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白蛇”到“哪吒”，从“悟空”到“杨

戬”，一代人有一代人对中国动画经典角色

的回忆与理解。1961 年，美术片《大闹天

宫》初露锋芒；1979 年，《哪吒闹

海》大放异彩。当今天新生代们

被“魔童”哪吒的反叛形象所

迷倒，当年孙悟空、哪吒等的

形象历经岁月洗礼，也并没

有褪色。

趁着哪

吒热，近日，

江西省图书

馆翻出了馆

藏 本《中 国

美术电影造

型 选 集》向

读 者 推 荐 。

这本选集出

版 于 1980
年，收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30年间

46部美术片的127张动画设计造型，书里能

看到很多如今仍耳熟能详的动画形象：猪

八戒、阿凡提、哪吒、孙悟空、马良等，其中

哪吒的经典造型占据了重要篇章。

这本选集不仅是美术爱好者的珍贵

资料，更是所有热爱中国传统文化、渴望

了解中国动画艺术根源之人的必备“宝

典”。它让我们在欣赏经典动画片的同

时，也能领略中国美术电影造型艺术的独

特魅力，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艺术之旅。

《中国美术电影造型选集》汇聚了张

光宇、黄永玉、韩美林等一众艺术大师的

心血之作。在这里，每一个角色造型从线

条勾勒到色彩运用，从人物比例到神态刻

画，都遵循着中国传统美学的法则。特别

是“哪吒”“孙悟空”等经典角色的塑型，融

合了传统水墨线条与戏曲脸谱元素，成为

东方美学的典范。

翻开这本选集，就像打开一扇通往中

国美术电影黄金时代的大门。

1961 年的《大闹天宫》，张光宇设计

的哪吒宛如从传统神话中跃出的鲜活精

灵。那个半可爱半凶顽的胖娃娃，带着与

生俱来的不羁与灵动，每一处线条、每一

抹色彩，都蕴含着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神

韵。他的服饰借鉴了古代神话人物的服

饰设计，色彩鲜明大胆，红黄蓝绿等颜色

的碰撞，尽显其活泼与果敢。这个哪吒形

象，不仅是动画角色，更是传统美术元素

在动画领域的一次大胆创新融合。

1979 年，在美术片《哪吒闹海》里，张

仃以其深厚的艺术造诣，参考永乐宫、敦

煌壁画等艺术瑰宝，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白

衣胜雪、正义凛然的哪吒。这一版哪吒，

在造型上更加注重线条的流畅与飘逸，仿

佛敦煌壁画中飞天的灵动再现。服饰的

纹理、色彩的过渡，无不体现出中国传统

工笔画的细腻与精致。他的眼神坚定，身

姿挺拔，举手投足间彰显出不屈的精神，

将哪吒的英雄气概展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美术电影造型选集》收录的多

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为核心创作的作

品，但以当代眼光看，其艺术语言与江西

本土的陶瓷绘画、民间剪纸等传统工艺存

在深层共鸣，如景德镇青花瓷的线条韵律

与动画造型的简练灵动相映成趣。这种

关联性为江西美术创作提供了跨媒介的

灵感来源。

江西省图书馆再推这本书，在读者群

体中也引发了情感共鸣，纷纷表示勾起了

童年观影时的快乐与期盼。目前，读者能

在孔夫子旧书网看到选集的流通。“现在

的国产动画需要这样的经典滋养！”有人

表示。从这里不难发现，《中国美术电影

造型选集》不仅是艺术档案，更是一代人

的集体记忆载体。

当前，神话题材在影视与美术领域的

回归已成趋势。当读者不再在图书馆走

马观花，而是在新的文化话题中精准捕捉

到《中国美术电影造型选集》这样的经典

书籍，我们也许可以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再

往深处思考一二：神话母题的当代复兴与

江西美术的创作路径在哪里？从《哪吒》

系列到《白蛇》系列，传统故事通过技术革

新与叙事重构赢得市场。而《中国美术电

影造型选集》中的诸多角色恰为这一潮流

提供了参考。书中对神话符号的解构与

再创造，提示了江西美术创作者可探索的

方向：如何结合地域文化元素，以当代视

觉语言重塑本土角色。

让人欣慰的是，近年来，江西在美术

创作中已展现出对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

化。景德镇陶瓷大学推出的动画瓷绘，便

将《大闹天宫》的造型风格与釉下彩绘结

合 ；动 画 电 影《江 豚·风 时 舞》取 材 于 鄱

阳 湖 周 边 县 区“ 江 豚 拜 风 ”的 民 间 传

说 。 另 外 ，江 西 省 博 物 馆 联 合 敦 煌 、景

德 镇 推 出 的“ 丝 路 瓷 缘·釉 见 敦 煌 ——

瓷画艺术展”，从敦煌壁画到釉上敦煌，

不仅是敦煌艺术的视觉盛宴，也是非遗

瓷 画 窑 火 淬 炼 的 震 撼 呈 现 。 这 类 实 践

与 选 集 中 的“ 民 族 化 ”理 念 一 脉 相 承 。

可 以 预 见 ，未 来 ，更 多 的 艺 术 创 作 借 助

深厚文化底蕴，或可催生更多新神话主

义作品。

江 西 省图书馆重提《中国美术电影

造型选集》，则是它需

要 被 更 多 人 看 见 。 它

超 越 了 文 献 保 存 的 单

一功能，既是回溯中国

动画美学源流

的 钥 匙 ，也 为

江西美术创作

提供“传统的现

代性”范本。在

神话叙事重返

主流的今天，如

何以馆藏资源

激活地方文化

基因，将江西故

事融入全球化

的视觉表达，或

许是艺术工作

者与公共文化

机构共同面临

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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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风尚光影风尚

从银幕到街头从银幕到街头
南昌哪吒墙绘爆南昌哪吒墙绘爆火的文化启示火的文化启示

□ 钟秋兰 文/图

近日，以动画电影《哪吒：魔童闹海》角色为形象

的墙绘艺术“杀疯”了。借着电影的大火，南昌红谷滩

区丰和立交非机动车道涵洞、珠江路工地水泥围墙、

融创茂等不少地方“吒儿”、敖丙华丽出街，让市民及

游客近距离感受到墙绘艺术的魅力，并纷纷为此留影

打卡。

南昌“哪吒”墙绘缘何爆火？我们不妨理解为这

既是国产动画电影文化影响力的延伸，也是江西文艺

创造力的一次集中展现。这一现象背后，让我们看到

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的碰撞融合，也凸显了城市公共

艺术在文化传播、文旅融合中的独特价值。结合江西

近年来的文艺发展战略，显然这是场“文化东风”与

“艺术创造”双向奔赴的典型案例。

这场文化 IP 的落地，让人们看到了艺术形象从银

幕到街头的“破圈效应”。

《哪吒：魔童闹海》作为现象级国产动画电影，至

3 月 4 日，票房已超 145 亿元，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动画

电影工业的成熟，更暗含了传统文化创新表达的全

民认同。艺术创作者将电影角色以涂鸦形式呈现于

街头，正是将这一文化 IP 从虚拟影像转化为实体景

观的创造性实践。墙绘中“我命由我不由天”等经典

台词的融入，不仅复刻了电影情节，更将角色精神内

核 与 城 市 公 共 空 间 结 合 ，形 成“ 可 触 摸 的 文 化 共

鸣”。这种“二次创作”的尝试，印 证 了 江 西 近 年 来

的 艺 术 创 作“ 总 动 员 ”举 措 —— 通 过 梳 理 本 土 文 化

资 源（如 江 西 画 派 、江 西 戏 曲 等）进 行 文 化 溯 源 ，以

现 代 形 式 激 活 传 统 元 素 ，形 成 具 有 地 域 标 识 的 文

化符号。

“哪吒”墙绘的大受欢迎，也可以理解为公共艺术

与城市更新的双向赋能。

无论是丰和立交桥下的涵洞，还是珠江路工地的

围墙，原本都是城市基建中单调的灰色空间，如今，通

过艺术介入实现了功能转化。创作团队巧妙利用墙

体裂缝设计光影效果、利用墙柱分布进行构图，将缺

陷转化为艺术语言，这既是技术层面的创新，也体现

了公共艺术对城市微更新的意义。

它的成功让这些“门可罗雀”的角落变成了“车水

马龙”的网红打卡地，这样的实践与江西“以文气聚人

气”的文旅策略不谋而合：2025 年春节江西文旅市场

6.29%的国内游客增长中，艺术地标的引流作用不可

忽视。从更深层次看，这种涂鸦艺术打破了传统壁画

单向输出的模式，通过市民游客打卡、社交传播形成

“参与式文化”，让艺术成为城市治理与市民生活的连

接点。

“哪吒”墙绘成为文旅打卡点，是传统与现代的裂

变融合。

哪吒形象源于中国神话，而电影与墙绘的再创作

则赋予其当代价值。绘制丰和立交墙绘的赵永臻团

队在创作中强调“用涂鸦传递积极情感”，将申公豹的

“成见之山”、哪吒的“逆天改命”等精神内核视觉化，

既体现了“为时代放歌”的文艺导向，也展现了传统文

化通过年轻化表达实现破壁的可能。

“哪吒”墙绘的火爆，是政策东风下的“草根”艺术

生长。

从合租屋厕所练画到团队规模化，丰和立交“哪

吒”墙绘创作者赵永臻的创业历程折射出江西艺术生

态的包容和多元。近年来，江西通过文化艺术基金支

持机制、人才培育机制等政策，为“草根”创作者提供

土壤。不难发现，“哪吒”墙绘的走红，恰是政策支持

下个体创造力迸发的产物。

以赵永臻为例。一方面，南昌大学艺术学院美术

系的求学积淀为其打下专业基础；另一方面，文旅部

门对街头艺术的敏锐与包容（如快速审批墙绘项目）

为创新实践提供空间。这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

上”的互动，正是江西文艺赣军崛起的缩影。

显然，“哪吒”墙绘的热度虽具有偶然性，但其成

功路径也有迹可循。从“现象级”到“可持续”，它为江

西文艺发展提供了多角度启示——

能否借此深化“艺术+科技”融合？如利用 AR 技

术让墙绘与观众互动，延伸叙事空间。能否借此构建

城市艺术网络？如将分散的涂鸦点位串联成文化动

线，形成“行走的美术馆”。能否借此强化 IP 衍生开

发？如在创作中加入更多本土文化元素，推动文创产

品开发。能否借此完善评价机制？如将公共艺术纳

入城市文化评价体系，鼓励更多创作者参与城市美学

塑造。

南昌的“哪吒”墙绘，既是国产动漫文化浪潮中的

浪花，也是江西文艺创新的一次破题。它证明：当传

统文化借力现代艺术表达，当政策东风遇见“草根”创

造力，文化便成为流动的、生长的城市脉搏。

正如赵永臻所言，“墙体绘画是美化城市的一部

分”——而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它让艺术从殿堂走向

街头，让文化自信在市民的每一次驻足与分享中生根

发芽。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将近，电影
女性角色塑造的转变再次受到关注。

《哪吒：魔童闹海》热映后，顶着
“大胖丫头”体态、逃跑时笨手笨脚的
石矶娘娘，凭着独特的魅力风靡各个
社交平台。她自信乐观，不精神内耗，
被网友称为2025年第一个“治愈系大
美女”。

这让笔者想起前段时间写作群
里的一场热聊。有人发起一个提
问：你们觉得《白雪公主》这样的故
事还适合现在的时代吗？大家无一
例外地摇头：不适合了。甚至纷纷表
示不会给孩子们看这样的故事。

精致无助的白雪公主没落，巍峨
强悍的石矶娘娘出圈，在这个时代，为
什么女性会集体“反叛”传统的完美人
设呢？

审美之变：从“完美标准”到
“真实力量”

“A4腰、直角肩、漫画腿”曾是大
部分女性审美的标准，直到石矶娘娘
托着肉嘟嘟的腮帮子，顶着两个萌萌
哒发髻对着镜子臭美，直接颠覆人们
三观。她别着树叶当蝴蝶结、被哪吒
追着跑时摔个四仰八叉，一边狂吐小
石子一边放狠话——这些“不完美”
的鲜活细节，恰恰点击到了当代女性
的心声：这不就是现实吗，谁规定女
性必须一直苗条优雅？难道自我放
松、自在生活不好吗？

刷微博时，有网友如此评论：“看
她笨拙逃跑的样子，像极了在职场、
家庭、婚育压力下踉跄前行的自己。”
深有同感。谁不是在跌跌撞撞地努
力前行，这就是现实啊！而白雪公主
却依然活在完美的童话里：像雪一样
白的皮肤，纤细到能躺进水晶棺的腰
身、永远柔顺的长发、连昏迷都要保
持完美的姿态——这种柔弱的精致

与美丽，早已与当代女性追求的精神内核背道而驰。
曾经看到一句话：真正的美，是自洽，是活出自己。石矶

娘娘的“不完美”并非缺陷，而是她真实生命力的体现，巍峨也
是一种美，属于她的独特美。

她其实可以变成各种样子，但她还是选择可可爱爱、大大
方方地把自己展示出来。这种精神内核，就是现代女性所渴
望的状态——自信自洽，没有容貌焦虑，无需迎合他人标准，
只做最真实的自己。

现实之变：从“被动等待”到“主动自救”
白雪公主的故事内核，是经典的“被动叙事”：被毒苹果放

倒、被猎人的善心拯救、被小矮人收留，被王子拯救……她的
价值需要通过他人的认可来兑现。而石矶娘娘的剧本里，没
有救世主，从不消极等待，唯有自己积极找出路。

石矶娘娘实力强悍，但牢牢贯彻打不过就跑的原则，哪怕
最后她的身体只剩下一点点，依然自信满满地说：“留得青山
在，不怕没柴烧。”

这种务实的哲学，是对“女孩子应该完美”等规训的叛
逆。当代女性早已厌倦了“公主必须优雅赴死”的悲情叙事，
转而拥抱一种更接地气的生存智慧：狼狈又如何？先活下来
再说。正如有人如此调侃：“白雪公主教会我们如何昏迷，石
矶娘娘教会我们如何笑着活下去。”在石矶娘娘的世界里，失
败不是终点，而是重新出发的起点。不在乎跌落，不害怕重
启，这也是现代女性面对困境时最需要的心态。

情绪之变：从“精神内耗”到“自我和解”
石矶娘娘最动人的特质，是她把“倒霉”活成了行为艺

术：身体被打碎？那就把自己拼成Q版萌妹；皮肤不好、身
材不好，做不成方圆万里的美女，那就当这座山里最美的女
人，我自己就是这座山……无需取悦任何人，情绪稳定且自
洽，自己的容貌，自己喜欢就好了。

在她眼里，没有自我否定，没有焦虑内耗，把挫折当做磨
砺，在逆境找到转机。而白雪公主的“完美受害者”形象，反而
成了某种道德枷锁——当女性被迫扮演永远得体、永远柔弱
善良的“公主”，失去了自我，这何尝不是另一种精神的枷锁？

石矶娘娘的“反内耗”哲学，让现代女性找到了情绪的出
口。她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自己取悦自己，照顾自己。生
活可以狼狈，但心态不能崩溃。这种正向的情绪价值，才是现
代女性最需要的精神食粮。

时代之变：从“依赖他人”到“自我主宰”
从白雪公主到石矶娘娘，女性角色的进化史，本质是一部

女性从“被定义”到“自我重组”的觉醒史。
“白雪公主的生存逻辑，本质是一套寄生系统。”当代很

多的女性都认为：白雪公主的“庇护链”早已崩盘——职场不
会因你“柔弱”降低KPI（关键绩效指标）考核，生活不会为“等
待拯救”的人预留VIP（贵宾）通道。石矶娘娘的走红，恰恰
是对这种“寄生叙事”的彻底反叛：身体打碎后，她第一反应
不是哭泣或求救，而是把自己拼成更灵巧的形态继续生
存。这种“靠自己重组人生”的韧性，才是适合现代女性的
生存法则。

由此可见，现代女性早已不是“等待拯救”的被动角色，她
们渴望成为命运的主宰：抛弃“公主力”，自己打造自己的铠

甲。当大部分人都认同
“白雪公主已经过时”，
她们真正拒绝的，是那
个必须依附他人才能存
活的旧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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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品经典：一场中国美术电影的时空之旅
□ 秋 天

白雪公主是经典的影视作品女性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