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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动画电影是在新时代发展背景下产

生的新型艺术形式。影视动画伴随着人的成长，自身也在不断完善，最终形

成了比较成熟的体系，同时也成为艺术界和文化界研究的对象。其中动画电

影中的动物角色设计有时候也是决定一部动画电影成功的重要因素，动物形

象的造型特点往往包含了许多丰富的传统元素。其次动画对民族文化的传承

与发展这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全球化的今天，动画电影承载着文化传播功能，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动画电影成为了一种传播媒介和文化符号。动画艺术的根本是将某种精神文

化附着在动画形象上进行传播的。[12, 页 68]而中国动画电影中动物形象则

展现出了很多本土传统文化和传统艺术的特点，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从现

有的动画电影作品和有关文献分析，动画电影已经成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表

现形式。本文重点从历史发展以来的中国代表性动画电影作品分析其中所体

现出的传统元素。 

从中国一些早期动画电影作品的动物形象看，基本都是以传统绘画艺术

的形式呈现出来的，绘画与动画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二者之间相互渗透，

互相影响。从发展时间方面来看，绘画艺术已有几千年历史，艺术形式多

样、元素构成完善，动画电影正是汲取了绘画的艺术精髓。[10, 页 80]另一

方面，中国动画在题材上的选取基本是根据中国传统文化而改编制作。传统

文化由各种媒介和艺术样式得以保存。 

1935 年，“万氏兄弟”制作了中国第一部有声动物题材动画电影《骆驼献

舞》。首先该动画电影叙事是根据传统伊索寓言故事改编制作的，其次片中

狮子、猴子、骆驼等动物的造型语言是基于作者的绘画基础决定的动画风

格。此动画的成功制作使中国开始进入有声动画时代。1939 年，“万氏兄弟”

受到美国动画长片动画电影《白雪公主》的影响和启发，随后在 1941 年他

们制作了长篇动画电影《铁扇公主》。该片利用了中国四大名著《西游记》

中的一个故事改编而成。影片中的猴子、猪、牛等神话动物都是中国人在传

统文化中最熟悉的形象。中国擅长运用本土传统文学艺术中的动物角色进行

创作，这样做可以让中国大部分受众群体产生认同感、亲和感以及民族文化

归属感。因此动画电影中的传统元素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同时这种借助中

国传统题材策略成为之后中国动画电影的一个重要方向。而影片每个动物形

象的艺术处理，则是作者根据多方面的绘画经验总结而得来的，其中猴子孙

悟空的形象多少受到美国动画电影米老鼠形象的影响，尤其是脸部的造型特

征最明显。[2, 页 46]这也恰好说明作者对各种传统艺术的借鉴与再创造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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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在动画电影《铁扇公主》的主题表达方面，创作者迎合了抗日战争时期

的主流主题，把故事处理成一个银幕寓言。剧情充分表达了“坚持信念，大

众一心”战胜敌人的积极主题，同时在影片结尾喻示了真理和正义所具有的

不可阻挡的力量。[4]电影利用神话动物打败敌人的故事体现出的“隐喻”手

法，一方面反映了创作者的爱国情怀。另一方面与中国的传统意识形态有着

密切的关系，同时民族化的主题走向也成为中国动画电影追求的高层次境

界。[5, 页 21]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迎来了稳定的发展时期，这

主要得益于国家的良好政策，因此动画片的产量饱满，质量开始提升。同时

动画片在传统手绘的基础上，根据传统民间艺术开发了木偶片，剪纸片等新

的动画形式。比较突出的动物题材儿童故事动画片有：《谢谢小花猫》

（1950）、《小猫钓鱼》（1952）、《夸口的青蛙》（1954）《机智的山

羊》、（1956）《乌鸦为什么是黑的》（1956）等，题材主要集中面向儿

童，传达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的主题。[7, 页 11]此外，故事中的教化功

能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统美德元素。20 世纪 50 年代动画作品以夸

张和唯美的方式描写了各种类型小动物的形象，一方面我们传统意义上所熟

知的小动物更容易受到小朋友的喜爱；另一方面通过小动物的故事来传达道

理比较容易让儿童接受。此外，中国当时还向苏联学习了动画的传统教育模

式。其中中国动画作品《乌鸦为什么是黑的》的美术造型格调几乎接近苏联

动画形式，此动画一方面完全体现借鉴国外传统艺术元素。另一方面所暴露

出的一些问题引起了中国创作者的思考，此后中国逐渐明确吸收国外艺术，

主要方向是引进技术和经验，并运用中国本民族的表达方式创作作品。 

1958 年推出的动物题材动画作品《过猴山》具有典型的中国传统元素风

格。首先，故事里的猴子形象来源于中国传统木板年画常见的主题，如：山东

“过猴山”主题年画，陕西年画中的“猴子成精”等。其次动画作品在诙谐的表现

上体现出了“中国学派”对中国式幽默的理解。同年，中国为了更好地宣传“大

跃进”时代，动画工作者努力创作了主题为“童话里的现实”的代表性作品《小

鲤鱼跳龙门》，该片基于中国传统古老传说的故事元素，同时注入新的现实生

活思想内容，通过浪漫的想象构成了新的故事情节。动物形象的刻画具有拟人

的特点，从而具备了童话般的人物特质。从鲤鱼的艺术造型角度来讲，动物风

格的创作借鉴了中国传统艺术年画中的线条与用颜。此片通过对动物故事的主

题表达，反映了现实题材的童话故事。[2, 页 71]1958年中国还制作完成了第一

部剪纸动画片《猪八戒吃西瓜》，此片色彩明快，动物角色与场景造型均采用

中国传统民间剪纸艺术，这部作品的出现使人们对剪纸动画的艺术形式有了全

新的认识，并开创了中国剪纸原创动画片的先例。[15, 页 91] 

1958 年之后的动画片创作繁荣，愈来愈多的民间传统造型被展现在大银

幕上，动画片的繁荣带来民间文化的复苏。一般认为，20 世纪 60 年代的上

半叶是中国动画电影的最高峰。在这个时期，人们纷纷探索各种不同的风

格，一方面通过借鉴国外经验，保持和发展民族性，探索新的技术来开创新

的片种。一方面尝试制作政治的、传统民间的、文学的等题材内容。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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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中国在 60 年代的动画是成熟的，这种成熟的标志体现了当时动画电影

的传统民族化、批量生产和形式丰富等方面。 

1961 年、1964 年彩色动画电影长片《大闹天宫》是由中国上海美术电

影制片厂制作完成的。首先这部动画改编于中国名著神话文学作品《西游

记》中的一个故事。其次该片吸收了“敦煌”和“永乐宫”传统壁画、民间年

画、版画等绘画技巧，采用装饰风格，配以民间画中常用的红、黄、绿、黑

等色彩，塑造了鲜明的民族形象，体现了传统的民俗风格。而主角孙悟空的

形象以京剧脸谱和民间版画上的孙悟空为参考，采用想象和夸张的手法，同

时借鉴了国外现代艺术的构成原理，最终形成了独特的、具有浓厚装饰趣味

的艺术风格。可见，孙悟空的形象是多种传统元素的结合形象。此外，中国

动画也较多采用了传统戏曲虚拟性、程式性的表现手法。例如，运用京剧中

的打击乐器作为背景音乐，孙悟空打斗的场景吸收了中国传统的杂技和戏曲

程式配乐等。在场景设计方面运用了以青绿色为主的中国传统山水绘画形

式。[6, 页 56]综合来讲，这部动画电影对传统民族文化进行了充分的吸收和

利用，其主要表现在剧作、艺术造型、音乐等各个方面。 

在“中国学派”中的各种形式动画电影中，水墨艺术风格动画具有代表性意

义。水墨动画片将传统的中国水墨画引入到动画制作中，使艺术格调有了重大

的突破。与一般的动画片不同，水墨动画具有自然渲染的表达效果和充满中国

诗意的趣味。水墨动画整体体现了中国画的“似与不似之间”的美学特点。 

1961 年上映的《小蝌蚪找妈妈》是中国第一部完整水墨动画片，该片是

根据优秀童话故事改编制作的。影片中基本上将画家齐白石绘画风格下的蝌

蚪、青蛙、虾、鱼、蟹、鸡等动物形象都运用到了动画片中，充分体现了水

墨画的美学特征。同时，水墨的晕染、墨色与留白也继承了中国古代文人画

的美学特征， 而古代文人水墨画又包含了对中国儒、道传统哲学因素的吸收

和运用。1963 年动画作品《牧笛》是中国的第二部水墨动画片。该作品第一

次以水墨画的美术形式讲述一段浪漫的故事情节。动画电影中的动物形象出

自著名国画家李可染的水墨绘画作品中，同时以南方传统民间音乐曲调为依

据的音乐在影片的结构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由于音乐对意境的深度表达使

作品产生了高于原素材的美感，以及反映出了中国人传统的情感表达方式。

《牧笛》是一部没有对白的短片，因此重点在于利用音乐与水墨绘画艺术的

结合传达出角色的内心世界，从而反映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微妙感情。 [1, 

页 252–253] 

经过 1966–1976 年中国“文化大革命”动画发展的特殊时期后，中国动画

开始再次复苏。其中 1981 年制作的动画电影《九色鹿》在体现中国传统元

素方面具有代表性意义。故事中的神话动物形象取材于敦煌莫高窟北魏时期

的壁画《鹿王本生故事图》，本片展示了一千多年前的敦煌传统壁画的整体

风格，表现了中国古典艺术和传统美学的精髓。[8, 页 39]同时根据故事情节

的需要，动画中描绘了自然界的一些野生动物形象，例如蛇、兔、松鼠以及

鸟类。其次，还有日常与人类关系密切的马、骆驼、驴等动物形象。该片在

艺术造型上极大地保留了敦煌壁画的完整性，动画中重点展现了壁画中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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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传统动物造型风格，例如主角九色鹿、朱雀、虎、龙、大象等。在构图上

运用了传统中国绘画中的散点透视法。此外，《九色鹿》中对于传统民族乐

器与古典音乐的应用是动画电影的一个重要因素，影片在开头，萧与琵琶在

音色上的柔和演奏特点渲染了神秘纯净的动画氛围。而运用具有中国独有音

色的二胡与笛子进行结合配乐，利用音乐节奏可以进行情绪引导，最终达到

把观众引入到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氛围中。[9, 页 29–30]同年，动画片《南

郭先生》展现了汉代画像石的独特风貌。汉代时期的画像石动物图案最丰

富，例如影片中展现了其中远古传说中人与蛇结合的女娲和伏羲，以及其他

神话类动物等。当然还有生活中常见的牛、马等画像石动物造型。该影片运

用画像石的美术风格透露出汉代的艺术样式，在阐述作品主题的同时，让汉

代画像石成为观众新的兴趣点，为文化遗产普及传承作出了贡献。比如影片

中的“斗鸡”场景取自画像石常见的传统赌博活动主题。画像石的动物造型元

素和主题元素成为《南郭先生》这部动画片的主要艺术表现形式。 

1990 年代改革开放的大局已经稳固，艺术改革全面展开，这个时代的中

国电影在改革下变得非常多样。社会生活的极大改变和人们观念的迅疾转

向，对动画电影审美创作造成重要的影响。大众文化开始占据主要位置，纯

粹艺术的动画显得软弱无力。[3, 页 291]究其原因，一方面受到先进国家动

画电影的影响和冲击，另一方面创作者也认识到唯有对商业性有足够的重视

和清醒考量，重新规划选题和剧作架构，以大部分观众的视角为对象，才能

让中国动画片重获生机。因此，1999 年动画电影《宝莲灯》的出现使中国动

画商业长片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该片采用国际通行的制作流程，影片同时

借鉴了好莱坞动画中传统歌舞段落的方式。孙悟空、哮天犬、马等动物是中

国传统神话题材中的标志性形象，所以也形成了观众审美的期待。《宝莲

灯》是根据民间传说，戏曲剧本的基础上进行改编的，但动画片中对母题进

行了低龄化处理，因此并没有达到一个预期的目标。在动物角色上的设计存

在着文化审美的冲突，比如创作者在塑造动物形象时，影片中出现的两个猿

猴形象，一个是仍然延续着《大闹天宫》中融入了传统脸谱造型元素的孙悟

空形象，一个则是男主角身边小猴子的设计具有美国动画《人猿泰山》中猴

子的影子，两者放在同一个影片中就产生了不协调感。[16, 页 78]无论怎

样，在整体上还是基本继承了中国的传统民族元素。 

在全球格局的影响下，21 世纪动画电影中的动物形象最大亮点是将中国

传统元素进行重组再创作。2011 年《兔侠传奇》是运用武侠精神打造动物江

湖的 3D 动画电影。影片“兔侠”形象的美术风格源自传统民俗，取自于从明

代至今的北京和天津地区儿童玩偶—“兔儿爷”。该片通过一个传递武功秘籍

的历险经历，讲述关于守信并履行承诺的中国传统美德故事。影片在传统思

想上体现了儒家的“仁学”，表现出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影片风格同样具有

浓郁的中国味道，其中包含对传统视觉风格及文化符号的传承和运用。影片

以动物拟人化的形象展现了传统动画的一种运用手段，同时兼顾儿童和成人

观众，这样便扩大了动画的受众群体及传播范围。[7, 页 70]近几年，中国不

断增强文化软实力建设，在全世界建立了众多孔子学院，其目的是就是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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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动画电影《兔侠传奇》则用最通俗的、大众化的电影艺术方式去

传播中国传统文化，逐渐文化的核心底蕴成为了动画的灵魂。影片中道具的

设计上也融入了传统文化元素， 例如虎形象元素座椅和桌子都是参考了明清

时期的家具书籍资料，在此基础上还融入了商朝时期青铜器上动物纹样和动

物图腾造型。[11, 页 68]此外，中国儒家思想文化传统“五色”观念的巧妙运用

成为影片重要构成因素。《兔侠传奇》广泛采用“五色”理念作为动画色彩语

言的主导，增强了影片的亲和力和视觉冲击力，使整部影片的民族特色更加

强烈和突出。中国传统的用色理念与剧情中动物拟人化的性格展示通过有机

的融合，从而使画面呈现出丰富多彩的视觉内容。[14, 页 67] 

根据作品的影响力度来看，2015 年《大圣归来》具有新时代特殊代表意

义。该作品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并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及现代流行动

画风格进行创作。片中神、人、猴结合的孙悟空不在是印象中的美猴王形

象，反而被丑化处理。影片更倾向于有缺陷的英雄角色表达，并展现出成长

和大爱的感染力量。从动画电影的整体出发，故事的情节不再忠实于原著的

内容，但唯一不能失去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民族风格，除了主角猴子

悟空形象外，为渲染和点缀动画内容的丰富性，影片中还表现出了许多日常

常见的动物形象以及配角神性动物形象。此外为显示主角与配角具有的神性

特征，他们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变化成各种不同的动物形象，诸如此类，这些

基本还是回归了原著中传统文化元素。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动画制片的效

果处理以高仿真的 3D 技术呈现，逐渐绘画意味减少，孙悟空脸部艺术特征

仅仅体现了隐约的戏曲脸谱痕迹元素，孙悟空服装的设计上参照、汲取了唐

代传统铠甲的设计元素。色彩方面，孙悟空的服装以黄色为主，面部脸谱元

素和毛发则是以红色为主，再配以黄色则是象征孙悟空性格忠义、耿直、猛

烈。而反派怪兽角色则是以黑色和白色为主，传统中黑色代表性格严肃，白

色象征奸诈多疑。而影片在整体造型方面偏重简单统一，色彩丰富又有细节

变化，再结合中国水墨画运用使影片营造出一种仙境气氛。此外，制作组借

鉴了许多经典武侠片，展现出了中国的传统武术文化。片中部分背景音乐采

用了中国传统乐器，反映出了传统民族音乐所营造的氛围感。 

综上，中国动画电影中的动物形象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从创作题材、

表现形式到情感表达上，都汲取了大量的民族元素。通过对中国动画电影中

动物形象各方面传统元素的分析，从而推断出中国动画电影对中国文化、传

统艺术的成功运用，表达出了中国独特的民族风格。同样也体现了中国几千

年文化的丰富性及中国的艺术审美意识。其中对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包括了

传统文学作品、神化故事传说、民间故事、寓言故事、传统武术文化和儿童

童话故事等。对传统艺术元素的借鉴包括了传统绘画、音乐、戏剧等多种艺

术。中国本土各种不同的传统元素成为了中国动画电影创作的源泉和标志性

民族特色依据。此外，在中国动画电影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动画创作者同时

借鉴和学习了国外的动画艺术，并融合中国传统元素形成了多元化的动画风

格。在漫长的现代艺术历程之后，现代艺术衡量的标准更多倾向于艺术中的

“根源”体现和 “回归文化”，并寻找和重新发现民族特色文化。对于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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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归正是推动动画产业时应该思考的问题，在动画艺术中呈现的主题应该

回归到民族文化中进行新的探索。[12, 页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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