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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动画从民族化迈向现代化的相关思考
谢　宜

（云南抚仙湖国际足球青训基地投资有限公司，云南 玉溪 653100）

摘要：众所周知，中国动画的民族化的发展是为了一种满足中国文化自我生存的需要，但其存在一定的功利性，并未真正从动画的

艺术本质出发，从而导致中国动画在民族化的道路发展上存在多种问题。与此同时，在现阶段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如何让中国动画走向

世界化成为相关从业者的主要思考问题。在本文论述中，笔者从中国动画的民族化存在的问题以及有效进行现代化两点进行内容的思考。

文章首先论述了中国动画现代化发展中需要面对的问题，在第二点主要阐述了中国动画民族化的定位偏差，第三点阐述了中国动画现代

化发展的趋势，最后结合中国动画现代化发展的情况提出几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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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动画走向民族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宣扬具有积

极的作用。结合近几年的发展情况，复兴中国动画的呼声越来越高，

同时也出现一些优质的中国动画作品。从国外制作到中国制作，

中国动画正在迎来新的辉煌。为此，我们需要深刻意识到，中国

动画走向现代化，有利于实现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对弘扬中华传

统文化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是每一位动画从业人员需要背负的

民族责任。对此，相关从业者可以将两者融合，打造具有中国特

色的中国动画形式，打造贴近世界发展的中国动画，将中国文化

推向世界。

一、中国动画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需要面对的问题

在动画方面，我国有着丰富的民族资源，能够在动画作品中

注入丰富的精神和人文内容，使其充满教育和启示。为此，在中

国动画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我们需要解决从民族化迈向现代化

发展中的问题。在现时的语境下，赢得观众，赢得市场，不仅仅

是空泛、简单的民族性与现代性兼容的问题。在具体的实践中，

我国动画创作人还需要在创作意识与思路上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

梳理：

首先，转变中国动画的表现方式。在七八十年代，我国的动

画领域出现了很多优质作品，是中国动画的辉煌时期，作品中的

画面和故事都充分体现了我国传统的优质元素，多以短故事、手

绘的方式呈现。在形式上，更加注重与美术之间的联系。在现代

化发展中，我们可以借助西方成功的动画发展思路，将动画拓展

到电影领域，通过讲长故事、扩大故事情节的方式，使中国动画

能够以电影这一特殊的片种，出现在观众面前。这样中国动画能

够向着电影化的方向发展。

其次，中国动画向着现代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注重结

合当代人的审美和观念，创新动画故事的内容。同时，在创作动

画的过程中，需要体现中国动画的独有的美，以此让现代人看到

中国动画独有的元素，发挥动画片的教育引导作用。为此，在现

代化发展中，我国的动画需要改变传统的审美意识，结合现代化

语境，让人们能够从传统的故事里找出现代意义、现代的价值以

及现代人能理解、接受的观念、内涵与方式，对传统的故事与题

材进行现代的改造。

最后，动画在现代社会中的呈现方式多种多样，同时也融合

了高科技。比如，在传统的动画片中，人们通常借助人工绘制的

方式，将每一帧的动画片进行手工绘制，之后组合成动态的视频，

以此制作成完整的动画片。但是，在现代化发展中，人们借助计

算机等先进科技，提升了动画片的制作效率和成品质量，同时也

是动画片从片面转化成立体，提升了人们的观影感受，将动画片

推向了新的发展高度。为此，中国动画从民族化向着现代化发展

的过程中，需要注重借助科技的力量，真正实现现代化发展。

二、中国动画民族化的定位偏差

中国动画民族化的定位偏差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

第一，观念的错误。部分专家认为动画片的造型是对客观事

物的高度概括，动画片中的各种人物是通过线条、色彩、光线明

暗进行装饰。人物造型往往是极度夸张的，甚至是变形的。随着

时代的发展，这种观点已经被证明是片面的。因为动画片既要有

写意的部分，又有写实的部分。写实的部分可直观地得到观众的

认可，比如宫崎骏的千与千寻等等。但是，部分专家认为动画在

写意过程中的重要性，即一味强调写意会使中国的动画失去一个

创作的空间。这也体现出部分专家对摄影机写实性的忽视，从而

使中国动画不具有较强的电影性。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性原因在

于：相关研究者将中国的绘画写意与中国动画混为一谈。他们认

为中国动画在一定程度上需要重点体现写意方面。与此同时，另

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动画与真人电影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然而，真

人电影是依靠影视而生存；动画则是依靠人们的双手，即通过绘

画的方式完成。这也体现出中国动画的缺陷。

第二，部分相关人员认为中国动画是对传统艺术的再移植。

这种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具有片面性。有些专家在古典方

面有很深的造诣，并集合了各种优秀的其他专家优势，比如音乐、

美术专家，构建出经典性的作品。但是艺术家的自身素质具有

较强专业性，不具有较强的广度，导致中国动画并不能进行深

度性的商业创作。从现阶段而言，中国动画仍要依靠中国的传

统艺术来表现自己，比如水墨、文化传说等等。从现代化观念

而言，动画不是一种艺术形式，而是属于一种电影范畴，主要

体现在动画具有视听语言等方面特征，而且动画还要具有形式

内容的丰富性。由此可见，国画类的动画风格已经不再适应现

在文化的发展。

三、中国动画现代化发展的趋势

将中国动画从民族化向现代化整合的过程中，相关从业者应

注重落实相应的题材选择、内涵提炼、结构安排等等一系列的具

体内容，并注重将民族性与现代性进行融合。在具体的落实上，

相关研究者可以遵循如下的原则：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转化原则，

注重现实生活的人文关怀原则。

在传统文化进行现代化的转化过程中，相关从业者需要摆脱

原有的移植性传统文化思维。在具体的传统文化借鉴过程中，相

关从业者应该从时代发展的角度，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中赋予生命

力的部分，并将其转化成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符合精神需求的动画。

以西游记为例，这部作品衍生出了相当数量的动画作品，比如《大

闹天宫》强调出自由；《猪八戒吃西瓜》具有较强的育人性。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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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延伸性的中国动画不仅具有较强的内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突

破了原有文化的保守性和局限性。与此同时。中国动画更具有较

强的人文性，以《西游记降魔篇》为例，这部动画既展示出了中

国的传统文化，又宣传了“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新主题，从时

代发展的角度挖掘出新的视角和新的美学趣味，构建出具有较强

的育人性和时代性。

中国的动画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应注重与现实的生活进行

对接。众所周知，艺术源于生活而且高于生活。在艺术创作过程中，

相关从业者需真正从生活的角度入手，在具体的落实上，中国动

画需构建具有层次性的动画片级别，既要满足低幼儿童的需要，

又需满足广大青少年成人的需要，使动画对于青少年精神的塑造，

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在这一点上，中国动画创作者可以借鉴日

本动画、比如《灌篮高手》《千与千寻》等等，即从各个年龄阶

段入手设置不同的动画形式，满足观看者现实的生活和精神的需

要。除了构建各种层次性的中国动画片，中国动画研究者需要增

强动画片的设置深度，既要从直观上展现动画片的内容让观看者

直截了当的理解词中的内容，又要拓展动画片内容的深度，提升

动画片的思想内涵。此外，动画设计者需对动画片进行人文性设置，

比如关注家庭琐事的温情、展示历史事件的反思以及对生命爱和

责任的探索，真正打造出具有人文性生活性格艺术作品，让观赏

者真正在观看动画的过程中，对于人生多一点思考，促进他们正

确价值观念的形成。

四、中国动画从民族化迈向现代化的启示

中国动画在现阶段的发展中存在的偏差，需要引起动画创作

人的重视，以此保证中国动画向着健康和现代化的方向实现精准

发展。因此，在中国动画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从中获

得新鲜的启示，以此推动中国动画更好的向着现代化方向发展。

（一）注重现代科技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融合

七八十年代的动画片，多以定格动画和 2D 动画为主，在视

觉上各有各的优势。其中以《阿凡提》为代表作的定格动画，是

很多 80 后的童年回忆，充分体现了我国在定格动画方面的艺术造

诣。而 2D 动画的代表作较多，比如《大闹天宫》《水牛》《小花

与小蝴蝶》等，画面融入了丰富的中国元素，给人带来极强的视

觉感受，让人看了心生美好，即便放在现代环境下进行播放，也

能够体现其艺术价值。然而，在现代化发展的需求下，中国动画

需要结合对动画创作的各个环节进行反思，积极寻找其中存在问

题，借助现代技术实现进一步的提升。为此，在中国动画现代化

发展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借助现代科技，提升中国动画的制作效率，

同时，最大化的保留其优点。

在这一点上，《功夫熊猫》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其一电影的

形式讲述了一个长篇故事，并且借助计算机技术融入了丰富的中

国元素，选定了熊猫这一国宝级动画，以功夫为主线，讲述了熊

猫阿宝的故事。在三集作品中，《功夫熊猫》都讲述了不同的故事，

每一帧的背景都是中国元素内容。同时，其改变了中国动画的传

统形式，借助计算机科技，以数字电影的形式呈现故事画面。从

《功夫熊猫》中，我们能够看到传统文化和线代技术之间的融合，

借助大量的现代化制作技术，借助电脑软件绘图功能，提升了动

画的制作效率。从动画内容上，不仅保留了中国元素内容，也进

一步融入了我国特有的民族文化，并且借助现代技术将其魅力呈

现出来；从技术层面来件，现代计算机技术的融入，提升了动画

制作的效率，并且保证了画面的流程，使色彩更加饱满。因此，

中国动画从民族化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注重现代科技与传

统文化之间的融合。

（二）注重创新和传承视觉经验

我国的传统民族文化发展至今已经又数千年的发展，沉淀下

很多宝贵的内容，在视觉上给人以美的享受，已经形成了成熟的

表达形式和创作体系。其中动画中也有较为具体的表现，使风格

也受到当代人的追捧。在很多现代的中国动画片中，这一美术风

格有着较好的创新和传承，但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就《大鱼海棠》

而言，其呈现的画面良好的传承了传统视觉元素，需要国产动画

其此为参考，对传统视觉经验进行重新审视，不断吸取传统国画

当中所蕴含的表现形式，将创作技巧灵活的用于民族动画制作过

程中，有助于民族动画的繁荣以及复兴。

首先，中国动画需要借助全景构图的形式，从整体上优化动

画画面，遵循整体和谐的传统美学原则。在具体的呈现中，创作

人需要将人和景进行完美的融合，借助波澜壮阔的景象提升人们

的观影感受。

其次，最大化的保留自然之美。在我国的书画作品中，自然

之美有着充分的体现，结合了我国“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为

此，中国动画可以借助这一点，将中国动画与西方动画进行区分。

中国文化取之于自然，在借助动画进行呈现的过程中，也需要注

重回归自然。

最后，在营造意境的过程中，需要注重体现中国传统文化。

意境也是动画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传递着动画人物的心境，在

讲述故事情节的过程中，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最直接的作用，

就是已经能够为观影者带来良好的视觉体验。因此，在创新和传

承视觉经验的过程中，中国动画需要注重借助传统文化元素，营

造民族化的故事氛围。

（三）需要注重根植于民族文化

中国动画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认识到其自身具

备的优势和独特性，以此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充分体现其自

身的特点。在创作动画故事的过程中，人们通常会将故事情节进

行美化，也会将任务特征进行处理，使其能够充分符合动画片整

体的氛围和文化气息。中国动画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注重提升

自己的叙事能力，同时进一步发挥其在文化传承方面的作用。

纵观中国动画中的众多作品，其中很多经典的内容都是在传

统民族故事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将其以动画的形式搬到大荧幕上。

这一点充分体现了中国动画在传承传统文化方面的积极作用，但

与此同时我们也能够看出其缺乏创意，没有根植于传统文化进行

再创作。因此，我国的动画创作人，需要注重结合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精髓，以及我国文化给人类精神世界带来的优质资源，进一

步创作出新的动画故事内容，使中国动画在发展中能够保持新鲜

的活力。

总而言之，在中国动画从民族化走向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

相关从业者需要真正从实际角度出发，在认识到中国动画在存在

问题的同时，更需要从中积极获取启示和创作经验，从现代化发

展的角度出发解决这些问题，探索新的动画发展出路，增强中国

动画的民族性和现代性，提升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同时，在中国

动画现代化发展中，依然有着较大的发展空间，需要我们做好研

究和传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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