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中国动画创新演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精美的画面、鲜活的形象、动
人的故事，吸引越来越多观众走进电影院，领略中华文化之美。传统文化题材

动画不断推出精品，成为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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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电影创新展示中华传统文化
□詹庆生

除了闹腾
综艺还能做些什么？

□卫中

《志愿军》:虚实之间的微言大义
□倪自放

回顾百年中国动画史，传统文

化一直是中国动画显著的精神标识

和深厚的文化根基。从《铁扇公主》

《大闹天宫》到《哪吒闹海》《宝莲

灯》，从题材故事、形式语言到内在

精神，鲜明的传统文化特色和强烈

的民族美学风格，确立了动画电影

中国学派在世界动画艺坛的独特地

位。进入新时代，《西游记之大圣归

来》《哪吒之魔童降世》等作品相继

获得成功，让中国动画更加自觉聚

焦自己的文化根基，由此进入“轻舟

已过万重山”的创作新天地。

2023年中国电影暑期档，刷新

了票房、观影人次等多项纪录，显示

了中国电影市场的强力复苏。其

中，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艺术展

现盛唐气象和浪漫想象，助推了读

唐诗、学历史的热潮，并以18亿多元

票房成为中国动画电影票房榜亚

军，延续了新时代以来传统文化题

材动画叫好又叫座的可喜局面。截

至目前，中国动画电影票房榜前20

名全部诞生于2015年以后，传统文

化题材动画电影不仅囊括了票房榜

前三，在前10名甚至前20名中都占

据一半，并且在观众满意度、传播度

上都有相当不错的表现。传统文化

题材已经成为占比最高、最具影响

力的中国动画电影类别之一。

5000多年绵延不绝、辉煌灿烂

的中华文明，为中国动画提供了极

其丰富的创作素材。《西游记》《封神

演义》《山海经》等经典名著、神话故

事、民间传说，国画、剪纸、舞狮、京

剧等传统艺术形式，唐诗、敦煌、武

术、民族服饰和古典建筑等传统文

化符号，为中国动画注入浓厚的历

史底蕴和文化色彩。这些动画电影

创作强化对传统文化资源的转化创

新，普遍进行大幅改编甚至新创作，

使之更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审美风

尚。《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姜子牙》

《白蛇：缘起》《白蛇2：青蛇劫起》《新

神榜：哪吒重生》《新神榜：杨戬》等

作品都只借用了原型故事的人物关

系转而讲述新的原创故事，赋予传

统故事时代新意。

动画电影创作者还积极借鉴先

进创作经验，提升艺术表现力。层

层推进、高潮迭起的类型化叙事日

趋成熟；更加注重人物形象的丰富

性和复杂性；奇观化的视听呈现更

加震撼；将神话传说与动作、悬疑、

武侠、科幻等电影类型进行交叉融

合；探索世界前沿动画制作技术，融

合国画留白、晕染等技法，营造虚实

相生、气韵生动的诗意情境，彰显鲜

明的民族风格和东方美学。《大鱼海

棠》《白蛇：缘起》中的海天一色、青

山绿水让人心醉神迷，《新神榜：杨

戬》中的蓬莱与瀛洲仙岛、水墨粒子

令人惊叹。重新找回“自我”的中国

动画正在建构起新的美学，创造属

于这个时代的动画新范式。

中国动画创作者自觉将中华文

化基因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

现代社会相协调，反映时代心声，传

播主流价值，与当下的观众达成交

流和共鸣。《姜子牙》既体现着传统

文化“讲仁爱、重民本”的思想内涵，

又展现出鲜明的现代人文精神。《哪

吒之魔童降世》中哪吒形象被赋予

了不畏强权、敢于斗争的精神品

格。《长安三万里》中的李白与高适，

分别对应着对浪漫主义的向往追求

和现实主义的深沉厚重。影片用一

首首唐诗联结了古与今、传统与现

代，诗意地描绘珍贵文化记忆，凝聚

着鲜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据人民日报

近期综艺市场上，“显眼包”成为不少头部真

人秀扩大影响力的制胜法宝，搞怪场面频繁登上

热搜；但除了给观众留下“闹腾”印象之外，更多

只剩下空洞和乏味，网络评分通常不超过7分。

人们不禁疑惑：除了娱乐消遣，真人秀就没有别

的内容了吗？最近上新的一批轻体量的创新综

艺，如《初入职场·法医季2》《我在岛屿读书》《森

林进化论》等收获观众9分以上的评价，或许能

给号称S+级别的综艺节目些许启示。

“拿着冰冷解剖刀的法医，却被拍出了温暖

的人文关怀。”一名网友在《初入职场·法医季2》

的评论区写下如是留言。第一季获得8.3分的

好评后，《初入职场·法医季2》继续以9.0分的网

络评分延续了前作的高口碑。相对于许多喧嚣

浮夸的综艺节目，该作怀抱“走近法医工作日常、

关注青年法医新人成长、为法医行业正名”的初

心，凭借一个“真”字获得了观众认可——以真实

案件、真实职场、真实情感展现“法医人生”。

节目从大众关注的社会议题入手，并邀请现

任主检法医师、“法医秦明”系列畅销书作者秦明

坐镇参与案件改编，有力地增加了观众的共鸣感

和沉浸感。法医在解剖时无法提前预知遗体是否

携带传染病，经常会面对一些无法预测的职业暴

露。在“法医离奇死亡案”中，秦明谈到自己参与的

一起解剖，因为对遗体身上大面积溃烂产生怀疑和

警惕，从而避免了一场可能感染艾滋病的危机。一

名网友看完节目后感慨：“‘为生者权，为逝者言

’，法医这个职业值得被更多人了解和尊重。”

当深阅读越来越成为当代人的“奢侈品”，一

档在综艺里读书的《我在岛屿读书》却连续两季

获得9分以上的好评。在第二季里，四位书屋主

理人——作家余华、苏童，《收获》杂志主编程永

新，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叶子，携

手莫言、马伯庸、阿来、紫金陈、郑执等13位作

家、爱书人，在风光旖旎的珠海东澳岛共话书中

人生。节目中，作家们在夕阳和晚风中欣赏古典

乐，分享隐藏在文学中的自然奥秘，伴着海浪举

办石滩读演会，游览铳城遗址；甚至在海边烹饪

了一桌记忆里的家常饭，吃着美食，聊着文学

……看似漫不经心的闲谈，却解答了许多人的困

惑：网络时代如何阅读？阅读的意义是什么？该

阅读哪些书籍？

第二季中有不少金句，在网上被频繁讨论。

余华说：“把悲伤留给虚构，把欢乐留给现实。”阿

来说：“阅读是把我打开了，从狭窄走到宽广，从

低走到高。”叶子说：“读一本好书，是一段只属于

你的美好时光。”苏童说汪曾祺的美食散文随笔

是他的“枕边书”……诗意与浪漫，为观众带去心

灵的治愈，唤醒更多人对阅读的向往，人们惊喜

地发现：“读书，原来是这么好的事。”

近期综艺市场上的不少头部节目堪称阵容

豪华，往往通过集合综艺大咖和流量明星的方式

吸引观众注意力。然而喧闹之下难掩节目创新

能力不足、内容空洞，只能依赖艺人们自身的搞

笑造梗能力，以“显眼包”为噱头。观众不禁发

问：“头部综艺等于堆砌大牌明星和搞笑艺人

吗？那么创作人员对节目的贡献在哪里？”

在这种局面下，一些“小而美”的创新综艺反

倒受到业内关注。例如芒果TV的《森林进化论》

原本只是《大侦探8》先导片中出现的一款类桌游

的游戏，但播出后效果出人意料的好，于是就顺

理成章地被扩展为一档衍生综艺。参加《森林进

化论》的成员几乎都是《大侦探》另一档衍生综艺

《名侦探学院》的嘉宾，被称为“院人”的他们已经

拥有了一定数量的节目粉丝，但显然不足以支撑

起节目的“扩圈”。真正吸引观众的是节目的规

则设计——在森林之战、猫鼠游戏、领地之争和

决战农场等原创竞技游戏里，嘉宾扮演的小动物

角色要通过谋略、口才、谈判、利益交换等方式为

自己争取更多利益，“烧脑”的游戏进程让喜欢动

脑的玩家大呼过瘾。正因为如此，《森林进化论》

以很轻的投入体量，收获了1.9亿次的平台播放

量和超过18亿的微博话题阅读量，网络评分更

是高达9.1分。 据文汇报

作为一部大题材电影，《志愿

军:雄兵出击》(以下简称《志愿军》)

没有局限于激烈的战斗场景刻画，

而是在历史观和生动人物形象两个

方面真真切切地下了功夫，其前半

部分相当多的篇幅就是为了回答一

个问题：为何而战？即抗美援朝战

争的合理性、必要性、正义性，此后

的部分才是如何战。从这个意义上

说，《志愿军》是一部微言大义的

作品。

对于抗美援朝战争而言，何谓

正确的历史观？“抗美援朝战争伟大

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

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

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这就是

抗美援朝战争的意义所在。

对于电影《志愿军》而言，影片

开篇部分通过对战争初期的描摹，

通过表现领袖们的决策，通过对多

个国际场景的复原，展现了抗美援

朝战争为什么是新中国的“立国之

战”。1950年，为了捍卫和平，为了

让祖国获得长久的安定，中国军民

一心，开始了为期三年的抗美援朝

战争。表现这场“立国之战”的影视

作品有很多，但《志愿军》三部曲是

第一个以全景式的呈现方式，向观

众讲述抗美援朝战争从决策出兵到

结束战争这一完整过程的电影。这

是宏观的部分。

对于为何而战，《志愿军》也进

行了回答。

电影《志愿军》中有这样一个细

节，深入浅出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1950年的国庆招待会期间，朝鲜战

场形势已经非常紧张，毛主席在国

庆招待会上和民主党派、爱国人士

交谈，他与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有一

段对话。

这是一个在虚实之间进行巧妙

地艺术再造的情节。真实的历史事

实是，林巧稚在1949年开国大典受

到邀请时没有去，因为她在医院值

班。毛主席是在1956年接见了林巧

稚。影片表现的内容是1950年国庆

招待会期间，毛主席问林巧稚，如果

敌人的飞机把炸弹扔到了你们协和

医院，你会怎么做？林巧稚说，我会

用我的生命保护所有的孩子。毛主

席与林巧稚的这段对话，是能够让

现代年轻观众读懂的关于“新生”与

“牺牲”的最直观解读，对话只是三

两句，对历史观的阐述却一点儿都

不含糊。

在塑造历史真实人物时，主创

们除了还原人物那些人尽皆知的特

点，还着重挖掘他们独特的情感。

作为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也有愁

肠百结之时，他有一段台词，大意

是，人这一辈子总要经历一些难事，

挺一挺会过去。作为著名的38军军

长，梁兴初虽为“虎将”，却宁愿自己

违纪也要保护将士生命。他挨骂是

历史事实，但电影中的艺术创造是，

他被彭总安排改正错误的方法，是

到外面唱十遍《国际歌》。

黄晓明饰演的113师师长江潮，

也是《志愿军》中的一个亮点。现实

中的113师师长江潮是河北人，拍摄

中黄晓明特地向身边的河北籍工作

人员请教，同时细心揣摩战士们的

生活、作战习惯，拍摄前他特地将嗓

子喊哑，以呈现弹片横飞的战场上

“通信靠吼”的真实状态。黄晓明演

的人物是真实人物，情节也是真实

的情节，包括命令大家脱外裤光着

腿过江都是真实历史。片中志愿军

在14个小时赶了145里路也是真实

的，在国际战争史的长途奔袭里排

名第一，是一个奇迹。黄晓明将江

潮塑造成一个有勇有谋、胆大心细

的将领，还有一些幽默感。

不管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还是虚

构的人物形象，《志愿军》塑造的人

物众多，但没有“废笔”。影片中，为

中国代表伍修权担任翻译的两个女

同志，一个是唐笙，一个是李晓。章

子怡饰演的同声传译专家唐笙是真

实历史人物，是一位在美国的华

人。张子枫饰演的从国内去联合国

的年轻翻译李晓是一个虚构的人

物。唐笙和李晓在翻译间工作，李晓

将一把钥匙挂在前面，看到钥匙，唐

笙愣了一下，李晓解释说这是家门的

钥匙，爸爸在朝鲜战场。唐笙说，我

也想有这样一把钥匙。家里的钥匙

代表着家，对于唐笙来说，则是对祖

国的思念。现实是，唐笙不久回到祖

国，成为中国同声传译的开创者。

在塑造这些生动人物形象的过

程中，《志愿军》的情感是饱满的、真

挚的。比如，血战松骨峰之后，三连

连长召唤战士，士兵们在硝烟中举

起满是烧伤的手，接着镜头切换到

伍修权在联合国大会现场举手，宣

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无论是松

骨峰上发生的战斗和联合国大会上

发生的交锋，还是70年前的战争和

现代年轻人的理解，都是自然链接

着的。 据齐鲁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