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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电影属于艺术性国际语言，其是很多文化符号的载体，可以在民族文化传播

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很多中国电影并未有机结合艺术性、商业性以

及东方韵味等因素。基于此，本文将从中国动画电影入手，首先分析中国传统文

化在中国动画电影中的应用历程，以及当下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中国动画电影中

应用传播存在的挑战和问题，之后从《大闹天宫》和《哪吒之魔童降世》两部动

画电影中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应用，最后提出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传播的

策略，希望利用电影介质和动画形式，进一步提升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传播的关注

度和影响范围。 

 

关键词：影像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动画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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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vies belong to the artistic international language, which is the carrier of many 

cultural symbols and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ssemina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For a long time, many Chinese films have not organically combined artistic, commercial, 

and Eastern charm factors.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will start with Chinese animated 

films. Firstly, it will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Chinese animated films and the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in the appli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 Chinese animated films. 

Secondly, it will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in the 

two animated films "Da Nao Tian Gong" and "Nezha's Demon Child Comes to Earth". 

Finally, it will propose strategies to promote the influence and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 hope to further enhance the attention and scope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the use of film media and 

animation forms. 

 

Keywords: image dissemination;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imated 

Mov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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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电影属于文化产业，是国家开展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在世界各国文化交流

越来越频繁的过程中，电影的内涵逐渐丰富，其不仅是艺术作品，还是国家传播

本国思想与文化的重要载体。与其他传播形式相比，电影具有更加直观详细的视

听语言，在突破文化壁垒方面更具优势。动画电影是一种常见的电影形式，但它

又同一般的纪实画面技术类的电影类型不同，它可以根据真实、再加上丰富的想

象力，利用一定的技术进行艺术处理，以此构建出生动的文化故事，表达思想情

感和价值观念。 

当前，在世界各国全力推动动画电影发展和跨文化传播的浪潮中，现代动画

电影凭借独特的艺术能力、时代精神、极强的表现力、感染力和巨大的商业利益，

征服了全世界的广大观众，成为大众传媒乃至跨文化背景、跨领域传播过程中的

热门传播方式，成为国际通用的语言，是一个重要的跨文化的传播媒介。自 20世

纪以后，中国境外众多影视制作公司拍摄出很多符合普通受众想象力和审美倾向

的商业动画电影，这些影视作品承载着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想，将思想传播到全世

界，也非常受中国民众的喜爱。在此背景下，如何在最大程度上提升影片文化内

涵，发挥中国动画电影跨文化传播能力，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电影中成为动画制

作人员首要考虑的问题。 

 

二、传统文化元素在中国动画电影中的应用历程 

 

（一）早期应用 

 

电影是呈现身份、种族、地域以及阶级的重要载体，电影不仅是简单地呈现

现实情况，还包含重建、反思以及解构文化精神与文化现象的内容1，动画电影亦

然。在整个中国动画电影发展历程中，一直非常重视构建和表达中国文化的问题，

并且一直将传统文化和动画电影有机结合作为重要努力方向。 

早在 20年代初期，当动画电影开始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动画制作人员就

受到了自身传统文化的熏陶，将传统文化思想不断融入到动画创作中，以利于今

后动画的发展。至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动画电影在技术与风格上都较为成熟，

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被运用到影片创作中，形成了以中国民族风格为主的

“中国动画学派”。至 1957年成立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是那一时期中国规模

最大的美术电影制片厂，该厂制作出了《神笔》、《小蝌蚪找妈妈》等大量人们

熟知的影视作品。在这些作品中融入了水墨画、折纸、皮影、剪纸等中国传统文

化元素，为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传播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范本，推动了中国动画电影

                                                           
1
 周霞,王朝晖,朱晓菲，〈关于国产动画电影“走出去”的思考，《今古文创》，2023,29(35)，页 8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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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中国化、民族化发展
2
。 

《大闹天宫》是中国 20 世纪 60 年代具有代表性的动画电影，在此部动画电

影中，相关人员生动形象地塑造了孙悟空热爱自由、本领高强的人物形象。影片

中国画风格非常浓厚，主要表现形式为线条呈现，人物性格及其造型风格高度一

致。制作人员在该动画电影中综合运用了水墨元素、脸谱元素、祥云元素等，使

得影片中蕴含非常丰富的中国元素。该片推出后，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较为深远

的影响，为中国元素动画电影跨文化传播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新时期应用 

 

近年来，中国动画电影制作团队已经明白盲目的模仿境外动画对于自身发展

并无益处，而是要重新注重自身民族风格建设，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特点，开

始在影片中大量融入传统文化元素，希望中国动画电影在形式上更具中国特色，

为影片注入更多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如《大鱼海棠》在画面风格和人物设计上融

入了中国传统的水墨画和工笔画元素，展现出了独特的中国风情。同时，电影的

故事情节也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故事和神话传说，如“庄周梦蝶”、

“哪吒闹海”等，《秦时明月》、《魁拔》等也开始尝试在画面风格、人物设计、

音乐等方面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这些影片的出现获得一致好评。随着 2019年

《哪吒之魔童降世》的上映更是取得了惊人的成果，影片融入了大量的中国传统

建筑、服饰、音乐等元素等。这些元素的融入不仅增加了电影的文化内涵和特色，

吸引了更多中国观众的目光，在中国国内好评一片，更是成功在中国境外上映，

打破了近十年来中国动画电影的最高票房记录，为中国动画电影在国际市场上树

立了独特的品牌形象。 

在《大闹天宫》与《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哪吒与孙悟空具有相同的性格，

都是中国古代神话中具有反叛精神的典型人物，影片在遵循经典故事框架的基础

上，重新塑造了哪吒这一角色。在人物形象方面，使用了二次元动漫的设计风格，

这与当代年轻受众的审美特征相符；同时在人物性格方面，哪吒在前半部分影片

中并未具备“孝为先”的价值观念，但是在剧情逐渐展开的过程中，哪吒勇于反

抗自身命运，保护普通百姓，使观众在观看完影片后并未出现电影情节脱离神话

故事的错觉。在片中交织着师徒情、亲情、友情等情感，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

的道德标准和精神内核。 

 

 

  

 
                                                           
2
 杨立贺，〈中外合拍动画电影跨文化管理浅析——以合拍动画影片《直立象传说》为例〉，《中国电影市

场》，2023,17(09)，页 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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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下传统文化元素在中国动画电影中的应用传播所存在的挑战与

问题 

 

（一）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传播范围存在限制 

 

传播属于动态的信息共享活动，要求传授双方意义空间相同。现如今，好莱

坞动画电影的工业体系已经非常完善，制作的动画电影与普通观众的观影心理高

度相符，因此能在潜移默化中完成文化传播3。 

相较于此，中国动画起步较晚，同时面临技术和文化的双重挑战，再加上各

国人们在语言交流、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意识形态等都不尽相同，故而向中国

境外观众传播文化存在一定门槛，有些融入传统文化元素和民族精神的动画电影

在中国境外无法获得广泛认同，甚至在以西方为主导的话语传播体系中，中华文

化有很大几率会被错误解读。“话语”误读是跨文化传播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社会

现象,也是异质文化之间相互理解、相互接触的特殊方式4。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中凝聚着中华文明的智慧，与快餐式和碎

片化的当代文化相比，很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存在冗长、陈旧、创造力不足等错

误认识。为避免或消除这种误解或偏见，在动画影片创作中，应积极促进中国传

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工作，建立一个全球通用的表达系统，用以传递

中国的文化和美学观念，籍由动画这一媒介，将中国传统文化向外界传播出去，

在不知不觉中推广中国的文化和艺术理念。 

 

（二）传统故事价值观转换及创新能力欠缺 

 

信息拥有非常多的传播渠道，然而受众却只需要有限的信息。在传播呈现出

社交性、图形化、动态化的新时代，动画以视觉传达为核心，利用画面将复杂的

故事简单化，进而挖掘其内在含义。画面作为一种具有跨文化优势的表达方式，

能够超越语言障碍，便于全球观众理解和接受其内蕴的精神与文化内涵。如美国

的《功夫熊猫》、《花木兰》等在世界各国掀起了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

好莱坞动画展现的中国元素，不只拘泥于在传统元素、人物原型上，在故事中还

融入了各种价值观，对观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影片中对于中国传统故事价值

观的转换仍有不足之处，如电影当中所呈现的价值观念及文化意蕴并没有倾向于

中华文化5，特别是对于主人公阿宝的人物设定，虽然披着中国文化的衣裳，却极

                                                           
3
 蔡青，〈国产动画电影的瓶颈问题与突破路径〉，《喜剧世界(上半月)》，2023,36(08)，页 84-86。 

4 周媛，林克勤，〈文化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传播的话语“误读”问题反思〉，《外国语文》，2020，36(06)，

页 85-90。 
5
 JESSICA LIN，王昊，〈好莱坞电影中中国文化符号的传播——以《功夫熊猫》系列电影为例〉，《采写

编》，2023,(01)，页 145-147。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8WLnD7pOpNECtq_2ShNsSc33_zlnuoDOHeqSgA8FmHD-SNfmSM2Bav4Ps-T0dmKJSKOh7PO6egPWdo5Siwq2-chxzWpUn5zhAH0apxfxPM1-a2H1vsFqd4V8EwqgsSfskXcX4RiIS8XrBJ0yfyKy4A==&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Xhw-7KfLOFkOP59Oj_EWpOu2Y9NJMtXSPPYedoDFB3eAcnZQnr7V_KQdz8xP7KIxhy9c7Q4GOzpp5OZrI3LJv8TrfT9JxxPaZeRBXmWSbvM=&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Xhw-7KfLOFkOP59Oj_EWpOu2Y9NJMtXSUzl12BGlNEMOFSUU6Bh59uL_Sg4WmMdKi1WCCuUOPn_BCL9Eu2RdFZAfkABs77bwPpbPyIWO8iI=&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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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西方个人英雄主义特点。对于西方观众来讲中国传统文化具备厚重感和神秘感，

存在非常大的吸引力，很多国外观众希望可以探究东方古老文明，决定了其对中

国电影存在较高热情和性质，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其实很难理解中国传统文

化精神内涵。若在中国动画电影中没有对相应的精神和文化进行很好的呈现，则

无法对境外观众产生吸引力。 

对于影片制作来说创意属于核心要素，相关人员需要在大量传统文化作品中

提取精华，以正确理解为前提从全新视角解读作品，全面、详细地呈现故事，只

有这样才能制作出好的影视作品。相较于日本、美国等国家，中国动画电影从业

人员在后期制作和绘画技法方面的能力并不欠缺，差距主要体现在创造力和创作

思维方面，部分人员无法正确理解跨文化传播，仅是简单将其理解成实现融合互

通的审美观，并不会花费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挖掘传统文化精髓，甚至有机结合

新潮与传统、国外与国内、现代与古代。建立一个以中国故事为组成材料的宇宙，

是相关人员需要努力的方向。 

 

（三）民族和现代化交融能力存在不足 

 

影像传播对受众仅存在较低的文化要求，然而中华民族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

文化中包含着思想内涵、道德观念、人文精神等较为深奥的内容。利用动画形式

展现出复杂的传统精神，并直观呈现其中蕴含的文化底蕴具有较高难度6。 

在动画电影创作主题方面，以“生与死”相关的讨论为例，在世界范围内其

是一个热门话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拥有很多相关内容。然而以梦工厂、迪士

尼为代表的动画制作公司，其能够比中国动画更为深入人心且精准地剖析和结构

生与死的概念。如在《寻梦环游记》中，创作者以墨西哥亡灵节为主题，以一个

小家庭为中心，借助亲情故事准确表达出“生与死”这个严肃的主题。但是在中

国文化中，大多情况下生与死都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在影视作品中会尽量回避，

故而在动画电影中关于生与死的主题更为罕见。甚至在讲述到其他主题时，也会

刻意花大量笔墨去进行强调，这就使得中国动画的叙事方式依旧保有浓厚的“说

教”意味，明确的道德教育主题未能给观众留下更多的思考和探索空间7。如在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中，对于孙悟空的成长主题建构，就通过对其设置各种磨

难最终完成自我救赎来实现，与江流儿的友情在影片中也有呈现，但相较于成长

这一主题时就较为薄弱，这一问题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同样存在，如能适当

放大亲情、友情这些爱的主题，将其与成长主题形成叙事中的双线交织，可以更

好的符合不同国界观众的审美。 

因此，通过现代化的呈现方式来将传统神话故事进行新的续写，既可以宣扬

                                                           
6
 陈佳，王胜选，〈中国动画电影中民俗文化的现代性表现——从《小门神》谈起〉，《电影评介》，

2023,51(14)，页 92-97。 
7
 梁少怡，〈跨文化传播语境下国产动画电影内容创作的优化路径〉，《现代视听》，2023,(07)，页 60-

64。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Xhw-7KfLOFmhnUF8_eGs8cwHz2VhuCgPqde8DDS5Me4SIG_zsxcIKsqDbASoFoao0v6d1_nwfw_tLJ0sz6gmaizScIBNWl33eU-oeIqxlKDYiuE7WoH30XbgxaPQs3l4Ebyv0VX3ImBFFdykK4kODw==&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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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同时又注入时代精神进行创新化改编来引起观众的共情和共

鸣8。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存在理念冲突，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动

画电影对外传播。想在动画作品中合理融入传统文化，借助动画这种模式来打破

传统文化传播思维的束缚，相关人员应该在坚持传统的同时进行思维创新，不仅

要促进技术优化，更应该结合当前时代背景转变创作观念。特别是部分动画工作

者一味地贴合中国境外市场的喜好，丧失了表达自我和展现自我的能力，导致文

化失语问题出现，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影片受众接受度和影响力的提升。从

全球范围展开分析，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输出中结合民族与现代化的融合不足，

中国动画电影拥有较长且艰难的发展道路。 

 

四、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大闹天宫》中的应用 

 

（一）在场景造型中的应用 

 

在动画电影中，故事情节需要以场景作为空间和时间舞台，对场景造型的设

计情况往往能够直接影响角色性格、影片风格以及情绪氛围等，合理的场景设计

可使动画影片更具美感，从而更深刻、全面地展现影片主题9。在《大闹天宫》中，

场景造型设计上应用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神话色彩塑造使用中国传统艺术绘制技法。在该动画影片中故事情节

非常具有神话特色，在构建影片中大型场景时使用的是散点透视的方法，形成了

透视感强且层次明显的空间效果，并且在场景画面绘制中融入了中国工笔画的装

饰线条，再加上渐变浸润色彩，使影片拥有非常独特且真实的画面感，以花果山

为例，在花果山景色中树木和山石占据着绝大部分，大多为青绿色，点缀了少量

红色，绿色与红色形成鲜明对比，共同使用可呈现出生机盎然的景象。同时影片

在场景绘制过程中有效处理了背景与角色之间的关系，因为在角色绘制中运用了

装饰画线条，假如使用单线平涂的处理方法将无法绘制出立体且丰富的景色，因

此影片在确定场景配色时综合考虑了年画、山水画、版画的绘制技法，构建出了

真实且生动的花果山景色。 

第二，将中国古代建筑特点融入场景设计中。在设计该动画片的场景造型时，

融入了道教建筑、寺院壁画、佛教建筑的艺术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影片的

主题和背景，同时将中国精湛的建筑技艺呈现在观众眼前。在该电影中具有一定

数量的大型场景，如天宫、水帘洞等，这些场景中都具有中国古代建筑风格特点。

而且，影片还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很多细节中，如各个角色服饰上的图案、各类

建筑中的祥云纹样等，这些元素均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影片的艺术效果。 

                                                           
8
 张悦勤，孙璐，〈《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民族性与现代性〉，《艺海》，2023,(07)，页 63-66。 

9
 胡晨，〈传统文化元素在动画角色设计中的运用——以《大闹天宫》为例〉，《美术教育研究》，

2023,9(20)，页 103-105。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Xhw-7KfLOFmNOkQ6-oNREehEJjocTCSR-jmbf4i53dPWoSdZhsSZt28QglRguN-w0C-jMfLRAnKIcPPpzoXTMoUx77tc3R8IxijF9ZUJDFZUkMs5Dlw9-JnxE3LNEwXL&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Xhw-7KfLOFmNOkQ6-oNREehEJjocTCSR7Z5mcTTZMGI-G4XZkvojNiTVx9fsvSyI4kAvDHcivDBALFzZ9lsUbdi6g32KXQmiyNOVAlz5xkyJYZsjvpjvzw==&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Xhw-7KfLOFmNOkQ6-oNREX1CNhfU_zq_69BvwN8NGBC4H9HB4resd_o7loCSeIBq3cNtORrG_Bshak4cuuegtAOjKRjdefzYdSKfyhj01kyCyTglO3ZItq8q3cGj9SpPXejKmZ2zgV2rJ6yAYysWaQ==&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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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角色性情与场景风格协调统一。场景主要是为塑造角色性格和展示开

始情节服务，场景风格必须与影片氛围保持一致。所以，在设计天庭的场景时，

虽然构建了富丽堂皇的建筑和摆设，但是却呈现出一种近似虚幻的整体感觉，反

映出了众仙阴险狡诈、溜须拍马与玉皇大帝目中无人、骄傲放纵的人物形象，而

花果山上景色宜人，表达了猴群欢快自由的生活状态和孙悟空无拘无束的性格，

给人以深刻印象10。电影在表现手法方面实现了场景造型和角色性格相呼应，可

以使观众产生较为真实的观看感受，在影片场景中经常会出现虚实结合的画面，

主要是利用了中国传统山水画中虚实结合的手法。 

 

（二）在角色造型中的应用 

 

在设计《大闹天宫》的角色造型时，影片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在充

分考虑相关角色性格特点的基础上，生动且准确地塑造出了各种具有中国特色的

动画角色形象。以孙悟空为例，在塑造孙悟空形象时，影片根据原著描述融入了

多种传统文化元素，综合运用了皮影、版画、脸谱、壁画等传统艺术形式，最终

设计了“豹纹短裙、黄衣红裤、脚蹬黑靴、翠绿围巾、四肢修长、姿态轻盈、仙

桃面容、绿色眉毛，头戴黄帽”的经典美猴王形象。首先，美猴王头部使用了京

剧中的脸谱元素11。从头部细节展开分析，在该影片中孙悟空这一角色非常醒目，

在绘画过程中，还将京剧脸谱中的象脸融合在一起，按照猴的形状来塑造头部的

轮廓，而在其面上则有一颗红色的心形，这就更好地体现了人物的本性，并且大

量运用红色来表现孙悟空的急功好义。一对碧绿的弯月眉毛，不但赋予了孙悟空

丰富的表情，也赋予了人物亲切、开朗的性格。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既表现了他

的身体和精神，又与他的“火眼金睛”遥相呼应。翘起的嘴和薄的嘴唇，主要反

映了孙悟空敢于承担，敢于直言的反叛精神。在头部的设计上，既有民族性，还

与角色性格特点高度相符，准确展现出孙悟空这一主要角色。 

此外，美猴王在服饰设计中也饱含色彩寓意。为了在影片中呈现不同时期的

美猴王形象，共设计出齐天大圣服、猴王登场服、弼马温官服、日常便服四套服

装，在服装颜色方面以拥有较高纯度的黄色和红色为主，不仅可以吸引人眼球，

还可以体现出孙悟空勇敢无畏的王者风范与精神。在许多电影镜头里，孙悟空都

是一身豹纹长裙，腰间系一条碧绿色的腰带，一件黄色的外套，一顶黄色的帽子，

一双黑皮靴，一条大红长裤。红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喜庆的符号，孙悟

空的大量运用红色，体现了作者对孙悟空形象的肯定，向着这人物的尊严、无畏、

正直、勇敢。在古代只有皇族才会穿黄色，这是孙悟空的象征，孙悟空的帽子和

外套都是黄色的，显示了他的反叛精神。同时，黄色也是孙悟空性格中开朗、乐

                                                           
10
 徐颖，〈浅论装饰美学在动画中的文化输出——严定宪在《大闹天宫》中的动画美学〉，《流行色》，

2021,15(03)，页 72。 
11
 罗媛，〈浅谈传统文化在动画创作中的影响——以《大闹天宫》为例〉，《新闻研究导刊》，

2017,8(21)，页 156，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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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的象征。带着斑纹的豹皮裙，配上翠绿的腰带，尽显孙悟空的神力与威严。相

比之下，弼马温就显得有些多余和笨重，与孙悟空那魁梧的身躯格格不入，而孙

悟空穿上齐天大圣的衣服，则显得更加威严。从整体角度分析，孙悟空姿态轻盈、

比例适度、四肢纤细、身材修长，相关人员使用工笔画艺术特性构架出了角色周

身线条，精准、简洁且流畅12。孙悟空拥有优美且圆滑的动作，与敦煌的飞天壁

画相似。《大闹天宫》中的美猴王形象深入人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他影视

作品中的孙悟空形象，而且充分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 

 

五、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应用 

 

（一）剧本取材于中国传统神话故事 

 

《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主人公哪吒属于中国家喻户晓的神话人物，哪吒这

一形象最早出现在明代各种经典文学作品中，其中最为经典的著作就是《封神演

义》和《西游记》。在中国传统神话故事中哪吒这一角色拥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在很多影视作品中哪吒都是主角，也存在十分典型的艺术形象。该影片呈现的是

非常经典的哪吒闹海桥段，中国神话传说是哪吒剧本的主要来源。在以哪吒为主

角的现代电影作品中最早上映的是《哪吒闹海》，这部电影使哪吒的人物形象深

入人心。哪吒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提升了人们认同传统文化的程度，

现代人可利用观看电影的方式了解古代神话传说，进而培养人们文化自信13。 

近年来，中国出现了很多与哪吒相关的影视作品，作为一个已经较为完善的

人物形象，2003 年中国央视播出的《哪吒传奇》是 90 后最熟悉的形象，近年来

影响较大的影视作品较少。当《哪吒之魔童降世》上映后给人带来了全新的感觉，

在设计过程中影片已经意识到传统悲剧故事已经无法满足现代观众需求，因此影

片改变了哪吒闹海的桥段，同时维持了火尖枪、混天绫等设定，并保留了反抗精

神这一哪吒人物灵魂，选择了扭转命运和打破成见为主题，重新设定了局部剧情。

电影在创作和改变剧情的过程中考虑了现代人们的共情点和理解力，为了凸显成

长这一主题时，还融入了亲情友情等情感呈现。 

在该部动画影片中还体现了道教、太极八卦、易经等中国传统文化，影片是

以道教神话世界观为框架构建的故事情节，故在以太极八卦文化传统为依据设计

了混元珠，故事情节中的天劫咒是八卦符号中的震卦，其象征雷；灵珠象征着水、

魔完象征着火，而且引入了道教中三清之一原始天尊这一角色
14
。影片是建立在

                                                           
12 韩天，〈动画电影传统文化题材的现代化叙事策略——对比分析《大圣归来》与《大闹天宫》〉，《今传

媒》，2017,25(01)，页 90-91。 
13 刘庆娴，〈国漫电影中的文化植入与文化重构——以《哪吒之魔童降世》为例〉，《影剧新作》，

2022,13(03)，页 93。 
14 杨子渝，〈《哪吒之魔童降世》电影字幕语言文化负载词英译中的译者主体性〉，《海外英语》，

2022,21(09)，页 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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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之上的，不但能够作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而且能够借助现

代技术将中国传统文化生动呈现在观众面前。 

 

（二）人物性格展现出中国传统美德 

 

在该动画电影中哪吒是一个具有反叛性格的角色，其勇于打破成见、对抗命

运。在哪吒人物形象中“自强”品德熠熠生辉。在中国传统美德中自强属于重要

的组成部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名言警句更是影响深远。哪吒不

屈服于命运、敢于对抗命运就是自强品德的集中体现。在影片中，哪吒救出了被

敖丙挟持的父母，并且选择亲自承受天雷，展现了哪吒尚勇且不畏惧死亡的品格，

而且证明其具有责任意识，坚信自身可以掌控命运。在影片前期叙事中，哪吒在

海夜叉手里救下了小女孩，后期又解救了整个陈塘关的百姓，均展现出其仁义、

善良，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的重要内容。 

与其他以哪吒为主要角色的影视作品不同，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敖丙一

改传统反派的角色，在该影片中敖丙坚韧不拔、性格善良、富有正义感，在很大

程度上改变了观众对于反派的印象，拥有创新性，而且敖丙身上的这些特点也表

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同时在该动画影片中李靖的人物形象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在影片中其对哪吒

的爱是深刻的，在妻子和儿子不知情的情况下想要将天雷劫引到自己身上，希望

可以替哪吒面对死亡，使儿子拥有新的生活。同时，身为陈塘关总兵，其极具正

义感，在处理很多事情时都会听取百姓建议，是一个典型的好官。李靖身上同样

具备很多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能激发人们思考社会治理方式的兴趣。 

而哪吒的师父也不再是一个严肃的神仙形象，其是一个说着一口“川普”方

言的胖子形象，尽管他时常因为喝酒而误事，但是其正直、善良是无可否认的。

在影片中太乙真人属于一个典型的正面人物，在思考和处理很多问题时都懂得从

大局入手，并没有用异样的眼光看待身为魔丸转世的哪吒，收哪吒为徒教导其本

领，在天雷劫发动后更是不惜损耗自身修为帮助哪吒。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中

正义感一直是人们倡导的美德，太乙真人不顾自身危险而帮助他人的品德符合英

雄形象15。 

而作为影片中唯一的女性重要角色，哪吒的母亲殷夫人在影片中也塑造得非

常成功。虽然在很多影视作品中殷夫人都表现出了非常爱哪吒、博爱的人物形象，

但是人物特点不够明显。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将其塑造成一个既是伟大母亲

也是巾帼英雄的形象，当李靖出门寻找解决天雷劫的方法时，殷夫人不但肩负起

了保护陈塘关百姓安全的责任，而且还需要负责招呼哪吒和陪哪吒玩耍。同时，

在被魔丸转世的哪吒出生时，太乙真人起初是想要杀掉哪吒，殷夫人勇敢地挡在

                                                           
15 鲁雅俊,陈爽,韩轶，〈新时代电影艺术与传统文化的雅俗共赏——以《哪吒之魔童降世》为例〉，《鞋类

工艺与设计》，2023,3(15)，页 7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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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哪吒面前，与李靖商量与哪吒共同度过天雷劫前的时光，展现了殷夫人无私奉

献、爱子如命。在中国传统文化作品中记载母爱的作品很多，如岳母刺字、孟母

三迁等，都是自古流传下来的优秀文化。 

 

（三）电影中“中国风”元素的视听呈现 

 

在宣传《哪吒之魔童降世》时就设计了中国风的宣传海报，海报利用了中国

水墨重彩风格，在其中点缀了牡丹、莲花、烈焰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影片中

呈现山河设计图的效果时，不但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而且还合理应用 3D技

术渲染了最后战斗情节中的火莲花。 

在影片中太乙真人说着一口四川方言也给观众带来了深刻印象，合理应用了

地方语言文化，四川话自身便带有一定的幽默属性。通过对太乙真人背景的研究，

在古典书籍中记载太乙真人的洞府乾元金光洞位于四川境内，在考虑到历史事实

的同时，加入了川普话的方言设计，使影片变得更加搞笑。 

在音乐的选择上也非常具有中国元素风，大量使用了中国乐器配乐。在影片

中出现了唢呐的配乐，此种乐器非常具有中国特色，早在 2006年就被加入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在现代各族人民使用的乐器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电影中，

为了展现出哪吒前期顽劣的性格，证明哪吒善、恶同体，相关人员选用了二胡作

为配乐乐器，同时在音乐创作中还融入了昆曲、中胡等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在观

看该影片的过程中，中国民族乐器带给观众极大震撼，有效调动了观众学习中国

传统民族乐器文化的热情。 

《哪吒之魔童降世》完美呈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创作技术的融合，

不但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还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影片以具有教育意义的

中国经典故事作为创作基础，通过现代化的剧情改编和角色设计，吸引了当下观

众的注意力。同时，为了烘托影片主题，对于人物形象的设计，摆脱了传统神话

故事中的单一道德模式，在赋予人物中国传统道德美德的同时，加入了更为复杂

的性格特点，以现代的视角重塑了传统的亲情、友情、师徒情，使得这些中国传

统美德更加具有时代感和共情力。此外，在电影视听表达上，巧妙融入了各种中

国传统文化视觉呈现和音乐元素，不但保留了故事的文化根基，也使得故事更加

丰富，满足了观众的多元化需求。运用这些方式，《哪吒之魔童降世》不仅传达

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还呈现了中国动画电影在全球文化交流中的独特魅

力。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创新和改编的策略，不但为当下中国动画电影创作指明

了方向，同时也为中国文化向全球传播提供了新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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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从《大闹天宫》到《哪吒之魔童降世》看中国传统文化影像传播

的启示 

 

在中国文化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很多具有特色的文化符号。各种传统

道德文化、丰富的民族文化、朴实的乡土文化、广博的地域文化等竞相发展。在

此基础上，在中国动画电影制作传播中，也应努力展现这些内容。想要在全球化

语境中保证中国动画电影的竞争力，需要有机融合西方理念和中国符号，以保留

中国动画电影民族性为根本原则，贴合西方社会探索东方文化的需求。 

在中西方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互联网技术深入发展的时代中，中国与其他

国家的影视文化交流也不断深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逐渐增强，大幅度提升了国

人文化自信程度，很多人们希望可以在艺术作品创作中融入时代精神、爱国精神

以及民族精神。在应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不应局限在绘画风格、人物原型、传统

图文等方面，还应该从是非观、价值观方面入手，在确保中国境内观众需求得到

满足的基础上，兼顾中国境外观众对中国古老文化的了解程度进行特殊处理，为

中华传统文化对外传播效果提供保障16。 

只有深入解读电影思想价值，才能在真正意义上传播文化思想。为了实现这

一目标，需要有机融合现代意识与中华文化中的民族传统意识。在作品创作过程

中务必充分重视塑造人物性格和策划故事情节的工作，围绕典型的传统故事的主

题，保证国内外观众可了解片中情景，在故事不断推进中呈现出创作者想要表达

的价值体系和思想精神。 

虽然在现有的中国动画电影中已经有很多中国传统文化故事，但是依旧有很

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值得观众去挖掘。以《捉妖记》为例，该动画电影是在 2015年

上映，主要取材于《山海经》中的神话，在社会中取得了较好的反响。再以《雄

狮少年》为例，该动画电影是在 2022年上映，原型是中国传统民间艺术“舞狮”，

虽然在电影故事中仅存在一些小人物，但是却使岭南文化的独特魅力得到了充分

展现，对于动画电影制作来说这些故事都是在未来创作中值得借鉴的素材。 

在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工作中影视业发展属于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相关部门

和相关人员应积极推动电影工业体系化、集群化、产业化发展，借助此种方式为

中国典型构建良好的发展环境17。在电影工业产业化发展中应合理渗透中国传统

文化，通过电影故事展现中国式价值观和世界观，利用视听语言展示中国传统文

化，弥补中西方在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存在的价值取向偏差，进而有效推

动话语动画发展。 

处于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深入交融的大环境下，严禁一味地遵循传统，应主

                                                           
16 梁少怡，〈跨文化传播语境下国产动画电影内容创作的优化路径〉，《现代视听》，2023,34(07)，页 60-

64。 

17 夏德元,卢宇奇，〈元宇宙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像传播的新机遇〉，《中国编辑》，2023,15(Z1)，页

15-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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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融入世界，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文化交流。在动画电影制作中，应努力塑造一

个全世界所有人都能够听懂的故事。这就要求动画制作人员加强中国传统文化学

习，提高自身文化素养，并在中国传统文化书籍和民间传说中挑选出有影响力的

故事，从全球角度入手制作中国故事动画电影。在国际化发展过程中，应坚持中

国特色动画产业，利用动画电影的视听画面将中国传统文化呈现在世界面前。在

开展动画作品制作工作时，必须综合考虑中国境内和境外观众需求，站在人类命

运共同体高度，遵循“美美与共，和而不同”的原则，全面、深刻、灵活地展现

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中国文化中的精神追求和内涵。 

     

七、结语 

 

综上所述，电影不但承载着很多文化符号，更是一种国际化语言，其能够在

传统文化传播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很久以前，电影行业相关人员就开始尝试将

中国传统文化应用到动画电影中。在本次研究中，笔者分析了中国动画电影在传

播中国传统文化时存在的问题，如在不同文化语境下的传播范围存在限制、传统

故事价值观转换能力欠缺、创新能力较差、民族和现代化交融能力存在不足等，

并且分析了在《大闹天宫》与《哪吒之魔童降世》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应用。在未

来开展动画电影创作工作时，相关人员应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教育意义

的经典故事素材，合理开展故事情节创新工作，同时结合当下全球语境对人物、

视听进行塑造，坚持文化自信，只有这样才能制作出高质量影片，进而实现中国

传统文化的跨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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