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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图腾文化与动画相结合的应用研究 
张燕琴  张生博(指导教师） 

（辽宁师范大学） 

摘要：现今中国的动画不断发展，如何创作出一部有内涵的动画作品是动画创作者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在动画设计中加入民
族性元素有利于增加作品的内涵，从而增强其竞争力，也有利于传承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蒙古族图腾文化作为少
数民族地域文化之一，能够极大地加强民族凝聚力，因此将其融入到动画创作中是很有必要的。本文以蒙古族图腾文化作为研究对
象，探究如何将其与动画相结合，创作出有内涵，有价值的作品，希望研究对动画创作有所帮助和借鉴意义，也据此为少数民族地
域文化的传播贡献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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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今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以及现代文化的发展，

传统文化越来越被重视，但是也有少数优秀的传统地域文化逐
渐被遗忘。蒙古族图腾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瑰宝之一，理应被
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扬。当前中国的动画作品也在日益进步，
技术已不再是制约动画创作的因素，现今中国动画创作的方向
应以增加文化内涵，提高艺术魅力，增强动画创作品质为主。
将蒙古族图腾文化元素应用到动画作品中，这样既能够使动画
作品更有内涵和民族情感，更具动画魅力，也能让蒙古族图腾
文化不被人们遗忘，将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出去，让人们看到中
国文化博大精深的魅力。 

1 蒙古族图腾文化相关概述 
1.1 蒙古族图腾的产生 
图腾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蒙古原始部落长期在辽阔

的草原上过着游牧生活，因为蒙古草原多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
原始自然环境特别艰苦，生存的艰难条件使得蒙古族的祖先在
生存、繁衍和外部力量的威胁下对蒙古族的动物、植物产生了
特别的情感，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信仰，如狼、鹿、芒牛、鹰、
树木、天鹅等,蒙古族人世世代代将这些动物、植物的纹样活灵
活现地展现在他们的衣食住行中。而龙、凤图腾则是天降吉兆，
为草原带来吉祥，牧民用五彩的丝绸织成五彩缤纷的龙凤，传
递着美好和吉祥的愿望。在服装、饰物上，多使用角纹、马纹、
驼纹、鸟纹、龙纹、凤纹等多种兽纹。同时，因为“万物皆有
灵”的思想，在很多植物上都能看到卷草纹、莲花纹、牡丹纹、
宝相纹、桃纹、杏花纹等等。这些图腾崇拜信仰对象在漫长的
蒙古族文化历史中不断传承发展,从而渐渐形成了丰富多彩的
蒙古族图腾文化。 

2 蒙古族图腾文化与动画相结合的探索研究 
2.1 蒙古族图腾文化与动画相结合的案例分析 
在六十年代，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创作出了具有浓烈民族

特色的动画作品《草原英雄小姐妹》。影片创作以内蒙古达尔罕
茂名安联合旗的两位蒙古族姑娘龙梅和玉荣为主角，讲述了她
们在严寒大雪中拯救社区羊群的勇敢事迹。将蒙古族题材运用
在动画创作中，生动真实地再现了蒙古族小姐妹俩为保护公共
财产与暴风雪努力作斗争的场面，赞美了她们爱惜公共财产，
勇敢同恶劣环境作斗争的精神，以小见大歌颂了草原儿女艰苦
奋斗的精神。动画形式的作品创作不仅生动有趣，也更加容易
让人们理解学习到这种精神。 

《马头琴的故事》是 1997 年方润南和吴均导演制作的动画
作品，根据蒙古族男孩苏和和他的白马之间的故事创作。动画
片是从蒙古民俗传说中改编而来，动画的节奏把握得非常好，
情节前后衔接，运用了很多蒙古族的传统符号，比如红色、黄
色、白色、绿色，再加上马文化的运用，使得整个动画充满了

浓郁的民族气息。 
动画作品《海力布》是黄玮导演创作的动画作品，起源于

蒙古族的一个美丽而又神秘的传说。蒙古语“海力布“”意为
满满的爱，故事中海力布为保护乡亲们变成了一块石头，将这
个故事以动画的形式演绎，让人过目难忘，印象深刻，生动表
现了对无私奉献精神的赞美。 

木偶动画《骏马飞腾》的故事背景设定在蒙古大草原上，
影片围绕训练军马这一典型事件来反映俩个阶级之间的斗争，
木偶片的偶味加浓浓的草原民族气息承载着阶级斗争，让原本
激烈的事件更加有趣。 

由动画导演常光希老师及其动画团队制作的《奇异的蒙古
马》讲述了蒙古草原上主人和蒙古马的故事，人与马之间深厚
的友情使人感动，而马的坚韧个性也打动了人们。这部影片通
过简单故事的表现，生动的表达出了草原上的浓厚情谊。 

2.2 蒙古族图腾文化与动画相结合的途径 
本文通过对蒙古族民族文化主题的相关动画作品的分析，

发现要在动画设计中融合蒙古族的图腾文化，使其具备蒙古族
人的精神气质和民族特征，饱含时代的情感和故事，承载蒙古
族文化的底蕴，可以从情节的创作，角色性格及服饰的赋予，
场景设计及道具选用各方面来进行结合。 

2.2.1 （一）挖掘图腾文化背景进行情节的创作 
有趣的故事是一部动画成功的前提。整部动画的创作可以

挖掘图腾文化背景，对其进行加工创作。例如鼻纹的历史，“哈
木耳”蒙古语意为鼻子”，很久很久以前有个有钱的人想要建造
一个蒙古包，对其外观设计时犯了难，许多巧匠设计的样式他
都不满意一天，一只牛从远处走过，嗅着地上的灰尘，来到白
色的毡房前，在它的鼻子上留下了一个牛鼻子的印记，从此，
它就被牧民们所使用和传承。蒙古族民间手工艺中多画有鱼的
图案，根据学者的考证，鱼是“女阴”的标志，鱼腹多子，繁殖
力强，所以“鱼纹”被视为一种生殖崇拜，是美好的象征。双鱼
纹，合体鱼纹等象征着子孙繁衍兴旺。犄角纹，这个纹最早出现
在阿拉泰山脉一带的一个游牧部族，他们长期以鹿为图腾，以鹿
角作为灵感，在石头上雕刻鹿角，这就是角纹的原始形态。每一
种图腾纹样都有着极其丰富的历史渊源，深入挖掘其历史，加以
故事加工创作，能创作出更有意义，价值的作品。深入发掘蒙古
族图腾文化的思想内涵，能够充分发挥蒙古族图腾文化元素在动
画艺术创作中的价值，更好地发扬蒙古族的图腾文化。 

2.2.2（二）选用合适的图腾纹样应用到角色服饰上 
蒙古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形

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传统纹样，并形成了如今种类繁多、
寓意丰富的艺术形态。图腾纹饰符号在服饰有许多设计应用，
通过学习借鉴将其应用在角色服饰设计上，能够突出角色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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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表现角色。 
（1）蒙古族的袍子较为宽松、领高袖长，一般将蒙古图腾

缝制于两袖前端、高领上 和大面积有规律的缝制在袍子前襟，
多以鲜艳颜色来突出图腾，蒙古服饰上大多用蒙古传统的火球、
祥云、花朵、山纹等装饰，给人以一种淡雅祥和之感。 

（2）头饰中帽子上的图腾图案较为典型，帽子多为椭圆形，
四周有一圈宽边，通常以龙凤、植物、太阳、火等纹饰镶边，
用羽毛、金饰、玉珠等装饰。蒙古族在一些重要场合，应戴着
自己的礼帽，以示对自己和宾客的尊敬。现在的蒙古棒球帽上
也延续使用了图腾图案，极具民族特色。（3）靴子上的蒙古图
腾是最具有神秘、奇异的色彩。蒙古人的鞋子品种繁多，最常
见的是鞋面、鞋底的花纹、古钱纹、龙纹、凤纹、云纹等。通
常在鞋面上使用。摔跤运动员的鞋子大都是象征着勇敢和力量
的狮子图案，鞋底有云纹、花纹、龙纹、凤纹等图案。这些古
老的图腾象征着勇敢、坚强和坚韧的民族性格。 

（4）蒙古族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要在穿长袍的时候腰上别一
条腰带。腰带上面用五颜六色的丝线，绣着日月星辰、花鸟虫
鱼等动物的图案。 

用这些神秘而奇异的图腾充分体现蒙古族人对自然的崇拜
和热爱，蕴含着浓浓的民族气息。蒙古族图腾文化不仅要融入
现代动画服饰，更要在设计中也要具有创新性，根据蒙古族图
腾文化的特点，再结合蒙古族传统服饰，结合现代艺术，可设
计出独 无二、别具一格的新式动画角色服装。 

蒙古族服饰作为蒙古各历史时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的
一个重要标志，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代代相传的优良传统，激励
着蒙古族人铭记历史文化、生活习俗和道德准则。塑造形神具
备、气韵流畅的动画服饰，让动画形象更加饱满， 同时也要让
蒙古族图腾文化在服饰设计中拥有灵活变通的能力，根据不同
的动画角色设计出不同的图腾文化服饰，使带有蒙古族图腾文
化的服饰具有多元性。 

2.2.3（三）利用图腾的内涵设计角色性格特征 
蒙古族图腾体现了蒙古族的特点和北方各民族的的许多共

同之处，也体现了蒙古族人民不同的性格特点。 
狼被认为是草原的保护神，随着逐渐发展狼图腾成为了中

国游牧民族的精神力量之源，狼图腾体现了勇敢、团结、机智、
灵敏、坚韧的性格特点；蒙古萨满认为鹿能显灵，可以驱魔辟
邪；鹿图腾体现了勇敢，温柔，善良、机敏的性格特点；熊被
看成是死而复生的精灵，里亚特和达尔哈特人常称熊为祖先、
神圣的称呼熊为“斡拖葛”，意为长者、老人，因此熊图腾体现
了大爱，无私，憨厚老实的特点……。蒙古萨满认为海东青是
上天派来的神鸟使者，因此形成了对鹰的图腾崇拜，鹰图腾就
代表了勇敢、无畏的性格特点。 

深入挖掘不同图腾文化的内涵，设计出不同角色的性格特
点，能够使角色性格更加丰满立体。 

2.2.4 利用蒙古族传统家具特点进行动画场景设计与道具
选用 

蒙古族传统家具上承载了大量草原文化的奥妙，图腾文化
崇拜尤其在蒙古包上有最突出的实践应用。 

（1）蒙古包是蒙古族最具有代表性的蒙古族文化历史建
筑。蒙古包的内部和外部由天窗、橡皮、毡墙、木门等组成，
每个部位都有吉祥、喜庆的图腾；最常见的是两条连续的云纹、
草纹和几何纹，每一面都有一个角，以中间为中心，并以辐射
的方式排列。 

（2）自然图腾花纹在地毯花纹的设计上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比如蒙古的毛毯上就有很多的图腾。其色彩以黄色、蓝色、
棕色为主，白色、黑色、紫红色为辅，外围以云纹、回纹、月
纹、植物为主，中间以团花、龙凤、八仙等为主，与汉族瓷器、
绸缎等结合，构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地毯艺术。 

（3）在日常生活中，图腾也有很多用途。蒙古家具中，例
如：盘子、桶、架子、隔板、桌子、椅子、床、碗柜等，大都
用褪晕、描线、平涂等方法来装饰。多用龙纹、花头、折纸纹、
角纹、卷草纹、圆纹等。 

（4）汉族，满族，藏族等少数民族都与蒙古族与有着密切
的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蒙古族的图腾文化。受汉族影
响出现了麒麟献瑞、三多纹、太狮少狮、五福捧寿等纹样；受
藏族影响产生了方形、椭圆形等多种乌力吉纹样。蒙古族传统
家具集游牧文化、中原文化和宗教文化于一体，多民族，多文
化的图腾纹样使得蒙古族传统家具充满了文化气息。 

（5）蒙古族的颜色崇拜中亦有许多象征意义。蒙古族的家
具以红色为主，还有鲜红、赭红、朱红等。蒙古族信奉“长生
天”萨满教，认为蓝天是至高无上的神圣，蔚蓝就是蓝天，永
恒、高贵，在使用中多用彩色图案；大草原上一眼望不到边的
绿色，是生机和活力的象征，在很多时候用于家具的辅色；在
蒙古族家具中，金色是一种常用的颜色，其色彩鲜明，具有很
强的表现力，常用于边缘装饰。 

从蒙古族传统家具的特点上进行动画场景设计和道具的选
用，从样式，图腾纹样，色彩等多方面都可借鉴，极具特色的
场景设计及道具能够使动画的创作更具文化内涵与魅力。 

3 蒙古族图腾文化与动画相结合的思考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

要，动画发展的前景广阔，技术手段已不再是制约动画创作的
重要因素，如何创作出有价值有内涵的动画作品是需要动画创
作者们不断思考的问题。动画的设计中融入民族性元素，不仅
为动画作品增加了独特的内涵和审美价值，也进行了文化的传
播渗透，逐步打造具有中国风格的动画作品，在国际动画舞台
上占有一席之地，增强其竞争力。在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和内涵
上挖掘与整合蒙古民族艺术素材，能够为动画创作拓宽思路，
增加内涵。选用传统动画故事时可以对其进行内容创新，取其
精华弃其糟粕，在超越传统的基础上，重新演绎。想要走到国
际舞台，就要勇于创新，要立足于国家，就要有内涵，要充分
利用民族的传统文化创造出属于中国的当代动画艺术。 

4  结语 
作为动画专业的学生，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做出有内涵的动

画作品，在动画创作时将动画与蒙古族图腾文化结合，能够使
作品在内容丰富，充满内涵的同时对蒙古族地域文化进行有效
传承与创新。如何能够充分合理地应用中国传统民族元素，发
挥其最大价值创作作品是我们一直思考努力的方向！蒙古族的
图腾文化在动漫设计中的运用，使动画作品的意境、文化内涵
得到了一定的提升，使人们的审美、文化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
提升，使其在艺术形式上更加具有节奏感和风格，从而更易于
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创作出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当代动漫，
使蒙古族的审美理念、习俗更加广为人知，更好地展示中国文
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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