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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土有教授（右）与主持人海光现场对谈。雷远东 摄

自今年开年以来，电影《哪吒之魔
童闹海》（以下简称《哪吒2》就在全球掀
起观影热潮，打破多项纪录。《哪吒2》的
成功，是一部优秀的动画电影在内容和
形式上双重创新的结果。但它又似乎
不那么简单。电影究竟为何戳中了中
国乃至全球观众的心？这个问题开始
进入学术界的视野。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民间文
艺家协会副主席郑土有可以说是《哪吒
2》的忠实粉丝，他在电影院观看了两
遍，又时常通过手机反复“回味”短视频
片段。7月24日下午，郑土有做客2025
名人大讲堂，以《民间文学类非遗的保
护与创新——从〈哪吒2〉说起》为题，向
观众解答了《哪吒2》爆火的核心原因，
同时围绕电影的启示，分享了民间文学
作品的价值、传承与保护、创新方面的
问题。

《哪吒2》为何深入人心？
提炼的核心主题是成功关键

郑土有认为，《哪吒2》的成功对于
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尤其是民间文学
的传承，是极为重要的突破。

讲座中郑土有提到，他发现身边许
多初高中男生特别喜欢《哪吒2》，因为
这个年龄段的男生大都对片中哪吒的
形象有“代入感”——他们时而玩世不
恭，时而又勇往直前。年纪小一点的孩
子可能被精湛的动画效果和充满张力
的故事剧情吸引；而大人们则通常能看
到电影中折射出的丰富文化内涵。可
以说，各个年龄段的人都能在片中找到
自己喜欢的要素。

但这显然不是《哪吒2》成功的关
键。郑土有向观众展示了原有民间故
事《哪吒闹海》的基本故事框架，并要
求大家说出《哪吒2》与《哪吒闹海》的
异同。随后，他总结了二者的最大区
别——《哪吒 2》将核心主题提炼为

“我命由我不由天”。这个提炼既符合
传统，也十分现代，应当是电影成功的
核心关键。

郑土有进一步介绍，“我命由我不
由天”最早出现于东汉末年成书的《西

升经》，其思想源头是中国农耕文明，后
被道家所吸收，以对抗“天命观”，强调
通过自身的修炼可以超越人的生理限
制和社会限制，是对人自身生命的探
索。这种思想对中华文化以及中国人
的生命观都有极大的影响。例如在文
学方面，就产生了中国的浪漫主义文
学，从楚辞、汉赋、魏晋游仙诗，再到元
杂剧中的神仙道化剧、明清神魔小说，
无不受其影响。

在《哪吒闹海》这个民间故事中，虽
然也能看到勇敢、善良、惩恶扬善等中
华民族的优良特质，但经过电影团队的
再创作，《哪吒2》精准提炼出“我命由
我不由天”这一主题，使原有民间故事
得到了升华。

10亿字尚不能体现真实存量
但民间文学保护传承困难重重

郑土有介绍，中国文联、中国民协
正在编撰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文库，
计划出版1000卷，囊括神话、史诗、民
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长
诗、民间说唱、民间小戏、谚语、谜语、俗
语、民间文学理论12个系列，共计10
亿字。这个数字看似惊人，但和民间文
学的蕴藏量相比较，还是远远不够的。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

急剧转型，从传统农耕到工业化、后工
业化、信息化社会的转变，导致人们的
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审美观念、价值观
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民间文学作
品逐渐失去了生存和传承的土壤。

郑土有以四川人熟悉的川江号子
为例，以前交通不发达，水路是主要运
输载体，川人行船过程中产生了川江号
子。如今机器船代替木船，运输渠道也
更加多元，川江号子传承的土壤也就消
失了。在他生活的上海，弄堂文化的消
失也让人们茶余饭后闲聊产生的故事
日渐稀少。正是听着这些口口相传的
故事长大的郑土有，对研究民间故事产
生浓厚兴趣并深耕至今。

城镇文化空间的改变、娱乐方式
多样化的影响等，都是导致民间文学
传承土壤消失的原因。郑土有同时提
到了经济收益匮乏，也让传承困难重
重。“同样作为非遗，民间文学不像传
统技艺，传承人能通过手艺产生收益，
这就导致许多民间文学类的传承人在
收徒时感觉困难，保护和传承都面临巨
大挑战。”

民间文学如何传承创新？
再度创作+现代媒介

民间文学的保护传承虽然难，但也

要迎难而上。郑土有提到了民间文学
三大价值：精神价值、文学价值、文化价
值。民间文学作品是几千年来先民们
生存智慧的结晶，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
气神和民众的价值观与理想追求。它
们通常构思巧妙，想象力丰富，是宝贵
的文学资源。

比如牛郎织女这个故事，仅通过
名字就能看到中国农耕文明中男耕女
织的社会结构。再如《哪吒2》中所继
承的，是许多神仙类民间故事对生命
的探索。

郑土有认为，正因为民间文学有众
多不可取代的价值，我们要从三个方面
来保护和传承：一是记录整理，二是活
态化，三是活化利用。

让民间文学类非遗作品回到生活
中去，活态传承是理想的保护方式。郑
土有说，可以通过“恢复”“植入”“表演”

“创建”等方式，重建民间文学的传承土
壤。他以甘肃陇南西和地区乞巧活动
以及“上海故事汇”为例说明这种传承
方式。尤其是“上海故事汇”活动，这几
年他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小朋友加入进
来，这就证明民间文学在今天依然具有
蓬勃的生命力。在文旅活动中的一些
表演，比如绍兴、周庄的游船上船工唱
民歌，也对民间文学起到了一定的宣传
推广作用。

关于民间文学的创新，郑土有也举
了许多优秀案例。例如广东的英歌舞，
对民间文学作品进行了适当加工提升，
成为舞台表演作品，再借助新媒体手段
进行宣传；湖北黄陂的“木兰传说”，通
过与文、旅、农、商深度融合，打造出了
复合体景区和非遗文旅农商街区。

虽然以上方式都不错，但郑土有认
为，最好的创新形式，还是以民间文学
作品为基础，经过文人的再度创作，通
过现代媒介走向全国，比如川江号子变
成了刀郎的《船工号子》，新疆民歌经过
一番演绎，化作了王洛宾的《在那遥远
的地方》，红遍大江南北。

而电影《哪吒2》，也正是通过再度
创作，借由全新的媒介形式，点燃全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在正式开讲之前，郑土有教授与主
持人海光展开了一场“名家会客厅”的
导讲。郑教授坦陈，由于专业背景的影
响，他在观看《哪吒2》时，主要关注的
是“饺子导演如何用民间故事素材服务
于艺术创作”。同时，他也经常以研究
的视角深入思考，“这部动画片为何能
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为何能吸引3.24
亿人次的观众观看？”

在此后的主题讲座中，郑土有从
“作品的核心理念”“年轻人的审美需
求”“新科技手段”三个维度给出了答
案。如触动无数观众心弦的“我命由我
不由天”精神，最早见于道教早期经典
《西升经》。这种对命运的挑战和对自
由的渴望，也契合了当下社会年轻人追
求个性、不愿被束缚的心理，“作为非
遗，必须要为社会发展、为民众的精神

生活服务。《哪吒2》正是民间文学类非
遗活态传承利用的成功案例。”

作为长期深耕于民俗学、民间文学
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学者，郑

土有对民间文学的传承怀有深厚的情
感。“我出生在浙江金华的一个小山
村。小时候每逢夏天，便会到村里木桥
边乘凉，那里风特别大。”让郑土有历历

在目的，是趁乘凉之际聆听村里老爷爷
们讲民间故事的场景。

随着时代的演进，民间文学的传承
环境已发生显著变化，儿时围坐听故事
的场景难再重现。“我想尽自己最大的
努力，通过民间文学、民俗、非遗保护等
方面的课程，让大家对这方面能够有一
定的了解。”几乎每个月，郑土有都会到
全国各地进行民间文学类非遗的知识
普及性讲座。

当被问及是否会尝试利用短视频
等新媒体进行相关推广传播时，郑土
有直言不讳地表示：“暂时还未考虑，
一来是因为年纪大了，二来是手头的
工作实在太多。”尽管如此，他依然肯
定了直播、短视频等新媒体形式的积
极作用，认为“这是新时代传承的一种
重要体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实习生 严淑娴

《哪吒2》提炼的主题，使民间故事得到升华
复旦大学教授郑土有详解民间文学类非遗的保护与创新

郑土有：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让大家对民间文学类非遗保护有一定了解

名人会客厅·对谈

7月24日，郑土有教授开讲《民间文学类非遗的保护与创新——从〈哪吒2〉说起》。
雷远东 摄

名人大讲堂·“非遗传承”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