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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艺术 

从孙悟空形象的变化看动画的发展 
◆刘星辰 

（景德镇陶瓷大学  江西省景德镇市  333403） 

 
摘要：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大国，孕育了许多优秀的文

学作品。“西游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一个经典的文学现象，衍生品层出不

穷。提及到这一中华文化最重要的符号标志，非“孙悟空”这一形象莫

属。作为我国人民最喜欢的动画形象，孙悟空最早出现在 1941 年的《铁

扇公主》里，随后 1964 年，诞生了中国的第一部彩色长片《大闹天宫》；

再到 1985 年的《金猴降妖》；1999 年中央电视台出品的 52 集大型动画片

《西游记》；直到 2015 年上映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3D 动画片。无论

是从孙悟空的形象、动作、创作的背景、受众的群众、所被赋予的文化

内涵，随着时代的改变，都有一定的变化。本文从我国动画的发展史角

度，对动画孙悟空的形象进行简单的分析，帮助大家了解孙悟空的形象

以及成因，为动画日后的人物设计做积累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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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悟空这一形象，来源于吴承恩的小说《西游记》，主要描
写了唐朝太宗贞观年间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白龙马四人保护
唐僧西行取经，沿途历经磨难，一路降妖伏魔，化险为夷，最后
到达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这一故事，被我国乃至世界上很多
创作者当做的故事的素材与灵感，并展开了丰富的创作。 

一、形象上的转变 
早在我国动画的萌芽时期，由万籁鸣、万古蟾两兄弟执导的

《铁扇公主》不仅是我国的第一部大型动画片，也亚洲当时的第
一部动画长片。此片取材于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三借
芭蕉扇”一段故事。这是孙悟空最早以实体形象出现在银幕上。
在此片中，孙悟空身着黑色服饰；黑色的身体为主，大眼眶，小
耳朵，细长的四肢，粗大的白手套，尖且突出的大嘴。不难看出，
这一时期的形象，与美国迪士尼的“米老鼠”有异曲同工之处。
确实，早期的国产动画属于一片空白阶段，还没有完全的探索出
自己的道路，更多的是模仿和借鉴“迪士尼式”的人物造型。在
情节上，万氏兄弟也模仿了美国夸张的表现手法，比如：孙悟空
去查看火焰山时被火追逐的情景，原本普通的巡查，却变成孙悟
空与大火之间的追逐。 

直到 1964 年《大闹天宫》的出现，中国基本探索出了属于
我们自己民族的动画和形象。在人物的设定上，有了一定的认识
和了解，完全的摆脱了“迪士尼式”的形象，形成了独具中国特
色的脸谱形象。《大闹天宫》中的孙悟空形象，已经很接近原著
吴承恩《西游记》中的形象，棕色的毛发，月牙眉，黄目，红脸，
鹅黄上衣，腰束虎皮短裙，红裤，黑靴，翠绿围巾，具有浓重的
脸谱特征。在情节设定上，把京剧的多种民族元素融合到动画片
中，京剧式的画风，线条简练，色彩浓重，色块十分的简约，大
胆的使用原色。京剧的语言，在音乐的选材上，运用京剧中的乐
器来烘托气氛，形成了独特的民族动画风格，并呈现出了鲜明的
中国特色。这一部的创立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符合中国审美的动
画。 

《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则是在《西游记》的基础上，结合了
时代的要求下创作出来的一部经典之作。影片讲述了已于五行山
下寂寞沉潜五百年的孙悟空被儿时的唐僧——俗名江流儿的小
和尚误打误撞地解除封印后，在相互陪伴的冒险之旅中找回初
心，完成自我救赎的故事。此时影片中孙悟空的形象，已经摆脱
了脸谱的形象，更加的拟人化，除了还有一身猴毛以外，人物形
象的大小、五官、动作、神态都与常人无异。更值得探讨的是在
这部片子里，导演田晓鹏选择解构孙悟空这个形象，新时代下对
孙悟空的形象有了新的诠释和定位。他不在是无所不能，近乎神
话的形象，反而是拥有“贪嗔痴恨”的矛盾个体。会生气，会自
卑，会感动，会纠结，这时的孙悟空不再是高高在上，反而会给
观众一种亲近感，孙悟空的形象变得立体，使得这一形象富有了
生命力。 

二、创作背景及其文化内涵 
《铁扇公主》的创作时期也是我国抗日的艰难时期，不仅要

抵抗外来侵略，还要应对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在这样外忧内患的
情况下，万氏兄弟把动画当成武器，积极抗日。这部影片背后所
蕴含的文化内涵——全民族团结抗战。在当时的中国的社会环境
下，最重要的便是团结。所以，万氏兄弟便以“团结抗战”为主
题，制作了这部动画。其中，铁扇公主和牛魔王代表着日本的侵
略者形象，师徒四人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三借芭
蕉扇的过程代表当时中国反抗外来侵略的坚定决心，孙悟空等人
团结一致，在众人的帮助下智取牛魔王，借到芭蕉扇，最后顺利
通过了火焰山，也预示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社会各
个阶层、各个民族、各个民主党派等全体人的帮助下，团结一心，
共同抗日，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大闹天宫》这部片子一经播出，就得到了世人的瞩目。这
部影片是以中国的特色为核心，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基础。摄制
《大闹天宫》的时候，当时的中国正遇到三年的自然灾害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急需一个积极向上的英雄形象来鼓舞士气，带给中
国人民带来顽强向上的拼搏精神力量。结尾的改编，将孙悟空压
在五指山的片段改为孙悟空得胜回到花果山，并和猴子们过起了
幸福快乐的生活。也是借此来表达，中国人民一定会挺过三年自
然灾害时期，并获得幸福的生活。这两部片子里孙悟空的形象都
被赋予了一定的文化内涵，在一定形式上，孙悟空的形象已经被
符号化，它代表着那个时代的需要。更像是被赋予了一种使命，
它亦或者教化着人，亦或者给人以鼓舞力量。它有着它独特的职
能和价值属性。 

在我看来，《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是继《大闹天空》后，孙
悟空形象的又一高峰。影片采取了 CG 制作技术，好莱坞式的经
典结构，东方神韵的武打设计，把路人皆知的神话题材，拍出了
温暖世界的侠义情怀。影片一经播出，便获得了海内外的高度关
注和好评。在文化蓬勃发展的今天，此片成功之处在于，它不再
是单纯的教化人们或者鼓舞人们，而是希望同观众达到一种共
鸣，进而探索现实生活和自我之间的关系。电影中的被压在五指
山下五百年的悟空更像是现实中生活的人，在工作和生活的重压
下，失去往昔的热情。直到孩童“江流儿”的出现，打破了它的
生活，从最初的手足无措，到后来成为了不起的成就。影片更多
是对当下价值观的重构，为它的精神内涵赋予了新的价值观念。 

结语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并不缺少优秀的文化素材，缺少

的恰恰是一个发现美的眼睛。孙悟空作为我国最受欢迎的动画形
象之一，它见证了我国动画产业的发展历程，有着不可撼动的地
位。它带领着中国动画产业走向世界，让全世界都能认识到中国
的独特魅力。中国的动画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学习、借鉴、创新的
过程，学习其他国家优秀的技术和科学的创作理念，做到取长补
短；做到中国动画与时代相结合，创作出弘扬中国味道和民族精
神的优秀动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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