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开《岁时请神：中国诸神图志》，仿佛

踏入一座流动的“神仙博物馆”——166 位

神明以皮影之姿翩然登场，在十二月令的轮

转中，编织出中国人绵延千年的信仰图谱。

这部民俗文化著作，既非枯燥的学术考据，

也非简单的神话汇编，而是将散落于时间褶

皱里的神明谱系重新串联，让那些被遗忘的

岁时仪式、被工业文明冲淡的自然敬畏，在

纸页间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在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的智慧中，“岁

时”是人与自然对话的密码。古人以星移

物换为刻度，将抽象的时间转化为具象的

生活仪式。正月迎玉帝、二月祭花神、五月

拜龙王、腊月送灶王……这些看似繁复的

仪式实则是先民对自然规律的精准把握与

诗意转化。书中揭示了十二月令的编排是

古人对星辰运行、物候变化与神明祭祀的

完美融合。例如立春时青帝执规司春，暗

合《礼记·月令》中“孟春之月，盛德在木”的

古典时间哲学，而夏至祭龙王的典礼，则对

应着“水满则溢”的农事经验。这样将天

文、地理、人事糅合的“编码逻辑”，让时间

不再是冰冷的刻度，而是天人感应的剧

场。更令人称奇的是书中对“冷门神明”的

挖掘：荷月登场的马王神三目四臂、身骑白

马，既守护战马又庇佑民间驮运，折射出古

代社会对畜牧业的倚重；腊月出现的疫神

在今天读来更具深意，古人以“纸船明烛照

天烧”的仪式完成对无常的抵抗，这种既敬

畏又抗争的生存智慧，正是中华文明绵延

不绝的深层密码。

书中 166 位皮影神仙的视觉呈现令

人叹为观止。皮影戏作为“最早的光影艺

术”，是民间祭祀的重要载体。书中披露，

陕西华县至今保留着“开演必祭黄龙真

人”的传统，这位《封神演义》中的“五无真

人”（无法力、无弟子、无法宝、无胜绩、无

洞 府）被 尊 为 皮 影 祖 师 ，在 民 间 获 得 供

奉。书中收录的皮影造型，既有敦煌壁画

的飞天神韵，又兼具民间年画的朴拙趣

味：文昌帝君朱笔点鳌的衣袂云纹暗喻

“独占鳌头”，哪吒脚踏风火轮的镂空剪影

仿佛烈焰跃动。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

从哪吒的造型到神话场景的构建，都融入

了大量传统美学元素，唤起了人们对神话

故事在现代演绎下的重新认识。而当长

2.3 米的《皮影神仙图录》徐徐铺展，让人

恍若置身于光影交错的皮影戏台。在数

字技术发展的今天，这些浸润着手工温度

的形象，展现了传统艺术的深厚底蕴与独

特魅力，是对千年艺术基因的深情回望。

本书叙述的神明分工体系更暗藏古人

惊人的“职业规划”智慧。仓颉四目观天掌

文字创作，火神祝融庇佑冶铸陶瓷行业，连

畜牧之神都细分为马王神、牛王菩萨，其精

准、专业程度堪比天庭版“员工手册”。更

有意思的是“跨界任职”现象：关公身兼武

圣与财神双职，太白金星既是玉帝特使又

司偏财，文昌帝君与孔子共掌文运的“科举

考试双保险”机制，无不体现着实用主义与

浪漫想象的奇妙交融。这一“万物皆可神

明化”的思维，本质上是对日常生活的神圣

化赋权。书中记载的市井信仰更为生动：

明清商帮账本必印“陶朱事业、端木生涯”

以供奉商圣范蠡、子贡，民国上海滩戏院开

台前必祭唐明皇，这些湮没在历史尘埃中

的细节，在作者的考据中重新闪光，描绘出

一幅鲜活的中国神仙图谱。

在电子日历的提醒取代观星辨时的今

天，本书带来的不仅是文化启蒙，更是对现

代生活的温柔叩问。书中指出，古人每个

节 令 的 祭 祀 本 质 上 都 是“ 时 空 重 置 仪

式”——除夕扫尘是洗去旧岁晦气，清明插

柳为接通天地生气，这些看似繁琐的规矩，

实则是人们用身体感知时间的“修行”。有

读者分享，依书中指引在书房悬挂魁星点

斗图后，备考心态竟变得从容。这或许印

证了传统文化的力量：它不是神秘主义的

桎梏，而是通过符号系统构建的心理锚

点。正如春节“照虚耗”习俗持灯驱邪的古

老仪式，何尝不能转化为现代人的心灵大

扫除？当我们用微信群抢红包代替了焚香

接财神，在各种年货中淡忘了灶糖粘唇的

童趣，本书像一面对照古今的铜镜，映照出

仪式感缺失时代的精神渴望。

从函套上透光可见的皮影封面，到随

书附赠的 Q 版吉祥贴画，该书本身便是传

统与现代的美学对话。那些在灯光下流

转的镂空剪影，那些折页展开时的簌簌轻

响，都在提醒我们：真正的文化传承，是要

让古老智慧重新照亮当下的生活现场。

当《哪吒之魔童闹海》通过现代技术重新

诠释传统神话，当皮影神仙在纸页间投下

斑驳光影，我们终将懂得，每个动人的神

话中，每个古老的习俗里，都藏着先民用

整个文明书写的生存史诗。

长安城头的月光下，身披金甲的孙悟空说：“我要这天，

再遮不住我眼，要这地，再埋不了我心。”唐僧抬起头来，望望

天上风云变幻说：“我要这众生，都明白我意；要那诸佛，都烟

消云散。”这样情绪饱满的孙悟空和唐僧如此陌生，却又离我

们这么近。这样赤诚天真的话直击内心，暗合了我们这代人

“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豪言壮语。小时候总会生发疑问，那个

威风凛凛、无所不能的孙悟空如果没有被“招安”而是对抗到

底会怎样？如果孙悟空踏碎凌霄真会当玉帝吗？如果孙悟

空会死，谁杀得死他？孙悟空修成正果后会感到虚无吗？所

以，以至于最后孙悟空功德圆满成佛，也总让人内心若有所

失。而从《悟空传》里，我隐隐约约发现了答案的蛛丝马迹。

今何在的《悟空传》以解构主义的利刃剖开古典神话的

华丽外衣，在这部作品中，今何在将传统神话中孙悟空的英

雄形象打碎重塑，赋予其强烈的现代性思考——关于自由、

命运、抗争与存在的价值。与传统《西游记》中孙悟空皈依佛

门的结局不同，今何在笔下的孙悟空始终是“未完成”的反叛

者。孙悟空的反抗精神不仅是对神佛权威的挑战，更是对生

存规则和命运安排的不甘。他每一次对抗天庭、挑战如来，

看似胜利的战役，最终都导向更深重的悲剧：花果山化为焦

土，朋友相继被杀，挚爱紫霞消逝，甚至自己肉身消殒。当自

由与抗争成为宿命和算计的奴隶，那个烧断的紧箍究竟是奋

战的勋章还是西西弗斯的诅咒？书中告诉了我们答案：追逐

理想的步伐永无休止，抗争的过程本身即是意义。

“我看晚霞的时候不做任何事！”这是《悟空传》的开始，

让人一度以为这是一个美好故事，却是在为全书奠定孤独落

寞的气氛。随后即呈现孙悟空杀死唐僧的荒诞场景，通过倒

叙揭示前因。在书中，孙悟空被紧箍咒分出了善恶两面，恶

的一面继续大闹天宫，善的一面丢失记忆被压五指山，一心

皈依佛门求正果。取经的途中孙悟空被阿瑶、紫霞等人触

动，紧箍松动，前者一棒打死了唐僧。大结局的时候，悟空身

死道消变成石头，阿瑶找到石头，将它埋在了一片焦土的花

果山，这恰恰又是取经故事的开始。作品采用非线性叙事与

多重视角交织的写法，空间在天庭、人间与记忆之境中切换，

时间在五百年的轮回中跳跃，这种叙事策略暗合了作品的主

题——宿命的不可逃脱与抗争的永恒循环。

《悟空传》是写给现代人的寓言和神话，映射了现代人的

精神困境：这漫长而短暂的一生，究竟应该追求些什么呢？

悟空困惑于，为何天地生他养他，却又不给他指明去路。唐

僧也陷入了同样的痛苦中：何人生我？生我为何？既带我

来，又不指我路……于是，他们在看到“界限”后，跌跌撞撞上

了路。不同的是孙悟空选择了外寻，誓要捅破天也要突破这

层界限。而唐僧则是遵从本心默默求索，历经十世苦难也要

寻找心中的大乘佛法。唐僧的离经叛道让人想起了黑塞的

《悉达多》，唐僧和悉达多有着同样显赫的地位，却为了求得

心中的佛，放弃一切走到了芸芸众生中，去感受、去体验、去

受伤，行过生死、承担罪过、寻觅出路。这何尝不是我们的修

行啊。

书中的许多人物都脱离了《西游记》中的形象，少了神性、

妖性，多了人性，虚伪霸道的神佛，坚守信义的妖怪，以及沙

僧、猪八戒、小白龙、奎木郎的重新演绎和阿瑶、紫霞、阿月的

塑造都让文本血肉丰满起来，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他们就是我们，我们成了他

们。他们的命运、他们的伤痛,我们亦感同身受。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还在结尾后写了

《杨戬传》《哪吒传》两篇番外，以新的视角解读和重塑了两位经典神话人物的形象。

这部经典的网络文学作品，为后来的神话题材作品改编开拓了新的思路和方法。近

年的国漫神话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以及游戏《黑神话：悟空》等一系列西游作

品的成功，无疑印证了这种思路的改编，契合

了当代人的情绪价值和情感需求。

神仙摆脱自然法则，自由是许多神话故

事追求的主题。孙悟空所追求的“天下再无

可拘我之物，再无可管我之人，再无我不可战

胜之物”的自由，不仅是摆脱紧箍及战胜外部

压迫后身体的无拘无束，更是摆脱内心恐惧

和软弱后，获得精神的解放和独立。命运常

常被不可捉摸的力量左右，放弃抵抗从来都

不是内心真实的声音。孙悟空在轮回中窥见

命运的真相时，依然选择以死赴之，当他最后

说出“这个天地，我来过，我奋战过，我不在乎

结局”时，那个永不低头的剪影已然升华为我

们心中的泼猴儿，他叛逆他倔强他永不服输，

他为我们除咒——提醒被生活戴上了紧箍的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花果山，都有一场未完

成的大闹天宫。

近几年神话国漫火爆全国，不一样的神话新编受到了无数人的喜

爱。孙悟空、二郎神杨戬、白蛇青蛇等经典神话人物也重新回到大众视

野。于我而言，大概是电视剧《宝莲灯》留下的深刻印象，在中国传统神话

里我最喜欢杨戬。在《杨戬——人生长恨水长东》这本书里也对杨戬这个

复杂的神话人物有了更深的理解。

关于书名“人生长恨水长东”一句我找了两处来源，一是李煜的《相见

欢·林花谢了春红》，一是元好问的《临江仙·自洛阳往孟津道中作》。作了一

番对比，我觉得还是元好问的更符合本书的主题：

今古北邙山下路，黄尘老尽英雄。人生长恨水长东。幽怀谁共语，远目

送归鸿。

盖世功名将底用，从前错怨天公。浩歌一曲酒千钟。男儿行处是，未

要论穷通。

说到杨戬，首先就不得不说不同作品里的他。传统神话里的他是“担

山赶日，治水擒龙”的神祇，保佑百姓安居乐业；《西游记》里的他是“心高

不认天家眷，性傲归神住灌江”听调不听宣的二郎小圣，可与孙大圣战个

不分上下；《封神演义》里的他是“带扇云

冠，道服丝绦，骑白马，执长枪”的清源妙

道真君，为武王伐纣助力很大；而剧版《宝

莲灯》里的他则是天庭的司法天神，在冰

冷无情的神性外表下有着温和之情与反

抗之心。但不管在哪个故事中，他都是一

位俊美无双、智巧机变、战力强大的形象。

本书正是衍生自电视剧《宝莲灯》，书

从最后一集昆仑山上杨戬面对众人的围

攻写起，写出了和剧里不一样的故事和结

局。虽然不免有些为虐而虐之嫌，但依然

可见作者用文字一点一点地描绘出了那

个 孤 高 清 冷 一 身 傲 骨 的 二 郎 显 圣 真 君 。

纵观书中杨戬一生，小时候家人相继为他

丧生的痛苦，使他将守护唯一的妹妹当作

最大的宏愿，这让他埋下了守护亲人与抗

争命运的种子。

千年前的杨戬也曾劈山救母，得到的

结局只有绝望，所以他明白了只有反抗不公的天庭规则，才能挽救同样悲

惨被压的妹妹。为达目的，杨戬不惜手段，众人皆以为他是贪恋司法天神

这个万人之上的权位，可是这只是他在利用权力守护所爱之人。于是他

一直坚定自己的信念，扛起恶名，暗里与天抗争，逼迫着沉香去成长、修天

条、救母亲。没有人知道，沉香救母成功的背后，是杨戬无法与人言说的

血和泪。他动摇过、迷茫无助过、自我怀疑过，就如一句“人生长恨水

长东”展现了他的痛苦与挣扎。为了妹妹和三界众生，不再受陈腐

天庭规则束缚，他舍生忘死，给所有的人都准备好了圆满结局，却

没有为自己留退路。他明白，自己的手段太过狠绝，他需要以死

偿还。可谓是“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很多年轻人笑称孙悟空、杨戬、哪吒三人分别是“一个明

着反，一个暗着反，一个随时反”的“天庭三大反骨仔”，不过

与悟空和哪吒不同，杨戬身上有着更为复杂的文化密码。

大圣由天生地养的灵石化身而来，是打破常规追求自由

的象征；哪吒从莲花中重启新生，是叛逆张扬勇于反抗

的典范。他们二人都是随心而行随性而活。而杨戬

或许是因为身在秩序之内，又或许是因为他额间那

与众不同的天眼，对万事万物都能看得清楚明白，

却也更容易陷入痛苦矛盾的困境。本书刻画了

游走在神性与人性边缘的杨戬形象，他既是秩

序的维护者，也是对其中不公的质疑者。所以

相比而言，杨戬的故事更为沉重，可能不如

孙悟空和哪吒那样广受欢迎，前者早已家

喻户晓人人喜爱，后者当下正红极一时，

而杨戬可能还需要一个走进人们心中

的契机。

以杨戬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神话，

从古至今无不寄托着人们在当时的

价值追求。它经过千年的打磨和流

传，到如今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都一直

拥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前几年《新神榜：杨戬》取得

了不错的票房成绩。今天一波波不断兴起的神话重述浪

潮中，传统神话的活力正在被人看见，它们变得更加真实动

人、贴近生活。就像书中，杨戬始终都担得起妹妹动人的那一句：

“我的二哥，是三界内少有的大英雄。”

多年前，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在世

界范围内发起了重述神话系列图书，李

锐、蒋韵夫妇合著的《人间：重述<白蛇

传>》就 在 其 中 ，同 系 列 作 品 还 有 苏 童

的《碧奴》、叶兆言的《后羿》、阿来的《格

萨尔王》等，是一次把传统叙事纳入当

下历史进程的大胆尝试。由于我们的

时代与神话传说诞生之时相去甚远，新

的作者在重述传统神话时，必须要调动

自身的想象力，打破视野的局限，在保

留古典传说韵味的同时设法发掘符合

时代的一面。

推陈出新一个早已在口口相传中被

定型的民间故事，作者需要敏锐的问题

意识。传统故事告诉我们：白素贞与许

宣之子许仕林在高中状元后知晓身世，

祭塔救母，母子团聚。作为人与妖的后

代，他自然地接受了自己“人”的身份，金

榜题名、阖家团圆、夫妻美满，这无一不

是传统伦理价值体系的产物。

多年来，对《白蛇传》的改编层出不

穷，家喻户晓如赵雅芝主演的《新白娘子

传奇》，饱享盛誉如徐克导演的《青蛇》，

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了这样的思维定

式。而这种预设有待商榷：身为异类，自

一出生起，许仕林的身份就是无法逃避、

无法选择的宿命，人与妖，同与异，无论

归属于哪一方，都意味着背叛。

李锐夫妇将身份认同的困境作为重

述的切入点。“人心中的成见就像一座大

山，任你怎么努力也休想搬动。”白娘子

渴望被人类接纳，不惜在大疫横行之时

引血为药，活人万千；但她的真实身份一

旦公之于众，所有的努力便悉数被视为

别有用心，人人皆欲除之而后快。重述

是永远无法剥离自我的，会情不自禁地

从“他说”回到“我说”。在此可以引入香

港作家李碧华的《青蛇》相对比。同为重

述白蛇传，李锐夫妇强调的是白蛇“明知

异而固求同”的那一面，注重集体主义的叙事；《青蛇》则是一部强调个

性张扬、追求自由精神的文本。相对而言，本书的视野更开阔，历史纵

深感更强，但与此同时，它对人性的表现失之脸谱化，缺乏真正意义上

的创新，戏剧性地让自身也成了需要被历史重述的对象。

这部小说名为“人间”，那么究竟什么是人间？不同的人有不同

的答案。在法海看来，“人间”意味着远离妖怪的诱惑。而在许宣眼

中，妻子所代表的温暖与柔情是属于他的“人间”。对蛇妖而言，“人

间”就等同于“艳情”，这个具有独特内涵的词语构成了故事的第一推

动力，青蛇贪恋鲜艳的花草树木、热闹的烟火气息，故而来到凡间；而

白蛇则想要在人间获得一颗人心，能够切实感受并拥有鲜活的真情，

因此修炼成人。可惜她们美艳的外表勾起了人间的诱惑，为她们招

来了无尽的灾难。

既然来到人间就意味着要经历无尽的磨难，那么为人一世，我们究

竟得到了什么？李锐夫妇将禅宗思想引入文本，给出了答案：人间是一

场修行，意味着破除我执、找到真我、坚守本心的过程。本书是一部多

视角的作品，其叙事结构可以拆解为古代许宣一家的经历、现代女子秋

白的讲述、当代考古发现的《法海手札》三条基本线索。法海肩负降魔

除妖的使命，代表着不可变易的“法度”，在追捕敌人的过程中，他对异

类的偏见化作执念，障翳了自己的心灵。随着情节的发展，照妖镜中不

再映出妖精的形象，而是照出法海自己；收伏白娘子后，他最终悟出了

生命的真谛：人生的尽头是一片“慈海”，只有逐渐放下我执，以平常心、

宽容心看待世间万事万物，才能大隐于市、物我两忘。

本书是一部根植于传统文化资源、浸润着古典情调的佳作。小说

整体框架采取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经典梦境结构，使不断变化的视角统

一于穿梭的梦境中；行文间化用莼鲈之思、鼓盆而歌、嵇康哭母等典故，

巧妙点缀戏曲元素，烘托出富有江南韵味的浓郁诗情。同时，作者还将

融贯古今的历史意识与真挚诚恳的人文关怀相结合，以哲学思辨的眼

光再诠释白蛇母题，创新性地揭示了古典神话所蕴含的现代精神价

值。值得关注的是，伴随乙巳蛇年春晚节目《千年等一回》及春节档神

话影视的走红，可以预见，推动传统神话资源的现

代转型正成为文艺界的热门动向，值得持续期待。

编者：中华民族的神话故事源远流长、瑰丽多彩，承载着先民对自然、生命、宇宙的想象与思考，更在代代相传中
塑造了民族性格与文化认同。盘古开天、女娲补天体现了古人对创世和自然力量的崇拜；后羿射日、夸父追日展示了
中华民族的勇气和牺牲精神；牛郎织女、白蛇传反映了古代社会的价值观和爱情观；大禹治水隐喻团体协作、愚公移
山彰显韧性精神、精卫填海昭示永恒抗争……此外，神农尝百草、嫦娥奔月、八仙过海、沉香劈山救母，以及《山海经》
《搜神记》《西游记》《封神演义》等神话和著作流传至今家喻户晓。

时至今日，神话从未远离，它始终在重构中滋养着中华民族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今年春节档，电影《哪吒之魔童

闹海》目前总票房已超过120亿元，跻身全球影史票房前10；《封神2：战火西岐》目前总票房约12亿元。近年来，《哪吒
系列》《白蛇系列》《封神系列》《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姜子牙》《新神榜：杨戬》《大海鱼棠》等国产神话电影，以及国产首
部 3A游戏《黑神话：悟空》，纷纷将传统故事和文化进行创新重构，与当代观众的情感产生强烈共鸣，口碑市场双丰
收，使传统文化在当下社会找到了新的生长点。

中国神话的重新演绎是近年来文化创作领域的热门主题，在文学、影视、游戏、动漫等领域均有体现，成为展现中
式美学与东方哲学的浪漫载体，开拓了读者对神话故事的认知和想象空间，增加了传统神话新的时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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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褶皱里中国人的“神明宇宙”
□ 姜靓轶

◀
《
岁
时
请
神
：
中
国

诸
神
图
志
》

李

龙

著

中
信
出
版
社

盖世功名将底用
□ 王惜缘

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正掀起热潮，

目前总票房已经突破 120 亿元，不仅登顶了中国影

史票房榜，还不断刷新着全球票房纪录。早在 2019
年，《哪吒之魔童降世》以超过 50 亿元的票房成绩，

成为中国动画电影的里程碑之作。《哪吒》系列电影

的成功，展现了国产动画的崛起，也让这个三头六

臂、脚踩风火轮的少年英雄，再次成为大众关注的

焦点。

在此背景下，湖南文艺出版社再版了周楞伽的

《哪吒》。这部长篇神话小说最早于 1985 年出版，

以其独特的情节架构、深刻的主题表达和鲜明的写

作风格，在读者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今时隔

40 年再版，这部作品是否依然散发魅力，值得我们

深入品味？

情节架构融合封神与西游
周楞伽是 20 世纪中国知名作家和古典文学研

究者，他的《哪吒》是一部融合了《封神演义》和《西

游记》元素的长篇神话小说。书中既保留了哪吒闹

海、剔骨还父等经典情节，又在此基础上进行大胆

拓展，融入更多独立且丰富的情节，如罗刹女与哪

吒的恩怨等，这些创作丰富了故事的矛盾冲突，拓

展了内容的广度和深度。

其中有趣的是哪吒与孙悟空的互动情节及微

妙的关系，两人同为天庭的“麻烦制造者”，但性格

和经历却截然不同。哪吒天生神力，却要面对父权

压迫；孙悟空石破天惊，挑战的则是天庭的等级制

度。这些情节丰富多样，展现出哪吒从冲动莽撞，

逐步走向成熟稳重的成长过程。起初，哪吒奉玉帝

之命前往花果山擒拿孙悟空，二者从敌对到英雄相

惜并结义，后来孙悟空解救中了妖法的哪吒，哪吒

又搭救了长安遭难的孙悟空。

周楞伽让这两位英雄并肩作战，使小说的情节

更加曲折复杂，而且增强了故事的可读性与趣味

性，赋予了哪吒故事更多层次的解读空间。

主题表达更具现代精神
哪吒，这个千年神话人物，在不同的时代被赋

予了不同的文化意义。他的故事最早源于印度佛

教，后来逐渐融入中国文化，从佛教护法神演变为

道教少年将军，再进入儒家伦理体系，成为忠孝两

难全的悲剧人物。

在传统神话中，哪吒虽然桀骜不驯，但最终还

是被天庭“招安”，成为“循规蹈矩”的神仙。但周楞

伽并未按传统套路塑造哪吒，而是让他成为一个更

具人性、更复杂的角色，更符合现代年轻人崇尚“我

命由我不由天”的英雄形象。本书中的哪吒英勇无

畏、年少轻狂、冲动鲁莽，他不仅要对抗龙王，还敢

于挑战天庭，成为反抗权威、追求自由的象征，这种

叛逆精神在今天依然充满吸引力。

在处理哪吒与父亲李靖的关系时，作者并未采

取简单的对抗或和解，而是展现了一种矛盾而深刻

的父子情感。这种微妙的情感冲突，让读者在神话

的外壳下，看到了现实生活的影子。

此外，书中还注入了一种超越时代的平等观

念。例如，哪吒认为大海属于天地，任何人都应享

有权利，而不应由龙王等族群独占，天庭也并非至

高无上。小说以哪吒与孙悟空携手挑战天庭，一句

“我们同去创造花花世界”作为开放性结尾，让神话

叙事超越了单纯的英雄传奇，暗含了对现实与理想

的追问。

写作风格独具特色
《哪吒》在写作风格上极具特色，其生动活泼的

语 言 、丰 富 的 想 象 力 、

幽 默 诙 谐 的 笔 调 以 及

鲜明的人物塑造手法，

使 故 事 充 满 了 趣 味 性

和吸引力，让读者沉浸

在精彩的神话世界中。

在人物塑造方面，

哪吒的聪明、正直、勇敢、机智在故事中展现得淋漓

尽致，他在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时，总能想出巧妙

的办法应对。同时，他也有着孩子的天真和顽皮，

做出许多令人会心一笑的调皮捣蛋之举。其他

人物如孙悟空的神通广大、机智灵活；李靖的

固执、胆小怕事；罗刹女的阴险狠毒等，也都

刻画得栩栩如生，让人过目不忘、久久回味。

《封神演义》和《西游记》本身各自有着独

立且完善的神话体系，部分设定存在冲突，但

是二者融合起来却打破了传统章回体小说的布

局。哪吒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叛逆和自由精神的

形象，这种融合让故事天马行空、自由生长，恰

好与哪吒的性格特点相契合，反而赋予了作品

独特的魅力。

总的来说，本书充满想象力，而且具有

深刻的思想性和文化价值。它以独特的

视角和笔触，重新诠释哪吒故事，塑

造了内涵丰富的英雄形象。本书

曾被改编成系列连环画，影响

了一代读者，是“哪吒”系列故

事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对《哪吒》电影意犹

未尽，或者对哪吒这个角色有

特别的感情，不妨重温这部作

品，感受一场跨越时代的英雄冒险！

跨越时代的英雄冒险
□ 陈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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