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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动画民族化表达现状与路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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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产动画作为民族文化产业中举足轻重的组成部分，其发展肩负着传承与发扬中国文化、表达国家

文化自信的使命。中国动画要想展现民族文化特质，需要在造型、表演及叙事等动画制作各层面做出相应的

努力，使作品形式与内容达到民族风格的统一。然而，近年来在“国漫崛起”的光环之下，中国动画在上述

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导致了作品的民族化表达存在欠缺。中国动画要想在民族化表达方面取得好的效果，

就需要对此做出相应的调整。造型上，兼顾民族传统的文化元素和国外优秀的文化元素，构建中式的意象审

美体系；表演上，在提炼民族典型行为特征的基础上，结合当下流行的生活元素；叙事上，营造诗意气质，

采用虚实相生的表现手法。通过这些方式，以期探索出一条适合当代中国动画的民族化发展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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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Animated Fil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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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nimation & Game College，Hangzhou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Hangzhou  310018，China）

Abstract：As a vital component of national cultural industry，Chinese animation shares its mission of inheriting and carrying forward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To present national cultural traits，Chinese animators should put efforts on animation production aspects as 

character appearance，style of acting and narrative，in order  to attain its unity of  form and content.Though the domestic animation 

industry  is developing at an unprecedented  rate，certain  issues above have emerged，which directly  result  in  its deficiency of 

nationalization. To solve this particular problem，the industry should manage the adjustments from both of form and content perspectives. 

Specifically，domestic animation industry should absorb the merits of both domestic and foreign cultural heritages，in order to build up 

an aesthetic system of character appearance， show the ongoing national lifestyle based on well extrac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ypical 

Chinese national behavior which is  to developing a nationalized acting system，and create poetic atmosphere with manipulating the 

interrelations between emptiness and substantiality on nationalized narratives，thus to discover a new path for developing nationalization 

of domestic animat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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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文化产业也随之呈现繁荣的态势，大众对于文化的

需求越来越多元，国产动画的受众面及受众的年龄

层也在不断拓展。与此同时，国家越来越重视文化

建设，对优质动画的发展给予政策支持和引导，国

产动画产业的发展迎来了空前的机遇，一系列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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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画作品相继诞生。2019 年，动画电影《哪吒之

魔童降世》在国内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让无数

从业者看到了国产动画继“中国动画学派”取得辉

煌成就之后的复兴希望。一时间，“国漫崛起”成

为高频词汇，活跃于各大媒体平台之上。中国动画

想要乘此东风屹立于世界动画之林，就需要在汲取

世界其他国家优秀动画制作经验的基础上，形成自

己独特的风格，展现本民族的特色，表达自己的价

值观，进而传播民族文化。

1  中国动画的民族化表达

1.1 民族化表达的特征

艺术作品的“民族化”是一个宽泛而笼统的概

念，创作者要能够运用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表现

手法及艺术手段等来表现民族的现实生活、思想情

感，从而使作品具有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民族

化”在不同领域里有不同的侧重与指向。在动画

创作领域，通常指题材内容、造型风格和表达形式

所具备的文化艺术特征。中国动画自诞生之日起，

便带有自身的民族文化印记，最明显的特征便是

作品大多以中国传统文化故事或当代现实生活为

内容题材进行创作。除此之外，要想使动画作品的

“民族化表达”更加深刻，则需要创作者在动画本体

及文本层面做出努力：（1）造型的民族化。近年来

的国产动画作品，无论场景还是人物形象的设计，

都或多或少地关注并运用了民族元素。《西游记

之大圣归来》（2015）中，朦胧意蕴的“水墨风”山

水背景尤为瞩目；《大鱼海棠》（2016）中，由《庄

子·逍遥游》生发出的庞大世界观充满了中国古典

文化的意象美，“神之围楼”的场景设计凸显了客

家“土楼”的风格，人物造型借鉴了中国古代神话

的描述，人物服饰饱含了汉民族传统服饰的特点，

“石狮子”“红灯笼”“莲花灯”等物象的运用，共同

构建了一幅如梦似幻的中国式生活图景；《姜子

牙》（2020）中，“天梯”“北海”“幽都山”“归墟”

等场景的设计，融合了《山海经》《封神演义》等神

话传说及道教文化的设定，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进

行了造型层面的外延式表达。（2）表演的民族化。

“民族化”不是一个历史分期的概念，它“既与传统

相关，也与现代不可分割”[1]。在人物表演层面，当

前的优秀动画作品也紧跟时代热点，进行了一些现

代性元素的创新使用，以此拉近与当代中国人生活

的距离。如《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中哪吒的

“熊孩子”属性，“胖子”师父太乙真人的“川普”口

音，《姜子牙》中姜子牙的“强迫症”等，均为影片

增加了喜剧色彩，同时也为影片打上了鲜明的时代

烙印。（3）叙事的民族化。近年来，中国动画在民

族化叙事方面做出了尝试。《大护法》（2017）中，

水墨风的画面，大量大远景的运用，忽略了一众非

主要角色及背景的细节刻画，这种异于西方焦点透

视、采取散点透视的“游观”手法，正是借鉴了中国

传统绘画“通过笔墨勾勒线条感，以传达空间与时

间上的自由”的表达形式，透过“画之景外意”的意

境，增强了叙事的客观性，营造出一种暗藏危机的

神秘之感。这种中式写意手法的运用，与片中民族

化的造型设计和故事背景相得益彰，增添了影片的

古典韵味。

1.2 民族化表达的追求：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就动画而言，造型与表演是构成其本体的两个

重要单元。造型是表演的基础和媒介，是动画表

演真实、可信的最基本前提，而表演则是在造型塑

造基础上的进一步实现。“中国动画学派”开创

了动画民族化表达的典范。1956 年，动画片《骄傲

的将军》面世，成为我国美术电影在探索民族化道

路的重要开端。自此，老一辈艺术家们在“敲喜剧

风格之门，探民族形式之路”[2] 的创作理念下，进

一步探索并创作出了一批广泛吸收中国传统文化

艺术特色的动画作品，这些作品共同表现出“民族

化”的美学传统，并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代表了中国

动画艺术的巅峰。其极具装饰意旨的造型美学、戏

曲程式化的表演体系，将作品的民族文化意象展现

得淋漓尽致，形成了在当时世界动画中独树一帜的

中国风格，中国动画也由此获得了国外同行的一片

赞誉，收获了“中国动画学派”的美称。另一方面，

动画作品的内容同样重要。“艺术品的内容与它

的形式是不可分割的，它同样是作品的内在组成部

分。”[3] 叙事作为内容表达的直接手段，也需要与

造型、表演相匹配，做到以民族化的表达方式叙述

民族化的故事内容，以达到作品形式（造型、表演）

与内容（叙事）的统一。只有造型、表演等表达形

式与叙事方式相互配合、形成合力，才是中国动画

追求的表达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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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族化表达之困境

继“中国动画学派”之后，中国动画进入了较

长的“沉寂期”。近年来，国产动画逐渐有了加快

发展的趋势，诞生了一批制作精良、广受好评的上

乘之作。然而也需要看到，在“国漫崛起”的光环

之下，民族化表达存在的不足成为了当今国产动画

的主要问题，表现在：其一，作品缺乏民族文化元

素，观众无法从作品本身感受到中国动画的特质；

其二，作品的民族化元素使用较为肤浅，或文化嫁

接生硬，导致作品的民族化表达徒有其表，表达效

果不佳甚至适得其反；其三，作品的文本跟不上想

要表达民族文化特色的诉求，导致作品虽然画面精

美、民族风格明显，但缺少相应的内容支撑，使作品

最终难以达到期待的表达效果。以下从造型、表演、

叙事三个方面来分析：

2.1 民族化造型辨识存疑

近些年的国产动画，因为角色设计问题而影响

民族化表达的情况时常出现，表现为：

第一，人物造型的拼凑感、堆砌感严重，人物有

形无神。一方面，过度借鉴其他民族元素，导致了

本民族造型元素的主体地位被削弱，或造型的民族

特征难以被观众辨别。由于受到日本 ACG 文化和

美国好莱坞动画的影响，国产动画的角色设计常会

有意无意地借鉴这些文化当中的元素，而过度使用

其他民族元素会使得国产动画的人物造型丧失本

民族文化的风格和特点，徒剩对国外民族元素的生

硬嫁接及模仿，直接导致了造型出现“四不像”的

情况，民族化表达更无从谈起。另一方面，本民族

文化元素的滥用，同样也会导致作品的民族化表达

受阻。随着几部现象级动画作品的成功，“国漫”

风格一时间在国内动画市场大热，“中国化”“民

族化”纷纷成为国产动画的争相选择的表现风格，

国产动画人物塑造又走向了过度使用本民族文化

元素的极端，这些元素的使用没有起到为故事人物

服务的作用，而仅仅是无逻辑的堆叠，这也间接使

得人物造型平庸、无神，这同样不是民族化的良性

表达和发展方向。

第二，过度仿真的角色设计倾向，导致人物造

型与我国传统的民族文化精神相悖。随着数字技

术的飞速发展以及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奇观化的

CGI 动画电影逐渐受到院线的青睐，加之动作捕捉

（Motion Capture）、表演捕捉（Performance Capture）

等虚拟仿真技术的推广，动画角色设计也不断向仿

真造型倾斜，并随之出现了一批造型超写实的动

画作品。仿真技术虽然一定程度上为动画人物的

塑造提供了新的角度，然而这种通过“模拟”取代

“想象”的创作思路，过度追求“照片现实主义”的

效果，容易使观众产生“怪异的超真实感”[4]，不仅

可能诱发“恐怖谷（Uncanny Valley）”效应，也有

违于动画造型的“意旨性”取向。同时，过度仿真

的造型，与我国传统艺术作品中的造型表达有较大

的区别。以中国画为例，传统的水墨画造型“不求

形似”，“以线造型为主、讲求笔意墨蕴”[1]，注重留

白和意象化。在动画角色设计中过度使用仿真技

术，无论在作品的表达手法、表达效果和表现气质

上，都不同于中国传统的艺术作品，这也会影响动

画作品的民族化表达。

2.2 民族化表演风格缺失

“中国动画学派”在民族化的表演风格上曾经

做过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随

着 90 年代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动画的生存土

壤被彻底改变，中国动画的表演体系也随之土崩瓦

解 [1]。当前的国产动画，并没有形成具有本民族标

识的表演体系。近年来受到美、日动画的影响，国

产动画的表演风格也在不断向其贴近。虽然通过

模仿和借鉴其他国家的表演模式和经验，国产动

画的作画水平不断提高，市场收益也十分可观，然

而民族化表演的缺失，还是让中国动画缺少了一些

本民族的特色与标识。例如，现象级动画电影《罗

小黑战记》（2019），以其精湛的制作水平在国内

获得了一片赞誉，该片也同时受到了日本市场的欢

迎，最终以 5.6 亿日元票房打败了《哪吒之魔童降

世》，刷新了中国动画电影的日本发行纪录。不仅

如此，《罗小黑战记》也得到了井上俊之、入江泰浩

等多位顶尖日本动画师的一致好评。分析《罗小

黑战记》在日本获得成功的原因不难发现，其故事

题材、人物造型、动作设计及配音的风格都是相当

“日系”的，虽然主创团队针对日本有限动画（Limit 

Anime）作画手法帧数低的原生性弊端进行了优

改，将美国好莱坞动画“弹性表演系统”中的“拉伸

挤压（Stretch and Squash）”及“残像（Smear）”[5]



第 3 期 109许琬婷，等：中国动画民族化表达现状与路径探究

等代表风格巧妙地应用于作画中，从而修正了大部

分有限动画中人物动作僵硬的问题，大大提高了表

演的流畅性，但是这样的改进依然只是在美、日表

演风格基础上的优化拓展，缺少了中国本土的民族

标识，人物的动作、语言都无法体现其民族特性，这

也导致了观众对其“中国动画”这一“身份”的识

别度不高，部分不了解该动画的观众甚至认为这是

一部从日本引进的作品。可见，动画这一舶来品，

只有从造型到表演整体上本土化了，才能使其真正

成为自己的东西。

2.3 民族化叙事能力不足

国产动画叙事能力不足的问题由来已久，这源

于动画这种西方传入的艺术形式与中国传统的叙

事方式嫁接在一起时还存在一定的匹配度问题，这

一问题并没有被中国的动画人很好地解决，即使是

创造了国产动画辉煌成就的“中国动画学派”，也

是“纯以民族艺术‘形式’取胜，在‘内容为王’的

今天看来过于单薄狭窄，并非动画艺术发展的最佳

路向”[6]。近年来的国产动画，在民族化表达方面

也多专注于形而下的形式，而忽略了内容建设。究

其原因，一方面，国产动画依然过于依赖西方的叙

事经验，具体表现在：（1）叙事结构的模板式套用。

好莱坞式的叙事模型屡屡获得市场认可，在市场经

济导向之下，国产动画电影尝到了甜头，纷纷套用

“英雄之旅（Hero’s Journey）”等主流叙事结构。

然而，过分向市场倾斜的剧本套路缺失了具有中华

民族特色的文化经验，缺少内化创新的简单模仿也

无法取得超越性的成功，这些国产动画作品不出意

外地变成了低配版好莱坞的流水线商品。正因为

如此，在美国，以中国元素为背景的《功夫熊猫》和

以中国故事为原型的《花木兰》能够大获成功，它

们虽然披着“中国风”的外衣，却实则在讲述一个

美国故事；而中国动画《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

吒之魔童降世》却上映遇冷、难以超越前者。（2）

叙事结构之下的故事价值向西方倾斜。正如罗伯

特·麦基（Robert McKee）所说：“结构是从角色的

人生故事当中选取某些事件，编写成具有战略意义

的场景段落，引发观众特定情绪，同时呈现某种特

定的人生观点。”[7] 可见结构的存在意义和最终

诉求是为了激发受众特定的情感、表达角色的人生

观和价值观。从“英雄之旅”的结构模型，不难看

出其输出的是一种具有强烈西方价值倾向的个人

主义观念。“英雄之旅”故事原型的表征情节虽为

打败恶龙、营救公主，然而这个过程本质上却是在

帮助主人公寻找自我价值、战胜自我缺陷。对于国

产动画而言，在这样的叙事套路之下，即便是中国

故事的改写，创作者试图在作品中表达一些民族文

化的价值观念，也依然会由于表达内容与叙事结构

的不和谐甚至冲突，而导致作品的民族化表达受到

阻碍。例如，国产动画《姜子牙》虽然标榜是一部

民族动画，片中内容也表达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与

哲思，但该片的叙事框架还是参考了“英雄之旅”

的模型。西方主流叙事结构的生搬硬套影响了故

事的逻辑性，造成了影片叙事节奏拖沓、“故事弧

光（Story Arc）”不明确等问题。该片上映后，没有

获得预期的商业成功，也没有完成相应的作者表达

及文化推广的诉求。可见作品要想突出民族化表

达，其结构和主题（价值观）必须相匹配，以西方的

叙事结构表达东方的价值体系容易引起作品主题

表达的紊乱，让人有不知所云之感。

另一方面，国产动画本身没有找到适合当代民

族表达的叙事模式。除了借鉴西方的叙事模式，

当代中国动画人对更贴合本民族价值表达的叙事

结构也做过一定的探索。无论是《大护法》一类的

作者动画，还是《大鱼海棠》等具有强烈民族文化

特色的商业动画，都体现出了极具风格化的个人表

达意识，并受到了一批中国观众的欢迎。然而不得

不指出的是，这类电影在叙事结构层面仍然存在诸

多问题。例如，大量信息传递式的对白及旁白贯穿

于这些影片当中，这是由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较

为抽象，许多内容难以用画面表达，但这种方式破

坏了“用画面讲述故事”[8] 的电影剧本属性，对故

事结构造成了极大伤害。又如主角人物塑造失败，

主角的戏剧性需求不明确或追逐目标的过程中缺

少了主观能动性，直接导致了故事主线被弱化，观

众无法移情于主角，故事表达也因而受到影响。悉

德·菲尔德（Syd Field）指出，构成令人满意的主角

人物必须具备四个特质，即人物有一个强有力且清

晰的戏剧性需求，有独特的个人观点，有一种特定

的态度，经历过某种改变或转变 [8]。戏剧性需求驱

使人物贯穿故事线的发展。以《大鱼海棠》中的女

主角椿为例，影片中她虽然有着明确的戏剧性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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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拯救少年鲲的灵魂，然而在每一次遇到障碍

时她都是不作为的，并没有自己主动克服困难，而

大多是依靠了旁人（如湫），因此椿的角色也就不

存在改变或转变，“人物弧光（Character Arc）”缺

失，主角无法得到观众的移情，某种程度上本片主

角的塑造也是失败的。同样的问题也在《姜子牙》

等片中出现。主角人物塑造失败带来的另一个问

题是配角人物更加引人关注。在不少国产动画中，

主角是一个“基于某种单一的观念或品质塑造而

成”[9] 的扁平人物，相比之下，配角却是一个“以令

人信服的方式让人感到意外”[9] 的圆形人物，配角

由此产生了“主角光环”。在这些影片中，观众更

容易对配角产生移情，主、配角的定位也随之模糊。

在《姜子牙》中，相较于“人物弧光”较弱的主角姜

子牙，在关键时刻牺牲小我、有血有肉的配角申公

豹似乎更有魅力，更能受到观众的欢迎，而作品希

望通过姜子牙传递的文化精神也难以被观众体悟

或认可。

3  民族化表达之路径探究

要弥补中国动画民族化表达的不足，就需要针

对上述造型、表演及叙事方面的问题，在动作制作

的各层面予以改善，自然运用民族元素传递民族化

的理念及价值观念，力求做到动画作品形式与内容

民族化的统一。

3.1 造型方面

3.1.1  民族元素的当代提取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民族化特色的造型元

素极其丰富、多不胜数，无论是表意文字体系下的

汉字及其部件，还是陶器、青铜器、漆器、瓷器等各

种器物及其纹样，以至于各种流派的绘画、壁画、年

画等，为民族动画的创作提供了无尽的造型艺术资

源。面对如此浩瀚的民族艺术宝库，创作者在使用

传统民族元素时，必须要充分了解民族文化的内核

与精神，避免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况。同时，所运

用的民族元素必须符合动画中造型与人物动作的

内在逻辑和需求，造型刻画要在故事人物文本的基

础之上进行，避免无关民族元素的堆砌，杜绝一味

追求“奇观化”的表达。动画创作者讲求的民族艺

术形式，不应当只是“为形式而形式”，更应该是服

务于内容的形式，内容决定形式，如此才能使文化

元素的使用恰如其分，在合理中透出巧思，在平常

中透出惊喜。

3.1.2  国外元素的融合运用

运用民族元素不代表就要规避对其他国家或

民族优秀文化元素和技术的使用。过分注重本土

元素，淡化“舶来”色彩，反而阻碍了艺术作品“融

合与创新”“借鉴与发展”的良性演化过程，并不是

“民族自信”的体现。早在 1961 年周总理就在《文

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

到：“外国好的东西也要加以吸收，使它溶化在我

们民族的文化里。”同样，获得巨大成功的好莱坞

动画从不吝于采用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元素作为

创作的“原材料”，在经过融合、加工之后，动画作品

早已拥有“好莱坞式”的精神内核，却依然受到世

界其他民族的喜爱。当下的国产动画电影，既然可

以“古为今用”，提炼传统文化元素表现当代生活，

当然也可以“洋为中用”，将其他民族文化中美的

元素与优良的技法“拿来”并创新，而作品反映出

的深层次的民族品味和哲学内涵并不会因此受到 

影响。

3.1.3  中式审美的体系构建

“美在意象”是中国传统的审美追求，它源于中

华民族根本的哲学观念。“意象”的形成，需要具

有审美性质的“象”符合主体之“意”，且主体对之

进行审美观照并达到了景中含情、情中见景的完整

的、充满意蕴的感性世界，也即柳宗元所谓的“美

不自美，因人而彰”。宗白华曾说，“艺术家以心

灵映射万象，代山川而立言，他所表现的是主观的

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成就一个

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的灵境”[10]。在选

取民族元素时，不能仅考虑简单的嫁接式引用，创

作者需要有更大的野心，即构建中国动画的审美体

系，这也是作品能够保证其民族特性，不会因为借

鉴了其他民族文化元素而丧失自身民族表达功能

的根本原因。创作者在自发寻找本民族美学体系

的基础上，将当下受众能够接受的、同时又有民族

美感的视觉传达体现在影片中，这样才能使中国动

画的造型体系逐渐找到自己的民族风格。

3.2 表演方面

3.2.1  以典型求传神

在表演层面，动画作品想要通过人物展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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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就要善于观察并提取具有典型民族特征，尤

其是能够与其他民族文化相区别的元素刻画人物，

将这些元素作为“闪光点”设计至人物的动作、对

白中，进而在角色表演过程中自然地呈现出来。中

西方人物在行为和表达方式上的差异常见于细节

之处，这种差异体现了不同民族思维方式的差异，

并有着深层的文化根源。把握这些具有民族特征

的动作和对话差异，能使观众从作品细微处感受

到人物的民族特征，从而起到“以小见大”的表达

效果。除了较为生活化的典型行为和动作，动画表

演同样可以从传统的民族文化中吸取养分，例如对

戏曲表演的借鉴。中国戏曲的虚拟表演形式，源于

对现实生活的提炼、改编，形成相对程式化的舞蹈

动作，这种虚拟的动作又与现实的道具相结合，从

而形成一种“以虚生实”的表演效果，不求形似、但

求神似，带给观众以真实感。中国的民族动画若能

适当采用这样的表演方式，既能与民族文化中虚实

相生的意象化气质相吻合，又区别于西方“绝对写

实”的表演风格，为动画作品本身带来强烈的民族

文化特色。

3.2.2  以流行带传统

民族化的表演不仅仅需要传统的表演形式，联

系当下生活，攫取具有时代特色的民族文化元素，

或将传统文化元素与时下的流行元素进行整合加

工，也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一方面，由于与现实

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当代流行的民族文化元素

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取得当今观众的时代认同

感，同时，这样的元素运用在影片中，也常常成为调

节气氛的亮点；另一方面，将当代流行元素与传统

文化元素相结合，以及对传统文化故事、文化主题

的重新演绎，也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当代解读和解

构重建，使其更贴近当代的时代特征和价值观念，

使作品的文化意义更具当代价值，也使作品的民族

化表达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信息全球化的今

天，复刻“中国动画学派”的模式显然已无法满足

不断发展的民族精神需求。正如聂欣如所言，民族

形式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它是与时俱进的，

既没有不变的文化，也没有不变的民族形式，人们

是在学习各种形式和风格的过程中找到属于自己

的风格。他同时指出，各种形式背后还有信念，具

有意指的力量。民族形式作为民族化的一件“外

衣”，表述着有关民族性的内容，维系着民族共同体

的共同情感，共同信念 [11]。

3.3 叙事方面

3.3.1  诗意的叙事方式

在叙事方面，要通过电影讲述好东方的民族

故事，并没有必要完全借鉴西方的叙事模型，只有

能够展现民族风格的电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

民族电影，正如费穆先生所言，“中国电影要追求

美国电影的风格或者模仿任何国家的风格都是不

可以的。中国电影只能表现自己的民族风格”[12]。

同样，动画电影要想在民族化表达上达到预期的效

果，也必须探寻能够与之相匹配的民族化的叙事结

构。事实上，叙事传统之于中国已有悠久的历史，

自甲骨文、青铜铭文发端，再由《诗经》、楚辞至唐

诗宋词发展出诗意叙事的方式，又由《史记》《汉书》

至话本传奇、章回小说发展出史传叙事的方式。当

下的国产动画电影要通过民族化的叙事模式表达

民族化的价值意旨，完全可以从中国传统的叙事方

式中汲取营养。例如，《诗经》中“兴”的表达方式，

即“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借用到动画电影的

叙事中，则可以借由意向，配以声画、剪辑等手段，

引导观众在“观念内容和物象之间产生联想”[13]，

由眼前的画面领会出其衍生意义，进而体现出中国

动画电影诗意叙事的气质。传统诗歌中“托物寄情”

的象征手法，同样可以应用于动画电影的叙事中，

如以自然意象表达角色的内心情感，这种方式在实

拍电影中已经十分常见，动画电影可以在此基础上

对其进一步学习和运用。

3.3.2  虚实的表现手法

无论是实物造型中文化元素的运用，还是审美

表现中意象的塑造，乃至于表演中对典型的提炼，

以及叙事的诗意呈现，都与中华民族传统中“虚

实”的创作观念息息相关。一方面，传统的叙事表

现手法，诸如以景写情、情景交融，以客观景物表达

主观情思，进而传递出悠远的境界和无穷的意味，

以达到“一切景语皆情语”的表达效果，正是以实

为虚的基本方式。古人有云：“不以虚为虚，而以

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从首至尾，自然如行云流

水，此其难也。”另一方面，如中国戏曲的写意性，

意在通过脸谱和程式化的表演装扮、演绎现实的

人，通过虚拟的场景模拟现实的环境，让观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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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体验，又属于“以虚生实”的表现手法。传

统文化中形容“虚实”的关系，正是所谓“实处之

妙，皆因虚处而生”。这种“以虚代实”的手法全

然不同于西方戏剧的写实性。“虚实交错”的表达

手法，应用在动画电影的叙事中，能够发挥出绝佳

的表达效果，并毫无疑问能为国产动画电影探索其

民族化叙事风格提供帮助。

4  结语

中国动画的民族化表达之路任重而道远。当

代的中国动画人要解决好造型、表演、叙事的民族

化问题，使动画作品的形式与内容达到民族风格的

统一，不仅需要具有民族文化知识的基础，还需要

在审美及哲学层面上对民族文化有更深的体认，更

需要在心理上树立民族表达的自觉和自信。中国

的动画电影，无论是汲取传统民族文化的养分进行

创新转化，还是学习、借鉴西方优秀的文化和技术，

与当代生活相结合，都不能迷失自己的发展方向，

丢弃自身的民族特质。如此，才能得到其他民族的

认同，在世界动画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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