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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吒之魔童降世》的热映再次掀起有关国产动画片借鉴传统文化和

中国元素的讨论。影迷们细数着《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大鱼海棠》《白蛇：

缘起》里的中国神话原型，也憧憬着即将问世的《姜子牙》《深海》《武圣关

公》，甚至展望着有朝一日“封神宇宙”大功告成。人们惊喜于《山海经》

《搜神记》《聊斋志异》《封神演义》的古代想象力，而惊喜缘于陌生，陌生方

能创新。复古即前卫，新旧之辩证中西皆同。无论是欧洲的文艺复兴、新

古典主义，还是唐宋古文运动、清代桐城派，虽然都以复兴古代文化艺术

为旗帜，实则是以古风为新风，对当时社会的各种陈腐现状力图变革。国

产动画片似古实今的品相，为低幼化观众向全龄化观众的转变加足马力。

考据派影迷的执拗之爱

随着中国国力的日渐强盛，青年一代对传统文化的热情与日俱增。

与国画、书法、古建筑、服饰器物相关的各类古代知识，都在年轻群体中不

乏拥趸。故宫成为网红，即是这一文化现象的浓缩体现。人们既在古物

中获得审美享受，也由此建构与中国文化有关的身份认同。在这场方兴未

艾的复古热潮里有一种近乎严苛的科学态度，即力求严谨，锱铢必较，以

图接近古代的原意原貌。大凡带有中国元素的动画片，上映后都会遭遇

“考据派”“科普党”影迷的严格审校。3年前的《大鱼海棠》，片尾字幕工整

列出“参考古籍文献资料”，具体包括：《诗经》《庄子·逍遥游》《搜神记》《太

平广记》《列仙传》《通鉴外纪》《山海经》《中国土楼》《中国传统纹样摹绘精

粹》《海棠蛱蝶图》《鱼乐图》。有细心的观众盛赞导演把清华大学严谨的治

学态度引入艺术创作，也有挑剔者逐条陈列嫘祖、祝融、赤松子等上古神

仙被架空了人物性格和人际关系，沦为传统文化的单薄符号。更有影迷整

理出30多页的《大鱼海棠》神兽考，通过比对图版《山海经》，确认片中六

足四翅的小兽是帝江，蹲踞水畔的巨兽最接近犼而非貔貅，摆渡者萝卜仙

并无原型，只能根据其独眼三手的特征，勉强对应于烛龙或鳙鳙鱼。无独

有偶，2018年中传动画毕设短片《春困》片尾，也列出参考资料：《关雎》

《洛神赋图》《戴敦邦新绘全本红楼梦·第二十三回》《鸟语花香四条屏》《梅

兰竹菊四条屏》《千里江山图》《芥子园画谱》，同样获得一片赞叹。

有趣的是，这种对待艺术的方式，似乎既有中国文章的用典传统和西

方图像志、图像学的现代理路，却又有悖于中国但求意会、不求甚解的文

艺美学传统。这正提示我们，当下的文化复古不是单一的文化保守主义，

而是中国深入全球化进程的产物，融合了古今中外多重文化元素。这种

强大的融合性，或许正是中国文化最突出的特征。

多元融合中的传统文化

自汉代丝绸之路打开东西方沟通的途径，外来文化不断被吸收并最

终内化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今天的文化自信首先应该是对融合力的自

信。如果我们的肠胃能兼容咖啡汉堡和豆浆油条，又何必一看见动画片

里有迪士尼或宫崎骏的影子就唯恐乱了文化宗脉？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人，有谁的童年是只在文言文里度过

的？我们看《巴巴爸爸》《鼹鼠的故事》《猫和老鼠》《非凡的公主希瑞》《圣

斗士星矢》《机器猫》《海贼王》《棋魂》《火影忍者》《名侦探柯南》，也看《渔

童》《雪孩子》《九色鹿》《宝莲灯》《邋遢大王》《天书奇谭》《葫芦兄弟》《没头

脑和不高兴》；我们既努力刷着托

福雅思的考分，也同样对《中国诗

词大会》的优胜者心生敬佩；我们

既能为了抢几场电影节上欧洲大师

的票而提前一个月开始节衣缩食做

攻略，也能满怀热情地等在六点半

的午门外，加入“故宫跑”，再排

4小时队只为看一眼18岁少年笔

下的江山青翠。

近年几部源自中国古代经典的

动画片，也同样堆叠着当代或西方

经典的多层演绎痕迹。《大圣归来》

不仅是对《西游记》和《大闹天宫》的

改编，也是对《悟空传》与《大话西

游》的致敬；《大鱼海棠》皮相里有

《千与千寻》的影子，骨子里未必没

有《海的女儿》和《哪吒闹海》的基

因；《白蛇：缘起》重现了《新白娘子

传奇》上世纪90年代的记忆，也隐

含着徐克《青蛇》的妖娆气息；从《哪

吒之魔童降世》中的红蓝丸不难想到《黑客帝国》；《蝴蝶梦：梁山伯与祝英

台》的人物造型俨然是翻版的迪士尼《花木兰》，却依旧在小提琴协奏曲

《梁祝》响起的一瞬间，让多少观众泪飞如雨。

中国元素向现实拓展

除了文本间的互文，也有一些动画短片在努力开拓新的形式语汇。

水墨之外，青绿山水也在中国动画实验中崭露头角。前文提及的《春困》

就直接将《千里江山图》作为背景环境，且再现了其中长桥段的主景。《白

鸟谷》将山石的皴擦笔触细致显露，创造性地发展出青绿设色在国画中易

被忽视的光感。《夏虫国》由一万多块石膏板绘制而成，采风于敦煌、山西

永乐宫壁画。石膏板的硬度和纹理接近于墙壁，破碎后拼接的痕迹也与

古迹相仿，由此造就了这部作品独特的壁画质感，为中国美术动画注入了

新的形式载体。

既有开拓，不妨重新思考中国元素的外延边界。如果它包括一切能

代表中国特色的事物，那就不该仅限于古代。如果工笔写意披麻皴、榫卯

斗拱歇山顶、锦缎珠钗菱花镜是中国元素，那么校服作业红领巾、人民公

园解放路、撸猫P图双十一也可以是中国元素。这样的国产动画片才能

在唯美之外具有现实的温度。10年前的《李献计历险记》是现实题材的

代表作，游戏宅男为寻回旧爱，以卖肾换取游戏通关的秘诀，却迷失在时

间的无限套层里。叙事上有博尔赫斯式的智性结构，用繁密的细节铺陈

出浓厚的当代气息。麦当劳、披头士、《现代控制理论》教材、人民公园、购

物热线、安吉丽娜·朱莉……跌落时间尽头的那一刻，是悠长走廊里夕阳

下的你，恍如初见。这是我们的时代里特别贴切的戏谑与伤怀，纵然吸收

了全世界的文化，但要表达最隐秘的情感时，终究是东方式的无言。相继

而出的《水脑袋》让书包化身为庞然巨怪，哀叹作业如山的学生生涯；《红

领巾侠》却让读书郎风行凌厉，以红领巾符号对接武侠元素，扑面而来的

是少年血气；《大护法》看似古装，实为反思当下；《刺痛我》和《大世界》以

作者化的写实风格加革命波普，再现了一个南京，沿街建筑、招牌标语，越

是熟视无睹之物，越有锐利的陌生感；《云舟》却像隔空回应，高层公寓里

的优雅女性却满心焦灼忧惧，住在哪里的人都有诸般不易。

《女他》看似无关中国元素，却浓缩了中国动画人近20年的求索历

程。导演周圣崴以浩瀚的想象力，反思性别、种族、资本、权力、血缘、乌托

邦等现代文化议题。在这里可以窥见杨·史云梅耶、奎氏兄弟、今敏、韦

斯·安德森等一众动画大家的影响。正是这些吸收与积累，才让中国动画

可以不必只能倚靠古代元素来彰显个性。今天要想看懂哪吒的横空降

世，不能只去《封神演义》里找源头，还要看到11年前饺子导演如何在

《打，打个大西瓜》里创建了精彩的扑克牌世界大战和两个飞行兵的鲁滨

逊漂流记。

正是这个8月，杨凡执导的动画片《继园台七号》入围今年的威尼斯

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导演曾提及影片与中国画皴法的内在关联，但看预告

片就知道绝非水墨动画的形式搬用。不禁想起同为1947年出生的另一

位杨姓导演，生前留下的未尽之作也是一部动画片：汴河两岸，掌灯时分，

少男少女，危机四伏……《清明上河图》的原型如在目前，但它意欲呈现的

恐怕不是北宋，而依旧是我们生活的时代。

关 注

看完电视剧《可爱的中国》最后一集，我一

动不动坐在电视机前。荧屏中方志敏的音容笑

貌，深深刻印心头，我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发

问：方志敏为什么不活着？在他的人生征途，有

多个选项可以让自己活下来，而且一定活得很

精彩。但他放弃了，而选择慷慨赴死，毅然当一

名共产主义的殉道者。他用行动印证了“死而

不亡者寿，身殁而道犹存”这句名言。

《可爱的中国》全景式展现了伟大的无产阶

级革命家方志敏短暂而光辉的一生，面对苦难

深重的祖国和人民，面对重重艰难险阻，他义无

反顾、励志前行，以一颗不屈的雄心和一腔报国

的热血奏响了励志报国、革命救国、以身殉国三

部曲。在无法复制的悲壮里，我们看到的不仅

是荧屏中的人物形象，还有追求光明、矢志不渝

的伟大而顽强的民族魂。

在当下物质生活日渐丰盈的社会里，人们

对艺术欣赏的兴趣趋向多元化。这部电视剧没

有抗日神剧那种光怪陆离，没有青春偶像剧那

样漂亮时尚，没有缠绵悱恻的爱情纠葛，没有悬

疑曲折的故事情节。创作者全无哗众取宠之

意，而是运用类似白描的手法，敞开肺腑将剧中

人的人生故事用最平实的口吻向受众娓娓道

来。这种毫无矫饰的叙事方式，创造出一个个

有血肉、有灵魂的艺术形象，在以方志敏为中心

的坐标上，塑造了一组色彩斑斓的群像，把受众

带入既遥远又亲近、既宏阔又深邃的精神和情

感世界，使受众与剧中人携手贴心在历史的洪

流中跋涉，用英雄气概为艺术壮行。

一部并不算时髦的红色革命题材作品，能

在央视黄金档热播并受到广泛赞赏，这首先取

决于剧中人物灵魂的高度。纵观全剧，给人最

突出的印象就是革命理想至高无上，党的宗旨

至高无上，人民利益至高无上。对此，该剧有时

是寥寥数笔、画龙点睛，有时是浓墨重彩、铺呈

渲染。在第四次反“围剿”时，方志敏所创建的

闽浙赣苏区也面临敌人重兵“围剿”，他毫不迟

疑地接受了当时中央的指示，抽调主力红十军

去保卫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时，为了牵

制敌人的兵力，减轻敌兵对中央苏区的压力，使

党中央和红军主力部队能成功突围，他又毫不

迟疑遵守上命，组建抗日先遣队，带领属下九千

仁义之师，去迎战敌人八万虎狼之旅。在与爱

妻告别时，他直言此去是九死一生，言下之意，

这次离别可能就是生死永诀。在与敌军几天几

夜的浴血奋战后，部队被层层包围，弹尽粮绝，

他凭着大智大勇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却发现

战友和大部队未能突出，他再次作出惊人决定，

让身边战友迅速撤离，自己却返身冲进重围去

寻找被围的同志。此举导致他最终被敌人抓

捕，身陷囹圄。在狱中，敌人对他威胁利诱、软

硬兼施，这对于他当然毫无作用。但比经受酷

刑更令人痛心彻骨的是爱妻就在咫尺之间，监

狱提供他夫妻见面的机会，他却强忍苦痛不去

见这最后一面，以免敌人借此向社会做虚假宣

传。还有，当同志们制定方案，准备营救他出狱

时，他又毅然否决，避免同志们为自己而遭受无

谓的牺牲……

求生避死本是动物的本能，所谓蝼蚁尚且

贪生，何况是有思想情感的人。从方志敏的人

生经历和遗著中，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他是十

分热爱生活、积极拥抱生活的人。回到笔者前

面的发问，为什么在一次次生死关头，他总把生

的希望留给别人，而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而且

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慷慨赴死。如何

理解他丰富深刻的生命内涵？回答只能归结于

信仰二字。对崇高信仰的坚定和坚守，铸就了

一个共产党人超凡的品格情操，由此进一步向

人类精神的纵深处进发，这种大义大爱是为天

地存正气，为世人做楷模，为历史树丰碑。

该剧的成功还在于创作观念的脱俗。创作

者摒弃了当下大多存在的艺术作品意象符号

化、情感类型化、人物概念化、情节公式化、题旨

图解化的通病。没有把英雄人物捧上神坛，而

是让他生活成长在平凡的大地上。从始至终，

没有半点“官腔”口号，对待同志朋友，谦和儒

雅，对待慈母妻儿，爱笃情深，就是面对敌人，也

没有疾言厉色。直到就义之时，仍没有那种“英

雄状”，而是从容淡定、视死如归，这充分显示出

内心的强大和自信，表现出人物的至真之性、至

悯之情、至旷之怀，从而折射出人性的光芒和诗

意的韵致。正因为剧作突破了标签口号和浅薄

浮华，没有与人民大众疏离，才有了血气的光芒

和洞察灵魂的力量，塑造出典型人物，引领时代

的高度。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可爱的中国》创

作播出，让人们回眸历史，凝望现实，受到一次

灵魂的洗礼和精神的感召。联想到历经五千年

苦难和辉煌历史的中华民族，多少前辈先贤为

追求真理、谋求自由而英勇献身。仰望英烈先

贤在天之灵，生活在当下新时代的人们，除了景

仰、缅怀之外，是否还有几分自省激励？今天，

用艺术的形式再现英烈的英雄豪气，从而提振

国民精神，万众一心，努力承担新时代的使命，

让历史的光芒照亮未来，这才是电视剧《可爱的

中国》对于时代、对于社会、对于生活真正的价

值意义所在。

电视剧《可爱的中国》：

坚定信仰铸就了共产党人超凡的品格情操坚定信仰铸就了共产党人超凡的品格情操
□□姜朝皋姜朝皋

似古实今似古实今：：国产动画片里的中国元素国产动画片里的中国元素
□□吴吴 明明

连日来，持续热映、票房不断创

造新高的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

童降世》（以下简称《哪吒》）引发社

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为引导专业文

艺评论对社会文化热点现象及时发

声，8月 13日，北京市文联在京组

织召开“2019北京文艺评论热点现

象研究系列活动之五——全球化背

景下中国动画电影的发展现状与趋

势”专题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由北京

文艺评论家协会和北京电影家协会

共同主办，北京市文联副主席杜德

久、北京电影家协会秘书长贾伟及

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业界人士以《哪

吒》为切入点，深入探讨全球化背景

下中国动画电影的发展现状，展望

中国动画电影的发展趋势，并对进

一步推动北京动画电影的发展提出

了意见和建议。

对传统文化题材进行
创新性转化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从《西游记

之大圣归来》《大鱼海棠》《白蛇：缘

起》到《哪吒》，近年来中国动画电影

不论在中国传统神话题材的创新发

展、人物形象塑造还是制作水准等

方面，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良好成

绩。大家充分肯定了中国动画电影

一线创作者的不懈坚守，系统梳理

了中国动画电影行业取得的成绩和

遇到的问题，并对全球化视野下中

国动画电影的新挑战新要求进行了

深入分析。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认为，《哪

吒》最成功的是从传统神话题材中寻找灵感、

吸取养分，并通过现代化发展和创新性转化，

使之贴近现代生活，符合当下社会主流价值

观，因此受到观众欢迎。中国传统文化包含很

多可供动画电影创作的题材，并为之提供了丰

富的灵感。只要影片的切入点有独特之处，表

达方式上能与观众形成互动、与现代价值观相

匹配，就会受到市场的认可。中国艺术研究院

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所长丁亚平通过对中国

动画学派历史变迁的回顾，再现了传统文化走

向世界舞台的历程。在他看来，《哪吒》是以中

国传统文化为蓝本进行的全新艺术创作，是中

国动画的新经典和成功样板，它的成功是中国

动画人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和创新的结果。中

国动画研究院院长孙立军从动画电影教育者

的角度谈到，传统文化需要时尚化。动画电影

作品要在传统文化的基因里实现创新表达，力

求符合受众的接受心理和现代审美。同时，如

何培育更多的年轻观众、培育更加健康的产业

生态，也是中国动画电影需要深入思考的问

题。《文艺报》艺术评论部主任高小立表示，从

近几年国产动画创作来看，中国动画的形象塑

造、艺术想象力，包括行业整体水平，都有了大

幅提升，国产动画依靠中国独有的文化积淀，

从神话故事中挖掘资源，与当下人们的生活方

式、工作压力、内心活动、情感诉求、价值观念

等多个层面有了深度契合。这些都

能在《哪吒》里找到呼应。

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用心讲好中国故事

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院长李

剑平说，《哪吒》为我们带来了强烈

的文化自信。以《西游记之大圣归

来》《哪吒》为代表的中国动画电影

不仅满足了观众的心理期待，而且

赢得了市场票房，这是观众的文化

自信不断增强的表现。在观众已经

看腻了一味模仿国外动画的作品

时，观众一定会为一部具有强烈民

族特色的国产动画电影埋单。

作为长期耕耘在动画电影领域

的从业者，制片人、导演张春景非常

清楚当下中国动画市场需要什么。

他坦言，好的作品一定是对本民族

的文化特质进行深入挖掘，能够很

好体现本民族的精神意志。《哪吒》

的成功是所有坚持民族动画创作者

共同努力的结果。

孙立军认为，从中国动画史上

看，中国动画学派走出了一条富有

民族文化特征的发展道路。中国市

场很大，动画产业环境也在逐渐完

善。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坚持原创，

走民族化道路，不断加大对动画人

才的扶持，一定会有更多的好作品

问世，这条道路也一定会再现辉煌。

未来，动画电影还需要在电视、互联

网、衍生产品上发力，不能单纯只靠

院线票房的收入。比如《哪吒》等动

画电影，口碑和票房都很好，但是相关衍生产

品还做得不够。

加大对动画电影创作人才的
培养和扶持

动画电影不同于其他影视制作，它具有制

作周期长、技术要求高、参与制作人数多的特

点。据了解，《哪吒》一片从创作到制作完成总

共长达五六年时间，有近70家制作团队通力

合作，近2000名工作人员参与制作完成。这就

要求动画电影人才不仅要有情怀、有信心，还

要有一颗面对资金短缺、环境艰苦等各种困难

都无所畏惧的赤子之心。

作为一线的水墨动画创作者，制片人、导演

杨登云已为一部时长20分钟左右的水墨动画默

默耕耘了10年。她认为，动画电影对创作人才的

要求很高。动画创作者仅有对动画的情怀和热

情还不够，还要具备中国传统文化的扎实知识，

这样才能推动水墨动画的进一步发展。

与会者表示，要创作出好作品，关键在

人。只有不断发现人才、留住人才，给他们提

供良好的创业环境、有效的资源平台、强有力

的政策扶持，才会不断涌现精品力作。北京作

为全国的文化中心，文化资源丰富。应进一步

利用各种资源优势，加强对动画人才的扶持和

培养，推动北京动画电影走向世界动画舞台的

中央。

《《大鱼海棠大鱼海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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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本报8月19日刊发的《演“党的女儿”，做党的女儿——访表演艺术家田华》一文

中，作者转述田华女士的话说：“1958年，根据作家王愿坚小说《党费》改编的电影《党的女

儿》开拍。”此说不符合历史实际。作为电影《党的女儿》主演的田华同志也这样说，更有订正

的必要。经查阅历史资料，电影《党的女儿》文学剧本釆用了王愿坚短篇小说《党费》的“某个

细节”，并非根据《党费》改编，而是林杉先生独立创作完成的。特此更正，并向林杉先生夫人

及读者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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