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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与国产动画的传承关系研究
齐艺博 陈子豪 王蕊

无锡太湖学院外国语学院，中国·江苏无锡

在中国动画的发展过程中，神话题材为动画片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故事素材。近期的《大圣归来》（2015）和《哪吒之魔
童降世》（2019）等国产动画片，不管在质量还是票房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些动画片改变了传统动画只注重教
育功能而缺乏趣味性的缺陷。同时，中国神话故事也被改编成美国和日本动画，可见神话与推动中国动画的创作密切相
关。论文通过分析动画作品，阐述神话与国产动画的传承关系。换言之，论文强调了动画创作是文化传承的一种方式。但
这种传承不只为了彰显文化的民族特性，更是对文化传播理念的一种倡导；让观众在观看动画的同时更加理解中国文化的
核心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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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话故事推动本土动画作品的再创作

近几年来，动画片在票房上直逼院线影片，吸引了众

多观众的视线；2015年《大圣归来》以及 2019年《哪吒之

魔童降世》的播映即是很好的例证。这些动画片受欢迎的原

因之一是创作者将传统神话与现实生活主题相结合，并穿插

了现代化的数字技术，让观众身临其境。换句话说，中国动

画的创作者们已意识到提取神话故事中的文化元素进行作

品的创作的重要性。新神话动画片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启发了动画创作者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而推动文化

传播自然就成了动画创作的主要手段。从这点上看，神话故

事和中国动画电影的转型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中国的神话故

事有哪些题材？动画电影创作者是如何利用神话题材创作

电影，展现民族精神的？这些将是论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论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提及了中国神话对

于国产动画创作与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第二部分将从神

话的文化要素出发，浅析其对动画制作的影响力，并着重指

出，神话带来的象征意义与中国文化的象征符号相关。而对

这些象征性符号的深挖才是动画创作的动力。第三部分则通

过内容分析剖析了动画作品的故事性和艺术风格，并指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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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创作的过程中，中国动画受到了日美作品的启发。第四

部分讲述了日美动画的风格并强调了日美动漫用作品传播

社会价值和信仰的理念，指出中国应学习以动画片为载体推

广中国文化的传播。论文的结尾部分更强化了这一观点，重

申理解文化认同的重要性。

2 神话：象征主义在动画制作中的表达

前面提及了神话故事为动画创作提供了素材基础。而

基于神话题材而改编的电影作品涉及的便是“重塑”这一术

语。举例来说，《孙悟空：大圣归来》（2015）中的孙悟空

的形象和《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中的哪吒形象受到观

众的喜爱，两者与其原创形象的设计截然不同。另外，这两

部动画片同样以视觉上的超凡享受打动了观众，因而在票

房上成绩瞩目。这就验证了李熙（2010：p.80）[1]所说的观

点，即神话故事叙事的意义宽广深远，因为人物及其所带来

的影响力的领域会非常大。换言之，神话故事并不是简单地

阅读文本，而是几千年来积累的文化元素的合集，可以激起

区域的或民族族群的集体回忆。从这点上看，神话或者神话

故事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社会生活、自然或是世界最原始的

认知理解。这种理解的影响力便是代代相传（罗鑫，2012：

p.130）[2]。神话故事中的神的出现也许说明了古代的人还缺

乏用科学观解释自然现象或情形的能力，但他们信奉神灵的

保佑；或许正是这份信仰帮助他们解决或避免了现实中的许

多问题和灾难。

2.1 神话故事中人物形象的精神内涵

“神灵信奉”也使得“东方概念”的神话主题经久不衰。

拿上文提到的孙悟空和哪吒来说，和两个人物相关的故事不

断被动画创作者翻拍或重拍。其实这两个角色之所以成为经

典，很大程度上和他们被塑造成反叛和挑战者的性格相关；

他们挑战权势、英勇无畏；他们面对质疑或遭遇不公时也会

垂头丧气，但更多时候他们一往无前，不选择随波逐流。与

孙悟空和哪吒相对应的英雄主义题材还包括对女性形象的

塑造，虽然“东方”概念驱使创作者更在意塑造有高尚品德、

能无私奉献、又勤劳能干的女性（丁尔苏，1996：p.50）[3]。

但花木兰在其动画电影中却被塑造成了一个女英雄，虽然她

还是一个孝敬父亲的女儿，一位可亲的邻家少女（见图 1），

但花木兰更是一个为了拯救国家而牺牲自己小家庭的无私

的英勇无畏的战士。

其实不仅是中国神话，西方的魔法故事也有着相似的

神韵。例如，《指环王》的走红，得益于它吸收了北欧神话

的精华；哈利波特系列电影中的巫术魔法留住了观众；而

《暮光之城》的故事虽发生在一个现代的美国小镇，但吸血

鬼文化在西方经久不衰。可见，神话为电影制作者们提供的

不仅是故事的素材，在他们对影片中的角色进行再创作时，

注重的是如何表述这些角色所赋予的民族气节和精神内涵。

图 1 动画《花木兰》剧照

图片来源：https：//image.bai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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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动画片中的文化符号

就像上节所提到的，在“重塑”神话的浪潮中，英雄

主义题材层出不穷。《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在早期被塑造成

《美猴王》，但被压在五指山下；五指山可以视为如来佛对

孙悟空的掌控；孙悟空头戴金箍出现在不同场景，金箍棒的

所向披靡伴随着金箍的禁锢和孙悟空的挣扎，也可以被看作

是对孙悟空违抗天庭的神罚。因此，围绕着孙悟空所塑造的

英雄形象，不仅有文化背景的交代，人、物、形、景象还具

有其他的象征意义。就像周颖（2016：p.77）[4]论述的那样，

电影中的符号可以被视为一种电影语言。而符号的两种基本

元素，意符和意指，一起构成了用于表达内涵与外延的电影

语言。

如果说孙悟空的英雄形象是基于他对抗天神的重塑，

那么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成功在于哪吒颠覆了传统

意义上对神魔的定义，这部动画构建出“我命由我不由天”

（Tang，2021：p.52） 的精神价值，改变了停留在观众儿时记

忆中的哪吒作为儿童英雄的形象；而被赋予了意指意义时，

动画中的人物也被赋予了新的特性（李熙，2010：p.81）[1]。

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动画电影的讨论不应局限于故事

或者神话故事本身，而应该在意指表达的探索上进行创作。

就像西方电影里用装甲暗示勇气、王位代表权力、熊则可以

成为朋友的代名词，它们凝聚了电影制作者为满足观众情感

表达的心理的不竭动力（李熙，2010：p.81）[1]。这么看来，

动画电影取材于神话故事的趋势让电影制作者思考的应该

是“塑造什么形象和角色”以及“这些角色对观众来说意味

着什么”。

就此论点文章将在下一节中重点分析中国神话如何被

用于创作动画，进而探讨神话推进中国文化传承的因素。

3 动画电影中中国文化元素的分析

上节中提及了国产动画作品从神话中提取原型的事实。

从经典神话主题中获取故事结构，并将主题升华；可以说动

画作品前进的每一步都映射出民族文化的伟大。以“丝路文

化”为例，它不仅讲述了历史文化和人文情怀，还展示了异

域的文化特色，激励着电影制作者去挖掘影片中的意指意义

（江超，2016：p.8）[6]。在多部以“丝路文化”为背景的动

画片中，如《铁扇公主》（1941）、《美猴王》（1964）、

《哪吒闹海》（1979）及《九色鹿》（1981）等，都传递着

“重生”的概念。然而此“重生”不同于古希腊神话中的重

生一词，可以理解为对真善美的追求，以唤醒大众的内心世

界（姜艳琴，2018：p.8）[7]。举个例子，装扮着莲花的哪吒

是《哪吒闹海》中的经典形象，莲花传递的是生与死之间的

一种独特关联。也就是说哪吒自刎后得以重生暗示着只有善

人才被赐予重生的机会。同样的，《九色鹿》用敦煌壁画向

观众讲述了九色鹿是如何被自己先前救下的农民出卖，又如

何决定用自己的神力来惩罚邪恶。这样“因果报应”的观念

既存在于佛教也存在于神学思想中。再者，《哪吒闹海》（见

图 2）和《九色鹿》都以动画的方式呈现了打斗的场景，尽

管打斗场景是动态的，但这些情节都在强调一句亘古不变的

俗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借此呼吁观众发现人性之美。

或许“人性之美”正是世人对“丝路文化”的理解和传承。

除此之外，动画艺术也是视觉文化的表现形式。在国

产动画发展的进程中，创作者们在视觉表现上下了很大的功

夫。例如，《白蛇：缘起》（2019）中运用了大量的数码技

术，但在观影之后，观众能感受到的是水墨的国风之美。影

片中渲染了用多种蓝色来描绘天空和水，并将白蛇显隐于红

叶与青山之间；画面构成的不仅是自然环境，还烘托出了人

物的内心世界（张靳，2019：p.166）[8]。多层次的深蓝色勾

勒出“幽谷深处行孤舟”的场景，预示着小白与阿宣的离别。

但影片又以红色为主色调，环绕着半圆的山型，暗示着大团

圆的美好结局。

图 2 动画片《哪吒闹海》剧照

图片来源：https：//image.baidu.com/

与此同时，动画电影在色彩的饱和度和对比度方面进

行了大胆尝试。例如，《大鱼海棠》（2016）中满屏的火红

色以及《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中哪吒的红（衣）和敖

丙的白（衣）的单色对比。这些创新造就了中国动画艺术哲

学的审美特征和新的精神气质。它们抛弃了传统神话人物设

计的描述方式，通过塑造全新的动画形象来诠释人物特征。

换句话说，国产动画在创作上的进步在于为传统的动漫人物

添加了新的角色特点，用以诠释新的理解方式，这种理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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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动画人物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相衔接，让人物更接近观众的

想象。从《大圣归来》的成功到后来《白蛇：缘起》和《哪

吒之魔童降世》的高票房，我们可以看出国产动画制作人开

始重新思考中国学派在动画电影制作中的作用。这也意味

着，当代中国动画虽然有着对传统的文化观和价值观的批判

思考（薛峰，赵可恒，郁芳，2006：p.85）[9]，但不会改变

制作动画电影的目标，即将中国文化的精髓创造性地融入电

影制作过程中。

4 重塑与中国学派的文化认同感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神话包含了中国的文化根源、

文化特征和文化价值观，对重塑国产动画片中的动画人物有

着一定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在中国动画发展的历史上可以

分为三个层次的演变。第一，早期的国产动画更注重与孩子

们进行对话，《小蝌蚪寻找妈妈》（1961，见图 3）和牧笛

（1963）用简单的故事情节告诉孩子们在日常生活中保护动

物和环境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动画的制作有着一定

的教育功用。

此外，中国神话的魅力不仅在于它们用于中国学派的

再创作，中国故事也被改编成迪士尼风格的卡通片。以《功

夫熊猫》为例，虽然电影中的阿宝揭示了美国文化所倡导的

强烈的个人主义，但片中也借鉴了一系列的中国文化元素：

功夫和熊猫都可以被视为中国的典型象征。前者可能是英雄

的化身；后者采用了年轻人羡慕的佛系的生活方式，即吃吃

喝喝，与世无争。但阿宝时刻遵循着中国的传统道德准则，

如儿子应该尊重父亲，男人应该承担责任（颜奕、何春耕，

2014：p.22）[10]。在观众的眼里，阿宝便成了“身边的英雄”。

而《功夫熊猫》里阿宝形象的设计对中国动画的人物

创作也带来了影响。2015年票房较高的《大圣归来》将孙

悟空塑造成了一个普通人，而非一个完美的英雄形象。观众

观影时看到的孙悟空遭受痛苦时有过挣扎或是踌躇不已，像

极了平时生活中的自己。

在动画的发展进程中，日本动漫在制作方面以拥有非

常成熟的模式著称，也深受观众的喜爱。日本动漫制作成功

的原因之一便是电影制作人对日本民族文化的尊重。例如，

宫崎骏的许多动画作品都被认为是独特的，因为它们大多出

自宫崎骏的手绘稿；龙猫（1988）和千与千寻（2001）中大

量使用线描设计人物造型，让观众一眼就能认出她们是日本

的动画形象（陈瑶，2017：p.374）[11]。

不可否认，中国动画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日美风格

的影响。美国的卡通模式和日本的动漫模式最大限度地了展

现了两国的民族文化的风格，这一思路为国产动画电影人

提供了宝贵的创作经验。《阿凡提的故事》（1979）取自

新疆的民间故事，《水鹿》改编自台湾民间传说（1985），

《泼水节的传说》（1988）描绘了傣族人的生活方式。来自

少数民族的故事让中国动画学派有了制作更多作品的动力，

也让观众感受到动画片的人物形象的多样性。正如秦晓林

（2019：p.87）[12]所说的那样，动画已成为电影工业中不可

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们不再是为儿童制作的，也是为成人制

作的；它们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更大的乐趣和更多的

想象空间。

图 3 水墨动画《小蝌蚪找妈妈》剧照

图片来源：https：//image.bai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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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期的《小蝌蚪寻找妈妈》（1961）到最近的《哪

吒之魔童降世》（2019），观众既欣赏了经典的水墨动画片，

又观看了现代的漫画式的重塑的动画作品。这意味着中国动

画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讲好中国故事”是制作一部

好的动画片的前提，而如何将中国艺术风格融入现代技术中

并在动画作品中体现，是吸引观众观看动画片的手段之一。

正如姜艳琴（2018：p.136）[7]所指出的，创作不仅仅意味

着保持创造力或发现新事物；它意味着不同观点的磨合，在

相互学习或相互交流中体会到新意。

从这个意义上说，制作动画的“新意”表现为不必拘

泥于原有的故事情节，在可“接受”的范围内进行重塑。但

不管是故事的重塑、人物的重塑、艺术风格的重塑抑或新技

术的应用，强调的是作品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观众对新作

品的接受和市场对新作品的正向反馈。这些是促使中国动画

创作追赶日美动画的有效催化剂，一定程度上能引发观众发

现中国动画的价值，促进中国动画创作的可持续发展。

5 结语

论文旨在以中国动画的创作历程为基础，批判性地思

考神话和动画之间的文化传承关系。虽然对比日美动画，国

产动画离高质量和高票房还有一定的差距，但从叙事的延续

性，到艺术美学应用的创造性来看，中国动画电影人已然向

观众展示了传统与现代、梦想与现实相结合的动态视觉文

化。因此，论文中所提及的“关系”一词不仅仅是将动画与

神话联系起来，它更是一种创作手法和观影手段的链接，一

种以新的视角来思考中国电影的历史和文化的理念，进而理

解动画创作的意义。换句话说，论文通过分析动画作品在动

画创作过程中的变化，探讨了中国动画创作的本质以及创作

者们如何在动画业界找寻话语权的历程。

首先，动画创作者们在中国文化的大语境下，将传统

的神话故事提炼和升华。“丝路文化”的揭秘，英雄形象的

重塑，传统与现代艺术风格的交替运用可以看作是意指符号

的象征；同时也代表了层出不穷的新动画人的出现，为新神

话故事注入新的生命（刘可文，邓婷婷，2021：p.138）[13]。

其次，在“中国文化的大语境”下也意味着使中国的

动画不同于外国作品。2015年的《大圣归来》和 2019年的《哪

吒之神魔降世》虽然摆脱了传统的英雄主义题材，但时刻将

中国精神（忍辱负重）和中国价值观（不屈不挠）融入动画中，

从而在电影界获取了市场话语权（李俊华，2019：p.53）[14]。

最后，创作中国动画不能是一种狭隘意义上的创作。

也就是说，艺术家、艺术作品和艺术风格的独立不代表创作

上的固步自封（ ，2017：p.117）[15]；相反，强调

中国动画作品的独特性与吸收和学习其他作品的宝贵经验

息息相关。即在了解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强化文化认同的重要

性，并寻求在创作中找寻文化上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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