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赓续传奇叙事传统

从上世纪的《铁扇公主》《神笔

马良》《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宝

莲灯》 到新世纪以来的《西游记之

大圣归来》《白蛇：缘起》《哪吒之魔

童降世》《姜子牙》《白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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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蛇劫

起》《新神榜：杨戬》等，大量国产动

画电影取材自中国古典小说、 神话

传说和民间故事等。 在叙事上，它

们受到中国古代传奇小说的影响，

对原型人物和原有故事进行传奇化

改写，追求对奇人、奇事、奇景的叙

述， 形成了国产动画电影的传奇叙

事范式。 近年来的国产动画电影赓

续了这一传统， 题材内容通常分为

表现神灵鬼怪和描摹人间世态两大

类。 如《白蛇：缘起》《哪吒之魔童降

世》《姜子牙》属于前者，《长安三万

里》则属于后者。

《哪吒之魔童降世》继承了中国

动画从古典神话小说寻找创作原型

并对其进行传奇化改写的传统。 在

哪吒的性格塑造上， 原型的“自刎

而死、重塑藕身”被改写成“自控身

体、 慷慨赴死”， 使其更具传奇色

彩； 在形象造型上， 主创们对传统

美学趣味进行扬弃， 通过采用

3D

数字技术、 加入地方方言等手段，

赋予哪吒这一传奇形象新的魅力。

《长安三万里》依托历史人物、

真实事件进行创作， 赓续了国产动

画电影的传奇叙事传统。 影片通过

诗歌及音乐， 构建出独属于中国动

画电影的东方意蕴， 也构建了国产

动画电影的新美学范式。 以李白

“入世—出世—再入世” 的人生逆

旅为情节线索，《长安三万里》 复沓

再三、家国同构，打造了具有史诗风

格的国产动画电影， 也生动传神地

演绎了李白与高适的情谊以及围绕

在他们身边的杜甫、王维、贺知章、

李龟年、张旭、郭子仪等一群大唐文

人武将的传奇故事及情感世界。

充分发挥想象力

动画电影《大闹天宫》根据古典

神话小说《西游记》 中的精彩篇章

改编而成，《九色鹿》直接取材于敦

煌壁画《鹿王本生图》，《哪吒之魔

童降世》 取材于古典小说《封神演

义》 ……中国动画努力从传统文化

中汲取养料， 在世界动画艺术之林

中确立了自己的民族风格， 形成了

中国动画独特的审美创造经验。 近

年来，数字

CG

（计算机动画）技术

与

VR

（虚拟现实）技术等全方位介

入动画影像制作， 国产动画电影正

在以一种全新的美学形态与文化姿

态， 充分发挥想象力， 深度参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

新性发展， 成为提升中华文化竞争

力的重要载体。

《长安三万里》充满了想象力和

创造力。 依托数字特效技术， 影片

不仅在美学形式上竭尽所能地构建

大唐盛景， 还原大唐气象， 展现大

唐神韵，而且为影片中的人、事、景

注入想象力， 与传统文化有机融

合， 创造出具有现代性品格的动画

电影作品， 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现代性价值。

为了获取想象的基础， 主创们

深入陕西、 四川等地采风， 参考了

100

多本相关历史文化书籍， 在此

基础上通过动画技术建模制作了

22

个版本的高适 、

15

个版本的李

白， 最终呈现了长安城景、 扬州城

景、黄鹤楼 、胡姬酒肆 、曲江池 、岐

王府、商丘梁园、云山城、塞北蓟州

等多个处于开元盛世前后的大唐城

市景观与地理空间， 其想象力之丰

富、制作难度之大，超乎想象。 这种

对大唐文人与大唐文化的浪漫想象

及其精神气韵的再造， 深刻体现了

创作者对历史文化资源的深入挖掘

与现代性转化。 诚如主创团队所

言：“这是文化的传承，让观众感受

到先人的才华和豪情， 体会到唐诗

的生命力并生发出自信和力量，是

我们的目标。 ”

兼具视觉奇观与价值表达

当下， 国产动画电影正面临前

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作为一种对

人类心灵世界进行想象性创造的虚

拟影像，动画电影的重要审美价值之

一，就在于它能够借助动画技术构建

一种独特的心灵体验与文化记忆。 在

电影工业化步伐加快的趋势下，兼具

视觉奇观与价值表达的国产动画电

影有机遇，也面临考验。 数字时代的

动画电影如何在“奇观感受”和“塑造

心灵”的相互博弈中有效平衡二者的

关系，如何在充分挖掘传统文化资源

的前提下对其进行合理调用、 改编、

转化， 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国

产动画电影创作者的重要课题。 《长

安三万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和逻辑

下产生的应时与典范之作。

在中国人看来，唐朝是中国文化

的黄金时期，《长安三万里》满足了国

人对大唐文化的想象，也让观众获得

了新的审美感受。 通过塑造李白等典

型形象，创作者展现了对大唐、长安、

黄鹤楼、唐诗等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

想象与表达。 典型形象的魅力能够穿

越时空，持续传递给后人力量。《长安

三万里》中的李白之所以在今天仍然

能闪烁着精神光芒，正是因为其蕴含

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学力量，始

终浸润、滋养、塑造观众的心灵。 在此

意义上，《长安三万里》 实现了技术、

美学、文化、产业等多个维度上的深

度融合和创新表达。

新时代国产动画电影产业的规

模性成长与结构性升级始于

2015

年的 《西游记 之 大 圣 归 来》 以 及

2016

年的《大鱼海棠》，到

2019

年

的《哪吒之魔童降世》取得巨大成

功 ，国产动画电影进入全新的发展

阶段 ， 达到了令 人 瞩 目 的 创 作 高

度 。 之后的一些动画电影以及最近上

映的《长安三万里》等，为国产动画电

影产业的结构性升级与高质量发展，

再度提供了积极有益的实践性探索

和标杆性示范。

未来，国产动画电影还需要创作

者在电影工业水平不断提升的基础

上 ，继续推进现代化叙事 ，不断注

入想象力和文化精神，对中华优秀

传 统 文 化 进 行 创 造 性 转 化与创新

性发展，让现代价值理念与传统文化

相衔接、相融合，真正起到塑造观众

心灵的作用。 （饶曙光 王士霖）

从麦秆到画作

江苏大丰农民吴永龙

1990

年开始学习

创作麦秆画，经过

30

多年的辛勤耕耘，多幅

作品获得各类艺术博览会的金奖。 为了将这

门手艺发扬光大， 吴永龙在大丰恒北村开设

了麦秆画剪贴工作室，收徒教学并对外展示，

受到游客欢迎。

大丰麦秆剪贴画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由精选处理过的麦秆进行制板、裁剪、烫

色、粘贴而成，创作工艺复杂，内容涵盖人物、

山水、花鸟鱼虫等。

图为近日拍摄的吴永龙创作的麦秆剪

贴画。 黄晓勇 摄

非遗艺术“画”廉音

“大家所看到的这面墙，上面画的正是瑶

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竹根傩面的制作场景，两

旁的‘正心守艺’与‘刀刻风骨’八个字将竹根

傩面技艺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

7

月

18

日，

在湖南省邵阳市新宁县麻林瑶族乡大圳文化

广场的非遗廉韵七彩墙画前， 不少游客与附

近的村民纷纷前来打卡留念。

“麻林瑶族乡有着丰富的非遗资源和悠

久的民间传承， 我们依托当地的资源优势，

让廉洁文化 和 非 遗 技 艺 交 相 辉 映 ， 让 清

廉思想与工艺美术相得益彰。”该乡纪委书记

介绍道。 雷良军 黄琪 摄影报道

博物馆陪你过暑假

暑假期间， 上海博物馆于

7

月

7

日至

8

月

20

日的每周五增设夜场，开展“博物馆奇

妙夜”活动。据介绍，包括上海博物馆、上海市

历史博物馆、世博会博物馆在内的

17

家文博

场馆将在暑期延长开放时间， 并举办特展及

教育活动等。

图为近日，参观者在上海博物馆内参观。

辛梦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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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三万里》上映以来，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和追捧。这是追光动画继“新传说”“新神

榜”系列之后打造的“新文化”系列的首部作品，历时

3

年制作完成。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从

国产动画电影持续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角度来说，《长安三万里》可谓集传统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之大成。

近年来，以《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白蛇：缘起》《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长安三万

里》等为代表的国产动画电影，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创新文艺

表达等方面做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与实践。

文化传承

《长安三万里》等国产动画电影热映———

在传承发展中赓续中华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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