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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是中国动画产业第二个百年新征程

的起点，从中国动画的诞生到强大，创作了众

多极具民族特色的作品，形成了独有的民族化

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可以大致概括为：通

过对经典文本的挖掘与改编，进行题材的再加

工、人物形象的再设定，以视觉符号表现中国

民俗、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从而实现个体记

忆、集体记忆的时代关联。这种文化基因潜移

默化地影响着当代动画电影表达，在此背景下

创作的《中国奇谭》，立足于当代文化语境与

时代命题，通过民族文化的现代表达，传播中

国文化，树立文化自信。

一、当代审美的角色塑造与叙事主题

“在叙述艺术中，以生命力为表现特征的

‘人物’是最活跃的构成要素，占据着故事世界

国产动画电影《中国奇谭》的
民族化叙事研究

吴先梅

摘  要摘  要｜｜中国动画电影诞生至今已有百年，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化叙事风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代动

画电影的创作表达。国产动画电影《中国奇谭》以其成功的民族化叙事，自上映以来广受

好评。本文试从四个方面分析其民族化叙事成功的原因。从角色塑造和叙事主题来看，大

量个性丰满、具有主体意识的人物形象得以呈现，展现当代价值、表达个性话语的时代故

事得以演绎；从叙事题材来看，对民间文学中的志怪故事和文化意象进行创新性表达；从

美学形式来看，本土民族艺术与美学意境构建起东方式奇幻想象空间。从影视传播视角来看，

政策扶持、创作自觉、技术革新等都促进了国产动画电影民族化叙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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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心位置。”［1］随着当下审美文化和接受心

理的变化，观众对早先故事中的绝对英雄、有神

圣光环的单一类型化人物形象失去兴趣，普通

人、边缘小人物、失落英雄等这类复杂、丰满、

非脸谱化的角色设置则更受大众青睐。叙事主题

也更加倾向于个体话语的表达。虽然经典改编的

动画电影成果颇丰，但非热门的IP、非主流的神

话人物，有其独特的现代叙事意义。

（一）个性化角色塑造——经典文化作品

的现代表达

我国漫长的五千年文明，留下了异彩纷呈的

文化艺术经典作品，将经典艺术作品改编为动画

电影，拥有广泛的受众基础。《西游记》就是

众多中国动画电影的题材来源，如《西游记之大

圣归来》《金猴降妖》《人参果》《大闹天宫》

《铁扇公主》等，这些电影都有着良好的口碑，

也从侧面印证着艺术经典作品的改编可能性与经

久不衰的生命力。《中国奇谭》中的《小妖怪的

夏天》就是借《西游记》的故事背景，讲述现代

小人物——社会“打工人”的喜剧故事，但故事

并未从传统角度去叙述经典作品中的经典人物，

反而另辟蹊径，将一位“打工小猪妖”作为动画

的主角，并将当代社会价值融入动画叙事中：小

猪妖的打工现状成为隐喻年轻一代生活与情感的

载体，在传播的过程中衍生出“鼠鼠文学”，

一种调侃和自嘲的表达方式。无论是熊妖的一句

“你在教我做事？”，还是小猪妖回家后对家人

的报喜不报忧，都是具有青年文化价值的当代表

达，这种人物形象设定，不仅在内涵上具有现实

性，同时融合了现代的审美语境，更回归了动画

应有的趣味、多维。这种现实性人物形象的塑

造，以更贴近现实生活的故事来呈现当代价值观

念，观众不需要教育性的道德认识，通过与现实

“打工人”的身份很相似的动画角色，完成心理

压力的释放。

（二）人文化叙事风格——现代科幻题材

的当代创新

随着科技的发展，最新的科学成果以及在此

基础上的推测幻想，给动画电影带来了更多的阐

释空间，这种科幻或魔幻的题材适用于动画叙

事。《中国奇谭》中的定格动画《玉兔》，以航

天故事为基调，结合神话故事《嫦娥奔月》中的

玉兔形象，完成中国神话与未来科幻相结合的独

特叙事。通过刻画两个被世界遗忘的边缘小人物

角色：一个是太空垃圾运输船驾驶员王小顺，对

工作不认同、被上司不重视、背负贷款压力、沉

迷短视频和快餐；另一个是被主人遗弃的家用智

能机器人YT-02，仍有着对主人归来的期盼和美

好生活的幻想，科幻与“接地气”的现实生活的

结合，这种独特的创意带给观众新奇的视听享

受。两者都被社会遗忘、缺乏认同和关注，通过

两人产生的交集探讨边缘小人物的情感世界，成

就两个角色的相互救赎：玉兔放弃主人回归的幻

想，将电源让给王小顺回地球，王小顺给玉兔的

回报是将其带回月球。玉兔多次挽救王小顺，不

仅是对生命的珍惜，对友情的付出，也是在诠释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老一辈的精神传承，动画中

还有对雪孩子场景的致敬，可见科幻题材不仅仅

代表有技术和艺术元素包裹的宏大叙事，最终打

动人心的仍是角色和故事给受众带来的精神感受

和审美体验。

（三）开放式叙事主题——贴合时代语境

的文化阐释

电影学者波布克指出:“艺术上有成就的影

片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有一个无论在思想上

［1］葛玉清：《动画电影叙述艺术》，中国传媒大学

出版社，2010，第49页。

［2］［美］李·R·波布克：《电影的元素》，伍菡

卿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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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哲学上都引人注目的鲜明主题。”［2］在现代

动画对叙事要素要求多元化的时代，展现个性

话语、标新立异的动画故事更能让观众眼前一

亮。《鹅鹅鹅》取材于南朝梁吴均的神话小说集

《阳羡先生》，又巧妙融入了《天书奇谭》中断

了腿的狐狸公子，讲述了一个送货郎在送鹅路上

的奇遇，整段故事层层嵌套，宴饮的套娃式呈现

有着人心难测、幻中出幻的寓意。动画在角色设

计和叙事手法上都具有实验性，在角色设计上，

送货郎有着厚厚的黑眼圈，一种欧洲哥特风的

呈现，显示出书生思虑重重、人心起伏的状态。

叙事手法上，动画采用第二人称“你”来带入叙

事，观众能更容易代入思考，货郎与最后出场的

少女发生情感链接，将现代人的情感、人心投射

到线索中，这种巧妙的构思不仅让人耳目一新，

还留给观众极大的阐释空间。“鹅笼书生”意象在

现实阐释上有丰富的可能性，可以解释为欲望、婚

姻、工作等，为动画电影的多角度解读提供思考的

空间，文化作品与现代价值的融合创新，引发观众

的情感共鸣。默剧的呈现方式，类似于西方戏剧

“三一律”的创作结构，使得影片悬念丛生、充满

奇幻感，但也不加褒贬，仅以生动有趣的笔法讲述

整个故事，以此呈现出神秘玄妙的东方叙事空间。

不管是打工族小猪妖、怪诞狐狸，还是痴心

玉兔、丧气宇航员等形形色色的角色，都是当代

现实社会的缩影，结合经典文化作品，融入现代

阐释的民族化叙事，能让尘封的传统文化在新媒

体时代“活”起来。

二、民族特色的志怪传统与文化意象

21世纪以来“国学题材”的复兴、“国潮”

文化的流行、以修仙、玄幻等网络小说对中国传

统文化题材的挖掘，形成了一大批潜在受众，

动画电影也积极地拥抱这一趋势。［1］“动画电

影和幻想类电影，最能够基于传统民族艺术，

建立一个独特的想象域”。［2］想象性和假想性

是动画电影最基本的特征，在民间文学中，“幻

想”“假想”这些关键词都显示了民间故事与动

画电影有着相似的特征，在影视领域，民间文学

作品中的很多内容无法通过现实空间加以精准表

现，而动画电影则不然，这些奇幻神秘的故事在

动画电影的展现下有着特殊的效果，因此，国产

动画电影的制作者们也不断地从民间文学中挖

掘，获得灵感来源。

（一）依靠志怪传统构建东方奇幻想象

近年来，国产动画电影在影像上更加注重民

族化的表达，作为东方地缘文化产物的志怪电影

借鉴了小说的情节与想象，传统神话、寓言的猎

奇狂想也为其提供了奇观的素材。［3］这类植根

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类型电影，凭借浓郁的东方奇

幻色彩呈现文化的视觉奇观，对于当代动画电影

中文化符号与叙事空间的建构具有重要价值。从

早先《聊斋》的影视剧改编到现在《哪吒之魔童

降世》《捉妖记》《鹅鹅鹅》的火爆，志怪电影

的发展趋势向好。“志怪”最早出现在《庄子》

中。“齐谐者，志怪者也。”［4］这里的齐谐指

的是志怪，大多为惊险离奇之事，极大程度依靠

［1］杜伟：《21世纪以来中国动画电影的民族化叙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23，第25页。

［2］刘婧、饶曙光：《共同体美学视域下的“国潮电影”》，《当代电影》2022年第6期。

［3］徐爽、李延睿：《古典幻想中的现世镜像：近年来中国志怪电影的文化景观与母题重构》，《电影评介》2022年第

7期。

［4］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第259页。



93

国产动画电影《中国奇谭》的民族化叙事研究

视觉奇观和特效镜头才能得以呈现，与动画电影

的结合显得异常和谐。《鹅鹅鹅》的导演胡睿偏

爱中国志怪小说，他在读到《鹅笼书生》时，认

为这个故事不仅能代表中国人的视觉形象思维，

还与当下社会中“人”的价值与心理诉求有着紧

密的叙事联系。

《鹅鹅鹅》取材自南朝梁武君的中国神话故

事集《续齐谐记》中的《阳羡先生》，该短片是

欧洲哥特风与中国志怪小说的结合，风格奇诡，

悬念丛生。动画通过传统水墨画的浓烈色彩、默

剧形式、第二人称叙事、诡异氛围的营造，用现

代经典的电影手法讲述了一个鹅山上的志怪故

事，这种独特甚至有些超常规的视听语言吸引

了大众的目光。动画的影像叙述和视觉奇观是

隐喻的载体，其最终的指向还是“人”对内的自

我探寻、对价值文化、周遭世界的思考，志怪和

志人一直都有密切的联系。在影像背后，《鹅鹅

鹅》的叙事中隐喻了人性与欲望，构建了一个诡

秘的“鹅山”，有着丰盈的文化阐释空间和绵长

的文化余韵，动画中不断自我重复的宴饮作乐，

是套娃在形式上的直观表现，也指向了一个共同

的哲学母题：或许我们所有人都身处“真实的梦

幻”“自由的牢笼”之中，人在被资本、科技规

训与异化后的审视与内窥；抑或是映射了关于现

代普通人命运的寓言，打工人的悲歌。众多的解

读与阐释，构建出独特的、丰盈的东方奇幻想象

空间。

（二）借助妖怪意象描摹中国民族性格

民间文学是由人民大众集体创作的文学作

品，民间文学作品中存在着大量神奇瑰丽的幻想

和想象，民间故事中的意象由来已久，“原始意

象或原型是一种形象，可以是妖魔、人、某种活

动，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地重现”［1］。通过人们

的解读和延伸，这些原型转化为人民大众耳熟能

详的形象：民间故事或古老传说中的神魔精怪，

如民间故事中的精卫填海、女娲补天等，这种相

同的文化语境与审美趣味，引导着民族的价值取

向与情感认同。

作为一种民俗文化符号，来自民间的“妖怪

意象”，是古人对未知的想象、恐惧与欲望在内

心的投射等，《中国奇谭》八个故事叙事主题

都与有“妖”有关，有《乡村巴士》的聊斋式幻

想，《小卖部》的万物有灵，《小妖怪》中的小

猪妖历险记。民族化叙事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民族精神的传递，在《中国奇谭》中，妖怪形象

在角色的塑造上充满了中国意味和民族性格，

《乡村巴士》中，有处处充满光怪陆离和奇趣

美的妖怪们：热心的精怪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

友善的黑影小妖带着小狗虎子去和孩童雕塑玩

耍，这些“妖怪”都具有中华民族或友善、或热

心的美好道德品质，也是乡村文化鲜活生命力的

象征；《小卖部》中，老大爷经手过的老物件都

变成有感情的妖怪，以实际行动帮助、陪伴大爷

的晚年，以此传达在科技洪流之下仍持有感恩、

善良的民族性格；《小妖怪的夏天》中，被欺

负、压榨的打工小猪妖仍然没有放弃对人生认知

的探索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这种坚韧、勇敢的

性格也是中国民族所崇尚的。“妖怪”意象的叙

述背后是人与自我、生命、自然、社会、世界的

思考，所呈现的是中国独特的文化语境和民族性

格，也是当代精神与传统道德的双重表达。

当今，观众对动画电影的审美要求不仅仅是

单纯的视觉享受，还需要有丰富的人物性格、精

彩的叙事逻辑，以及价值观念的共鸣，面对观众

要求愈高、市场需要愈广的情境，中国动画不再

单一地复刻传统民间故事中的意象，而是从民族

性格和人民情感的角度，对民间传说中的文化原

［1］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大出版社，

1987，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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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进行解释与重构。

三、民族艺术与意境的美学阐释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对国产动画电影的创作有着重要影响。21世纪以

来的中国动画电影，在民族化叙事的过程中，

注重的不仅是人物形象、叙事主题、画面、风格

的民族化展现，也是在此创作基础上呈现出的内

在美学意蕴，契合当代受众对艺术作品的审美

旨趣。

（一）以形写神——艺术形式呈现民族内涵

国产动画电影重视对民族艺术的转化和利

用，例如剪纸、民乐、国画等，它们都是典型性

的文化符号，这些留存于观众集体记忆的民俗、

文化符号能引起观众的注意。“受众群体通过对

镜头画面的民族符号进行观看理解，经过大脑对

图像的转化，认同并获得这些符号带来的艺术审

美体验。”［1］通过现代文化立场解读民族艺术

形式，丰富民族文化内涵，从而实现情感认同和

社会认同。

剪纸片是我国独特的艺术形式之一，我国动

画电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称为“美术片”，是

动画片、木偶片、剪纸片等的总称，剪纸片来源

于中国民间艺术，是将皮影戏与窗花、动画电影

拍摄原理结合而成的，剪纸动画融合了中国传统

艺术形式与动画电影的美学特征，具有鲜明的民

族特色。《小满》作为一部标准的剪纸动画，在

浓厚的年画氛围中讲述了幼童小满面对“童年阴

影”的内心变化。小满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

个节气，象征着“即将”成熟之际。动画中寓意

着小满需要用勇气克服心理阴影，走向更广阔的

世界。小满从逃避到坦诚接纳再到成熟的过程映

射着每个人成长的足迹。影片中的场景和人物形

象都有着地道的中国意味和文化内涵，全片采用

红金搭配，建筑和人物造型参考了众多古画，小

朋友们的衣服参考传统年画《百子图》，梦境中

的荷花参考南宋的《太液荷风图》，街上拉渔车

的老牛像是韩滉的《五牛图》，喝茶的场景有着

赵孟頫《斗茶图》的痕迹。美学形式与民族文化

内涵的结合，即以最富民族风格的样式讲述本土

中国故事，融贯艺术形式中的和谐与蕴藉，体现

出独特的民族审美情趣，这种美学的表达方式与

百年前中国学派一脉相承。

“追求传统艺术形式上的意境美是中国动画

电影特有的美学特质。”［2］其中最有代表性的

是水墨动画。水墨画是中国独有的绘画样式，与

西方艺术风格截然不同，不仅使得国产动画电影

更好地表达中国情感，而且创造了独属中国的、

抒情而含蓄、温婉而真挚的表情达意方式。《鹅

鹅鹅》在形式上回归传统水墨画，将素描与中国

水墨韵味相结合，使得动画兼具明代插图的线条

感与当代表现主义的变形感，物与人的线条、色

彩，如水墨般流动、变换，渲染出鹅山的诡秘氛

围与奇幻叙事。狐狸公子的造型借鉴了京剧脸谱

艺术、唐代兴起的鬓边簪花，体现出浓郁的中国

风，充分展现了东方叙事中“神秘浪漫、引而不

发”的美感。多样的艺术形式、鲜明的民族风格

已经成了国产动画电影美学风格中不可或缺的

特征。

影视艺术中的声音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能

够交代剧情、渲染氛围、引发共鸣，与丰富的画

面共同构成影片的整体叙事风格。《林林》通

过具有鲜明民族风格音乐的运用，强化了其民族

化叙事风格。《林林》的主题曲基调灵感来自敦

煌25首曲谱拓印谱，融入了阮、箫、笛、中国大

［1］刘迅：《电影符号学视域下“十七年”中国动画

电影的民族化叙事表达》，《电影文学》2020年第18期。

［2］杜晓杰：《中国动画美学的诗意回归：〈白蛇：

缘起〉论略》，《四川戏剧》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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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等多种传统民乐，其中的传统乐器阮已有两千

多年的历史，古韵十足。恰当的配乐使动画的意

境得到提升，动画配乐的歌词来源于《诗经·邶

风·式微》，传统乐器与中国传统诗歌的结合颇

具民族风采。同时配乐还推动动画情节的发展：

林林首次现出狼身时，响起了埙声、箫笛声，有

节奏感的将林林的身世呈现在观众面前；林林和

母亲在山林间玩耍时，欢快的曲调与林林的单纯

相对应。林林和母狼被猎人围捕时，匆促的鼓声

将故事的紧张情绪推向顶点，悠长的箫声响起

时，故事结束，配乐提升了《林林》的整体艺术

性。《中国奇谭》取材于中华传统文化，完成了

由传统文化到动画的改编与重构、对传统文化艺

术形式的转化与利用。

（二）以意造境——意蕴建构符合审美期待

黑格尔论述美学意蕴:“假定艺术作品里面

还有一种内在的东西，即一种意蕴，一种灌注生

气于外在形状的意蕴。”［1］在此看来，受众对

于审美对象的评价不仅仅停留在作品的内容和形

式上，更体现在对作品内在美学意境的感受。

《中国奇谭》的民族化叙事首先体现在画面

的想象之美，有“韵外之致”。中国传统的绘

画作品中，富有审美意境的作品数不胜数，这

种描绘有着虚实之美，有限的画幅上可以展开

无限遐想，从而拓展电影的叙事空间。《小妖怪

的夏天》《鹅鹅鹅》和《林林》都在画面的呈现

上传达出“韵外之致”：在《林林》结尾处小虎

和狼隔岸对望，一人一狼何去何从的结局如何，

林林在“寻求认同”与“保持自我”之间的抉择

如何抑或是人与自然千百年来相处的哲思。《小

妖怪》中,导演用水墨画元素进行特有的的留白

处理，将小妖怪在拿到“三根毫毛”之后的故事

设为开放式结局，给观众足够的阐释与思考的空

间。《鹅鹅鹅》中素描与水墨的结合，以大量黑

白和少量红色建构画面，用国风色彩美学展现中

华文化独有的哲学思考和美学欣赏，充分表现出

民族的审美情趣。正是因为“留白”，观众能将

可感的有限画面与自我的无限审美感受相连接，

体悟不同的思想和“韵外之致”，使得动画电影

更加丰厚、耐人寻味。

其次也体现在整体的意境之美，体现在精神

层面的哲学思考与意蕴建构。我国古典美学历来

重视事情基本面貌背后蕴藏的哲思与境界，国产

动画电影对传统美学意境的追求亦然。观众在看

到《小妖怪的夏天》中“打工小猪妖”的忙碌的

工作和生活时，同样在关注与反思自己的当下境

况；《鹅鹅鹅》的第二人称叙事更是将观众放在

货郎的角度，去真切感受丢鹅、寻得心上人又全

部丢失的过程，感悟真实的虚幻、人性与欲望的

沉浮；《林林》结尾处的留白，让观众对人与自

然、友情、本性产生衍生的深度思考。《中国奇

谭》通过画面营造“意境”“意蕴”，在此基础

上进行感知与想象，获得哲学思考与审美体验，

达到了“含蓄蕴藉”“言近旨远”的境界。

四、新时代文化传播：全媒体环境下

国产动画创作自觉

《中国奇谭》的成功并非偶然，不论是国家

政策的扶持、民族文化的精准把握，还是新一代

动画人才的民族风格实践，或者是符合市场的传

播方式与商业化运作模式，都是《中国奇谭》能

受到广泛好评的原因。

（一）国家政策扶持——引领文化自信与

民族认同

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动画首次被界定

为文化产业，随后，一系列针对动画发展的利好

［1］［德］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朱光潜

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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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颁布并得到落实。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国

产动画坚持以受众趣味为导向进行探求。同时新

世纪动画创作技术的进步、动画创作观念的推陈

出新，结合市场环境对当下动画电影“国风”的

探索，使得国产动画电影有了显著的进步。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民众也由内

生发出对民族的“文化自信”，正像人民网记者

所言：“在调研采访中，只要提及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公众普遍表现出自豪感。”［1］动画导演

在国家政策、创作自觉、民众审美的多重作用

下，也积极进行民族文化现代化的创作，让民族

文化在媒体快速发展的时代更加鲜活，用“文化

自信”唤起“民族认同”。

（二）继承与发展——民族文化的当代表达

国产动画电影作为一种传播手段，能在文化

自信的前提下进行创造性转换，向世界传达中华

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和神韵。［2］

《中国奇谭》延续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文化

基因，能引发观众对《哪吒闹海》《大闹天宫》

等经典国产动画影片的怀旧情愫。上美影的发

展，也是国产动画电影发展、衍变的缩影。许多

经典的优秀的动画作品都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代青

少年，如《大闹天宫》《九色鹿》《天书奇谭》

等。在国产动画诞生百年之际，《中国奇谭》的

民族化叙事融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潮，通过对动

画的民族风格探索和民族文化经典主题的抓取，

创作出八个以传统神话、志怪传说为标靶，又深

切当下青年文化议题的奇幻故事，这类深度契

合当代价值的本土化表达，实现了“民族性”与

“现代性”的统一。

（三）动画工作者创作自觉——技术革新

与创作热情

从技术革新来看，电影特效、3D技术的发

展，使得动画电影展现神话异世、虚拟场景更加

容易，动画渲染技术则让空间意境的营造更加具

象，让观众获得沉浸式的体验感。新时代新技术

的出现，能让传统元素、文化空间得以灵活演

绎，焕发出新的活力，从而助力国产动画电影的

民族化叙事，打造更多的原创精品。

同时《中国奇谭》集合了优秀青年导演的创

作力量，导演们都有专业的知识储备和浓烈的创

作欲望，创作手段都各有特色，都能驾驭志怪动

漫，既有二维动画、剪纸、水墨素描，也有 CG 

短片、三渲二等内容，能以多样的绘画风格和技

术探索民族化叙事，使得国产动画电影在美学和

叙事上呈现出更多的可能性。

（四）商业化运作模式——跨媒介传播助

力民族叙事

从创作成本来看，《中国奇谭》由八个结

构精巧的短片组成，创作者可以将更多的注意

力放在风格化和视觉化的探索，不必过多考虑

镜头量和预算；从动画短片的受众层面看，

《中国奇谭》受众定位明晰，叙事主题满足了

受众多元化的审美需求，影片内核引人共鸣；

从传播方式来看，在当今的媒介环境下，《中

国奇谭》突破了旧有的动画传播方式，与新兴

视频平台联合推出动画短篇集，而国内为数不

多的 ACG 产业独角兽——B站，负责《中国奇

谭》的资金支持以及联合监制、制片工作，将

有着鲜明民族风格的国产动画集与中短视频结

合，更能适应当下的传播环境。且B站的特点在

于其拥有活跃的年轻用户和直接的反馈渠道，

增强与受众的交互程度，利于动画的后期宣

发，B站的跨媒介传播，能给电影本身带来更丰

［1］人民论坛课题组、陈琳、于飞：《2017中国公众

文化自信指数调查》，《人民论坛》2017年第17期。

［2］郑德梅、王宏：《文化自信视域下中国电影核心

竞争力提升策略》，《电影文学》2023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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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阐释空间以及动画电影的高传播度。

总体而言，国产动画电影《中国奇谭》适应

了市场的需要，作品的热映也说明了商业电影适

应市场需求、合理的传播方式的重要性。

五、结语

中国动画电影诞生已有百年，期间经历过辉

煌与热潮、低迷与困惑、转型与阵痛。不忘“中

国流派”的初心，回顾来时路，国产动画要坚

守民族文化，融贯当代精神，用民族的语言讲述

民族的故事，在动画的民族化叙事中树立民族自

信，传播中国文化。

总的来说，《中国奇谭》中的一些作品，依

然有人物形象不够立体、故事叙述不够精彩的问

题，国产动画完全摆脱受众低龄化、优秀人才

短缺、产业链不完善等问题，前行的路还很漫

长，但《中国奇谭》没有局限于某种所谓的“国

风”，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内容更丰富、形

式更多元、表现更具视觉化，来表达他们对中国

文化的思考，展现出当代中国的精神气象，为动

画百年作了一次优秀示范，这也是《中国奇谭》

出现在中国动画百年历史节点的最大意义所在。

[ 吴先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

播学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