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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特征，它表现出更多的动物性，编剧角度展现出它桀骜

不驯的性格。在之后的 1999 年央视 TV 版《西游记》动画

系列片中，由于本片主要面向青少年群体，片中的孙悟空

更多地增加了真善美的人物辉光。同样诞生于 1999 年的动

画电影《宝莲灯》中也出现了孙悟空的动画形象，这时的悟

空端坐在莲花宝座上，为沉香指点迷津，他更多展现出来的

是身为长辈、身为尊者的“佛性”。2015 年上映的《西游

记之大圣归来》中，孙悟空不再只是一个神通广大的英雄，

而是一个经历过失败和孤独的角色，他的成长过程传达了

关于坚持、勇气和自我超越的价值观。在 21 世纪 20 年代，

人们更希望看到立体、饱满、不只一面的角色，我们不妨将

相关题材的游戏中的孙悟空形象进行横向对比。例如 2024

年 8 月发布的以中国神话为背景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黑神

话·悟空”，这款游戏在业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里面的悟

空背负着更为沉重的使命，他的每一战，都是对正义的坚守，

对邪恶的抗争。在这六件以“孙悟空”为主角或配角的作品

中，经过横向的对比可以发现，中国神话题材动画电影在编

剧层面选择传统神话故事作为基础素材，但并不拘泥于原始

的叙事结构和角色设定，而是通过现代视角对其进行重新解

读，这些角色的塑造不仅丰富了故事的情节，也通过他们的

经历传达了编剧对当代社会核心价值的思考。

图 1 孙悟空动画角色演变

2 创作背景与文化内涵分析

21 世纪的中国神话题材动画电影在创作背景和文化内

涵方面表现出深厚的文化积淀与时代特征。创作者们在全球

化背景下，结合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通过动画电影这一媒

介，既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又反映了现代中国的社

会价值观和文化自信。以下从创作背景和文化内涵两个方面

进行详细分析。

2.1 中国文化自信的提升
21 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

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也逐渐增强。这一时期，中国传统文化

的复兴成为社会各界的关注点。国家政策和社会舆论都鼓励

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这为神话题材动画电影的创作提

供了良好的土壤。许多电影创作者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刻影

响，致力于通过电影形式重新诠释经典神话故事，以传播和

弘扬中华文化，借助经典神话人物的故事来传递文化自豪感

和民族认同感。在文化内涵上，神话题材的动画电影体现了

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和弘扬 [2]。创作者们通过电影这

一大众化的媒介，将经典的神话故事、传统的伦理道德、民

族的精神象征等，融入电影的叙事和视觉表达中。

2.2 全球化与文化交流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逐渐走向世界，神话题材

动画电影成为了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媒介。这些电影不仅面

向国内观众，也被期望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成功。因此，创作

者在创作过程中，既要保持对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又要考

虑国际观众的审美和文化接受度。这种双重考量使得神话题

材动画电影在创作时更加注重文化内涵的普适性与表达方

式的现代化，以便更好地与全球观众对话。此外，市场对国

产动画电影的需求也在逐渐增加，观众期待看到更多具有中

国特色的动画作品，这进一步推动了神话题材动画电影的创

作热潮，也拓展了中国动画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

3 历史文献考证与文化批评

在 21 世纪的中国神话题材动画电影中，创作者们在进

行故事改编时，往往参考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传统经典，以

确保故事的历史真实性和文化准确性。这些电影通过对传

统神话故事的忠实再现和创新诠释，既保留了神话的文化底

蕴，又赋予其现代意义。创作者们在改编这些神话故事时，

深入研究了相关历史文献和古籍，以确保对人物形象、故事

情节和文化符号的准确呈现。例如，《姜子牙》参考了《封

神演义》中的记载，结合文献中的历史细节，对姜子牙这一

形象进行了细致刻画，保留了他作为智者和领袖的传统形

象。同时，影片在某些情节上进行了一定的创新，以更好地

契合现代观众的审美和价值观。

在文化批评方面，这些电影通过对传统故事的现代解

读，探讨了当代社会中的诸多问题。如白蛇三部曲：《白

蛇：缘起》《青蛇：劫起》《白蛇：浮生》中（见图 2），

通过对女性角色的大量刻画，探讨了女性在传统文化中的地

位与自我意识的觉醒，表达了对现代女性独立与自我价值的

认同。

图 2 白蛇动画电影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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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考证与文化批评，这些神话题材动

画电影不仅再现了传统故事的核心精神，还通过创新性的

解读与表达，使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这种方式既尊重了历史，又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考

方向。

4 审美解读

在中国神话题材动画电影中，作品的视觉风格经历了

显著的演变，从 20 世纪的传统风格逐步发展到 21 世纪的现

代动画风格。这一过程受到了技术进步、观众审美需求变化

以及文化自信的提升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审美风格。

4.1 人物设计的风格演变
20 世纪的中国动画人物设计通常受到传统艺术形式的

影响，人物形象多具有简洁、象征性的特点。上文中曾提过

以“孙悟空”为主题的动画电影，以《大闹天宫》（1964 年）

为代表，人物设计借鉴了中国传统绘画和皮影戏的风格，线

条流畅、形象夸张，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然而，进入 21

世纪后，人物设计开始逐步向多元化与现代化转变。这种变

化受到了全球动画产业的影响，特别是来自日本与西方动画

的风格融合。例如，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哪吒的形象

设计突破了传统的审美框架，加入了更多现代元素，如更加

个性化的面部表情和夸张的造型设计。这种风格演变不仅使

人物形象更加生动且富有冲击力，还更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

偏好。

4.2 场景设计的风格演变
20 世纪的中国动画百花齐放，从万氏兄弟对于迪士尼

动画风格的模仿，再到后期中国动画学派的诞生，水墨画、

木偶画等的场景设计往往以中国传统山水画和工笔画为参

考，场景描绘注重意境的表达，色调较为单一，风格上追求

静谧与和谐。例如，在早期动画作品《小蝌蚪找妈妈》中，

背景设计多采用水墨风格，场景的细节描绘相对简化，以突

出人物和故事主线。

随着 21 世纪动画技术的进步，场景设计开始向更为复

杂和精细化的方向发展。现代动画场景不仅在视觉上更具层

次感和空间感，还融合了更多的现代设计元素和视觉效果 [3]。

例如，在《大鱼海棠》中，场景设计不再局限于二维的平面

表达，而是通过三维建模和数字特效，创造了更为逼真和震

撼的视觉体验。场景设计在色彩运用上更加大胆、多样，细

节处理更加精致，从而提升了影片整体的视觉冲击力。当然

其中也保留了较多的中国传统绘画元素（见图 3）。

图 3 《小蝌蚪找妈妈》与《大鱼海棠》的风格对比

4.3 风格演变的影响因素
这种风格演变的背后，是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一方面，

动画技术的迅速发展为设计师提供了更广泛的创作空间，使

得更加复杂、精细的设计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全球化的文

化交流使得中国动画逐步吸收了来自其他文化的影响，特别

是在人物个性化塑造和场景细节表现方面。此外，随着中国

文化自信的增强，现代动画创作者更加注重在全球化语境下

突出本土文化元素，这种自信促使他们在继承传统的同时，

积极创新，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美学风格。

5 结语

21 世纪中国神话题材动画电影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

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深入剖析这类电影的文化内涵、艺术

风格和社会影响等方面，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文化

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为推动中国动画电影产业的繁荣和文化

传承贡献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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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ory	of	cultural	capital	provides	a	 feasible	 research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and	 innovation	of	police	culture.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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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the	research	on	police	culture	should	be	rooted	in	the	goal	of	police	cultural	confidence,	adhere	to	the	method	of	combining	
holistic	perspective	with	comparative	research,	and	fully	consider	the	study	of	police	sub	group	culture.	To	promot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olice culture, it is necessary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dynamic 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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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本理论视域下论警察文化的研究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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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资本理论为警察文化的研究与创新提供了可行的研究视域。文化资本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警察文化的具体、客观与体
制三个层面，在民警教育与职业发展中作用明显。警察文化研究需要回应部分地区和单位存在的过分重形式而轻实质的问
题，需要解决整体视角与内部多样性之间的张力，需要对学术理论滞后于实践发展提出创新思路。基于文化资本理论视
域，展望警察文化研究，应当根植警察文化自信的目标，坚持整体视角与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并充分观照警察亚群体
文化的研究。推动中国警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重视动态过程，拓宽学术视野，加强警察文化理论与公安
业务实践结合，在发展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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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化作为一个抽象范畴，渗透在日常生活各处。党的

二十大报告高度关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培育，提出应

当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2023

年 10 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了习近平文

化思想，彰显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特色。警

察文化研究旨在基于文化的视角对警察这一职业进行探索，

提升警察文化软实力，以先进警察文化服务提升警察职业发

展，助推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

警察文化研究主要从文化学与警学交汇融合的学科视

角展开。2011 年 10 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胜利闭幕后召开

的公安部党委扩大会高度评价了文化在凝聚警心、激励斗

志、陶冶情操、展示形象方面的重要作用，并提出文化育警、

文化强警的理念。警察文化研究建设立足新时代，应当站在

更高的起点，坚持问题导向，以实践成效推动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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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化资本与警察文化研究的内在逻辑

无论是概念层面还是具体研究层面，文化与教育二者均存

在紧密联系。文化资本在教育研究中崭露头角，受到学界的重视。

2.1 文化资本与文化研究
正如“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这个比喻，高等教育作为

稀缺资源吸引社会大众的高度关注。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法国人类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关注教育中来自

不同社会阶层的学生，使用文化资本的理论来解释这些学生

在学业成绩方面表现出差异的原因。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

杰出社会学教授特纳（Jonathan H. Turner）在《社会学理论

的结构》一书中进一步将文化资本定义为“人际交往技巧、

习惯、态度、语言风格、教育素质、品味与生活方式”，并

特别强调其具有非正式的特点。

辩证唯物主义视角下，学业成就受到个人层面的内因

与教育环境等外因的综合影响，其中内因则包括先天智力发

育和后天学习态度习惯等多方面。人类学研究证实了不同人

种之间的体质差异，但坚决否定不同群体之间存在明显的智

力差异。布尔迪厄也不赞成学生的自然能力差异将导致学业

成就差异的观点。他提出了超越经济层面的观点，指出当时

法国教育制度默许且有利于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从而使文

化资本通过教育在社会结构再生产中发挥作用 [1]。当代众多

家长认可社会文化资本与社会再生产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

“教育热”的表象是经济、社会资本向文化资本的转化，而

实质是家长希望通过文化资本的传递获取竞争优势，让子女

在社会结构再生产中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

当前教育资源配置中市场作用增大，教育存在之处同

样存在文化资本的流动，细分之下其流动往往还存在多种形

式。布尔迪厄将文化资本的存在形式概括为三类：一是“具

体”的状态，文化资本被融入个体的精神或者身体层面，内

化为其“性情”；二是“客观”的状态，文化资本的抽象内

容被具体化而转变为客观存在且可传递的物质载体；三是

“体制”的状态，文化资本通过制度化的努力，受到官方承

认与保障，如一些学术资格 [1]。以教育场景为例，具体的状

态反映知识、技能、素养方面的提升，客观的状态反映文章、

绘画、音乐、工具等载体；体制的状态则包括文凭、证书、

奖励等受到各界广泛承认的内容。

2.2 文化资本理论视域下警察文化的表现形式
公安政法队伍的警察管理和警务变革是警察文化发展

的主要内生动力，当前警察文化变革与发展主要表现在抽象

的观念与具象的形态等方面 [2]。在文化资本理论视域下，警

察文化同样存在多个层次的表现形式。

一是“具体”的形式。人民警察经过文化和专业教育，

特别是严格的警务化训练，形成具有职业特点的、内化于

自身的特质、习性。例如，公安院校在人才培养中对学生身

体素质和纪律意识提出了较高的标准，学生一朝一夕无法达

成，需要日积月累才能达到。具体化的文化资本带有很强的

个体性，即这部分特质、习性不能借由“枪手”代工，只能

在个人从警生涯中长期培养。学习和训练的积累对个体的改

变，诸如警察意识形态、警察伦理、警察礼仪、执法语言、

团队素养等，会长期贯穿民警职业生涯。

二是“客观”的形式。警察文化包括警服、警用装备、

警察音乐、体育和影视作品等可被观察的、可用于交流信息

的内容。随着时代变迁，人民警察的服饰和装备也在不断改

变。在每个年代，人民群众心目中都有那个年代彰显时代精

神的人民警察形象。与警察相关的音乐影视作品一方面在媒

体上播放、被大众欣赏，另一方面也承载着警察职业的文化

象征。就像《我爱米兰》之于教师，《我的老班长》之于解

放军一样，《少年壮志不言愁》等歌曲在带来音乐之美的同

时，也将警察的正面形象与可贵精神播撒进亿万人心中。

三是“体制”的形式。警察除了需要遵守警纪警规，

还需要满足社会大众对警察的期待。人是社会化的动物，群

体对规则的遵循所形成的体制化状态，反映在作风、纪律、

处事方式等方面，同样是警察文化不可忽视的内容。无论社

会招录，还是公安院校毕业或者部队转业，入警门槛持续提

高。正规学历、公安联考要求等一系列要求，在赋予警察“社

会公认性”的同时，该学术资格也成为民警拥有的体制内外

广泛承认的文化资本。警察隶属公务员序列，逢进必考的招

录制度作为警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潜意识层面增强了社

会大众对警察群体的信任感。

文化在职场生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文化资本理论

视域下，对涵盖意识形态、伦理、礼仪、科技、语言、心理、

体育、影视等广泛内容的警察文化进行进一步梳理，有助于

拓宽视野，在不同的层面有针对地推进警察文化研究。

3 警察文化研究问题分析

警察文化作为国内警学研究领域的后起之秀，相关研

究起步较晚，发展较快且充满希望。学界特别是公安院校主

要从警察文化的理论阐释出发，结合实践开展了一系列教学

和研究工作。

3.1 警察文化研究的名实之分
中国教育界历来强调学以致用，学习并不是简单的死

记硬背，需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论语》中记载了

孔子对学习应当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诵《诗》三百，授

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学习在增长知识、锻炼能力、培养技能的同时，也扮演着文

化资本积累的角色。研究显示，教育导向偏差易导致名实分

离，过度重视教育的形式而不是实质 [3]。当代教育在社会阶

层流动中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家长在子女教育方面付出大

量精力，投入较多资本，但取得学历文凭并不能确保获得理

想的工作。学历只是敲门砖，“镀金”与“真金”价值差异

巨大，用人单位更加关注能力与素养。

在警察文化研究同样关注文化资本的获取以及转化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