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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漫创作助力千年莞邑文化传承与传播路径研究 

——以"非遗"文创产品设计为例 

孙蓓  李元临  曹勇  龚骁 
（南京传媒学院  江苏南京  211172） 

摘  要：东莞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拥有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如何有效地保护、传承

和弘扬东莞非遗，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该文认为，动漫创作是一种富有生命力和吸引力的现代艺术形式，能够有效地将东莞非

遗转化为具有时代气息和市场竞争力的文创产品，从而实现东莞非遗的传承与传播。该文以“非遗”文创产品设计为例，探讨了动

漫创作在东莞非遗保护中的概念、特点、价值和路径，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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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东莞是广东省下辖的一个县级市，位于珠江三角洲

中心地带，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组成部分。东莞历史悠久，始

建于公元 331 年，至今已有 1600 多年。东莞素有“世界工厂”

之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先行者，经济实力雄厚，社

会发展迅速。同时，东莞也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拥有

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非遗是指各族群、各

地区、各社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积累、传承并

不断发展的各种文化表现形式，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灵魂。东莞非遗涵盖了传统技艺、民间文

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

传统医药等八大类别，共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4 项，省级

非遗代表性项目 18 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 113 项。东莞非遗

不仅反映了东莞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展示

了东莞人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是东莞城市文化的重要标识和

载体。 

一、动漫创作在东莞非遗保护中的概念与特点 

（一）动漫创作的概念 

动漫创作是指以动画和漫画为主要表现形式，运用计算机

技术和艺术手法，将虚构或真实的故事情节通过图像、声音、

文字等方式呈现出来的创作活动。动漫创作是一种综合性的艺

术，涉及到美术、音乐、文学、戏剧、影视等多个领域，是一

种跨学科、跨文化、跨媒介的创新型艺术。 

（二）动漫创作的特点 

动漫创作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1.强大的想象力和表

现力。动漫创作能够突破现实的限制，创造出独特的艺术世界，

展现出无限的可能性和魅力。动漫创作能够将抽象的概念、复

杂的情感、深刻的主题等以更加生动、形象、有趣的方式呈现

出来，引发观众的共鸣和思考。2.多元化和跨界化的特征。动

漫创作能够借鉴和吸收各种文化元素，形成多样化和丰富化的

风格和内容。动漫创作能够与其他艺术形式进行融合和互动，

产生新的艺术形态和表达方式。3.广泛的受众基础和影响力。

动漫创作在当今社会具有广泛的受众基础和影响力，尤其是在

年轻一代中拥有极高的人气和认同度。动漫创作能够满足不同

年龄段、不同兴趣爱好、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的需求和喜好，

传递出积极向上、富有教育意义、具有启发性的信息和价值观[1]。 

二、动漫创作在东莞非遗保护中的价值与意义 

（一）动漫创作对东莞非遗保护的价值 

动漫创作对东莞非遗保护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价值：1.传承

价值。动漫创作能够将东莞非遗中所蕴含的历史信息、文化内

涵、审美价值等以更加生动、形象、有趣的方式呈现出来，使

之得以保存和传承。动漫创作能够将东莞非遗与当代社会联系

起来，使之与时俱进，不断发展。2.教育价值。动漫创作能够

将东莞非遗中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地方特色、人文情怀等以更

加直观、感性、互动的方式传递给观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增

强他们对东莞非遗的认识和尊重，培养他们对民族文化的自豪

感和责任感。3.推广价值。动漫创作能够将东莞非遗中所展现

的技艺水平、艺术风格、市场潜力等以更加吸引、创新、多元

的方式展示给观众，尤其是外地和国际的观众，提高东莞非遗

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增强东莞非遗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二）动漫创作对东莞非遗保护的意义 

动漫创作对东莞非遗保护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1.促进

东莞非遗的传承与创新。动漫创作能够在保留东莞非遗的原始

风貌和精髓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改编和创新，使之更加符合

当代观众的审美和需求，赋予东莞非遗以新的生命力和活力。

2.促进东莞非遗的交流与融合。动漫创作能够在尊重东莞非遗

的独特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对话，使之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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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开放和包容，与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文化进行交流和融合，形

成更加丰富和多元的文化景观。3.促进东莞非遗的发展与繁荣。

动漫创作能够在提升东莞非遗的艺术品位和文化内涵的基础

上，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使之更加适应市场和社会的变化，

为东莞非遗的传承人、从业者、消费者等各方带来更多的机会

和利益，为东莞非遗的发展和繁荣做出贡献。 

三、动漫创作在东莞非遗保护中的路径与实践 

（一）动漫创作在东莞非遗保护中的路径 

动漫创作在东莞非遗保护中的路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1.选择合适的非遗项目和动漫形式。动漫创作应该根据不

同的非遗项目的特点和内涵，选择适合的动漫形式，如动画、

漫画、游戏、影视等，以达到最佳的表现效果。同时，也应该

考虑非遗项目的传播对象和目标，选择适合的动漫风格、内容

和语言，以吸引和感染不同的受众群体。2.尊重非遗项目的原

始性和完整性。动漫创作应该尊重非遗项目的原始性和完整性，

尽可能地保留非遗项目的原始风貌、精髓和技法，不进行随意

的篡改和删减。同时，也应该注重对非遗项目的深入研究和理

解，掌握其历史背景、文化内涵、审美价值等，以便于进行恰

当和准确的动漫化表达。3.进行适度的改编和创新。动漫创作

应该进行适度的改编和创新，以适应当代社会的变化和需求，

增加非遗项目的时代感和市场感。同时，也应该注重对非遗项

目的个性化和差异化的展示，突出其独特性和多样性，避免千

篇一律和雷同化。4.实现多元化和跨界化的融合。动漫创作应

该实现多元化和跨界化的融合，以丰富非遗项目的表现形式和

内容，拓展非遗项目的传播渠道和领域。同时，也应该注重与

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文化进行交流和对话，借鉴和吸收其他文化

的优秀元素，形成更加包容和开放的文化氛围[2]。 

（二）动漫创作在东莞非遗保护中的实践 

动漫创作在东莞非遗保护中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实践案

例，以下是其中的一些典型代表： 

《东莞木偶戏》：这是一部由东莞市木偶戏团出品，以东莞

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东莞木偶戏为题材，

运用 3D 动画技术制作的动画片。该片以传统木偶戏《三打白骨

精》为基本剧情框架，结合东莞本土文化元素进行改编创新，

展现了东莞木偶戏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民俗风情。 

《东莞皮影》：这是一部由东莞市皮影戏团出品，以东莞市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东莞皮影戏为题材，运

用 2D 动画技术制作的动画片。该片以传统皮影戏《牡丹亭》为

基本剧情框架，结合东莞本土文化元素进行改编创新，展现了

东莞皮影戏精湛的技艺和浪漫的情感。 

《东莞非遗漫画》：这是一部由东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主办，以东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题材，运用漫画技

术制作的漫画书。该书以幽默诙谐的方式，介绍了东莞市的非

遗项目的历史、特点、传承等方面的内容，增强了公众对东莞

非遗的认识和兴趣。 

《东莞非遗游戏》：这是一款由东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主办，以东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题材，运用游戏技

术制作的手机游戏。该游戏以趣味互动的方式，让玩家体验东

莞市的非遗项目的制作过程和使用方法，提高了公众对东莞非

遗的参与和喜爱。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动漫创作是一种富有生命力和吸引力的现代艺术形式，能

够有效地将东莞非遗转化为具有时代气息和市场竞争力的文创

产品，从而实现东莞非遗的传承与传播；动漫创作对东莞非遗

保护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能够在传承、教育、推广等方面

发挥积极作用，促进东莞非遗的传承与创新、交流与融合、发

展与繁荣；动漫创作在东莞非遗保护中应该遵循一定的路径，

即选择合适的非遗项目和动漫形式，尊重非遗项目的原始性和

完整性，进行适度的改编和创新，实现多元化和跨界化的融合；

动漫创作在东莞非遗保护中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实践案例，如

《东莞木偶戏》、《东莞皮影》、《东莞非遗漫画》、《东莞非遗游

戏》等，展示了动漫创作在东莞非遗保护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二）建议 

根据研究内容和结论，提出以下几点建议：加强对动漫创

作在东莞非遗保护中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总结经验教训，

完善规范标准，提高质量水平；加大对动漫创作在东莞非遗保

护中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搭建平台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

与，形成合力推动；加强对动漫创作在东莞非遗保护中的宣传

推广和教育培训，提升公众认知度和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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