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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漫焦点

《猫猫的奇幻漂流》获得了2024年

金球奖最佳动画片奖，这部全程无对白

的动物电影，在洪水末日和一艘小帆船

上演绎出了激动人心的故事。

影片的背景设定在一片荒芜的未

来世界。人类早已消失，留下一片被大

自然重新占领的森林和荒野。突如其

来的洪灾将小黑猫卷入到危险之中，他

与水豚、狐猴、鹭鹰和黄狗一起登上一

艘小帆船，为了生存开始了漂流之旅。

这 并 非 一 个 诺 亚 方 舟 般 的 故

事——人类不是世界的主宰，更不会对

动物进行拯救。这更像是一个剔除残

忍和血腥元素的动物版《少年派的奇幻

漂流》：灾难面前，性格迥异的动物被迫

在一个狭小空间内共存、对抗、成长甚

至是觉醒。

作为一部动画电影，《猫猫的奇幻漂流》最大限

度地保留了动物的“真实感”，或者说，导演在写实

和夸张之间作了契合影片内容的平衡。导演没有

让动物们双足站立、开口讲话，或许是这部影片能

够成功的关键。所有的角色表演都遵从写实的原

则，这让动物的本能时刻渗透在影片之中，也让动

物的自私行为显得更加自然（他们本就如此）——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的牺牲也会更加震撼。

影片中的每个动物角色都极具个性，他们代表

了人类社会中不同性格的人。其中，有几个动物角

色给人印象颇深：贪婪的狐猴对金子的渴望，象

征着人类对物质财富的追求；而舍己

救黑猫的鹭鹰，则是影片中为

数不多的被处理得具有神性的

动物。

影片中鹭鹰的形象尤为突

出，他被塑造成为一个智者，也

是影片中为数不多的具有象征

和夸张的角色。在救助和保护

黑猫的过程中，鹭鹰与自己的

同类产生了冲突，具有反叛精

神的他被鹭鹰族长殴打导致翅

膀受伤，并被逐出族群，失去了飞行能

力。此后，白色加入了黑猫一行，他一

直站在船头把握着帆船的航向。在洪

水中遇到狗群需要救助时，鹭鹰反对让

狗群上船且坚持自己的意见。但在同

船动物的哀求下，他还是选择了尊重大

家，救了狗群——尽管后来的种种事实

证明，狗群确实贪婪自私。航行到最高

的山顶时，鹭鹰下了船，失去族群的他

在那里放弃了自己的生命。最终，他被

天地升华带到了天堂。鹭鹰代表着具

有强烈是非观念和坚定信仰的人，他们

不畏艰难，勇敢地追求自己的信念，并

甘愿为之付出代价。

黄狗的形象也十分鲜明。上船之

前，他跟随狗群行动。然而，在船上与

黑猫一同脱离险境后，黄狗开始逐渐融

入这个小团队。当他哀求鹭鹰救下自

己的同类后，粗鲁贪婪的狗群同伴瞬间

就将黑猫从河里捕到的鱼一扫而光。

讽刺的是，当洪水逐渐褪去，船上的动

物们终于回到陆地上时，船却被挂在了

危险的悬崖边。在动物们一同营救即

将掉到深渊的水豚时，狗群突然发现一

只兔子，他们随即放弃救助，一哄而散

地对兔子展开追逐，这将水豚置于更危

险的境地。但黄狗依旧坚持与大家一

起，最终完成了对水豚的救助。黄狗代

表着那些放弃丛林法则，脱离野蛮族群

的人，他们意识到真正的价值不在于物

质的掠夺和占有，而在于与他人建立真

诚的友谊和互助关系。

在长达90分钟的动画影片中，除

了动物们的叫声和环境的自然声响外，

观众们几乎听不到任何人类语言的对

白。从整体上来看，影片的画面精美绝伦，无论是

洪水肆虐的场景，还是动物们在船上生活的情景，

都充满了细腻的质感和生动的色彩。

导演金兹·兹巴洛迪斯巧妙地运用了三维动画

技术，将现实与幻想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大屏幕

上，为观众们创造了一个既真实又梦幻的世界。总

的来说，《猫猫的奇幻漂流》是一部值得细细品味的

动画电影。它以一种简单却深刻的方式，探讨了生

命的意义和价值，让人在无声中倾听到了生命的交

响曲。

《雄狮少年》系列是国内尚不多见的现实

题材动画电影。电影以舞狮少年刘家娟的成长

故事为主线，2021年《雄狮少年1》上映。2024

年12月，《雄狮少年2》以一脉相承的主题、更

为成熟的叙事和更为精细的制作登陆院线。

乡下留守儿童阿娟自小便被父母在心中

埋下热爱舞狮的种子，少年时他身体羸弱、性

格怯懦，在同名少女的鼓舞下学习舞狮，好不容

易拜师、苦练、取得参加省赛的资格，不料在外

务工的父亲意外受伤，阿娟不得不背负起家庭

的重担。在《雄狮少年1》中，阿娟带领舞狮队在广

州的比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雄狮少年2》的

舞台来到上海，在这里，阿娟需要在格斗比赛

中获得胜利，而他的对手却不仅仅来自擂台。

《雄狮少年 2》的叙事较第一部更为圆

熟。在简洁有力地交代故事背景和人物动机

后，故事快速进入主线叙事，各色人物带着各

自的弧光登场，高效的视听语言和蒙太奇手

法推动故事节奏，快捷的剪辑和丰富的意象

让故事饱满扎实。其中，现实题材是《雄狮少

年》系列最引人注目的特色，影片中不仅有大

时代的“痛点”，更无处不展现对“小人物”的

观照。阿娟是留守儿童，父母常年在外务工，

他在村里受人白眼，仅有的好友也都是同龄

人中的“边缘人”。学习舞狮让他们有了梦

想，然而因为父亲受伤，阿娟不得不停止舞

狮，独自前往广州务工。影片的风格至此为

之一变，如果说前半段是“少年为梦想拼尽全

力”的热血剧本，后半段则是“小人物在城市

中生存”的艰难写照。瘦弱的阿娟没日没夜

地做着一切能找到的工作，住最简陋的宿舍、

吃最廉价的食物、常年穿着破旧的红背心和

绿胶鞋，无论刮风下雨都在外工作。不仅阿

娟，舞狮的师父阿强、拳馆的师父张瓦特、传

统武术的前辈们，甚至反派人物，无不有着“为

稻粱谋”的无奈与悲凉。飞速发展的城市建起

无数高楼广厦，却把形形色色的人困在狭小的

世界，他们全力挣扎，只为在窒闷的世界里挣

出一丝缝隙、看到一道曙光。如果说在《雄狮

少年1》中，舞狮是阿娟心中的一道光，那么在

《雄狮少年2》中，格斗则让阿娟有了更多志

同道合的师友，他们一起面对传统武术的困

境，也共同战胜网络暴力的风波，如一蓬野

草，坚韧又顽强地把根留在擂台上和城市里。

影片使用大量象征手法，将“木棉花”“野

草”与“雄狮”的意象结合，前后融贯，令故事

余味悠长。木棉花是岭南地区的“英雄花”，

与“雄狮”意象切合，被木棉花砸到的阿娟在

第一部结尾由舞狮的高桩跃向寓示“不可逾

越”的擎天柱，是一次向自身命运的勇敢叩

问。到了第二部，“野草”这一意象早早凸显

出来——乡村少年阿娟是“野草”、没落的拳馆

是“野草”、式微的传统武术是“野草”，他们仿

佛是这城市里活该“自生自灭”的一部分，但野

草茂盛、蓬勃，割不尽、烧不绝，春风吹又生，又

恰是阿娟百折不挠的韧性、拳馆峰回路转的重

生、传统武术厚积薄发的强悍，“雄狮”便藏在

这无尽的野草中，于决胜时刻展露神威。

《雄狮少年》系列对醒狮、武术等传统文

化做足了功课。第一部中展示南派舞狮的风

采，如不同派别的狮头和狮身纹样，不同颜色

的狮子代表仁义礼智信忠勇等不同的意义，

以及舞狮的桩阵、绣球、花青等细节，虚构的

擎天柱也参考了香港“太平清醮”节日活动的

竹架扎作。第二部中则侧重展示传统武术，

包括八极拳、八卦掌、螳螂拳、咏春拳、形意

拳、太极拳等。作为一部以格斗为主的影片，

传统武术与散打、泰拳、巴西战舞等现代格斗

技同台对擂，争夺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成败，更

是一种精神层面乃至文化层面的博弈。为

此，影片没有让传统武术故步自封，而是通过

阿娟的师父张瓦特不断对现代格斗技进行研

究，将其技巧与思路同传统武术相结合，使传

统武术焕发出与时俱进的新力量。

《雄狮少年》系列以岭南文化为背景，其

中有大量对香港喜剧电影、武侠电影的致敬，

从舞狮到武术，是文化的接续，更是精神的传

承。如果说《雄狮少年》是大时代洪流里小人

物一次难得的跃起，那么《雄狮少年2》则更像

武林门派间一次事关存亡的征伐。阿娟一次

次走上擂台、击败对手，可他最后所面对的，

却是权钱交易的比赛黑幕、铺天盖地的网络

暴力。影片高潮的绝地反击，阿娟所追求的

并不是擂台上的胜利，而是要揭露反派拳王

的卑劣手段，还原各门派当年被击败的真相，

为传统武术争一口气，还传统武术应有的尊

严——这几乎就是一部武侠电影的叙事。

电影画面细节丰富、色彩明丽，乡村的空

镜与远景写满乡土生活的悠闲与宁静，城市

里高厦鳞次栉比，半灰暗的色调隐喻人物一

眼望不到头的未来，广州的荔枝湾和上海的

锦江乐园是精致的特写，用来勾连人物的足

迹与回忆。影片的音乐也别具特色，第一部

的音乐使用了大量粤语歌曲，仿佛乡愁荡漾，

为小人物的辛酸抹上几笔浓彩；第二部的音

乐以时髦的说唱歌曲为主，叙述着城市快节

奏生活下人们的躁动与彷徨，每每响起，都与

故事相得益彰。而舞狮时激昂有力的鼓点连

接两部影片，甚至与格斗拳拳到肉的撞击重

合，为人带来热血偾张的快意与激情。

“雄狮”是少年心中的不甘、不忿、不平、

不认命的意气，是对“草根”少年心中“英雄主

义”与“理想主义”的热切呼应。阿娟这棵于

乡野间挺拔生长的“野草”，不畏艰苦、历经磨

难，终于发出雄狮般响亮的呐喊——“仰天大

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雄狮少年》系

列电影用这样鲜活的少年意气，为时代洪流

中每一棵“野草”递上激励与赞美，前路无尽，

唯有心怀梦想、奋力拼搏才能写好属于自己

的热血传奇。

■动漫中国

2024年12月27日，《名侦探柯南》系列电影

第7部《迷宫的十字路口》在中国大陆上映。这

部电影凭借2641.6万元的票房成绩力压一众贺

岁档新片，成功夺得元旦跨年场票房冠军。

许多外国电影在中国的成功，通常依靠引人

入胜的全新剧情、令人震撼的视效奇观或展现鲜

明异域风情的文化冲击力。然而，《迷宫的十字

路口》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它既不强调

“新”，也不依赖炫目的技术，而是以“旧”见长。

《迷宫的十字路口》的第一个“旧”，旧在套路

性极强的情节与人物设定上。电影故事发生在

21世纪初的日本。东京、大阪和京都接连发生

盗窃团伙“源氏萤”成员被杀的案件。东京名侦

探毛利小五郎受托调查此案，而寄居在他家的少

年侦探江户川柯南，以及京都的高中生侦探服部

平次，也深陷这场扑朔迷离的迷局。随着案件推

进，伏笔重重，迷雾渐散。京都古寺的青石台阶

上，风吹散落樱花瓣，神秘狙击手的身影如鬼魅

般隐现；灯笼光影间，剑道高手的决战将正义与

宿命推至高潮。而故事最柔情的一笔，落在服部

平次与青梅竹马远山和叶的情感之上。时光逆

流，儿时定情的竹马少年，与初恋少女命运交织，

心中隐秘的情愫在红叶飘飞的古巷中缓缓绽

放。或许，这样的故事对于热爱推理小说的观众

而言，早已是“套路”；但每一处伏笔的回收，每一

段感情线的推进，都为细腻的人物描绘与深情的

对白赋予了焕然一新的温度。不是推理的复杂

度，而是人情的缠绵悱恻，令观众在光影交织间

寻觅心跳与感动。

电影的第二个“旧”，体现在故事背景上。影

片中的故事背景取材于京都的古老街巷，融合了

传统和风文化的典雅韵味，从阴森幽深的竹林到

古寺巷道中的红色鸟居，无不散发出浓郁的时代

感和历史气息。京都，是一座活着的城市，亦是

一座时光铸就的迷宫。影片中的京都，如同一个

谜一样的角色，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也承载着角

色的情感羁绊。在探讨宿命与传承、过去与未来

的矛盾时，影片不仅讲述了悬疑故事，更编织了

一曲关于人心与时光的挽歌。这种“以旧写新”

的温柔笔触，让人们在追寻真相的同时，也感受

到流年与情义的厚重。

最令人意外的是，这部电影上映的年代足够

老——首映于2003年4月19日。这部近22年

前上映、且在网上很容易找到高清片源的动画

片，却在上映10天后票房突破1亿元人民币。

这部老电影宛如沉寂已久的怀旧旋律，在新年的

钟声中重新奏响，击中无数观众的心弦。

为了让“旧瓶装新酒”焕发出别样光彩，主办

方巧妙策划了元旦跨年场的“樱花雨”惊喜活

动。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多座城市的影院里，伴

随着片中服部平次与远山和叶的恋情线索铺展

开来，银幕上的樱花漫天飞舞，屏幕外的粉色花

瓣也纷纷扬扬，手动喷射的樱花雨将虚幻与现实

交织，仿佛一场穿越时空的梦境。观众在绚丽的

花瓣中，感受到青春的怦然心动与爱情的美好憧

憬。那些曾在电脑屏幕前默默感动的人，此刻选

择重新步入影院，不只是为了电影的画面与音

效，更是为了在大银幕的光影流转中，见证自己

心底未曾遗忘的少年心事和年少情怀。有影迷

在观影后动情地说：“时间夺走了我们的年少轻

狂，却无法带走一场在樱花树下的深情告白。”而

在新年的第一秒，与亲密爱人、家人甚至陌生人

一同感受花瓣雨的浪漫气氛，则成了许多人辞旧

迎新的一段珍贵记忆。

《迷宫的十字路口》却用时间的沉淀和情感

的温度，唤回了观众内心的热爱与共鸣。《迷宫的

十字路口》所带来的意义，远远超越了票房数字

的成功。它昭示了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当一部

电影不仅仅是娱乐消遣，而是用情感触达心灵，

以品质征服人心的时候，观众终将为之买单。时

代飞速变迁，新的故事层出不穷，但那些曾经感

动过我们的经典，从未真正远去。它们静静地等

待着，用属于自己的方式，在下一个不经意的瞬

间，重新照亮心中的某一片柔软之地。

经典从未真正远去
——《名侦探柯南·迷宫的十字路口》

□吕晶莹

野草也有响亮的呐喊野草也有响亮的呐喊
———动画电影—动画电影《《雄狮少年雄狮少年》》系列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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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娟和阿猫刘家娟和阿猫

在格斗比赛开场时在格斗比赛开场时

舞狮出场舞狮出场

《《雄狮少年雄狮少年22》》电影海报电影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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