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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炼成中国动画的“乾坤圈”

动漫故事激活了文旅路线，衍生品成了抢手货，织就新动能的“混天绫”

数字技术进步与工业化流程升级，驱动动漫文娱发展的“风火轮”

捣练子·春（童年趣事之一）

范学东

风摆柳，燕儿欢，发小争相放纸鸢。你抢我夺丝线断，罪魁撒腿一溜烟。

周殿龙评点：
一首小令，回忆童年趣事，抓住放纸鸢一件事，再现当年画面，历历在目，拨

动心弦。全词共五句，均写景叙事，无一句抒情，而句句含情。首句“风摆柳”，因
有风，故为第四句“丝线断”埋下伏笔。二句“燕儿欢”，看似闲笔，实际是为补托
放纸鸢儿童的内心欢快。三句是核心，交代参与人员及活动内容。一动词“争”，
既写出一群发小的天真烂漫，也再次为下句做铺垫。第四句是故事高潮。有了
前边一、三句铺垫和第二句衬托，又加之“你抢我夺”的直接原因，导致了“丝线
断”。一看惹祸了，结果“罪魁撒腿一溜烟”。非常符合儿童心理特点，惹了祸就
害怕，又怕被追责，所以第一选择是逃之夭夭，暂时避祸。语言朴实又生动活
泼。叙事脉络清晰，有开端，有发展，有高潮，有结局，宛如一篇微型小说。

湿地公园早春

张淑芬

雪化溪流映碧天，
鹅黄摆柳荡湖边。
高枝喜鹊喳喳叫，
唤醒春回秀色添。

周殿龙评点：
题目鲜明。地点，湿地公园；时间，早春。全诗扣紧题目展开。首句即切题，

“雪化”点明早春时节，“溪流”突出湿地特征。而因雪化故成溪流，又与碧天相
映。让人心旷神怡。二句紧承上句写湖边柳色鹅黄，柔枝随风飘荡，又进一步加
强渲染了湿地早春气息。第三句承而有转，写“高枝喜鹊喳喳叫”，由迎眸春色到
入耳春声，构成了音乐与图画的和谐美。前三句看似写景，实则句句含情，借大
自然美景抒发了胸中喜悦之情。第四句直抒胸臆，表达了对春回大地的热情歌
颂与美好憧憬。语言朴实流畅，结构安排合理。意境优美，情感真实。

《哪吒之魔童闹海》热映，火的不仅仅是一张
电影票，还赋能了整个文化产业，联动衍生品、文
旅、品牌等多方面资源，见证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强劲活力。

这些天，《哪吒之魔童闹海》衍生品成了抢手
货：影院柜台里“哪吒飞猪”爆米花桶，“哪吒”“敖
丙”角色形象饮品杯一抢而空；与潮玩品牌联名的
玩偶厂家满负荷生产，直播间抢盲盒，预售发货时
间被排到了6月……

不仅仅是《哪吒之魔童闹海》引发的文化产品
深度联动，近年来，动画以充满喜感又携着厚重的
姿态悠悠然然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没出电影院，就定了和孩子去西安的行
程，必须看看李白笔下的盛唐。”北京小学生家长
张文说。《长安三万里》上映十日，同款暑期研学线
路销售额突破300万元。

——“黄风岭，八百里，曾是关外富饶地……”
《黑神话：悟空》带火了陕北说书，不为人熟知的非
遗，成为年轻人的新时尚。

——基于“熊出没”IP，3家主题乐园、30余家
融入相关元素的乐园，在上映空窗期延续了电影
的热度。

从作品本身延伸至主题乐园、游戏、周边产品
等多个领域，文化产业IP生态链日益完整。

这个生态链意义重大。动画电影从业者唐山
立认为：“国外很多成功的动画电影的运作，能够
不计成本地细细打磨，很大原因是他们的商业模
式已经成熟，票房回收只占整体收益的两成，衍生
品收益占到八成。在打造衍生品方面，我们还有
较大的发展空间。”

《哪吒之魔童闹海》，5年；《黑神话：悟空》，7
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8年……这些作品都有
漫长的制作周期，是发自内心的热情和精益求精
的追求，支撑着创作者走到最后，最终让这些作品
得到了良好的回报。建立健康的产业链，让作品
获得更长期的回报，也将激发心无旁骛的工匠精
神，促成更多的精品问世。

目前，人们仍在关注着“哪吒”的全球电影票

房排名。这个排名也引人思考：全球影史票房榜前
20的电影中，动画电影占四分之一。动画形象有着
天然的亲和力，是跨文化传播实现全球叙事的绝佳
载体，能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观众同频共振。

《哪吒之魔童闹海》在北美地区预售票房和排
片皆创下华语电影新纪录。美国休斯敦的观众伊
桑观后赞不绝口：“好久没这么激动了。电影让我
联想到父母无私的爱，也仿佛看到自己和朋友的
影子。”中国哪吒的故事正在引发全球共鸣。

一座座因影视IP崛起的主题乐园，一条条被
故事激活的文旅路线，一件件承载文化符号的爆
款商品，一幕幕彼此共情的感人场景……从银幕
到现实，从虚拟到实体，中国动画已成为撬动文化
产业经济的新动能，赋能千行百业，构建起更完整
的文化生态体系，让文化自信在产业繁荣中扎根
生长。

“若前方无路，我就踏出一条路！”
携这句高燃台词，《哪吒之魔童闹海》创造多

个“第一”，仿佛宣示着中国文化产业的崛起。

中国动画何以创造了世界第一
李蕾 牛梦笛

26天，137亿元！中国影史票房第一！世界动画影史票房第一！
即使放眼全球影史，票房依然位列前10名。前30名中，唯一非好莱坞影片！
一部《哪吒之魔童闹海》，搅动银幕，一跃冲天！
就在去年底，首个国产3A游戏《黑神话：悟空》同样“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销售额突破90亿元，曾占据海外平台热销榜第一。
其实，何止这些，近年来一批动漫娱乐作品在全世界掀起“中国风”：《哪吒之魔童降世》《熊出没·逆转时空》《长安三万里》《姜子

牙》《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深海》《白蛇2：青蛇劫起》……任何一部作品的问世，都赚足了人气，赚足了票房。
为何中国动漫娱乐产业接连缔造市场“神话”？
这背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的深层动能，是改革推动的文化生产力的持续解放，是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的水到渠成，是中

国文化软实力崛起的具体体现。

说起中国的动画片，人们并不陌生。《小蝌蚪
找妈妈》《牧笛》《大闹天宫》……从二十世纪五六
十年代起，一系列中国动画经典作品，为国人所
喜爱，也成为许多人珍贵的童年记忆，中国动画
享誉国际。

“十年浩劫”，动漫曾一度沉寂，一直到二十
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动画的创作与生产模式，
依然跟不上现代电影产业的发展步伐。一段时
间里，人们的视野被外国动画占据：“狮子王”的
逆境成长、“蜘蛛侠”的惩恶扬善、“机器猫”的温
暖治愈……电影院中，人们似乎逐渐习惯了这样
的作品。而许多优秀动画人才，则只好为外国动
画做代工。当花木兰、功夫熊猫这些中国元素被
迪士尼、梦工厂制作成动画，绽放全球银幕，人们
羡慕，人们沉思：中国动画，何去何从？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文化产业的升级、文
化市场的繁荣，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电影人才

的积累，拥有深厚底蕴的中国动画，开始尝试用
自己的语言、风格讲好中国故事。

2015年，国产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
上映，影片里的孙悟空不只是人们记忆中神通广大
的神话英雄，更是经历挫折后重新找回自我的“平
凡人”。近10亿元票房，让中国动画找回了信心。

至此，中国动画探索出吸引观众的创作路
径：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对接当代
人的情感与价值观。

《大鱼海棠》脱胎于《庄子·逍遥游》，《新神
榜：杨戬》《姜子牙》构建起“封神榜”的宇宙，《白
蛇》系列深耕民间故事，《长安三万里》讲述盛唐
诗人流光溢彩的世界……一个个神话和历史中
的符号，经动画人巧手雕琢，成了有血有肉的银
幕生命，引发全年龄段观众的情感共振。

不仅传承，更要创新表达。《白蛇：缘起》里白
素贞和许仙的前世姻缘，是历经磨难携手成长；

《姜子牙》在“救一人还是救苍生”的两难中，让观
众思考何为“仁爱”；《中国奇谭》之《小妖怪的夏
天》借小猪妖视角下的西游故事，道出普通“打工
人”的心声；《哪吒之魔童降世》《哪吒之魔童闹
海》从“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自我追求，到守护天
下苍生的家国担当，映照出今天年轻人完善自我
的心路历程。

正如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所说：
“文化自信涵育了创作者，也涵育了观众。人们
血液里流淌着传统文化基因，对历史典故和民间
传说具有天然的亲近感。他们又生活在不断发
展变化的现代社会，希望看到与当下现实产生勾
连的内容。近年来的动画爆款都既传统又现代，
契合观众心理及其背后的市场需求。”

从撷取元素意象到提炼精神内涵，再到形成
情感共鸣，中国动画在传承中创新，在探索中进
步，在发展中崛起。

有好故事，并不一定就是好作品。
“动画是体现前沿科技应用的行业。动画叙

事靠技术呈现，有了技术爆发力，好故事能让观
众获得更强大的视听震撼。”国家广电总局发展
研究中心主任祝燕南感慨道。

技术不能让一部坏电影变成好电影，但能让
好电影变成伟大的电影。

《哪吒之魔童闹海》中，技术成就了令人叹为
观止的视效：捕妖队在巨树上列阵，一帧画面装
两亿多个人物，创造了从未有过的场景；在敦煌
壁画、青绿山水间无缝切换镜头，重构了动画的
蒙太奇语言；敖丙的每片龙鳞都能自主调整折射
率，应用了程序化生成算法……

“哪吒”的成功，是中国动画技术的突围，其
背后是中国智造的托举。

《哪吒之魔童闹海》拍摄之初，找过国外特效

团队，但交出的样片不理想。片方只得转向本
土，最终调动138家中国公司，4000多名中国动画
人参与。这是中国动画和特效行业多年摸爬滚
打积累的人才和技术力量：创作《姜子牙》的团队
完成了捕妖队与海底妖兽对战的特效；创作《深
海》的团队制作了申正道和灵珠版哪吒打斗的场
次；创作《熊出没》的团队分担了深山中瀑布大体
量水体的计算……

技术创新融入电影产业，不仅助力动画电影
品质大幅提升，也使真人电影、游戏等门类的视
觉呈现更具震撼力：奇幻动作电影《刺杀小说家》
首次将动作捕捉、面部捕捉、虚实结合拍摄和虚
拟拍摄，全部融入一部电影中；《黑神话：悟空》通
过实景扫描，将中国名胜古迹融入游戏场景，再
配合全局实时光照与光线追踪技术，使光线、场
景完美融合。

“这些技术突破的实现，是中国动漫文娱产
业长足发展的结果。”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
艺术学院副教授张启忠说。

实现创新的，不只是技术研发，以动画为代
表的中国电影工业化流程也日益成熟、严谨——
将电影制作视为一个庞大机器，整合与协调每一
个“齿轮”，充分发挥人才、技术、资金的“耦合效
应”，用项目管理、数据分析的工程思维革新行
业，正在使电影创作成为一项可量化、可复制的
系统工程。

“科技进步、工业运作带动内容策划、生产效
率、制作水平、艺术风格和传播方式迭代升级，拓
展了文化创造的内容边界、想象空间。”中国电影
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李镇说。

中国动画用10年时间，走完美国、日本动画
产业30年进化之路。

2月24日，在吉林省第二实验朝阳学校，学生们学习制作糖画。
当日是吉林省长春市中小学开学第一天。吉林省第二实验朝阳学校将非遗融入开学第一课，让学生们体验传统文化的独特

魅力。
张楠 摄

山东菏泽的一
个故事在今年春节
期间广为流传。女
儿过年回村时惊讶
地发现，妈妈竟然

已成为网红，还会带货农产品，直播间人数上万，女儿笑称
终于“望母成凤”。

过去是乡村仰视城市，走出大山奔向都市，如今人们
返乡重新打量，乡村已不是那个乡村，它充满自信，甚至成
为都市居民想象中的“诗与远方”。这个故事之所以在春节
期间在网络上刷屏，是因为它并非个体体验，而是有着广泛
代表性。类似的返乡故事就像现代人观念的一个横断面，
记录着全面振兴的乡村的形象重构。

与这个故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0多年前很流行的返
乡故事：年轻人晒春节回家前后“判若两人”的对比。回家
前衣着光鲜亮丽，回家后打扮土得掉渣。乡村全面振兴带来
的乡村发展和文化自信，深刻扭转了这种表达，以看得见的
变化重塑着返乡的故事。乡村不再是被他者带着优越感去
消费的对象，而是成为一个拥有乡村文化自信的主体，就像
那个在镜头前自信地表演才艺、推销产品的网红妈妈。返乡
故事中呈现的乡村文化自信，深刻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欢腾年味中的农耕文化自信。这两年春节，潮汕传统
英歌舞表演以各种方式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欢腾的大场
面、姑娘小伙们欢歌的活力、“蛇步”中的文化传承，烘托出
热气腾腾的年味。还有河南宝丰马街村的马街书会、浙江
温岭石塘里箬村的大奏鼓表演，乡村的“非遗过大年”尤其
红火热闹。传统中国以农耕为主导，春节深刻体现着农耕
文化的特点。乙巳蛇年是首个“世界非遗版春节”，返乡故
事对年味的追求与记录，是一种文化传承，体现现代对农耕
传统“温情的敬意”——这是我们的文化根系，无论现代人
走得多远，都离不开农耕文化的滋养。

陌生化再现中的乡村文化自信。乡村，曾是我们最熟

悉的地方，但因为离开而变得陌生，而返乡时的陌生感，又
提供了一种能带来新思考和新鲜感的陌生化效应，形成一
种对乡村文化的再发现与再生产。在年轻人的返乡故事
中，很多都在分享着乡村与城市“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老家
奇妙万能的锁、老院子古老的排水系统、奶奶蒸馒头特别的
发面方式。过去返乡故事中记录的“不一样”包含着某种
落后的想象，而如今的“不一样”更多的是一种惊奇和惊喜
感——原来还有这样的“宝藏”，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智慧。

社交分享中的地方文化自信。中国有无数乡村，每个
地方的乡村可能都有着自己的文化特色，都有着独特的语
言和风土人情。发达的社交媒体为乡村提供了“各美其美、
美人之美”的分享渠道，在当下的返乡故事中，很多人都喜
欢在朋友圈分享本地的特色，这种本土、地方特色成为一种
社交中的文化资本。文化自信赋予了乡村保持“各美其美”
独特性的价值自信，让乡村发展有差别而无差距。

松弛感中的小镇文化自信。返乡故事常常抒发着一
种身在乡村的松弛，不必焦虑与追赶某种“社会时钟”，可以
慢悠悠，步履从容。这种慢节奏，在“时间就是金钱”“时
间就是生命”的观念系统中，代表着一种不思进取、没
有变化、缺乏创造活力。而在快节奏的社会当中，乡村
的慢文化则成了“诗与远方”的象征，让人得到休憩的
空间。春节返乡所抚慰的乡愁，既有对亲人的思念，也
有对“慢”的温情回归。

过去提起“村”与“农”，人们可能总会带着某种对落后
的自卑，不敢那么大声地把“村”的名字喊出来，但今天越来
越多的乡村把“村”叫出了骄傲、叫出了品牌、叫出了现象级
传播。“村晚”“村超”“村BA”，不只是对城市现代流行文化
的模仿，更是源于一种内生的精神文化自信，将地方文化、
乡村文化、传统民俗与流行文化融合起来，创造出一种充满
生命力的新乡村文化。返乡故事中彰显的文化自信表明，
乡村全面振兴提振着乡村的文化自信，而这种文化自信必
将推动乡村实现更全面、更高质量的振兴。

2025年央视元宵晚会出彩出圈，华服、戏腔
与流行歌曲结合的国潮创作，在网上引来一大波
流量。《哪吒闹元宵》《金蛇序曲》《一礼成人》等节
目，打造了一场兼具传统意蕴与现代活力的团圆
盛宴，精准“拿捏”住了年轻人的心。我们不仅感
佩传统文化的魅力，更积极去思考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类似的文化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
领域中的一个具体体现。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既注重物质财富的
积累，也重视精神文化的丰富。因此，以多种方
式来提升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领悟理
解能力，不断增强文化自信，对于深化他们对中
国式现代化的认同感具有重要意义。

五千多年来，中华文明从未中断，这一文明是
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也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重要源泉。大学生作为国家的未来和希
望，增强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有助于
增强他们的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更好传承和
弘扬中华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
历史智慧和人文精神，能够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研究热情，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让中
华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同时，
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对大学生的道德修
养、人格塑造和人文精神的培养，有助于提升他们
的综合素质，为其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的源泉和基
础，文化自信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
久动力。高校可以通过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帮
助大学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陶中不断增强

文化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要在文化传承中实
现身份认同。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历史、智慧与
精神的结晶，它承载着民族的记忆与认同。通过
学习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学生可以更加
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是中华儿女中的一员，从而增
强归属感，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
要保持文化自信，守牢文化根基十分必要。

爱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挖掘和阐发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蕴含的家国思想、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深入人
心。比如，武汉大学组织学生创作演唱《家是珞
珈》校园歌曲，将珞珈元素植入校园文化的艺术
创作之中，激发学生爱党爱国爱校情怀。

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哲
学思想、道德观念和艺术美学，这些价值在现代社
会中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还可以通过深入
挖掘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让大学生更好理解人
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之间的关系，从而在
现代生活中找到精神寄托和价值导向。比如，河
海大学举办“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金坛刻纸进校
园”“纸艺水韵——河海大学金坛刻纸实践工作
坊”系列活动等，打造“水韵江南”金坛刻纸文化品
牌，引导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充分理解与感悟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未来，要因材施教、多措并举，加强对大学
生的文化形式认同、文化规范认同、文化价值认
同教育，形成学校、社会、家庭的强大教育合力，
让大学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创
新者，为中国式现代化添砖加瓦。

返乡故事中彰显的文化自信
林朝

传统文化走进年轻人的心
成敏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