创作。

（二）被动创作：表里思维驱动

江户川乱步认为，一个人平日表现得越谦逊温和，内心越容易被邪恶念头侵占。[21]《日

在校园》（元永庆太郎导演，2007年）中，女主角桂言叶割下男主角伊藤诚头颅的举止复
刻了日本历史上的 1936 年阿部定割取情人生殖器并潜逃的行为。阿部定的事迹在日本被
拍摄成多部电影，一段血腥的性犯罪故事之所以能够被日本民众广泛追捧，就在于其将日

本人人性的内面不加修饰地展现了出来。心理学家们认为，日本人在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

中普遍戴着一张厚重的“人格面具”，本我意识长期处于被压抑的状态。而透过情色动画，

人们得以管窥到面具下的真实一面。日本人表里思维的对撞，促成了当今表番（普通播出

动画）与里番（硬质情色动画）并存的局面。

在观察日本当代类型动画和里番的关系时可以明显发现，受到“角色内卷”影响的表

番作品虽然在不断地打情色元素的擦边球，但仍主要体现了“禁欲”的色彩，例如《出包

王女》（加户誉夫导演，2008年）等，男性角色在面对女性角色的身体诱惑时往往毫无生
理反应。在《甘城光辉游乐园》（武本康弘导演，2014年）中，主人公团队面试安达映子时
询问其工作经验，安达说自己拍摄过 AV，而她口中的 AV实际是“Animal videos”，《妄想
学生会》（金泽洪充导演，2010年）、《没有黄段子的无聊世界》（铃木洋平导演，2015年）
等表番动画也至多仅会以暗示或诱导的手法表现软色情。《人形计算机天使心》（浅香守生

导演，2002年）通过在机器人女主角“小叽”两腿间安置“重置开关”（贞操带）的方法阻

67



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 第 5卷第 4期

图 1: 《新世纪奶霜柠檬》《黄金小子》（第 5集）截图：角色的“里意识”

隔了男女主之间发生实质性性行为的可能。托马斯·拉马尔（Thomas Lamarre）在分析这
部作品时指出，坚持“禁欲”的表番塑造了“充满了情色作品的无性爱世界，即一个在性

行为中没有真正女性参与的世界”。[22]

而在里番中，所有的元素都与性挂钩，呈现出了“极欲”的特点。两者形态的截然相

反，活灵活现地体现出了日本人的表里思维。表番和里番的对立和并存隐喻了日本人在面

对同一种情形时截然相反的思想和行为，而后者更趋近于真实。有许多作品同时推出了表

番和里番两个播出版本，例如《桃华月惮》（山口�司导演，2007年）（里番名为《无颜之
月》（荒木英树等导演，2001年））、《公主恋人》（金泽洪充导演，2009年）等，里番中的
人物会将真实的自我甚至野兽般的“本我”原始欲望彻底释放出来（丸出し），被称为“官

能”。

（三）类型创作：类型裂变驱动

无论是个人化的同人创作还是专业性的“里番”创作，日本当代情色类型动画都表现

出了“开篇就直接进入色情场面描写”、情节铺陈和叙事占比越来越低的发展特征。而表番

中则诞生出越来越多兼具情色元素和强艺术性的杰作，例如《人渣的本愿》（安藤正臣导

演，2017年）等。作品中情色内容的占比越高，那么其商品属性越高，反之则艺术审美属
性越高。“里番”极高的商业性使其在类型裂变时保持着高速率。

和其他类型的动画一样，情色类型动画同样遵循着“类型裂变”的定律，其中最为成

熟的当属以青年男性为核心受众的“后宫类型”，表番有《少女骑士物语》（山木裕介导演，

2013年）等，里番有《夜勤病栋》（佐藤寿保导演，2000年）等）和“百合类型”，表番有
《樱 Trick》（石仓贤一导演，2014年），里番有《少女派别》（碧岐龙成导演，2008年）等。
类型高速裂变并进入“角色内卷”之后，主要有三点外在表现：其一是情色符号从女性身

体向相关物件扩展，在日本里番文化的涵化影响下，西式古典音乐、丝袜、衣服、乃至头

发、眼睛等元素都被灌注了情色属性符号；其二是女性被高度符号化归类，例如根据社会

职务和工种——护士、秘书、服务员、学生甚至警察等带有制服性质的女性都成为了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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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例如《暗黑体操》（体操运动员）和《夜勤病栋》（护士）等；其三是情色题材从本

土走向全球，在穷尽了日本本土题材之后，情色类型动画开始将目光放眼世界。近代以来

日本提倡西化，在政治上脱亚入欧、社会交往上追求和欧美联姻、人种上推崇白种人的背

景下 [23]，真人情色影片也采用了大量欧美混血的演员，例如小泽玛利亚和《花魁》的土屋

安娜等。因此，大量欧美元素也涌现在情色题材全球化的动画中，例如《黑瞳皇》、《星刻

的龙骑士》（多田俊介、黑川智之导演，2014年）等。不光西方吸血鬼的吸血行为被赋予
了情色属性，大量魔鬼、魅魔、哥布林形象也涌现了出来，例如《恶魔高校 D×D》（柳泽哲
也等导演，2012年）、《新妹魔王的契约者》（斋藤久导演，2015年）、《哥布林杀手》（尾崎
隆晴导演，2018年）等。

时下以女性受众为指向的“BL”情色类型动画也开始崭露头角，带有强烈的群体性指
向意味。目前，情色类型动画以青年男性御宅族为最主要受众指向的现状暂未改变，但已

经呈现出了多元化演变的倾向，这也正是情色类型动画在高速类型裂变过程中对“空白地

带”填充的过程。

（四）畸形创作：发展的失控

由于“角色内卷”的缘故，当代动画谋求类型化突围的力度已经十分剧烈，以至于在

作品创作、观众审美、未来发展方面均出现了畸形化的表征。[24]由于性倒错并非器质性病

变，而是一种单纯的个人取向，[25]导致性癖好的发展具有较强的不确定性。畸形化的内在

原因也正是观众在庞杂情色类型动画的“培养”过程中，产生了许多违背现实伦理、生物

学规则的变异的性癖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就是“乱伦”类型的出现。

从文化学的角度出发，“乱伦”类型文本在日本的出现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和显著的独特

性。在古代日本的民间故事中，存在大量“手足相奸”的内容，荣格派心理分析学者河合

隼雄认为这是存在于日本人潜意识中的一种“内在现实”。[26] 日本著名情色文学作家渡边

淳一的研究者竺家荣认为，与“物哀”一脉相承的好色美意识，已深深扎根在日本人的集

体无意识之中。而在各种形式的爱欲之中，不伦之爱最能够体现欢悦与罪恶感并存的极致

的心理冲突。[27]“禁断之恋”文本最早来源于《源氏物语》，源氏公子在和葵姬结婚后仍对

自己的继母藤壶女御抱有感情，令其成为自己幼年丧母滋生的恋母情结的替代品。[28]北京

电影学院的韩笑认为，近几十年来随着爱情电影市场的饱和，日本爱情影视作品的题材开

始接触一些“禁忌”的题材，如乱伦、同性、师生、性倒错等充满伦理讨论价值的爱情电

影。[29]在当代动画领域，描写原生家庭因各种缘由破碎后，重组家庭的长幼相爱故事非常

常见，例如《亚斯塔萝黛的后宫玩具！》（追崎史敏导演，2011年）、《枪与假面舞会》（石
黑恭平导演，2015年）等。

进入新媒体时代，受众在上述潜意识的影响下形成了多元市场，乱伦类型动画则正是

对文化潜意识的世俗化、实态化、产业化呈现。家庭乱伦起初局限于“姐弟”、“兄妹”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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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亲吻姐姐》（名和宗则导演，2010年）、《家有女友》（井�翔太导演，2019年）、《缘
之空》（高桥丈夫导演，2010年）等。而“亲子乱伦”主题动画则是“乱伦”主类型的另一
分支，随着日本当代商业动漫产业的逐利思潮渐盛，一些公司采取了直接野蛮填充群体受

众原始欲望的策略。为了满足边缘化欲望群体，特别是俄狄浦斯情结和厄勒克特拉情结群

体，相继推出了母子乱伦内容的《艳母》（粟井重纪导演，2003年）、父女乱伦内容的《鬼
父》（动画公司 PORO出品，2009年）以及亲子乱伦内容的《牺母妹》等。在亲子类型动
画中采取以年轻男性担任幼女监护人的设定，例如《要听爸爸的话》（川崎逸朗、及川启导

演，2012年）、《剃须。然后捡到女高中生。》（上北学导演，2021年）等，令亲子作品也携
带了些许后宫类型动画的特征。对视听奇观极端追求的“亲子乱伦”主题动画的兴盛也折

射了在日本宅文化语境下创作者对亲子关系的一种病态阐释。

伴随着类型裂变，日本当代情色类型动画早已开始触及更多小众领域，例如以萨德（施

虐狂）和马索克（受虐狂）群体为主题的《MM一族》（长泽刚导演，2010年）等。与此
同时，境外互联网上建立起了越来越多游走于日本法律约束之外的情色动画公共分享平台，

Netflix也在不断解禁情色元素管制，《恶魔人 Crybaby》（2018）达到了 1972年版（胜间田
具治导演）所无法触及的尺度。日本政府对情色类型动画制播的规制已经十分乏力，畸形

化的出现已经歪曲了日本传统性文化的价值观，以至于动画在跨文化传播时逐渐走向割裂

与猎奇的失控。

结语：“低欲望社会”下的日本当代情色类型动画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日本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状态从极端贫穷快进到了

物质丰富，在严峻的工作生活压力和消费社会的诱惑下，精神逐渐走向空虚，性产业则快

速繁荣。“达成新鲜的性行为”成为了一部分公民履行社会职责的主观动力，《电锯人》（中

山龙导演，2022年）便传达了这样的主题。日本也进入了风起云涌的“性解放”运动中，以
东京为代表的大城市的性观念从“性保守”走向“性放纵”。当代日本动画以青少年为主人

公的创作方式，一定程度是由创受两端对青少年旺盛性功能的崇拜所决定的。然而进入 21
世纪，历经长期经济低迷、少子化、老龄化的日本进入了亘古未有的“低欲望社会”——

单身率不断提升，结婚率不断下降。在这样的环境下，情色动漫产业仍保持高增长率。印

证了情色类型动画主导下的虚拟情色文化正在使受众逐渐“内破”，“转生类型”的出现便

意味着日本当代情色类型动画的游戏化转向，追求虚构主义而脱离现实，例如《回复术士

的重来人生》（朝冈卓矢导演，2021年）、《无职转生：到了异世界就拿出真本事》（冈本学、
平野宏树导演，2021年）等。
传统意义上，日本情色虚拟画的功能是现实助情，但在“电子阳痿”等现象层出不穷

的“低欲望社会”中生存的人们早已丧失了现实交往的欲望，使得虚拟画失去了助情的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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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曾在 20世纪 70年代投身于日本性解放运动的草间弥生认为，性解放是通过人与生俱
来的性行为，确认他人的存在，同时与他人形成联结。[30]而游戏化的情色类型动画是从情

色类型游戏中抽离出的、完全丧失交互性的、一种纯粹的性欲填充物。上野千鹤子将其称

为一种在被剥夺一切社会属性之后还能恢复男性雄风的“仪式”。[31] 虽然当代情色类型动

画的尺度逐年增大、“数据库消费论”使得动画作品将女性极端物化，但由于“本番”演员

的缺失以及配音表演的匿名性，可以说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现实女性的人格地位，御宅族男

性反而更多地成为了被“驯化”的一方。随着 AIGC技术的发展，情色动画作品中的女性
（异性）形象乃至声音表演都可以由算法生成，御宅族施展“虚拟性行为”的对象从生物学

的立体人变为了象征性、私己性、超扁平的投射图像。当代情色类型动画的私己性（个人

性行为）强调了虚拟性伴侣的理想化、靶向性的性特征，彻底否定了存在交际、生理瑕疵

的两性现实交往。这种基于幻想的生殖崇拜将两性间的社会距离拉得越来越远，是对性解

放思潮的反动，也成为了加剧日本“低欲望社会”程度的一大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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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e internationally. Entering contemporary society, erotic animation has demonstrated a d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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