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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崎骏动漫中的物哀美学
林渝竺

（巴中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巴中 636600）

摘要：“物哀”是日本一种非常有地方特色的美学观念，物之美作为一种独特的审美基调贯穿着日本动画发展的始终，尤其

以当代著名动画大师宫崎骏的作品为代表。宫崎骏继承了历史传统中幽暗的伤感情结，并将与生死有关的主题和审美特色融入作

品中，集中展示了悲情主题和审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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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漫类的动画片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集合体，它有着一个

国家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的集中表现。与此同时，审美意

识的多元化也不断赋予着动画全新的时代内涵，并向人们传达

着直观的情感体验。物哀美学在日本本土以其特有的审美思维

注入动画艺术，使日本动画艺术与众不同，展示了独特的东方

美学艺术画卷，呈现出极具日本民族特色的价值观。正如日本

有句俗话：“一明一灭，孤单又何尝不是。”日本动画电影以

它千变万化的场景和瞬息万变的情感体验来表现世事的沧海一

粟，这是一种悲哀，是一种孤独又是何物。在日本动画中，感

情经验恰如其分地体现出动画中的人文精神，突破了传统的价

值观，突显出了强烈的普遍价值，对当今日本物哀美学的构建

和表现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何谓物哀

由《万叶集》到《源氏物语》，“哀”的审美观念一直

延续到文学作品之中。物哀一词最早为日本国学家本居宣长

所提，是日本平安时代美学观念的概括。也就是说，在人们

种种深沉的情感中，只有痛苦、哀伤等情感和那些不尽如人

意的悲情事情才能深深地打动人们的内心。事物不只是“物”，

还可以是人、自然景物、人生百态；“哀”也不只是“悲”，

还指被“物”感动而产生的喜与悲。这一物之美广为渗入日

本文学创作，成了日本文人雅士历来的审美追求，也是日本

民族共同的审美。

二、宫崎骏作品的物哀

它不只是情感的表现，更是日本人所追求的一种艺术情趣。

在多部电影中，宫崎骏的作品往往没有迪士尼那种鲜明的色彩

和节奏感，而是用清新质朴的图画展现出来。从剧情、人物、

背景来看，宫崎骏承袭了日本传统审美追求，以“物”的精神

为主导，思索生命、自然等深层次命题，体现人对自然与生活

万象的真情实感。这类感情的哀愁是最真实的，在宫崎骏的作

品里，有一种柔和的色调，一曲明快的音乐，却总是充满了情

调。这份感情的传递，带着一种日本特有的烙印，引导我们感

受到“真实”。

（一）遗憾之美——事物哀乐的表现

遗憾，是一种悲哀。伤感源于不完美之情。在宫崎骏的每

一部作品中，主角在生活中总会有一些瑕疵。有一部剧中主角

波鲁科本是红猪里的王牌飞行员，但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之后，

他变回了自己，变成了一只猪。有时他自己否定自己，过着懒

散的生活，试图寻求存在的意义，但不能执著爱。在菲欧给予

他真挚的感情后，他才重获生命之爱。电影描写了中年人艰难

的生活，描绘了社会的动荡，充满了不安与无力，这也是那个

年代社会所面临的现实。电影开拍之初，就为这部电影定下了

基调：“昭和 20 年 9 月 21 号晚上，我去世了。”穿着破烂的

年轻人，慢慢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清太和节子由于战乱而失

去母亲，物质匮乏使他们不能到亲戚家居住，最后节子因饥寒

交迫离开弟弟，战争结束后，弟弟也死去。艰苦的环境下，仅

仅是一颗糖就可以带给她快乐，会让她绽放灿烂的微笑，让她

体会到痛苦中的一丝丝快乐。这部电影无疑是悲哀的，但由于

两人之间的亲情夹杂着一丝温暖的情感，让两种极端的情感交

织在了观众的心上。

（二）甜蜜爱恋中物哀美的体现

“执子之手”与“终成眷属”，在中国人的爱情观中是

最美好的结局。但是，在宫崎骏的作品中，爱，常常难以触

及。在宫崎骏作品中的男女主角之间，没有你我、没有什么

山盟海誓，命运往往走向一场失败。他说：“在这个时代，

梦想会弯曲，烦恼也没用，生存必须继续。这种命运，同样

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宿命。”二郎和菜穗子的一次见面，两人

相爱了。他们俩在这个无战乱、无狡诈的净土上度过了美好

时光。任何时候都不会止步于此，二郎回来继续研发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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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患肺结核的菜穗子为了支持二郎的梦想，来到二郎身边，

两人互相依靠，共同对抗病魔。菜穗子最终未能战胜病魔，

却用自己有限的生命支持着二郎的梦。在小说中，爱情一直

都带有悲凉色彩，这种悲哀的寂寞与思念，正是一种悲凉美

学对爱的诠释。

（三）对于动漫中女性物哀的表现

在日本文学史上，女性形象是众多且复杂的，对于女性美

的描写常常不拘一格。由物哀美的集大成者《源氏物语》到“物

哀美”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一幅幅生动而富有血肉的女性人

物形象，展现了一幅伟大的人格画卷。此外，以爱和憧憬为主

题，宫崎骏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有勇气、有气魄的女性形象。小

姑娘千寻在《千与千寻》里，自卑怯懦、任性，平平淡淡，似

乎是我们每个人的缩影，可最后她为改变自己，顽强前行，打

破魔力，与家人团聚。在《魔女宅急便》中，魔女琪琪把猫咪

带到修炼的路上，靠自己的善行来让人承认自己。但一次偶然

的事故使她失去了飞翔的能力，最终琪琪帮助朋友克服心中的

恐惧，重新飞翔。电影里琪琪为了再次飞翔，无数次的操练，

无数次的失败，却只能独自面对困境的寂寞和痛苦，让观众既

同情又无可奈何。

（四）若隐若现、救世脱俗的物哀色彩

根据日本人的观念，自然界不仅孕育万物，而且还蕴涵着

生命的百味，四时花香尽染，尽显日本人的审美情趣，成为与

审美意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如苏轼所言：“哀思之心，垂

垂老矣。”面对千百年来天人合一的大环境，日本人体会到生

活中的不可预知，使他们对自然有着极其强烈的敬畏意识和感

伤情操，当绚丽多姿的樱花凋零，奔腾不息的江水逝去，他们

既叹为观止，又感慨万千。这样一种由崇敬而生的幽怨，历久

弥新。正如谷崎润一郎所言：“美，并不存在于具象之中，夜

明珠置于黑暗处，会放出光亮，宝石便会失去魅力，使之成为

永恒。”基于这种传统，宫崎骏在其动画电影中加入了物哀情

结并加以发挥，真正做到了“哀而不伤”的情感表现和浓厚的

人文色彩。

纵观宫崎骏的动画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他的每一部

作品都牵涉到亲情、友情、爱情，体现出人们对人的陌生、疏

离、熟识、亲近，使观众在淡淡的忧伤中感受到爱与希望，在

这一点上进行深化，让人触动更深的思绪。与此同时，宫崎骏

的动画片也没有表现出震撼人心的情感和场景，其中蕴藏着丰

富的情意，让观众在徐徐展开的情节中感受到，“内敛自持的

思想情感在时空的变迁下显得微不足道，而蕴藏在深深的思绪

之中，让人感受到了一种温情的温暖”。同时，体现“人文性”

既是救赎视域下物哀主题的表现，也是贯穿整个宫崎骏创作的

一个基点。

三、结语

动漫技术的日新月异、时代发展导致物欲横流的审美情

趣，文化精华在传承中不断发展，融入生活的各个方面。动

画电影作为一种精神文化产品，蕴含着丰富的人生体验和人

生思考，也反映出自己国家特有的文化内涵。在传统物哀美

学的影响下，宫崎骏构建了一种独特的物哀观，并通过动画

来表现，使其作品的审美空间得到进一步提升。宫崎骏的漫

画关注现实，虽表达悲哀，但是他并没有流于表面，而是用

一种温情的力量去感动人们，真正达到了“怨而不怒，哀而

不伤”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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