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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由霍尔果斯彩条屋影业有限公司出

品的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和动画电影《姜

子牙》相继面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也展

开了国产动漫 IP“封神宇宙”的崭新画卷。两

部影片共用一个世界观，对传统文化加以颠覆性

改造，为我们呈现了具有新时代特色的“封神”

新故事，毫无疑问为国产动画电影行业的发展注

入了一针“强心剂”。不过作为对标美国好莱坞

“漫威宇宙”的文化 IP，“封神宇宙”的可能

性和限度如何，“封神宇宙”能否承载起宏大的

主题，还需经过时间的考验。本文以动画电影《哪

吒》和动画电影《姜子牙》作为评价的对象，分

析“封神宇宙”作为电影文本的突破和缺憾以及

对未来国产动漫 IP 的展望。

一、“封神宇宙”及其内容概述

近年来，国产动画电影一改之前的低幼化、童

稚化倾向，让青少年和成人化动画电影有了崭露头

角的机会。2015 年，改编自古典章回小说《西游记》

的动画电影《大圣归来》收获了 9.5 亿元的票房，

斩获了当年动画电影票房冠军。两年后，改编自《山

海经》和《庄子·逍遥游》的动画电影《大鱼海棠》

因其精美的画面和身临其境的东方意境最终取得了

5.6 亿元票房，大鱼的形象给一代青年人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2019 年改编自民间故事“白蛇传”的《白

蛇：缘起》取得了 4.4 亿人民币的票房，同样宣告

着传统文化改编动画电影的成功。同年 7 月，改编

自明代许仲琳《封神演义》，由彩条屋影业有限公

司出品的“封神宇宙”开山之作《哪吒之魔童降世》

顺利公映，一举斩获了 49.34 亿人民币的超高票房，

成为国产电影票房排行榜第二名的作品。2020 年，

同样改编自《封神演义》的动画电影《姜子牙》上映，

取得了超过 17 亿元的票房。由于全球性新冠肺炎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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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一部作品《姜子牙》同样收获了相对不错的口碑和票房。凭借对传统文化的解构、对深层人性的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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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影响和电影本身的一些因素，《姜子牙》的票

房严重缩水，但出于观众影迷对“封神宇宙”的关

注和支持，其票房仍远高于疫情期间的大部分竞品。

“封神宇宙”是人物、故事取材自古典小说《封

神演义》的一系列动画电影的总称，目前包括《哪吒》

《姜子牙》；也是在美国漫威影业“漫威宇宙”的

语义背景下产生的，对标“漫威宇宙”而产生的新

兴国产动漫 IP 名称。“封神宇宙”主要以《封神演义》

的故事背景作为依托，继承了书中截教、阐教、人教、

西方教等派系，保留了人、仙、妖三足鼎立的种族

界定，但在《哪吒》《姜子牙》中抛弃了原书中商

周战争以及截教和阐教相互对立的主线故事，只沿

袭了哪吒和姜子牙最基础的一些身份设定，对其余

具体的人物性格、故事情节、叙事结构都做了颠覆

性的再创造，由之前《封神演义》中以事件为中心

的叙事模式转变为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式电影，创

造了新媒体视域下的崭新审美空间。

《哪吒之魔童降世》讲述了哪吒的成长故事。

天地灵气孕育出一颗混元珠，元始天尊将混元珠提

炼成灵珠和魔丸，灵珠投胎为人可为兴国栋梁，而

魔丸则会诞出魔王为祸人间。元始天尊启动了天劫

咒语，三年后天雷将会降临摧毁魔丸。太乙真人受

命将灵珠托生于陈塘关李靖家的儿子哪吒身上。然

而阴差阳错，灵珠和魔丸竟然被掉包。哪吒本应是

灵珠转世，但出生时申公豹从中作梗，灵珠送给了

龙王三太子敖丙，魔珠转世成了哪吒。哪吒天生便

受魔珠的影响长成了混世魔王，受到陈塘关百姓的

唾弃；而敖丙因为自己是龙族的后裔一直遭到歧视，

还受到申公豹的利用，培养他对人类的仇恨。在偶

然中哪吒和敖丙救下了在水边遇险的小女孩，二人

因此结交成为了好友，此时他们并不知道对方的真

实身份。后来经过恶人申公豹的蛊惑，敖丙决定水

淹陈塘关，而哪吒出面制止了敖丙。二人后来得知

混元珠的真相，灵珠转世的敖丙决定守护陈塘关，

生而为魔的哪吒决定逆天行事，不做魔王做英雄。

最终在亲情和爱的感召下，二人共同抵抗天命。与

《封神演义》中哪吒剃肉削骨归还父母的刚烈形象

不同，新哪吒并没有与封建文化、父权制度坚决决

裂的激烈碰撞，取而代之的是更温情的处理方式，

将一个反叛封建文化的典型故事讲述为挣脱“天命”

即个人在命运面前实现自我选择自我道路的现代故

事，更加贴合现今的时代背景。故事中“我命由我

不由天”的个人成长是电影的主线，而爱作为好莱

坞式的万金油法宝也成为主角突破自我打破成见的

力量之源，结尾依旧沿用了中国观众喜闻乐见的大

团圆结局，援引神话传说的肌理传达了一个充满欢

笑和爱的故事。切合当时时代的议题、充满温情的

人文关怀、老少咸宜的影片内容，都能解释《哪吒》

如此成功的原因。

《姜子牙》讲述了《封神演义》中姜子牙灭商

兴周、一战封神之后的故事。姜子牙率领众神披荆

斩棘战胜狐妖一族，成为众神之长，然而就在审判

处决狐妖时姜子牙看到狐妖体内藏着一缕人类元

神，因此未能顺利封神而被师尊元始天尊和十二金

仙贬入北海之境以悔过自新。在北海贬谪十年后姜

子牙遇到了当年狐妖体内看到的元神，半人半狐的

女孩小九。抱着疑惑和同情姜子牙决定陪同小九一

同前往传说中的幽都山以破除小九身上的诅咒宿命

锁，一同前往的还有坐骑四不像和申公豹。随后一

行人在幽都山遇到了尚未死绝的狐妖，惊愕地发现

小九身上的宿命锁竟是元始天尊与狐妖一族共同为

之。姜子牙不认可师尊为救苍生而牺牲凡人的选择，

更是发现了神灵与妖族的阴谋，从而斩断了神族同

人族之间连接的天梯，从此走上了挽救苍生抵抗众

神的道路。《姜子牙》比《哪吒》的改编更具颠覆性，

不仅塑造了全新的剧情人物小九，将电影的主线作

为姜子牙和小九寻找真相的旅程和情感的连接，而

且将天界众神描写为隐藏的大反派，整个翻转了封

神榜中的善恶力量，为之后剧情增添了更多意想不

到的变数。姜子牙从一个扁平化的推动剧情的人物

变成了一个充满理想信念又在现实中苦苦挣扎的中

年人形象，个人的道义和服从权威之间的冲突令这

部电影更加成人化，也充满了哲思。

二、“封神宇宙”动画改编的亮点

首先，人物的改编是“封神宇宙”系列电影最

大的亮点。两部影片中的人物全部都经过重新的颠

覆与重塑，加入了更多现代和后现代因素，人物身

上具备了更广阔的表意空间。哪吒的原始形象在电

影中被解构，彻底走向了人物原始设定的反面，被

设置为一个反英雄。《封神演义》原著中哪吒是灵

珠投胎，《哪吒》中则把灵珠改写为混元珠，并一

分为二化为灵珠魔珠，哪吒阴差阳错成为魔珠降世，

原著中的反派龙王三太子敖丙却成为灵珠。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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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版本代表善的一方的哪吒和代表恶的一方敖丙角

色被颠倒，表现出“哪吒恶、敖丙善”的状态。这

种戏剧性的错置在电影文本中表现为太乙真人的一

时疏漏，阴差阳错、充满偶然性的事件却足以确定

主人公的人生轨迹，这样的设计让整个故事充满了

古希腊命运悲剧的色彩。德国戏剧家贝托尔特·布

莱希特指出，对大众已经熟知的故事和日常生活使

用扭曲、改编和分离的方式，可以拉远观众与故事

和人物形象的距离，使观众对这些习以为常的事物

产生陌生感，从而实现故事影片推陈出新、化腐朽

为神奇的效果，使观众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观照过

去已经习以为常的故事和角色。这种效果被称为“陌

生化”。［1］

哪吒的人物形象与以前各种版本截然不同，哪

吒自从西方佛教传入中国一直是灵气十足、眉目清

朗，从来没有过一个扁塌鼻子、满口豁牙、顶着巨

大黑眼圈的丑哪吒，制作组为了表现小哪吒人性本

恶的一面将哪吒原有的形象经过变形和夸张，哪吒

这一形象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已经经过彻底的

陌生化处理。《姜子牙》中的姜子牙不同于《封神

演义》中仙风道骨的老年仙人领袖形象，影片将他

进行了去神化的处理，他表现出来的苦闷、挣扎更

像一个真实的凡人。中年姜子牙在封神大战中本可

以功成名就平步青云，但面对狐妖体内的人类姜子

牙做不到牺牲无辜换取功名利禄，心中的道德感和

使命感让他在面临突发状况时不能苟安，而是忤逆

上层的意志，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寻找真相。如果说

哪吒这一形象代表了儿童，是抑制本我通过改造和

学习接触自我，进而尝试用理性适应内部和调节外

部的刺激，那么在姜子牙身上体现了从自我中分化

和发展出的超我。超我由代表奖励的理想世界和代

表惩罚的良心良知组成，姜子牙一开始面对来历不

明的人类元神做不到视而不见，之后无法接受作为

领袖的师尊与妖族存在勾结，宁愿自我放逐也不愿

对其产生怀疑。而且，超我有至善的原则，超我的

主要目的是控制和引导本能的冲动，说服自我以道

德目的代替现实目的，并力求完美。姜子牙在理论

层面是超我的化身，在现实中则是对现实世界中年、

青年人工作生活境遇的隐喻，被地位和荣誉所裹挟

的姜子牙是人在职场生存困境的影射，是牺牲他人

的利益以保全自己还是出于公道和良心牺牲自己的

利益，相信这是每一个被生存压力束缚的中年人、

青年人都会面对的残酷现实抉择。对道义和善意的

坚守，对现实的不屈无疑是影片借姜子牙这个形象

想要向观众传递的精神内核。

其次，叙事上的颠覆为“封神宇宙”增添了更

多的解读空间。文本作为特定历史语境下的产物，

特定文本的不同书写方式折射出了背后隐藏的信

息。就以《哪吒之魔童降世》为例，《哪吒》这部

电影已经将原有的叙事逻辑做出了颠覆性的改写。

哪吒—敖丙的对照形成了并行的镜像结构。敖丙本

是出场片刻便匆匆离场的次要人物，在电影中和哪

吒成为了混元珠的一体两面，并且阴差阳错的走上

了相反的人生。但二人在个人成长中几乎是一对镜

像体，都处在不被人认可的边缘境地，两者作为镜

像结构的对立面，都在寻求认同。以拉康的理论而

言，镜像阶段本身就包含一种对自我认同与主体性

建构、分裂自我的观念，哪吒敖丙两者的身份挣扎，

在互为镜像的结构中变得更为清晰。［2］在整个故

事层面，设置这样的镜像结构使传统的中国古典传

说有了现代戏剧的人物布局，人物关系更复杂，戏

剧冲突更有张力，二元对立的形态充满对抗性。由

此原本单线索扁平化的故事变成了一个双主角的成

长故事，故事的主题也因为叙事话语的转换消解掉

了原有的“反抗儒家父权体制和封建传统文化”的

意义，变成了更有现代意义的主体性议题——我命

由我不由天的悲壮。同时古希腊悲剧中强调主人公

必须具备“过失”和“性格弱点”，性格弱点就在

情节的逆转和真相的发现中爆发，这种爆发具有毁

灭性的力量。哪吒和敖丙都有相似的性格弱点，影

片的几次情节反转都围绕真相的败露这个环节展

开，只是影片利用好莱坞式的万金油“爱”化解了

悲剧的诞生，爱让敖丙改邪归正，爱让哪吒看清父

亲的真心，爱让哪吒和敖丙可以得到一个相对美满

的结局。横向对比近些年依据传统故事改编的动画

电影如《大圣归来》《大鱼海棠》《白蛇》等，《哪

吒》的改编和叙事技巧无疑更具艺术性。

最后，“封神宇宙”呈现了独特的东方审美意

境。作为以中国传统民间故事为蓝本进行改编的动

［1］ 俞 仪 方：《 布 莱 希 特 研 究 在 中 国：1929—

1998》，《德国研究》1998 年第 4 期。

［2］刘起：《〈哪吒之魔童降世〉：镜像结构与文化

重构》，《电影艺术》2019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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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电影，加入东方元素展现中国特色是这类电影必

不可少的。“封神宇宙”中的作品独特之处在于东

方审美意境的构建。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中独有的

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诗意空间，惚兮恍兮、窈兮

冥兮，表意易而生镜难。堆砌中国元素是一回事，

表现中国文化是另一回事，“封神”的两部作品中

有些桥段就做到了这一点。《哪吒》中最具匠心的

部分就在太乙真人手中的“江山社稷图”。在太乙

真人的手中一图可展山河万里，图中一叶可承三千

世界，图中遍布莲花、荷叶、鲤鱼等中国元素，仿

佛一副活的东方风景画。在画面设计中，采用散布

在中国传统山水画中的透视方式，表现了场景深远

的空间关系，展现了广阔梦幻的境界之美，而且在

画中每个荷叶都有不同的主题，构成了雪山，沙漠，

高山等各种奇妙的场景，荷叶和荷叶之间的高低错

开，又形成了一幅奇特的山水画。［1］《姜子牙》

在艺术呈现上做出了大量的考据工作，整个团队仅

考证取材就花费了将近四年时间。《姜子牙》的诸

多细节都来源于对真实历史的考据。十二金仙的面

具、北海、幽都山、玄鸟等设定都来自于考古发现

和典籍。导演程腾介绍：“影片参考了出土文物、

道教手势大全、道教符咒大全、甲骨文、篆书等大

量资料。”导演对画面的高要求铸造了《姜子牙》

堪称完美的视觉呈现，北海独钓寒江雪的艺术留白、

玄鸟引渡亡灵的悲壮与震撼、幽都山的幽暗深沉、

归墟的广阔静谧，营造出神秘的东方意境。

三、“封神宇宙”动画改编的偏差和缺陷

纵然“封神宇宙”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新国产

动漫 IP 发扬光大的曙光，但两部作品的表现还是

存在一些不足，在主题思想上存在偏差，在叙事手

法上存在缺陷。

第一，《哪吒》电影改编后的主题核心在于成长，

是一个认识自我的成长故事，“打破成见做自己”

和“我命由我不由天”是剧中人物的宣言。纵使彰

显自我的独特价值、独立选择自我成长的主题选择

能够与中国文化中的服从集体、服从等级做一对照，

但在文化内核中舍弃了原有故事更为尖锐、更为决

绝的反抗，在儒家文化的积淀中这样的声音显得绵

软无力且稍显稚嫩。同时在叙事的改写中将中国古

典悲剧改换成古希腊命运悲剧的样貌，却未能展示

命运悲剧的力量，最后又变成了中国戏曲常见的大

团圆，呈现出喜剧的样貌。可以说这是一场为了迎

合所有人做出的偷梁换柱的表演，也是对古希腊戏

剧带有狂欢化和酒神精神的一次戏仿。

第二，《姜子牙》电影的定位不够明确，叙事

存在明显缺陷。《姜子牙》在上映之初便附着了《哪

吒》带给人们的期待视野，珠玉在前，人们在观看

之前就抱着很大的期望。不同于《哪吒》欢声笑语

笑料十足，姜子牙的形象完完全全是一个苦闷抑郁

的中年人，首先在人物设定上已经筛除了部分观众。

姜子牙在电影中对道义对公道的追求，对拯救苍生

问题的哲学思辨，对超我的不懈追求都让这个形象

有了较高的理解共情门槛，自然很难得到小朋友的

喜爱。在这样泛娱乐化的时代人们往往拒斥思考，

导致一大批以放松娱乐为目的的观众败兴而归。而

且影片中关于正义关于体制等话题的探讨并没有一

个确定的标准，容易带来价值观的冲突导致口碑在

人群中两极分化。同时动画电影的特性又使其无法

舍弃幽默和娱乐，就显得电影风格不伦不类。导演

在《姜子牙》中装载了厚重的哲学思考和社会议题，

明显将动画电影的受众指向了成人，这固然是一次

有意义的尝试；但其意欲表达的事物太多导致前后

逻辑不够流畅，人物的心理变化轨迹不够明显。在

表达宏大议题的时候能否讲好一个故事也许是这类

定位的影片最应该关注的。

最后，“封神宇宙”想要与“漫威宇宙”分庭

抗礼目前依旧任重道远。漫威宇宙下个性鲜明的众

多英雄人物在 IP 塑造上互为关联并被汇聚、置入

一个完整且庞大的世界中运营，每个 IP 都能发挥

其独立却统一的力量。而《哪吒》和《姜子牙》缺

少这种深入肌理的勾连，二者更像是置入于同一神

话谱系下的单纯独立个体。在《姜子牙》的片尾彩

蛋中雷震子、杨戬等人出面寻访姜子牙，为后续更

加精彩的封神宇宙埋下了伏笔。期待之后更加精彩

的封神故事，也盼望“封神宇宙”动漫 IP 可以越

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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