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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差、耦合与立体叙事
——《哪吒之魔童闹海》全家欢

叙事的深度解析

纪录电影《您的声音》：

中国式城市治理的生动诠释
■文/李 宁

《哪吒之魔童闹海》：

经典神话的现代碰撞
■文/徐 驰

■文/张启忠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

吒 2》”）布设了人、妖、魔、仙共存的宇

宙，数字特效刻画了场景的灵奇与壮

阔、人物造型的细节丝毫，更是拓展了

国产动画电影的叙事类型，激荡了各种

情感的燃能与巨变。该片作为成功的

“合家欢”影片，其叙事的深层结构类似

于“双眼视差产生三维性”原理。人的

两只眼睛的视轴之间的距离（约 65 毫

米），左眼和右眼在看一定距离的物体

时（即视差）接收到不同的视觉图像。

因此，大脑通过眼球的运动和调整将两

个图像的信息结合起来，产生立体感。

《哪吒2》中反向利用了这个原理，即耦

合了儿童观众与成人观众的视角和视

差，便于不同年龄观众的识别与沉浸，

并建立各自的叙事逻辑。

儿童观众与成人观众的“视差”

笔者在电影院中，感受到了该片的

喜剧性引发了儿童观众（儿童一般是

3-12岁，本文为了方便陈述，统称儿童

观众）的笑声与喜爱。全片的主角哪吒

和敖丙年龄，以炼丹炉中的肉身的炼成

的前后，分为儿童与成人（青年）。

一是“伴生”引发了童趣。《哪吒

2》糅合了喜剧、儿童片的类型。天劫之

后，哪吒、敖丙的灵魂虽保住了，但肉身

很快会魂飞魄散。太乙真人用七色宝

莲给二人重塑肉身。但是在重塑肉身

的过程中，哪吒的身体，软软的、胶状

物，好像是软胶玩具一般。哪吒想更换

气质与面相，不同类型的面相，好像是

猜谜一般相继展示，但是各个谐趣的面

相，引发了小观众的忍俊不禁。

因为东海龙王丧子而怒火中烧且经

过了其他龙王挑唆，龙王率领千万炼狱

妖兽在陈塘关的恶战。肉身脆弱的敖丙

为了帮哪吒挡下三轮王的致命一击，新

肉身当场碎裂，魂魄都快消弭于无形。

知道儿子还在世的东海龙王敖光追悔莫

及，遂和哪吒达成协议：他放弃进攻陈塘

关，而哪吒须通过三次考核，位列仙班，

取得玉虚宫的法宝，为敖丙重塑肉身。

不过，没有肉身的敖丙只能和哪吒共用

一具身体——伴生，敖丙的文静与端正

与哪吒的顽劣此起彼伏，形象的错位以

及哪吒因为无知造成的在玉液琼浆中撒

尿，都让小观众笑得前仰后合。 至于哪

吒与父母踢毽子，父母被强大威力的毽

子撞到墙壁上，导致墙壁灰飞坍塌。影

片最后，品行肮脏的无量仙翁无法通过

“人脸识别”的洞府大门而被鹤童、鹿童

暴打的场景，都让小观众产生了“恶作

剧”一般的开怀大笑。而当哪吒和敖丙

好不容易进入冰清玉洁而又充满神秘力

量的玉虚宫后，慌不择路的哪吒，不小心

踩坏了鹤童的裙摆，这一意外瞬间让哪

吒尴尬起来，低声下气地致歉。刚才还

是大大咧咧的哪吒，此时“前倨后恭”一

般的神态，让小观众也会心一笑。

可见，《哪吒2》中的玩具、小动物等

形象，以及哪吒与敖丙“合体”时候的错

位，甚至是引发混乱的行为，都让小观众

感到了喜爱、新奇与身心愉悦。儿童能

够以敏锐的、无休止的逻辑来探求知识，

以“好奇心”探寻着周围的“神奇”。其

实，好奇心在成人与儿童之间都是存在

的，本质上没有差异，只是结构上的繁复

与简约的差异，因为，成年人看到儿童的

好奇心，反而会觉得具有一丝童趣。

二是复杂与陡转的角色心理引发

成人观众的震撼。《哪吒2》糅合了黑帮

片的类型。外表亲善、内心残暴的无量

仙翁本性是残暴与虚伪。龙族镇压妖

族，但是西南北三海龙王挑唆东海龙

王，名义上帮助东海龙王报杀子之仇，

实则借机，脱离炼狱之苦，获得自由之

身，是尔虞我诈。青年和成年观众的思

维除了判知，还要思考妖、人、魔、仙各

个层级内的前世今生、不同层级之间的

犬牙交错的矛盾，尤其是申公豹的转

变、无量仙翁的道貌岸然的残暴等，青

年和成人观众都要捕捉蛛丝马迹之后，

进行洞察秋毫，即建构与解构的思维，

在光速的行进与折返。

而且，《哪吒 2》是国内首部融入了

“无间道”元素的动画电影。放出被囚

的四龙王的申公豹，本是无量仙翁手下

作恶多端的反派人物。作为捕妖队长，

他应该知道无量仙翁捉妖、炼丹的勾

当。但是，面对陈塘关李靖夫妇的求

饶，以及李靖夫妇在来寻亲的申公豹弟

弟小虎面前，赞同了申公豹的美德，维

护了申公豹在弟弟心目中的美好形象

之后，申公豹偷运粮草和医药救济了陈

塘关的百姓。他每天“三更灯火五更

鸡”地刻苦修炼，以求得光明正大的位

列仙班的正义感，让观众看到了申公豹

的冷峻凶恶的背面的“良心未泯”。尤

其是他的父亲申正道作为卑微与无奈

的妖族，出于对阐教的期望与信任、对

家庭和正义的执着以及面对困境时的

无奈，不得不自断其臂后，丧亲之痛，对

家族的深厚情感和对正义的执着追求，

让申公豹不再助纣为虐，而是反转了无

量仙翁。可见，“无间道”的叙事，在本

片中是以“善恶人性”的此起彼伏，实现

了角色身份与关系的陡转。

“耦合”中的同频共振

《哪吒 2》的耦合采用了多种方式，

让不同年龄的观众感知剧情，产生了共

鸣。一是情节段落中的不同“视差”。

即同一场景，同频了儿童和成人的侧重

点。例如，哪吒闯关考试的第一关中，

生活在不毛之地、衣衫破烂的土拨鼠

们，端着布满豁口的破碗，队列整齐地

等着打饭。土拨鼠为什么被捉妖队的

围剿以及哪吒与土拨鼠头领的打斗，小

观众也许不明就里。但是，实力弱小、

憨态呆萌的土拨鼠，立刻激发了内心单

纯的小观众对毛茸茸的土拨鼠的好奇

心和喜爱。至于第二关中，是哪吒与申

公豹的父亲进行比武。儿童观众可能

是眼花缭乱，只是一种朦胧的神奇感，

对于成人观众而言，则是酣畅淋漓、酷

炫惊险的武打，而且第一关与第二关之

间的比武转换得较为洗练与快速。

二是“亲子”段落的不同视差。东

海龙王敖光与儿子敖丙、李靖夫妇与哪

吒、申公豹的父亲与弟弟，本片构建了

三个家庭和亲子关系，尽管分属水火不

容的妖族、人类和魔的三个世界，孩子

可能任性、顽皮，对父母误解或者叛逆，

但是，这些父母对孩子都是舐犊情深，

甚至是舍身救子。炼丹炉中，哪吒母亲

离世前的嘱托与倾诉，令人动容和肝肠

寸断。而且，太乙真人与哪吒作为师

徒，是另一种形式的亲子关系，他对哪

吒的救命之恩、不离不弃，甚至是当哪

吒出丑时候的遮掩，都让人感受到了亲

情。即使内心狡诈、贪婪凶残的无量仙

翁，对于徒弟鹿童与鹤童，在无情役使

的同时，也是有一丝丝的怜爱。

《哪吒2》中亲子关系构成了剧情发展

的动因与转折，东海龙王误以为敖丙已死

而血洗陈塘关是开端，申公豹误认为父亲

被哪吒伤害而反目是中端，哪吒母亲在炼

丹炉中罹难是后端。这个布局吸引了不

同年龄的观众的情感投注，极大治愈了儿

童因为各种艰难对父母的误解。

三是现实映射的多频、正反向的视

差。申公豹作息表是：每天早晨四点钟

起床、晨跑、做早课，然后除了早餐和午

餐，就是练功，晚上十点还要看书进修，

直到零点才入睡。儿童观众感同身受

的是自己的练琴、课外班和学校作业的

叠加与疲倦；中学生看到了考学前的身

心俱疲，有的可能会想到铁杵磨成针、

水滴石穿、跛行千里的故事。而成人观

众则是联想到为了工作舟车劳顿，没日

没夜加班甚至是过劳。当然，有的成人

观众可能联想到从古至今，无数的成功

人士都要付出了巨大代价。另一方面，

儿童观众可能指责申公豹的训练太不

人道。成人观众可能认为这种“头悬梁

锥刺股”一般的训练扼杀天性，在官宦

和巨贾等世子眼中是徒劳无益。总之，

现实的映射，犹如石子击平静的湖面，

必然是浪花飞溅以及之后的涟漪泛起。

可见，作为全家欢动画电影《哪吒

2》，巧妙融合了不同年龄段观众的兴趣

点，糅合了武侠片、黑帮片、儿童片、神幻

片等类型片元素与剧情设计，整体上，吸

引了全年龄段观众的参与、沉浸与思考，

观影的过程是“引而不坠”的创造性体

验，是一种在时空连续统一体中的体验，

是观众体验生存的基本状态与遨游神思

状态的立体感知，对贪婪、迷茫、病痛、离

别等负面情绪，进行了魔幻、心理分析、

神话等方式的治愈和励志。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

艺术学院副教授）

2019 年起，北京市以 12345 市民服务热

线为抓手，进行系统升级，形成了接诉即办

这一超大城市治理新机制。这场接诉即办

改革实践，在近期上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

音》中得到生动鲜活的影像传达。影片以热

线工单的接办为线索，游走于话务大厅、基

层街道、企业园区等不同场景，串联起了话

务员、网约车司机、外卖员、老年人、社区工

作者等多元人物，绘制了一幅城市治理的复

杂图卷。影片在向世界传递具有中国特色的

超大城市治理方案的同时，也呈现出独具特

色的艺术张力。

国际视野下的北京经验

城市治理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共同面临

的难题。从纽约311到伦敦市政服务系统，

技术赋能的市民反馈机制已成为现代城市治

理的标配。而在全球化、数字化、智能化交织

的当下，超大城市治理如同一面棱镜，折射着

人类文明的困境与突破。电影《您的声音》从

追溯国内外城市热线的发展进程讲起，将北

京市的“接诉即办”改革置入全球化的图景

中。这让影片从一开始就确立了鲜明的叙述

立场：立足国际视野，讲述本土故事。

不过，《您的声音》并未止步于技术与机

制层面的比较，而是在梳理热线发展史的基

础上着力呈现北京“接诉即办”模式的独特基

因——它既吸收国际经验中“快速响应”的技

术理性，更植根于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政

治伦理。当镜头穿梭于繁忙的话务大厅，游

走于覆盖全市的网格化管理系统时，观众看

到的不仅是热线工单的流转，更是制度优势

向治理效能的具象转化。

为了进一步凸显本土性，影片以大栅栏

地区停车难问题、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纷争、菜

鸟话务员的职场经历、街道书记的工作状态、

接诉即办的立法过程、外国记者调研北京城

市治理体系、特殊时期的应急抢险等几个主

要故事为叙事锚点，将抽象的制度设计转化

为可感知的、立体式的治理图景。这些充满

着市井风貌与时代气息的本土故事，将中国

在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复杂局面以及表现出

来的治理智慧展露无遗，也为世界其他超大

城市的治理提供了有益参考。

开掘日常的生活谐趣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部纪录电影，《您

的声音》并不满足于真实地再现“接诉即办”

改革的全过程，而是努力提升生动性、可看

性。北京“接诉即办”改革启动以来，受理群

众和企业的诉求数以亿计。如何对如此海量

的素材进行筛选、组织与演绎，成为创作者面

临的一大难题。

对此，影片在精心甄选与跟踪拍摄典型

事件的同时，有意识地在充满烟火气息的生

活场景中开掘戏剧冲突、寻找谐趣瞬间，并加

入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突发自然灾害等特殊

时期的危机应对段落，进而形成了张弛有序

的节奏。例如，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案例

中，低层住户的顾虑与高层老人的期盼形成

鲜明的冲突。影片细致地展现了身处其中的

社区工作者如何通过耐心开展协调工作、援

引政策文件等方式来化解矛盾的过程。导演

用近乎社会学的观察方式，将政策落地过程

中关涉的多元主体和社会网络清晰剖解，将

种种摩擦转化为充满人情味的互动，让观众

看到制度背后真实的民生图景。这种设计既

强化了影片的纪实性，又消解了政务题材的

枯燥感。

最为突出的，是影片形成了日常性与喜

剧性交织的美学品格。影片从大量琐碎诉求

中挖掘出许多令人莞尔的瞬间，构建了富有

现场感的人性剧场，呈现了基层治理过程中

的一幕幕“人间喜剧”。初入职场的话务员要

应对群众各种各样的诉求，甚至有时要处理

一些令人捧腹的荒诞要求，一步步从新手小

白成长为合格的话务员；基层街道工作人员

有时要与群众“斗智斗勇”，在笑与泪中收获

相互的尊重与认可。这是影片难得的一点：

没有将基层治理演绎为苦情戏码，而是以幽

默与温情并存的视角，编织出市民生活的鲜

活图景。

城市治理的人文向度

对于市民日常生活的关注，使得《您的声

音》充分聚焦一个个鲜活、具体的人，体现出

强烈的人文情怀。影片较好地实现了宏大叙

事与微观叙事的交融：既有国际视野下治理

现代化的宏大蓝图，又流淌着胡同深处家长

里短的个体温情。

该片的人文情怀首先体现在对于个体

生活境遇与情感需求的关注上，致力于构筑

情感的共同体。例如，影片对于老年人群

体、基层工作者等不同人物所面临的各种困

境进行了细致地刻画。住在老旧小区的老

年人经受着病痛缠身与出行不便的烦扰，在

电梯加装后体会到老有所依的感觉；基层工

作者深陷在事务缠身的身心疲惫中，但又总

是以无私而交心的姿态去化解群众的难

题。诸如此类的细节让镜头前的观众体会

到，热线工作不只是信息传递的渠道，更是

倾听与共情的载体，是一座连接私人情感与

公共服务的桥梁。

其次，影片的人文情怀还体现在对于群

众的治理主体身份的强调，以此凸显治理的

共同体。影片通过大量细节和事实表明，

“接诉即办”不仅是技术层面的机制创新，也

是城市治理观念从单向管理到多元共治的

转向。在传统的城市治理模式中，市民常被

视为被动的服务对象，影片则有意去展现了

一个更具参与感的治理生态：当网约车司机

通过热线反映胡同停车难题时，他并非单纯

等待政府施救，而是与社区工作者共同设计

方案、动员邻里，最终推动问题解决；当外卖

员遇到道路质量问题，也会主动打来热线提

醒修缮。可见良性的现代城市治理，依赖的

是双向的信任，依赖于多元主体参与下的“治

理共同体”。

可以说，纪录电影《您的声音》完成了一

次对城市治理的深情凝视。它既是一部关于

北京“接诉即办”改革的影像志，也是一部关

于现代城市文明如何安放个体尊严的宣言

书。影片的结尾是一则真实发生的故事：一

位未具名的外卖员向 12345 热线打去电话，

以质朴的话语向不曾谋面的话务员表达了谢

意。创作者以这一温情的结局提醒着我们：

城市治理的终极目标不是冰冷的指标，而是

让每个微弱的声音都被听见，每个平凡的生

命都被温暖照亮。而这，或许正是“中国之

治”最动人的答案。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

进入全球票房榜前十的《哪吒之魔童闹

海》，在中国影史上的意义已毋庸置疑。它为观

众献上震撼的视觉盛宴时，也再次揭示了当代

中国动画电影中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微妙关系。

视觉效果：

如梦似幻的奇幻世界

绚丽的视觉效果无疑是该片最大的亮

点。美术设计与动画技术的结合令人叹为观

止，特别是在流体力学与物理引擎的巧妙运

用下，中国传统美学与现代审美的碰撞创造

了一个既古典又现代的奇幻世界。影片的每

一帧画面都显得精心雕琢，展现了制作团队

在技术上的高超工艺。

尤其是在“天元鼎”与龙宫的场景中，古

典美与现代感的融合令人惊艳，给人一种视

觉上的震撼。打斗场面也颇具特色，摒弃了

传统玄幻仙侠电影中过于依赖光波对决的方

式，转而采用更具物理感的“拳拳到肉”的战

斗设计。每一次挥拳、每一次踢腿，都充满力

量，似乎每一招都能传达角色内心的激烈冲

突。这种设计不仅让战斗变得更具真实感，

也让观众更加投入其中，感同身受。

角色塑造：

成长的心灵之旅

在人物塑造方面，影片较前作进行了更

大的尝试。哪吒从前作中反叛命运的个体斗

争，转向对整个社会秩序的挑战。他不仅要

突破父权的枷锁，更要面对社会体制对个体

自由的压制。这种从个体反抗到社会反叛的

转变，展现了更深刻的自由意志与改革力

量。影片通过摧毁象征社会秩序的“天元鼎”

这一场景，呈现出哪吒对压迫体系的冲破，表

达了现代年轻人对于社会规则和虚伪制度的

强烈质疑。

敖丙的角色同样展现了自我解放的成

长。作为龙王之子，他从一开始的受压迫者，

渐渐成长为敢于反抗父亲、为自己争取自由

的英雄。他与哪吒的关系也经历了从敌对到

共鸣的变化，这种复杂的情感变化为影片增

添了许多层次感。两位角色的成长不仅是对

命运的反叛，更是对自我价值的追寻与对社

会规则的深刻质疑。影片通过展现他们的成

长，塑造了更加立体、真实的人物形象，使得

整个故事更具情感深度。

影片中的角色并非简单的“英雄”与“反

派”，而是具有多重性格的复杂人物。哪吒并

非完美的英雄，他有过挣扎、失败和成长。这

种真实的成长轨迹让观众产生共鸣，让他们

看到自己在角色中的影像。这种细腻的内心

描写，让影片不仅仅是一场视觉冲击，更是一

段情感的旅程。

社会隐喻：

年轻人的自我觉醒

影片的另一大亮点在于其蕴含的社会隐

喻。《哪吒之魔童闹海》通过哪吒这一“魔童”的

形象，挑战了传统的社会规则，探讨了现代年

轻人在面对压力时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影

片呈现的哪吒并非仅仅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

英雄，他更像是当代年轻人的缩影。现代社会

的年轻人往往在长辈的期望与社会的框架之

间挣扎，哪吒的反叛精神正是这一代年轻人的

心声。影片通过哪吒的自我觉醒与自我创造，

表现了年轻人在面对权力与规则时的抗争。

哪吒的故事中，既有对现状的抗议，也有

对个人价值与生命意义的探索。他的反叛并

非出于盲目，而是源自对自由与独立的渴

望。他的不断挑战、不断挣扎最终成就了他

超越命运的英雄形象，彰显了年轻人在复杂

社会结构中的勇敢与决心。

美中不足：

情感处理与角色设定的浅薄

尽管影片在视觉效果和角色塑造上取得

了不小的进步，但在情感处理与角色设定上

却有所欠缺。

首先，影片的情感铺垫显得较为生硬，尤

其是在母亲殷夫人死亡的情节上。导演试图

通过这一情节推动哪吒的觉醒，但过于直接和

粗糙的情感表达让这一转折显得不够自然。

母亲的牺牲本应是影片的情感高峰，但由于情

感的表达过于简单，缺乏足够的层次和细腻的

情感铺垫，导致观众难以真正产生共鸣。

其次，反派角色的设定过于单薄，特别是

无量仙翁。影片并没有给他足够的时间来展

开心理描写，使得他的动机显得简单而空

洞。与前作中的申公豹相比，续集中的反派

人物缺乏足够的层次感，更多的是作为推动

情节的工具而存在，未能真正成为与主角对

立的复杂人物。

在叙事结构上，影片的节奏显得稍有松

散，尤其是一些关键情节的转折显得过于突

兀，缺乏深入的铺垫。哪吒与敖丙的关系本

可以成为影片的核心，但由于剧本处理上的

问题，角色的情感变化显得匆忙且表面，未能

充分挖掘内心深处的冲突与挣扎。

《哪吒之魔童闹海》所取得的票房成绩是

对影片质量最生动的说明。绚丽的传经、精彩

的动作设计等等都令人印象深刻。但影片在

情感的表达和角色的塑造上仍显不足，致使有

人认为它难以真正打动自己的内心。这也是

近几年中国动画电影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如何在技术和思想深度之间找到平衡，如何让

中国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语境中焕发出更加

璀璨的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