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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以下简称

《哪吒》）在2019年7月火爆登场，成为暑期档最卖

座的电影。自2019年 7月26日上映，两次延长档

期，在高达93天的时长里，最终票房达到了50.12

亿，毫无悬念地登上中国动画电影票房的冠军宝

座，同时轻松地刷新了国产动画电影票房史上的最

高纪录，创造了中国动画产业奇迹，成为2019年暑

期“最燃”的动画电影。

一、对民间叙事资源的美学挖掘和现代转换

哪吒的故事来源于中国传统民间故事，相关的

口头传说最早可以追溯至汉代，文字记载也可以上

溯至东晋时期，两千年来各种宗教体系和民间信仰

不断对其进行修改、润色，到了元、明时期，《封神演

义》《西游记》等神魔小说中哪吒的形象更是得到了

进一步的深化，构成了中国神话故事“封神演义”系

列完整的故事谱系，在民间广为流传。

2019版《哪吒》堪称传统文化与现代理念相得

益彰的典范之作，该片改编自传统民间哪吒故事，

忠于原著，但并不囿于故事的主旨和人物设定。在

传统的基础上增加了“玄天珠一分为二”，哪吒不幸

“投胎为魔”，被世人所厌恶、惧怕、排斥等新剧情，

讲述了哪吒在父母无条件的爱和教育引导下认清

自我，为自己命运抗争到底，最终成长为灵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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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历程。影片对“逆天改命”之说进行了深刻的阐

释，对父母之爱推动孩子成长的重要性进行了全面

的剖析，其中，作为父母的李靖夫妇对于哪吒的爱堪

称本剧最大的亮点，也是其中情感线索的点睛之笔。

（一）修改了传统故事中哪吒与父母的矛盾

在传统故事中，钱塘关镇守李靖的夫人殷氏怀

孕三年零六个月才生下哪吒，而哪吒天赋异禀，七

岁时一次在东海玩耍时与龙王三太子敖丙起了冲

突随后打死了对方，顺手抽了龙筋送给李靖，后来

还把上天庭为儿讨公道的龙王打得狼狈不堪。此

后，哪吒又玩弄乾坤弓，射出震天箭误杀了石叽的童

子。闯下大祸之后，哪吒为避免牵连父母，割肉剔骨

而死[1]。在传统民间故事中，哪吒与李靖的父子关系

处于严重的矛盾对立状态：父亲李靖认为哪吒是妖

怪，为了自己的前程选择舍弃哪吒，任由玉帝处置。

而哪吒对父亲失望透顶，不仅割肉剔骨割断亲情，在

李靖不断阻挠殷夫人为其建庙供香后，仇怨更甚，父

子关系一度达到了视若仇雠的恶劣程度。

（二）彰显现代教育理念与新型亲子关系

与传统故事不同的是，2019版《哪吒》做了颠覆

性的改动。与传统故事里哪吒不为父母所接纳，闯

祸后被迫“割肉还母，剔骨还父”的悲惨结局不同，

2019版《哪吒》中，不仅删除了传统的哪吒剔骨还肉

的惊悚情节，还将原本冷漠、自私、满口仁义道德的

李靖改为父爱如山的高大形象——李靖把哪吒的

命看得比自己的重要，表现出了对哪吒最为深沉的

爱，这种爱包含着无条件的接纳、尽可能的陪伴和

以命换命的守护。

1. 母爱是对“魔童”无条件的接纳

母爱，是孩子最温柔的港湾。电影中，因太乙

真人玩忽职守，被别有用心的申公豹钻了空子，导

致哪吒一出世就被魔丸附体，一出世就是一个火

球，横冲直撞，烧毁不少房屋。受到惊吓的百姓认

定哪吒就是妖魔转世，会给他们带来灾难，要求处

死哪吒。关键时刻是哪吒的母亲殷夫人紧紧地护

住了哪吒，仅仅因为——“他是我的孩子”。因为他

是“我的孩子”，所以殷夫人因为“爱”而接纳了与众

不同的儿子。

殷夫人为了替哪吒积德积福，以求百姓谅解，

整天忙于降妖除魔，但她总会在百忙之中抽时间陪

伴哪吒。电影中殷夫人作为女强人，在外雷厉风行

无所畏惧，在家里却小心翼翼地呵护哪吒。殷夫人

用深厚的母爱，潜移默化地引导、教育着哪吒，她是

哪吒成长之路上最为重要的引路人，她海洋一般博

大的母爱精神，也从这里得到体现。

2. 父爱是以生命来守护孩子的成长

在哪吒的成长中，父亲李靖与大多数“中国式

父亲”一样，疲于降妖除魔，忙于为哪吒犯下的错误

赎过。为了替哪吒营造生存环境，他很少有陪伴儿

子的机会。但在哪吒被世人误会后，他宁肯舍弃自

己的情面也要还哪吒一个清白，帮助哪吒得到世人

认可。当被众人排挤、唾弃的哪吒自暴自弃时，他

对哪吒说：“你是灵珠转世，所以才如此与众不同。”

他用这个善意的谎言帮助哪吒重拾自信，让哪吒学

好本领，救济世人。哪吒是从父亲这里学会了隐忍

和担当。

李靖了解儿子，知道在其邪魅冷酷、玩世不恭

的外表下，有着一颗孤独而炙热、渴望认同的心。

他对哪吒管束严厉，是为了哪吒能更好地成长。李

靖给哪吒的父爱像大山一样厚重深沉，即便哪吒误

会，他也用自己的方式爱着哪吒。

李靖送哪吒拜太乙真人为师学习仙术，教育哪

吒学会以德报怨，他的与众不同是因为他肩负保护

百姓的责任。他教育哪吒：“是魔是仙，只有自己说

了才算！”李靖最深沉的爱表现为代替儿子承受天

劫咒，在面临儿子只有三年寿命的死局中，毅然决

定用符纸替换承受之人，用自己的生命换哪吒一

命。在哪吒一念成魔的紧要关头，太乙真人的坐骑

“飞猪”回放了一段父亲李靖要求替他承受天雷的

记忆给他看，使哪吒终于体会到了犹如大山一般厚

重深沉的父爱。哪吒在天雷降临时撕掉了符纸，与

父母诀别时对李靖说了句：“很遗憾没有与您一起

踢毽子！”随着父子之间的冰墙的融化，哪吒在与敖

丙的对决中激发出了无比的斗志，发出振聋发聩的

嘶吼：“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仙，我自己说了才

算！”正是作为父亲的李靖理解并无条件地信任哪

吒，适时纠正了哪吒的不良行为，激发他的斗志，哪

吒最后才能在关键时刻战胜命运，从“魔童”成长为

“灵体”。父爱，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 父母之爱是孩子最大的避风港

《哪吒》强调了“家”的意象和家人之爱，父母慈

祥，孩子知爱。电影不仅改变了李靖一直以来的人

物设定，还通过改变传统故事中并无明显作用的殷

夫人的人物形象，突出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

要作用，重构出一个符合当代家庭伦理的核心家庭

结构[2]。通过这部影片可以看出家庭结构、家庭的

情感、父母的爱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处于哪吒这个年龄段的儿童，是最敏感的

时期，最容易感觉到焦虑、压抑等负面情绪。如果

这个时候得不到父母的理解与支持、爱与包容，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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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烦恼会骤然增多，极易出现心理和行为上的偏

差而导致严重后果。如果不是父母无条件的爱、包

容和接纳，哪吒也许也会成长为真正的“魔丸”为祸

世间，最终走向毁灭。所以作为父母，时刻关注孩子

的情绪变化，理解孩子的心理，允许孩子犯错并能给

其以正面引导，才能帮助孩子积极向上地发展。

影片最后，父母的爱终于促使哪吒觉醒。魔丸

与灵珠合二为一，哪吒与龙族太子敖丙携手对抗天

雷，抗住了天咒，拯救了陈塘关的百姓，终于得到了

他一直渴望得到的世人的认可。合家欢式的大团

圆使得影片有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哪吒之所以

没有变成“魔童”，而是从一个世人皆欲杀的“坏孩

子”到最终走上正途，修成正果。可以说，父母毫无

条件的接纳与深沉的爱是该电影最大的亮点，是最

重要的情感线索，也是哪吒战胜命运，从“魔童”转

化成“灵体”最为重要的原因。

4. 影片隐射着导演饺子自己的成才之路

《哪吒》的导演饺子说，这部电影也和他的成长

经历有关：他出身于医学名校，由于喜欢动画，最终

决定转行，在很多人看来他就是如同哪吒一样的

“异类”，抛弃医学这么好的专业去瞎折腾。但饺子

的父母却全力支持他，为他配置了不错的电脑，饺

子就用这台电脑开始尝试一个人做动画。从不被

看好，到成功逆袭，饺子跨越的艰难险阻只有他自

己最清楚，也正如电影中太乙所说：“如果你问我，

人能否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也不晓得，但我晓得，不

认命，就是哪吒的命”。这也是导演饺子向我们传达

的观点。在从医学生到《哪吒》一剧大获成功，饺子

穿越的是一段漫长的黑暗时光，他和父母都承受着

巨大的经济压力和世人不解的眼光，但即便如此，父

母也无条件地包容并支持着饺子，支持他穿越这段

布满荆棘的漫漫长路。所以饺子在中国青年杂志的

采访中说道：“要是没有父母的包容和支持，我也走

不到今天，所以我把他们设计成李靖和殷夫人的形

象，用爱去浇灌哪吒，这也是我对父母的感谢。”

可见，《哪吒》并不是单纯地给观众带来一场视

听盛宴，较之传统，其在人物情感塑造方面有了颠

覆性的改变，全剧贯穿了一个字——爱。从哪吒的

成长可以看出，父母对于孩子的爱在孩子的成长中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亲子关系中，接纳孩子生来

的不完美甚至“魔童”的形象，以身作则为他们树立

榜样，尽可能地陪伴孩子，引导孩子的健康成长，相

信最终每一个不完美的孩子都会长成为有用的人

才，这正是饺子导演希望通过《哪吒》一剧传递给每

一位家长、每一个家庭的。另外，《哪吒》在致敬经

典的同时，深度挖掘了传统文化，是老牛舐犊的亲

情教化哪吒，也正是这样的情感线索引起了观众的

情感共鸣，获得了观众的认可，也突显了再造中国

动画学派首先必须重视对民族民间叙事资源的美

学挖掘和现代转换[3]。

二、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探索打破了低龄动画
的局限

除了亲子关系和“父母之爱”，2019版《哪吒》还

试图探讨一个隐蔽的社会问题——“成见”。影片

中，“成见”被设置为本剧的关键词，可以说，整部影

片无论是在剧情设置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正是

在讲“成见”的巨大力量以及“成见”又是如何被打

破的：哪吒被排挤因为他是魔丸转世，申公豹不得

重用只因他是妖出身，龙族受到不公待遇也只因他

们是妖兽。事实上，“成见”无处不在，作为家长的

成年人正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成见的世界里，影片

中的“成见”很容易让陪同观影的他们产生不同于

低幼龄儿童的感受。影片自始至终贯穿着描述成

见的巨大压力以及打破成见的种种尝试和努力，表

现为剧情构设、形象塑造和人物刻画等多个方面。

（一）剧情设计对“成见”的深入探讨赢得了成年人

的认同

在剧情的构设上，《哪吒》很好地做到了源于传

统却并不拘泥。申公豹在感叹命运不公时喊出了

一句“人心里的成见是一座大山，任你怎么努力都

休想搬动！”这是影片借反派人物之口发出的最震

撼人心的呐喊。哪吒诞生时不幸被魔丸附体，出世

便被众人贴上了“恶魔捣蛋鬼”的标签，虽然父母与

师父的教诲使他决心成为一个为百姓斩妖除魔的

小英雄，但在村民眼中，他一直是一个怙恶不悛的

妖怪，百姓的成见始终难改。同样，龙族和申公豹，

因为出身妖族，他们虽然刻苦修炼，却因出身问题

被压在成见的大山之下。得到了灵珠的龙王太子

敖丙，看起来温文尔雅，却因家族的重托，被“万龙

甲”压得差点迷失本性、为祸陈塘关。可以说，影片

的主旨正在于通过抗争来改变这些成见：最终哪吒

逆天改命，和敖丙一起硬扛“天劫咒”，以灵体的形

式转世永生。

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哪吒、殷夫人、太乙真人

等，又或者是龙王、敖丙、村民等这些人物的设定都

颠覆了传统人物形象，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陈

塘关百姓和元始天尊人物角色的设定也如当下社

会的人们，蒙蔽内心以主观臆想看世界，形成了以

偏概全的思维模式，最终成为“贴标签”的人，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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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来品议别人的人生。只是，哪吒与敖丙选择一起

抗争命运的不公，打破成见找回自我，最终得到百

姓的认可。当前社会不乏两类人：一类是佩戴有色

眼镜看待世界的迂腐之人，一类是只用耳朵听人无

情愚昧的围观群众。前者如剧中给哪吒贴上标签

的百姓，后者是跟风唾弃、甚至攻击哪吒的百姓。

无论是哪一类，虽然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恶人，但

他们的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隐射了当前社会屡见

不鲜的“键盘侠”“嘴炮”“杠精”等名为吃瓜实为无

聊看客的群体[4]。

（二）形象塑造敢于打破“成见”大胆创新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2019版《哪吒》也大胆地

打破了观众对人物形象的既定印象。对正面人物

进行丑化和戏谑化造型设计，与“正气凛然”的反派

角色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主人公小哪吒以烟

熏妆、熊猫式黑眼圈、龇牙咧嘴、吊儿郎当的“丑”模

样面世，彻底颠覆了经典影片里帅气英俊的小英雄

形象。哪吒母亲殷夫人一改经典中温柔贤淑、楚楚

可怜的弱女子形象，出场时挺着大肚子，一手鸡腿

一手鱼，足以令观众跌破眼镜，此后她更是化身“穿

着铠甲踢毽子，豁出性命陪儿子”的侠女形象。哪

吒师傅太乙真人更是颠覆了传统中神仙高高在上

的形象，化身一个造型可笑、操着川普、办事不大靠

谱的大胖子，其坐骑既不是五彩祥云也不是九头灵

狮，而是一头萌萌哒的飞猪。与之相反的，是元始

天尊的另一名徒弟申公豹，他表面上看起来一身威

武正气，却是一位严肃、阴暗的反派人物，他勤学苦

练却因本是妖族不受师父重视，他也对于命运做出

抗争，但却因手法阴暗而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这样

的悲剧性角色被赋予了口吃的毛病，他的台词类似

于“不成……功便成仁”等也成为影片笑点之一。

（三）人物刻画积极突破传统大胆创新

剧中对人物形象最大的颠覆是哪吒的父亲李

靖。传统神话故事中的李靖是一位冷酷无情的封

建家长，父子决裂逼着哪吒做出了“割肉还母，剔骨

还父”的悲惨结局。新剧一改绝情冷血的父亲形

象，将李靖刻画成为父爱如山的慈父。为了替儿子

洗刷残害百姓的罪名，他竭尽全力展开调查，最终

查出事件的真相；为让哪吒开心，他低头跪地上门

邀约百姓参加儿子三岁生辰宴会；为保护哪吒，计

划自己代替儿子承受天劫咒。可以说，传统中关于

李靖的“恶父”这一“成见”被打破，正是本剧最大的

亮点之一，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严

父”形象。事实上，随着社会意识的改变以及整个

社会包容度增长，传统意义上“恨铁不成钢”的父子

关系正在逐步被父慈子孝、相亲相爱的状态所取

代。因此，新版《哪吒》的改编正符合当代社会下的

家庭教育现状，所以这一改编正是影片获得成功的

关键。

《哪吒》的主题不再是单纯面对低龄观众的教

化说法，“打破成见，扭转命运”寄托着追求自我的

当代文化基因，因而也受到了成年人的喜爱[5]。电

影中的角色设计价值取向的创新定位，赋予了作品

更鲜明的时代意义[6]。

总体而言，2019版《哪吒》的成功之处正在于，

它在富有吸引力的故事情节、绚丽饱满的色彩搭配

之外，掺入了成年人世界的深刻话题并展开深入探

讨。正是这种对于社会问题的深层次探讨，使得影

片跳出了低龄动画的窠臼，赢得了更大范围的成年

人的认可，为最终的票房成功奠定基础。

三、《哪吒》成功对于“国漫崛起”的重大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来看，2019版《哪吒》讲述的正是

一个“成见如何被打破”的故事，而事实上，就国产

动漫的发展而言，导演饺子走的正是一条打破动画

产业本身“成见”的征途。从全球动画的发展趋势

来看，中国动画经历了短暂的“高光”时期之后，长

期落后于美、日、韩等国。毋庸多言，在当今社会，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美国漫威、迪士尼，日本集英社

等正在瓜分我国的动漫市场，而“国漫崛起”却是长

期停滞，表现为一种饱含感情色彩的期盼。尽管

《哪吒》这次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使得中国的动画电

影突破了一个瓶颈，在票房方面也达到了一个新的

高度，但不可否认的是，制约国产动漫发展的结构

性困境仍然存在。要想发展国产动漫，必须重视对

民族民间艺术形式资源的美学挖掘和现代转换；其

次必须重视对中华民族精神美学的呈现[3]。

（一）国产动漫发展之道在于民族民间艺术形式与

现代资源糅合

可以说，长期以来，中国的动画作品为数众多，

动画市场大规模扩张，但是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成

果，一直未能突破该产业的天花板。直到近年来，

国产动漫不断发展，诞生了一部又一部的动漫佳

作，纵观近年上映的国产动画电影，无论是2015年

的《大圣归来》，还是之后的《大鱼海棠》都得到了不

菲的成绩，让动画从业者们看到了行业的希望。

2019年，国产动画电影《白蛇：缘起》《罗小黑战记》

再次以精良制作获得不错的口碑，实现了票房的逆

袭，进入了中国电影票房排行榜前列。在这几部电

影上，体现了中国动画的创新优势和民族特色；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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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在画面布局以及色彩搭配上，水墨画般的优美

景色，或潇洒或温婉的人物形象设计，色彩明艳的

中国风建筑等，展现了独特的民族元素，契合了当

下民族文化回归的诉求[7]。

（二）国产动漫发展之道在于重视对中华民族精神

美学呈现

事实上，中国的动画艺术已经诞生和发展了近

百年的历史了，也曾经诞生过一批可以代表“中国

学派”的动画，例如《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葫

芦兄弟》等优秀的动画作品。但是，中国动画艺术

却没能够继续辉煌下去，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国动画的作品越来越失去了“中国味道”，不论是故

事主题还是动画制作等方面，都无法承载民族风

格，发扬传统价值，彰显中国精神。但是，近年来，

从《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大鱼海棠》《白蛇：缘起》和

2019版《哪吒》的问世，无论是人物造型、配音还是

画面和技术都有了突破性的发展，而且这些作品也

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完美结合，发扬了

中国的传统价值。总结优秀的国产动画电影成果，

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对传统文化进行挖掘和

展现；二是将传统与现代进行完美融合，即在审美

层面上将传统美学与现代数字技术相结合，在价值

观念上使故事主题与时代的价值追求相契合；三是

实现国产动画电影的再发展[8]。新版《哪吒》对“哪

吒三太子”这个题材，既继承了故事原型，又对其进

行了根本性的改造 。而对于传统故事的大胆重写，

得到了行业内的一致认可。

中国动画电影市场的潜力依然巨大，仍然具有

广阔的机遇，2019版《哪吒》的成功就证明了这一

点，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中国本土电影市场的发展也

会为中国电影未来在全球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支撑。

（三）2019版《哪吒》对“国漫崛起”的重大意义

“国漫崛起”这四个字已经喊了太久，但这一次

才真正展露“崛起”苗头。《哪吒》创下如此成绩，并

不仅仅在于它的票房创下历史新高，在影片的特效

设计与制作上，追求极致的视听体验，通过采用当

前国内最先进的动画特效制作技术，将整部影片的

光影特效与音效发挥得淋漓尽致[9]。比起其他作

品，哪吒的导演饺子花了更多的时间打磨剧本，结

合了1 600多位制作人员的心血最终才将哪吒呈现

在观众眼前。2019版《哪吒》的成功，让世界看到了

中国国产动画的文化自信；也让中国电影找到了传

统的转化路径和表达的新可能性，也为中国电影的

未来和全球性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想象空间[10]。它

的成功更是带来了动画产业技术上的革新。电影

中龙族把重返天庭的所有希望都交给了三太子敖

丙，每一条龙都从身上抠下一片龙鳞组成了“万鳞

甲”穿在了敖丙身上。而这次《哪吒》也就像是电影

中敖丙一样，是整个中国动画产业的希望，整个行业

都对其寄予厚望，参与《哪吒》制作的每一家公司都

将自己最强的东西给予了这部作品，最终《哪吒》穿

上了这一身“万鳞甲”，带着整个行业的希望，去求证

一次中国动画的“崛起”，见证国产动漫的未来。

四、结语

从这个意义来看，饺子不仅是在用《哪吒》呐喊

“我命由我不由天”，也是在用实际行动在证明自己

弃医从影的初心。剧中，哪吒不因人言所惑，不被

坎坷所阻，牢牢地将命运把握在自己的手中；剧外，

中国动画产业走向世界艺术巅峰的漫漫长途，也因

《哪吒》等剧的成功，让中国动漫人发现了正确的方

向，经过近几年不断诞生的动漫佳作，不断总结出

了国产动漫发展的普适性规律。综上所述，中国的

传统文化大有可为，如何挖掘和传播这些优秀的传

统文化关系到我们国家的综合软实力，《哪吒》用实

际行动证明了改编亦是一种创新，它取材于传统文

化，源自传说又大胆创新[11]，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把中国的民族文化与精神风格和现实生活很好地

结合起来，为“国漫崛起”指明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发

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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