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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哪吒》的片方代表、多位业界

专家、同行从电影的政策扶持、创作过

程、市场推广、海外发行、动画业态、人才

培养等多个维度展开深入交流讨论。

从主创分享、专家复盘、同行看法三

方视角切入是此次研讨会一大亮点。大

家一致表示，能够突出感受到党中央和

中宣部近年来对国产动画电影的高度重

视，国家电影局在资金、人才、宣传方面

给予了动画电影产业前所未有的大力支

持，两效俱佳的动画电影每年都会得到

电影专项资金及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画

电影创作工程的资金支持，像饺子这样

的优秀动画导演、编剧、制片人也会通过

国家电影局的定期选派安排，到世界优

秀电影制作机构去交流学习。与会专家

一致认为，《哪吒》的成功代表了中国动

画电影创作迈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是

创作团队精心创作、认真打磨的结果，也

是发行团队面向观众精准宣发的结果。

《哪吒》的成功也再次说明，中国观众对

好电影的需求和渴望。

讨论从《哪吒》开始，关于中国动画

电影未来的希望和梦想也在讨论过程中

变得清晰、丰满。站在《哪吒》的新起点

上，出品方光线影业董事长王长田期待

以此为契机，继续“抓精品、开新路、育新

人”，在市场、主题和影响力等方面追求

动画电影创作的新高度；清华大学教授、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鸿表示，相比

“黑马”的出现，动画电影的工业化和品

牌打造比市场纪录更重要；该片导演饺

子的心愿依旧朴素坚定，每一部作品就

是一颗星，随着越来越多的好作品出现，

连点成线、渐渐成为一个星空，就能把中

国动画照亮！

▶ 出品人王长田：

未来三年有望出现

票房50亿的动画单片

光线影业董事长、《哪吒》出品人王

长田表示国家电影局对《哪吒》的创作过

程给予了全面指导和全程支持，并表示

《哪吒》的成功得益于主创团队和业界朋

友的共同努力。“首映之后我就在跟导演

谈不足和未来改进的空间，《哪吒》的创

作并非尽善尽美，要感谢观众的包容、感

谢观众对中国动画电影的厚爱。”

从《哪吒》的个案突围谈起，王长田

鼓励动画行业大胆启用新人导演。在他

看来，今天的中国动画产业虽然基础薄

弱但潜力巨大，“从目前的项目储备看，

未来三年中国或将出现单片票房突破50
亿的动画电影。随着头部作品的不断涌

现，动画电影的整体票房占比将冲至

15%-20%。”

▶《哪吒》监制易巧：

1.2亿人次背后的合家欢探索

《哪吒》监制、故事易巧比照美国、日

本等成熟的动画电影市场，回顾了《哪

吒》创作起步期的艰难。在他看来，利用

光线影业的电影基因，突破低幼圈层、从

传统文化中寻找突破点，是《哪吒》创作

成功的原点。

“寻找优秀的创作者、保证资金不断

流，用三五年时间一起熬个好作品。”易

巧看好经典神话植根观众的生命力，“题

材选择上，我们坚持拍不需要跟观众解

释的电影，在表现形式上更强调中国特

色。《哪吒》是一个尝试，接下来的《姜子

牙》、《深海》会体现得更加极致，可能会

加入中国水墨的元素，呈现耳目一新的

工艺效果。”

《哪吒》超 1.2 亿的观影人次也让中

国合家欢动画的探索实践正式落地。“人

次突破 1亿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产合家

欢探索。从市场份额看，以往动画片的

年度市场份额在 5%-10%，我们希望未

来能固定在 15%左右，让中国成为比肩

美国、日本等动画大市场。”易巧在发言

中表示，彩条屋投资了 15-20 个创作团

队，未来将保证每年 2-3 部优质影片入

市，共同打造中国神话宇宙。

▶ 导演饺子：

“10亿我自豪，40亿我很忐忑”

《哪吒》导演饺子在发言中完整回顾

了电影的剧本、形象设计、表演风格、分

包制作等创作流程，提及了动画电影在

整个中国电影创作体系中相对弱势的生

存现状，也坦诚分享了个人心态随票房

一路变化的轨迹。

《哪吒》的电影剧本经历 66 稿的精

心打磨，形象设计上主动跳出“Q 萌”和

“俊朗”的安全区，“哪吒的形象我们改了

100多版，也是为了做不同的尝试，打破

观众天然的喜好和成见。当时的想法

是，如果这样能成功，也算是对电影主题

的升华。”

电影的表演风格“细节内敛、婉转，

具有东方特色”。《哪吒》的创作还参考了

港式喜剧“极尽癫狂”的表演风格，饺子

认为“港片那种张扬、夸张的风格放到动

画电影中分寸拿捏刚刚好”。

为了创作《哪吒》，饺子重看了《封神

演义》和 79版《哪吒闹海》。相比“封神”

中为所欲为的哪吒，饺子更喜欢 79版那

个敢作敢为的少年英雄。在历史版本的

对比和遴选过程中，饺子卸下了改编经

典的心理负担：“故事的内核在于找到一

个契合当下观众审美的时代精神切入

点，找到了就放手去改。这个过程中我

会尽量贴合原著的中国元素。”

在一个“个案成功”驱动“类型突围”

的市场，主创的抗压能力和心态调整同创

作经验一样宝贵且值得分享，比如饺子在

影片上映前后随票房变化的心理轨迹：

“电影上映之前，很忐忑；票房破 10
亿，很自豪；票房过30亿，我又慌了，没想

到；票房到40亿，更加忐忑，害怕整个团队

还没有能力匹配观众这样的支持和喜爱。”

为了应对这样的心态变化，饺子路

演结束后第一时间开始了《哪吒 2》的剧

本创作。“《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以下简

称《大圣》）之前，动画导演普遍有一个心

魔，认真付出究竟能否得到市场的回

报？《大圣》和《哪吒》给了我们答案，只要

努力，是能够达到彼岸的！”

▶ 学者尹鸿：

《哪吒》的成功和“光线模式”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

引用好莱坞全球TOP25影片市场数据中

8部-10部左右的动画片占比，强调了动

画片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哪吒》市场突破

的意义。“一方面，《哪吒》补齐了类型创

作的短板；另一方面，作为全年龄段电

影、其主体观众是青少年，《哪吒》超越

《疯狂动物城》成为中国的动画片票房之

王，这种对好莱坞电影的超越有着重大

的文化意义。”

尹鸿认为，《哪吒》的成功也是其背

后“光线模式”的成功。“光线在动画片领

域的投资布局跟好莱坞有相似之处，好

莱坞有大制片厂模式，也有独立坞模式，

即大制片厂通过投资有特色的制作公

司，形成强大的创作网络，实现资源整合

和合理的风险承担、利益分配机制，进而

完成健康的产业平台、产业模式建构。”

尹鸿同时肯定了《哪吒》立足中国传

统文化，并从国际动画产业借鉴吸收经

验。“吸收、融合是全球化时代的必然要

求，我们不能、也不必忽略其他国家动画

的影响，我们不必一定不同，但我们必须

有自己的特点，进而融入世界舞台。”在

肯定《哪吒》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宝

藏、抓住成长主题完成现代性转化的同

时，尹鸿也建议创作者强化创作中的审

美自觉，尤其是在全年龄段的动画创作

中，可适度引入教育学、心理学领域的理

论经验辅助创作。

▶ 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

织联合会副会长李京盛：

注重挖掘资源优势

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李京盛从中国故事从哪里来、中国

故事怎么讲、中国故事讲给谁听三个维

度分析了《哪吒》创作的亮点及中国动画

电影创作的资源优势。

“200年的历史不会比3000年的历史

文化厚重，中国古代历史文化遗存是中国

动画创作独有的故事资源。”李京盛说，

“中国故事总量丰富，这是中国动画电影

最独特的天然优势，对此创作者要有敬畏

之心，要敬畏观众、敬畏文化。要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哪吒》的成功就在于

找准了价值存在，不拘泥于简单的二元价

值判断，这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出发点。”

▶ 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院

长李剑平：

关注现实，

实现中国文化多样性表达

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院长李剑平

从个案观照整体创作生态，肯定了从《大

圣》、《大鱼海棠》、《白蛇：缘起》、《哪吒》

一路走来，中国动画电影人不断创新突

破，夯实类型创作基础的努力。李剑平

认为，《哪吒》背后的人才发现和创作护

航经验尤其值得向业界推广。他同时提

示创作者，当下的动画题材仍然过于单

一，中国神话宇宙的打造不是一蹴而就

的，动画创作应该避免扎堆重复，应该鼓

励科幻、现实题材创作。

“中国文化不等于传统文化，要探索

中国文化的多样性表达。《大圣》、《哪吒》

都是体现创作者个人追求的，具有颠覆

性的作品。后续的创作者不能满足审美

趋同，要用更多、更丰富的作品引领观众

的审美。”李剑平说。

▶ 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院副

院长贾秀清：

“经典演绎+传统文化原型挖

掘重塑+市场营销”

贾秀清从 1957年特伟“敲喜剧风格

之门，探民族形式之路”的艺术主张入

手，以上世纪 90 年代为分界点，系统梳

理了中国动画电影人的探索实践轨迹，

特别是 2015 年以来，《大圣》、《大鱼海

棠》、《白蛇：缘起》、《哪吒》等作品的创作

突围。她认为，《哪吒》是经典演绎、传统

文化原型挖掘与时代性重塑、市场口碑

营销等多个维度的成功。“《哪吒》是一部

带有集成性的作品，体现了创作者在国

风经典、古典文学、民间故事、现实社会

等维度的叙事探索和综合把握，承接过

去、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对建立中国式

动画叙事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中华传统文化原型分析入手，贾

秀清认为哪吒、太乙真人正是对中国传

统文化中“童子”和“智叟”两种原型形象

的现代化呈现，实现了从神话人物向现

实观照的转化。她同时提示创作者，“艺

术要戒荒唐，不能满足于简单的笑点追

求，要把笑点追求提升为喜剧风格，讲好

中国故事、用中国故事把中国文化带到

全世界。”

▶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文

化研究室副主任左衡：

哪吒是“丑”的吗？

左衡从“破圈”的角度分析了《哪吒》

的成功。在他看来，超越 40亿的票房新

纪录意味着《哪吒》已经不再是电影圈内

部的现象，其值得从多个维度研究。从

形象设计看，这个不“Q 萌”的“丑哪吒”

实现了对当下青年演员“网红脸”的审美

校正；从传统文化创新方面看，太乙真人

的担忧过度、李靖的保护过度、龙王的期

待过度、申公豹的欲望转嫁过度……恰

恰映射了当下青少年教育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从教育、美育及动画作品对青少年

的塑造方面，左衡也提示创作者可以适

度引入大数据和心理学的量化分析，避

免先验性的结论。

▶《大鱼海棠》导演梁璇、《白

蛇：缘起》导演赵霁：

中国式表达和跨专业突围

同为当下动画电影创作的中坚力

量，《大鱼海棠》导演梁璇、《白蛇：缘起》

导演赵霁与饺子面对面交流了动画电影

的创作心得，并为饺子送去来自同行的

祝贺。

赵霁认为，《哪吒》打破了观众对国

产动画电影“低幼”、“烂片”的偏见，其强

烈的动画性、更丰富的想象力和表现空

间、对文化元素的运用足以让同行眼前

一亮。

同为彩条屋旗下的创作者，梁璇

2013年拿到投资的第二天就飞到成都找

饺子交流。作为同行，梁璇格外看重饺

子在电影节奏把控，对观众的理解等方

面的才华以及超强的学习能力和敬业精

神。

在复盘创作的同时，梁璇也提出了

一个值得业界思考的问题，为什么《大

圣》、《大鱼海棠》、《哪吒》三部动画电影

的导演都是跨专业突围？提问之余，梁

璇也从创作者的角度呼吁加大综合性大

学的艺术、电影人才培养力度，在依托综

合性大学实现跨学科滋养的同时，也为

更多有志于此的年轻人创造机会。

研讨会最后，国家电影局表示，接下

来将进一步加大对动画电影在政策、资

金、人才上的扶持力度，继续抓好动画电

影的精品生产，加强宣传推广和评论工

作，同时希望动画电影创作者能够更好

提升动画电影的文化内涵，继承和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化基因，

展现中华审美的风范。要把创新精神贯

穿在电影创作全过程，增强原创力，从神

话故事等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中汲取营

养，创新动画电影的内容和形式，真正做

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要提高讲故事的能力，通

过动画讲好中国故事，坚定文化自信，推

动中国动画电影走向世界。

国家电影局组织召开影片《哪吒》研讨会

从“哪吒”看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文/本报记者 林莉丽 摄影姬政鹏

《哪吒之魔童降世》（以下简称《哪

吒》）自7月26日上映以来，迅速形成观

影热潮，成为暑期档重要的现象级影

片。影片上映 32天票房突破 45亿元，

创造了中国动画电影的新纪录，同时在

澳洲等海外市场飘红，登顶十年华语影

片上映首周末票房冠军。

8 月 23 日，国家电影局组织召开

《哪吒》研讨会，旨在从个案中总结成功

经验和创作规律，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鼓励创

作者推出更多更好弘扬传统文化、增强

民族自信的优秀电影。

光线影业董事长王长田（右一）与《哪吒》主创

《哪吒》监制易巧（右）、导演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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