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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建筑元素在现代动漫场景构建中的应用研究
——以《斗罗大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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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建筑元素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在当代社会我们应当对其进行继承与发展。

现如今动漫作为影视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文化传播的载体，传统建筑可通过与现代动漫相结合，创造出具有传统特色的动漫作

品，不仅能够使我国传统建筑得到传承，还能促进动漫产业的发展创新。文章主要是对中国传统建筑元素在现代动漫场景中的

应用方面进行研究，同时分析了中国传统建筑与现代动漫融合的现状与发展趋势。通过文献分析法、描述性研究法等进行研

究，从相关文献资料中借鉴部分的内容，加以概括总结，在此基础上从中国传统建筑元素入手，结合动漫场景中的建筑内容，

对传统建筑结构的特点与艺术特色进行描述与分析，以此挖掘中国传统建筑元素在现代动漫中的艺术价值与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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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统建筑与动漫的融合

现今动漫作品许多都以传统文化为基础支撑，相对于

其他国家的传统文化而言，我国的传统文化历史悠久，传统

建筑更是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与地域特色。建筑文化在历史

发展过程中形成丰富多彩的风格样式，是我国民族的瑰宝。

建筑是不可移动且具有一定艺术审美与研究价值，故被称为

“凝固的艺术”。对建筑的赏析不仅是对其进行分析研究，

更是要深入挖掘其内在文化。

1.1  现状与发展趋势

动漫作为一种大众化娱乐方式，内容丰富性和趣味

性，使得它受众面广、传播速度快等受到大众喜爱。而国

内动漫行业起点低、且起步晚、技术落后等问题，使我国

动漫产业相对落后。但国内的动漫市场前景十分广阔，随

着科技的创新发展，总体来说动漫的制作水平逐步提高，

我国的动漫总体开始朝着3D发展，例如《斗罗大陆》就

是个很好的例子，在国漫热搜中久居第一，播放量也在不

断攀升。这部动漫的成功之处值得动漫制作公司学习与借

鉴，这部动漫也为国漫的发展指明方向。

1.2  意义与价值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命脉，更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与精神

支柱，我国是一个拥有古文明的国家，文化底蕴深厚浓郁，

建筑文化更是如此。动漫具有通俗易懂、受众面广、传播速

度快等特点，它可以作为传播文化的载体，使更多的人认识

传统建筑，还能彰显出我国在动漫方面的风格特色。在动漫

中运用传统建筑，是对传统建筑的继承与发展[2]，还起到弘

扬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一可以提高我国在世界动漫

中的影响力，二来提高我国人民和观众的民族自信与文化自

信，也能提高他们对传统建筑的认知能力。

2  传统建筑在动漫中的发展

动漫中传统建筑的应用是个重要环节，传统建筑的表现

形式是以传统古典园林为基本，创作时需要收集素材资料来

进行规划设计传统建筑的造型，这对建筑在动漫中所表达的

含义起到一定影响，要使动漫中建筑效果达到最佳，就要从

源头做好工作准备。先要了解故事内容，选择符合动漫内容

的样式来设计，其次是对所选的建筑进行分析根据其特点，

结合它所展现出的优势来创造出符合动漫主题的类型，设计

出具有动漫风格的建筑。对动漫而言，画面具有艺术观赏性

是重要因素，要考虑到观众的审美变化，只有这样动漫作品

才会吸引更多人看。动漫中的建筑设计是对传统建筑元素的

提炼，运用到动漫设计作品当中，通过故事的演绎呈现给观

众，使动漫更具感染力与艺术美感，观众能在动漫中感受到

东方传统建筑特色之美，激发他们的观影兴趣。

3  传统建筑在动漫《斗罗大陆》中的运用

动漫中建筑创作是以场景为基础的艺术表现，场景与建

筑是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关系，动漫制作离不开环境的渲

染与烘托。动漫中建筑设计是通过三维立体的方式来进行创

作表达，在二维基础上使用平面的空间来对整个画面的效果

加以渲染，在动漫当中将传统建筑与动漫内容相结合，创造

具有传统特点的三维动漫。设计过程中，设计师要对建筑物

进行合理的布置和规划，使其与动漫主题内容相符合。建筑

设计目的是丰富故事的内容，制作时设计师应依据原著内容

的要求，将细节部分做明确的划分安排。

3.1  传统建筑在唐门场景中的运用

动漫中的场景布局有着独到的特点和风格，建筑选址上

是十分讲究，风水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助建筑寻得一处好地。

有山，易得其势、视野广阔、利于排水；有林，易得其物、

绿树成荫、鸟鸣果香；有风，易得其动、消暑驱病、空气清

新；有水，易得其利、鱼虾戏跃、鹅鸭成群[3]。部分特点在

唐门环境中有所体现。唐门建筑是以古典园林的建筑元素为

基础，古典园林的美学特征有能动模仿自然，其中有融于

自然、顺应自然等特点，融于自然意思是建筑与环境融为一

体，达到融于自然的效果；顺应自然是建筑与园林建造要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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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然美的需要，不破环自然美的特点，达到“虽由人作，

宛自天开”的审美旨趣。

3.1.1  唐门的建筑环境

唐门位于天府之国的巴蜀，巴蜀以山势险峻闻名，唐门以

暗器、制毒闻名于世，宗门建造于群山之中、重峦叠嶂，依山

而建且地势凶险；青山白云为邻、绿水相伴其间、万灵叠翠、

风水一流。宗门的环境以山水风景为主，通过对山、水、植被

等合理的规划与环境达到融于自然、顺应自然的效果。

3.1.2  唐门建筑的艺术特点

唐门位于巴蜀，故宗门建筑偏向川派风格，川派风格注

重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与环境观，建筑上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建筑风格上讲究轻盈精巧、飘逸，建筑因地制宜就地取

材，宗门建于山峦之中、绿树成群，便于建筑材料上取材，

建筑以木料、石块、蓝瓦为主，就地取材即经济又环保。色

调整体偏绿色，视觉效果得到提升还协调了整体效果，使建

筑整体与环境建立一种密切的联系；色彩与装饰讲究朴素淡

雅；巴蜀地区植被茂密，蓝瓦、灰砖、茶褐色的梁柱，门窗

多为棕色或木材原色，呈现出相互质感之美与自然之美。

图1  唐门的艺术特色

3.1.3  传统建筑结构在唐门的运用

在场景中可以看到，唐门的建筑中含有亭、台、楼、

阁等具有中国古典园林特色的建筑。建筑采用木柱、木梁构

成房屋框架，利用卯榫结构相互连接。建筑结构上为抬梁式

结构，特征是在柱顶或柱网上的水平铺作层上，沿房屋进深

方向架数层叠架的梁，梁逐层缩短，层间垫短柱或木块，最

上层梁中间立小柱或三角撑，形成三角形屋架[4]。该建筑坚

实牢固、经久耐用。但此结构较为复杂，对加工要求细致，

该建筑结构适用于大型建筑物中，缺点是该建筑适应能力不

强、木材用量大。宗门屋顶具有歇山顶的建筑形式，这是我

国古建筑屋顶的一种样式，在歇山顶的屋脊上一般装饰有各

种脊兽，动漫中对此没有过多装饰，是响应川派注重朴素淡

雅的风格。歇山顶又分重檐与单檐，重檐意思是有两层屋

檐，构造特点是古代建筑经常出现的建筑形式，作用可以为

屋顶增加高度与层次感，调节屋顶和屋身的比例，能增强建

筑的雄伟、威严之感[5]，如故宫的太和门、乾清宫等建筑就

是采用重檐歇山顶的建造形式。该建筑形式使画面蕴含的古

风古韵愈加浓郁，又突出唐门显赫的地位。

图2  唐门建筑特色

宗门在建筑檐部的设计采用飞檐的建筑形式，这是

中国古代建筑在檐部的一种构造处理，屋角的檐部向上

翘起，若飞行之势、四角翘伸，如玄鸟展翅、体态轻盈矫

健，故称飞檐翘角。精妙的飞檐翘脚设计、加上歇山顶样

式的屋顶，给视觉上以赏心悦目的艺术享受，这种建筑构

造常用于亭、台、楼、阁等屋顶转角处。飞檐结构可以扩

大采光面积、排泄雨水，更为建筑营造出壮观的气势。宗

门的建筑飞檐与重檐的设计恰到好处，使建筑极具灵动之

感，轻巧而不轻佻、朴实而不机械、威严而不呆板，朴素

而不失典雅，青瓦屋檐掩映其间。建筑设计和场景在动漫

中联系紧密，使画面具有浓厚的中国风与艺术特色。响应

了东方在传统建筑方面的灵韵。

图3  唐门建筑特点

综上所述，文章以《斗罗大陆》中的传统建筑元素入

手，结合中国传统建筑的艺术特色与结构特点，对动漫中的

建筑特点进行了描述分析，同时也对现代动漫的发展趋势进

行预测，通过总结得出以下几点，（1）动漫中建筑设计、

渲染与创作等有着独特的设计风格，精美的画风且具有强烈

的视觉冲击，即加强观众对故事的理解也起到烘托作用；

（2）建筑巧妙的设计使动漫场景更加丰富美观，吸引更多

的观众观看，向观众展示出传统建筑之美、构建之巧妙性与

设计之灵动，更加突出传统建筑在动漫中的独特性。（3）

动漫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可以在弘扬传统文化中起到传播

作用，提升观众对传统建筑文化的认知，还可以提升我国动

漫的影响力。当今许多国漫的内容以传统文化为支撑，运用

现代制作水平，制作出了观众所喜闻乐见的动漫；这部动漫

的成功离不开制作人员的努力，更离不开广大观众的支持，

事实证明符合大众喜爱的动漫才是好动漫；动漫作为文化的

载体，可以通过动漫了解到传统文化的优势所在，将它传承

与发扬，以此增强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以此促进中国动漫

行业更好的创新、进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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