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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动画作为一种现代艺术形式，以其独特的视觉魅力和叙事力

量，日益成为全球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在中国，动画不仅是娱

乐产业的一部分，还肩负着传承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的重任。《大

吵大闹》《哪吒》等经典作品的成功，不仅展示了中国动画在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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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中国传统文化与动画的融合研究旨在探索如何通过动画这一现代媒介，生动地呈现与传播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本文

深入剖析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动画中的艺术表达，如以传统绘画、剪纸、皮影戏等视觉元素，以及诗词、戏曲、民间故

事等叙事手法，丰富了动画的艺术表现力，同时也展现了独特的文化韵味。通过案例分析，诸如《大闹天宫》、《哪

吒之魔童降世》等作品，展现了动画创作如何汲取传统文化的精髓，将其融入现代动画叙事中，创造出既具东方神韵

又符合国际审美趋势的动画形象和故事。动画不仅作为传承文化的有效手段，还在创新中赋予传统文化新的生命。通

过运用现代动画技术，在传承经典的同时，也积极探索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的新阐释与应用。这些创新实践不仅拓宽

了动画的艺术边界，也推动了中国动画产业的国际化进程，提升了民族文化自信与国际影响力。总结来说，中国传统

文化与动画的结合是艺术与文化的交融，是传统与现代的对话。通过深入研究和实践，动画在传承与创新中，不仅丰

富了自身的艺术内涵，也为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开辟了新道路。这一研究对于推动中国动画产业的健康发展，以及在

全球范围内弘扬中国文化，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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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research on the fus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nimation aims to explore how to vividly 

present and spread China’s profound cultural heritage through the modern medium of animation.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artistic express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animation, such as 

traditional painting, paper cutting, shadow play and other visual elements, as well as poetry, opera, folk 

stories and other narrative techniques, which enriches the artistic expression of animation, but also shows 

the unique cultural charm. Through case studies, works such as “Monkey King in Heaven” and “Nezha’s 

Evil Child” show how animation creations absorb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incorporate it 

into modern animation narratives to create animated images and stories that are both Oriental and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aesthetic trends. Animation is not only an effective means to inherit culture, but also 

gives new life to traditional culture in innovation. Through the use of modern animation technology, while 

inheriting classics, we also actively explore the new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These innovative practices not only broaden the artistic boundaries of animation, 

but also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s animation industry, and enhance national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In conclusion, the combin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nimation is a blend of art and culture, and a dialogue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rough in-

depth research and practice, animation not only enriches its own artistic connotation in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but also opens up a new way for the contemporary dissemin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This 

research has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hina’s animation 

industry and promoting Chinese culture glob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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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上的崛起，也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动画艺术相结合的

无限可能。他们以生动活泼的方式让世界看到中国文化的魅力，

让国内观众重新发现和认同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座深邃的宝库，蕴含着丰富的视觉元素和

叙事资源。无论是传统绘画的细腻线条，剪纸艺术的简洁造型，

还是皮影戏的动感表演，都为动画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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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诗歌、戏曲、民间故事等叙事手法无疑赋予了动画作品深

刻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魅力。这些元素的融合不仅丰富了动

画的艺术表现力，也使中国动画在全球文化市场上展现出鲜明的

民族特色。

因此，本研究旨在深入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与动画艺术的结

合，并分析这种结合的策略、方法和影响，以期为动画创作提供

理论支持，促进中国动画产业的创新发展。通过研究，我们将深

入了解中国动画如何在继承和创新中找到自己，如何在保持民族

特色的同时实现与国际审美潮流的融合，以及这种结合对增强民

族文化自信和国际影响力的作用。这不仅有助于丰富动画艺术的

表达，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

本章将简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意义和研究方法，为后续

章节的进一步分析奠定基础。接下来的章节将详细讨论中国传统

文化在动画中的艺术表现，传统文化在动画中的继承和创新，以

及这些实践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和理论分析，

我们希望揭示中国动画与传统文化结合的内在逻辑，以及在这一

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一、中国传统文化在动画中的表现

（一）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入

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动画是一个具有挑战性和创新性的

过程。这个过程不仅需要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还需要将静态

视觉艺术和动态叙事技巧转化为现代动画语言的能力。中国传统

文化的视觉元素，如中国传统绘画的写意风格，工笔画的精细描

绘，剪纸艺术的简洁线条，都为动画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如

《大吵大闹》中孙悟空的形象融入了传统绘画的韵味，动作设计借

鉴了京剧的表演套路，使人物形象富有立体感又不失东方韵味。

另一方面，叙事技巧的整合也同样重要。诗歌的节奏、戏曲

的唱腔、民间故事的情节结构巧妙地融入了现代动画剧本，赋予

了故事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例如在哪吒的《魔鬼降临》中，哪

吒的形象突破了传统的认知，融合了叛逆与成长的主题。古诗文

穿插其中，既增添了文化底蕴，又增强了个性表达的作用。这种

创新的手法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又赋予其现代感，使

故事更具吸引力。现代动画技术的应用为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合提

供了新的可能。三维动画技术、CG特效和虚拟现实技术，使传

统元素在视觉上得到升华。这些技术创新不仅提高了动画的观赏

性，而且使传统文化以新的艺术形式得到生动的展示。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融合，既是对传统艺术形式的致敬，也是

对现代动画技术的挑战。动画作品通过创新的融合，在视觉表现和

叙事手法上展现出独特的魅力，既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又满足了

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这种结合不仅丰富了动画的艺术内涵，也为

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了新的途径，为全球观众了解中国文化打开了

一扇窗。在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融合的过程中，中国动画不断寻找

新的自我表达方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国际竞争力。

（二）历史题材动画的创作

历史动画的创作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动画艺术相结合的典型例

子。它通过动画的媒介，将历史故事、人物、事件生动地呈现给

观众，使观众在欣赏故事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历史文化的熏

陶。历史动画的创作需要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巧妙地将艺

术想象与创新相结合，以满足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

纪公的《龙的后裔》是对民间传说的重新诠释和呈现。济公

这个角色源于南宋的一个真人，以其智慧和非凡的同情心而闻名

于世。在这部动画中，纪功的形象被赋予了更多的现代元素，他

的幽默、不拘形式和对社会不公的反抗与当代观众的价值观产生

了共鸣。影片通过夸张和幽默的手法，展现了传统故事在新时代

的生命力，同时传达了传统文化中善良与正义的主题，使其在新

的文化语境中焕发出新的活力。《白蛇传 2:青蛇大盗》是对中

国经典民间故事《白蛇传》的再创作。在影片中，青蛇的形象被

重塑，不再是传统故事中的配角，而是成为了主角，通过她的视

角，讲述了女性的自我觉醒与成长。影片在呈现水淹山的经典场

景时，运用现代动画技术，将中国水墨画的意境与 CG特效相结

合，营造出震撼的视觉效果，同时也传达出传统文化的诗意与哲

理深度。

这些历史动画的创作显示了中国动画创作者在处理历史与现

代、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平衡方面的高超技巧。它们不仅在视觉上

使传统艺术形式现代化，而且在叙事上赋予古代故事新的内涵，

使它们与当代观众的思想和情感产生共鸣。通过历史动画的创

作，可以使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语境中得到复兴，也可以促进中

国动画产业在内容创新和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历史动画的繁

荣，标志着中国动画在继承与创新的道路上，正以更加自信的姿

态走向世界。

二、动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一）动画作品中的文化符号解读

动画作品中的文化符号解读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动画结合的重

要环节。这些符号不仅是视觉上的呈现，更是深层次文化内涵的

传达，它们将传统艺术与现代动画巧妙地编织在一起，构成了一

幅幅生动的东方画卷。动画作品中的文化符号，可以从以下三个

方面进行解读与分析。

视觉符号的运用是动画作品中传统文化传承的关键。中国动

画在设计角色、场景和特效时，常常借鉴传统艺术形式，如国

画、剪纸、皮影戏等，这些元素带有强烈的文化辨识度。例如，

《大闹天宫》中的孙悟空，其服装设计融合了京剧脸谱的特征，角

色动作则汲取了戏曲的舞台表现力，使得角色既具有东方神韵，

又在视觉上引人注目。《哪吒之魔童降世》在角色造型上，哪吒的

面部特征与传统泥塑艺术相呼应，而影片的色调和场景设计则借

鉴了山水画的意境，这些视觉符号的运用，让观众在欣赏动画的

同时，能够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通过深入解读动画作品中的文化符号，我们可以更准确地理

解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同时也能够评估动画作品在传承与创新中

对于传统文化的发扬与提升。这些符号的运用，既是中国动画对

本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也是其在国际舞台上展现独特魅力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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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随着中国动画产业的不断发展，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创新且富

有文化深度的作品，它们不仅在视觉上呈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美，

更在精神层面上传递中国文化的精髓，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中

国文化的传播与认同。

（二）传统文化对动画创作的启发

中国传统文化犹如一座璀璨的宝库，为动画创作提供了丰富

的灵感和无尽的启发。这些启发不仅体现在视觉元素的借用与创

新，更在于叙事手法的现代化重构以及深层次的文化价值探索。

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道德观念、审美取向，都为动画作品的

内涵提升和主题深化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视觉艺术的启发表现在动画角色的设计和场景构建中。无论

是古典的国画、细腻的工笔画，还是生动的剪纸、皮影艺术，都

为角色造型提供了独特的设计思路。动画创作者将这些元素与现

代动画技术相结合，创造出既有传统韵味又不失现代感的角色形

象，如《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的哪吒，其形象融入了传统绘画的

元素，同时又具有强烈的现代特征，使角色既具历史感，又充满

活力。场景设计上，如《大鱼海棠》借鉴山水画的意境，营造出

梦幻般的水下世界，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远意境。

在文化价值的启发方面，动画作品往往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

象征意义，赋予角色和故事更深层的文化内涵。诸如《俑之城》

中的兵马俑，象征着古代文明的辉煌与坚韧，而《济公之降龙降

世》中的济公则象征着智慧与正义，这些角色成为了传递传统文

化精神的载体。通过动画，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念、社会理想得

以呈现，如忠诚、勇敢、公正，这些价值观不仅是中国文化的核

心，也是全球观众可以共鸣的普遍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对动画创作的启发，体现在视觉艺术的创新、

叙事艺术的重构以及文化价值的挖掘上。这种启发使得中国动画

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同时，不断探索和创新，实现了传统文化与现

代动画艺术的深度融合，为全球观众带来了一场场视觉与心灵的

盛宴。

三、结论

中国传统文化与动画艺术的融合无疑是当代中国文化传播的

强大动力。本研究深入探讨了这一整合过程的策略、方法和影

响，揭示了其对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深远意义。

从视觉元素的融合到叙事手法的创新，中国动画不再仅仅是一种

娱乐产品，而是传播文化价值、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

将传统国画、剪纸、皮影戏等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觉元素注入

到现代动画语言中，使人物形象和场景设计富有历史底蕴，又不

失现代魅力。通过 3D动画和 CG特效等技术创新，这些传统的艺

术形式在视觉上得到了增强，如《白蛇传 2:青蛇》中被水淹没的

金山场景，既展示了技术创新，又保留了水墨画的美学。网络互

动、游戏视角等跨媒体叙事策略的引入，使得传统文化故事能够

跨越时空与年轻受众产生共鸣，如《哪吒》的社交媒体热议、《新

神榜：哪吒重生》的多元化呈现。

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认同感的增强，以及中国风格美学在全

球范围内的“破圈”，未来的中国动画将更加关注精神内核的“中

国灵魂”，致力于表达中国风格、中国话语和中国情怀，满足全

球观众对丰富文化体验的期待。这种结合不仅丰富了动画艺术的

表现形式，也为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开辟了新的路径，进一步增

强了民族文化自信和国际影响力。

中国传统文化与动画的结合，是艺术与文化的交融，是传统

与现代的对话，是动画艺术在继承与创新中寻找自我、实现跨越

的生动实践。这种结合不仅丰富了动画的艺术内涵，也为全球观

众了解和欣赏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对促进中国动画

产业的健康发展，弘扬中国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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