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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哪吒2》何以跨越国界引发共鸣？
有学者表示，“成功在于平衡文化表达与商业吸引力”

2 月 17 日，据网络平台

数据，《哪吒之魔童闹海》累

计票房（含预售）超120.52亿

元，超《狮子王》票房成绩，进

入全球票房榜前十名。这也

是亚洲首部进入全球票房榜

前十名的电影。

作为中国动画领域的资

深研究学者，宁波诺丁汉大

学国际传播系助理教授唐锐

杰从影片如何成功平衡文化

表达与商业吸引力，吸引不

同年龄段观众的魅力所在，

现代化传统神话故事的手

法，以及尖端 CGI（计算机

生成图像）技术的应用等多

个角度，详细解读了这部电

影为何能在短时间内迅速

走红，并深入分析了其在海

外市场的优势和可能面临

的挑战。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李臻 通讯员 周婉军

成功之道
娱乐文化精妙平衡

这部电影为何会成功？唐
锐杰根据评论数据进行了分
析，认为这部电影的成功源于
几个关键因素：

首先，它在娱乐性和文化
表达之间实现了精妙的平
衡，许多评论者都强调了它

“精细”的动画质量和深刻的
主题。

这标志着中国动画的重
要进步，摆脱了早期因纯国家
资助和主题限制而不得不在
艺术追求与商业可行性之间
取舍的局面。

其次，影片成功吸引了多
个年龄段的观众，“老少皆宜”
成为评论中的高频词。在一些

“病毒式”传播的剪辑片段，展
示了孩子和家长们在影院观
看哪吒与父母分离、重逢再到
因死亡分离的情节时泪流满
面的场景。

主题分析显示，观众既欣
赏其动作冒险元素，也认可其
深层主题内涵。

这部电影展示了当代中
国动画如何在传统文化元素
和现代叙事技巧之间架起桥
梁，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体
验，既能符合当代观众审美、
引起当代观众的共鸣，又能保
持真实的文化表达。

那么，这部电影的成
功有何意义？

唐锐杰说：“评论数据
显示，这部电影标志着中
国动画从国家支持的文化
生产向商业文化表达的演
变高峰。许多评论将其视
为中国动画的一个里程
碑，并频繁与《阿凡达》等
国际作品比较，表明对中
国国内电影制作的自信日
益增强。”

数据显示，关于影片
如何用现代化叙事方式表
达传统神话故事的讨论
（中国动画叙事方式的演
进）非常广泛，这一趋势在
《哪吒之魔童降世》（2019）
及2020年后的《新神榜》
系列中均有体现，其成功
代表了这种演进，称之为

“民族风格的当代化”。
这种当代化在《哪吒

1》和《哪吒2》中通过三个
方面体现——

一是对传统文化标识
（如汉服、踢毽子等）的符
号学而非严格的美学使
用，侧重在它们所代表的
文化意义、象征价值；

二是以后现代方式将
神话作为当代重新诠释的
原素材，通过现代视角对
其进行重新解读与创造；

三是对尖端CGI技术
的出色运用。

值得注意的是，《哪吒
2》将可识别的中国符号、
神话和CGI技术服务于故
事，而不是作为核心焦点。

相比之下，另一部中
国动画《深海》（2023）采用
的实验性粒子水墨技术和
当代叙事过于注重技术创
新，而忽视了文化连接，被

批评为过于西化且脱离中
国传统美学。

“我认为，这充分反
映了过去 40年中国观众
的审美倾向。众所周知，
许 多 改 编 自 1986 年 版
《西游记》的媒体作品在
中国观众中引起了强烈
共鸣。”他说。

此外，他还认为中国
动画系列《中国奇谭》的巨
大成功也证明了这一点。

“该作品通过策略性
的视觉修辞，成功地将传
统神话文化元素与现代叙
事相结合——运用传统意
象、水墨美学和动物象征
来探讨当代主题，同时与
中国丰富的志怪口头叙事
传统保持真实联系。”唐锐
杰说。

《哪吒2》的主题分析
显示，观众对其视觉质量、
角色设计、环境设计（如玉
虚宫）、文化视觉元素（传
统艺术元素），以及当代社
会主题与价值观等，包括
阶级与权力结构、反抗与
权威、身份与自我定义、家
庭关系（父子关系是影片
的核心之一）等展开了广
泛讨论。

这种将传统叙事转
化为当代社会评论载体，
同时通过选择性传统符
号保持文化真实性的做
法，展现了中国动画如何
超越简单地保存文化遗
产，积极参与并塑造现代
文化对话。

该电影的成功表明，这
种新的民族风格方法因其
在文化保存与当代相关性
之间架起了桥梁而引起观
众的共鸣。

《哪吒2》在海外市场
会有出色表现吗？唐锐杰
表示，根据评论数据以及
Daisy Yan Du（香港科技
大学人文学院的副教授）
对中国动画历史发展的分
析，该片在国际市场上既
有机遇也有挑战。

当代中国动画已发展
出能够超越国界引起共鸣
的文化表达方式。影片对
家庭关系、个人成长等主
题的强调，以及精彩的动

作场景，符合吸引国
际观众的成功策略。

备受赞誉的
高制作水准和视

觉叙事元素有
助于跨越语
言障碍。

然而，评论数据也揭
示了国际观众可能面临的
潜在挑战。

许多评论讨论了复杂
的角色关系和文化细节，
这些可能需要为外国观众
提供额外的背景解释。诸
如“阐教”“龙族”“申公豹”
等术语频繁出现，表明影
片对中国神话和文化背景
的依赖，可能需要针对海
外市场进行本地化处理或
解释。

尽管如此，影片成功平
衡了文化特异性与大众关
注的主题，并结合了先进的
现代动画制作技术，有望在
国际市场上获得认可，特别
是那些对中国文化和高质
量动画感兴趣的观众。

从水墨到动画
《哪吒2》见证历史

唐锐杰第一时间看了《哪
吒2》，并且与宁波诺丁汉大
学国际传播系的同事们对这
部电影的最新评论数据进行
了深入研究。

“从我们收集到的样本——
3780个独特的观点中可以看
出，这部电影代表了中国动画
的新黄金时代，成功结合了商
业成功和复杂的文化表达。”
唐锐杰说。

他称，观众普遍称赞其高
质量的动画和制作水准，这一
点尤为重要，因为它反映了从
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80
年代使用水墨技法和传统动
画，到21世纪初数字制作的
重大历史转变。

评论显示，对于某些叙事
方面，观众反应不一，如重复
的家庭关系和动态削弱了情
感冲击力，与《新神榜：杨
戬》等作品有相似的可预测
情节，类似 1979 年版《哪吒
闹海》的公式化死亡场景、女
性角色塑造不足，但对技术
呈现和宏大格局普遍给予了
高度评价。

与早期中国动画更注重
宣传而非娱乐性不同，《哪吒
2》成功平衡了文化真实性与
商业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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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成功的意义
中国动画商业文化转型的高峰

D 海外征途
机遇与挑战并存

《《哪吒哪吒22》》海报海报。。

唐锐杰接受专访唐锐杰接受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