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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神写照”对动画角色塑造的教育启示 
周楠 

（郑州轻工业大学  河南省郑州市  45000） 

摘要：以东晋时期伟大画家顾恺之的“传神写照”理论为基础，结合经典动画案例中得到了启示：首先在进行角色设计的前期

准备工作时就应该做大量的研究，即角色的性格特征、剧本的剧情走向、角色的情感变化、角色所处的时代以及时代背景和其性格

之间的联系，这样才能更好地表达出角色的“风神”；其次，在进行具体的设计时，首先应该着眼于整体的设计。整体的角设计应

和其身份地位、所处时代和性格特征相符合。其次，再进入局部的刻画，特别是对于角色的眼神的刻画，但刻画又不宜过多，应当

留给观众一定想象的空间。最后，再由局部回归整体。通过眼神的造塑和设计让角色用眼睛说话，给动画角色赋予生命，使动画作

品更加具有感染力和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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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传神写照 

1.1 “传神写照”的时代背景 

“传神写照”由魏晋南北朝的画家顾恺之提出，魏晋南北朝是

一个充满个性，百家争鸣，思想开放的时代。魏晋南北朝产生了一

大批很有价值的著作，如：曹丕的《典论·论文》，嵇康的《声无

哀乐论》，陆机的《文赋》，顾恺之的《论画》，《魏晋胜流画赞》，

宋炳的《画山水序》，王微的《叙画》，谢赫的《古画品录》、刘勰

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等。大多是文艺作品或文学批

评作品，但是却包含丰富的美学著作。 

魏晋南北朝的美学家提出了区别于前人美学思想。其中有的是

从先秦的哲学范畴转化而来的，如“气”、“妙”、“神”、“意象”等

等，有的是概括当时的艺术成就和艺术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新的

美学范畴，如“风骨”、“隐秀”、“神思”等等。魏晋南北朝的美学

家还提出了一批著名的美学命题，如“得意忘像”、“声无哀乐”、“传

神写照”、“澄怀味象”、“气韵生动”等等。所有的这些范畴和命题，

对后代都有深远的影响。魏晋南北朝美学的发展，深受魏晋玄学的

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魏晋南北朝的自觉，就是在魏晋玄学

的启示下发生的。魏晋玄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老、庄的巨大的影

响，同时也带来了老，庄美学的复兴。魏晋南北朝的美学发展，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个回到老、庄美学的运动。[1] 

1.2 “传神写照”的概念 

•“传神写照”由东晋大画家顾恺之提出。《世说新语 巧艺》

中记载：“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

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2]其翻译为：“顾恺之

画人物画，有的时候画完之后几年都不去画眼睛，别人问他原因，

他说：‘人的身体的美丑，没有什么特别微妙之处；真正的传神之

笔，正是那眼睛。’” 

1.3 顾恺之及其“传神写照”理论 

顾恺之对于人物画像的“点睛”一事非常慎重。他认为，对于

人的四肢、躯干这种有形之物对其进行描画时，没有什么特别微妙

之处。但是人物的“神”却是极其精妙绝伦且无形的，不是仅仅依

靠形体—四肢和躯干就能表露的，要想表达人物的“神韵”就必须

要通过“阿堵”既眼睛。这“阿堵”虽小，但却是人物之“神韵”

整体所赖以表达之处，所以不得不慎重的去对待，以致于“数年不

点睛”，无从下笔。“传神写照”的“神”是指人物的风神。它与荀

子说的“心术”不同。荀子说的“心术”主要指一个人的品德学问。

而顾恺文的“神”，主要指一个人的个性和生活情调。既一个人的

气质、风度、神韵，是一种“无形”之物，是无法通过四体去表现

的，只能由眼睛去传神。但又不能只执着于眼睛之上，只能由此去

领会。“数年不点目精”，仿佛是一处“空白”或遗憾，但从此空白

之处，人们可以摆脱形之束缚，去领会和感受作者想仁达的“神韵”

和其思想。“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且精。”说明“目睛”是传神

之象，欲点必须慎重，又说明“目睛”可以传神却又难以传神，故

“不点目，有利于赏画之心离形”，而去体会那“象外”之意。 

1.4 “传神写照”在顾恺之画作中的体现 

顾恺之所创作的《洛神赋图》。其全画笔法细劲古朴，恰如“春

蚕吐丝”。用色凝重古朴，具有工笔重彩画的特色。作为衬托山水

树石均用线勾勒，而无皴擦，简繁得当，空间、疏密都安排的井然

有序，于画史所记载的“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时代风格相吻合。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记载[3]了顾恺之为裴楷脸上加三根毛一

事，其云：“楷俊朗有识具，此正是其识具，观者详之，定觉神明

殊胜。”脸上加三根毛对于绘画的教化作用来说，并无任何联系，

而顾恺之却认为它能够反映裴楷的气质，这是属于一种极个性化的

问题，而不是某一类人的典型化和抽象化。这种对于个人精神气质

的重视与追求，表现在他对刻画眼睛的谨慎与仔细。他说：“点睛

之节，上下、大小、浓薄有一毫小失，则神气与之俱变也。”很明

显，顾恺之对人物的表现的要求是如实地反映人物独特的气质和品

格，而不是某种概念化的东西。 

2.动画中“传神写照”的角色设计 

一部成功的动画作品，往往需要诸多因素。但是其中最重要的

决定因素之一就是动画的角色设计，角色的设计成功与否直接决定

了观众的认可程度，也奠定一部动画的整体风格。 

2.1《大闹天宫》中角色“形”、“神”兼备的刻画 

1961 年，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创作的动画电影《大闹天宫》，

此部影片以浓重的色彩、奇特的造型、宏伟盛大的场景赢得了广大

观众的一致好评。片中的角色设计，既使到了今天仍然具有参考和

学习的价值。其角色是依据中国传统的戏剧脸谱、民间年画等中国

传统文化元素为参考，并加以一定程度艺术手法的变化和夸张。将

优秀的传统文化和现代的动画艺术形式结合起来，是对中国传统艺

术的致敬、概括、提炼和总结。角色造型独具特色，个性鲜明具有

极强的感染力和艺术表现力。 

其中孙悟空头戴软帽、长腿蜂腰、腰围虎皮、脚蹬长靴、四肢

修长而灵活、再加上极具特色的仙桃脸，彰显出浓郁的戏剧艺术色

彩；其线条处理流畅、精准、洗练、具有浓郁的民间年画特色和装

饰色彩，使角色设计兼具传统艺术的视觉美感和简洁明快的现代审

美风格，突出了孙语空“千变万化，神通广大、光明坦率”的英雄

形象[4]； 通过活灵活现的造型设计，使孙悟空这个动画人物跃然于

荧幕之上。其设计的整体思路和顾恺之的“传神写照”观念相吻合，

即不仅对于角色的眼睛的神态去进行深入的刻画，进而对于角色整

体的造塑、线条和风格，综合各种因素加以考虑，由整体到局部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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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局部回到整体。这样才能将孙悟空的神韵表达得淋漓尽致，通过

活灵活现的造型，由“形”中，“神”自然而然也随之流露出来。 

2.2《骄傲的将军》中角色淋漓尽致的性格呈现 

1956 年由上海美术制片场所制作的动画影片，《骄傲的将军》。

是中国第一部以中国传统京剧为表现元素的动画影片。该影片借鉴

了京剧脸谱的形式，是“中国动画学派”的开山之作。其讲述了将

军以一敌百大胜归来，庆功宴上，众属下纷纷献上恭维之词，将军

听得心花怒放大秀武艺，博来一片贺彩声。自此，将军认为天下以

太平，无需再每日练功，他和他的属下自此每日吃喝玩乐。大英雄

将军在百姓心中逐渐丧失了原本的地位，可他却觉得不以为然，依

旧我行我素每日花天酒地、饮酒作乐。然而好景不长，在他大寿之

日敌人突然起兵进攻，众属下忙作鸟兽散，而将军临阵磨枪，却发

现自己早已成了废物。在角色设计中，影片采用京剧脸谱的造型特

点。通过“花脸”的谱式结合其上窄下宽的头部形状，把他威武的

身份却又粗鲁的性格特征很好的表现出来。其躯干的造型设计则比

较写实，借鉴了中国画中钟馗的身型，用简洁而有力度的线条来表

现身体结构。再加以装饰性的京剧戏服，将将军强硕的身型、有勇

无谋的性格特征和其非常高的地位表现得淋漓尽至。 

从本部影片的人物设计即不难看出，主创团队是作了大量的研

究的。其研究不仅局限在对于时代背景和人物性格上，而是进一步

深到了对于中国传统戏剧和中国传统绘画上。当代动画人应当从其

中借鉴学习，当设计一个人物时要充分了解他的时代背景、性格特

征和动画电影的剧情走向。了解、研究这些之后，再去进行人物设

计才能更好地表现动画角色的“神韵”。 

3.西方动画中角色内心世界“传神写照”的呈现 

眼睛是心灵的一扇窗户，眼神可以流露出一个角色内心世界的

精神，品质，神韵和性格特征。在梨园行早有“一声之戏在于脸，

一脸之戏在于眼。”的说法，可见眼部特征塑造对于角色性格特征

塑造的重要意义。因此，对于动画角色在进行角色塑造的时候，除

了要注重角色的动作设计、造型设计，还要注重对角色眼部特征及

内心情绪变化的刻画，再配合语言上的设计，使情节达到引人入胜，

引起观众共鸣的作用。西方动画产业的发展相对领先世界，在动画

角色内心的刻画与塑造方面很强的优势和成功的经验。 

以《狮子王》为例。一部动画作品的剧本创作通常由起因经过

结尾，四个方面组成。其中会穿插角色与角色之间的矛盾冲突，以

此达到戏剧效果。因此在角色设计的时候会将角色分为正面角色和

反面角色，并且将其二者表现出巨大的差异化从而引起二者的一些

列对立。如迪士尼动画电影中《狮子王》中的木法沙和刀疤。 

从剧情上来讲二者都是各自族群的领导者，作为正面角色木法

沙在角色设计上来讲，眉毛更低，眼神刻画的更加坚定。体现出其

王者的气息。眉毛比较浓重，体现出他的正直，善良的内心。眼窝

相对较深，体现其威严的特点。眼窝产生的阴影使角色的整个眼睛

藏在阴影之下，使观众有种一样无法将其看透的神秘感。相反刀疤

的人物设计上，对于眼部的刻画眉峰挑起，体现出刀疤傲慢、善于

挑衅的性格特征。眼睛虽然很大，但是形状不似辛巴趋向于圆形的

眼睛，而是由眉头下压微筷、眉峰上挑所构成带角的类似三角形状

的眼睛，产生一种邪恶之感，眼窝深陷，使眼睛处于一片投影之中，

加上黑色眼皮的对比，使黄绿色的眼白更加显眼和突兀，绿色的眼

瞳在这里愈加衬托的诡异、恐怖，左眼上的刀疤使角色看起来狰狞

异常。通过两只眼睛动作的不对称搭配，使角色内心的扭曲、阴暗

表现出来。眼瞳向斜下方瞪视，体现刀疤心机深沉，善于谋算，是

一个阴险狡诈、狠辣的大反派角色。通过眼部造型的刻画将一个本

性邪悉、残酷不仁的角色表现地生动形象。[5] 

4.“传神写照”对于动画角色塑造的意义 

随着网络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中国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

时，动画产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中国

动画产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中有着

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在国家的一系列政策的扶持之下，中

国的动漫产业都呈现出良好的态势。但是在整个发展的态势中还是

存在许多不容小觑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国产动画需塑造出

有血有肉，独具中国特色、深入人心能与观众产生情感交流的动画

角色。因此，我们需要将塑造动画角色的侧重点进行由表及里的转

移。参照顾恺之的“传神写照”论，其核心思想是画人物时注重对

人物神韵的描绘既注重描绘人物的眼神。以眼睛表达人物的精神、

气韵和人物的内心世界。同样在动画作品中也需要把目光放在人物

的神韵和内心世界之中，而不仅仅只是拘泥于角色的身形和华丽的

衣物装饰。不仅仅要通过语言表达角色的情感变化而通过眼神使角

色和观众进行心灵上深层次的沟通，使观众真正走进他的内心世

界。才能将动画角色塑造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从而塑造出深入人

心的动画角色。 

5.结论 

当代中国的动画产业正处于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近年来有大

量的国产动画推向大众视野，但是深入人心的高质量动画却少之又

少。分析其原因有二：其一是当前电视动画普遍过于低龄化，其中

面向的受众群体不同，因而造成角色情感表现过于单一。剧情的模

式化太强，所以难以令人印象深刻；其二，当前院线动画的炫技性

太强，太过于追求画面的宏大，技术的先进和特效的高级。反而忽

视了最能打动观众的东西——情感，对于角色的内心和情感的刻画

还太少。 

因此，以东晋时期伟大画家顾恺之的"传神写照"理论为基础，

结合经典动画案例中得到了启示：在进行角色设计的前期准备工作

时就应该做大量的研究，即角色的性格特征、剧本的剧情走向、角

色的情感变化、角色所处的时代以及时代背景和其性格之间的联

系，这样才能更好地表达出角色的“风神”；其次，在进行具体的

设计时，应先着眼于整体的设计。整体的角设计应和其身份地位、

所处时代和性格特征相符合。进入局部的刻画，特别是对于角色的

眼神的刻画，通过眼神的造塑和设计让角色用眼睛说话，给动画角

色赋予生命，但刻画又不宜过多，应当留给观众一定想象的空间。

最后，再由局部回归整体。通过角色的造型设计、动作设计和角色

神态，对角色进行整体的造型和性格的刻画。使动画作品更加具有

感染力和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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