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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Storytelling in Domestic Animation Fil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Take the Movie 
"Nezha" as an Example 

 

跨文化传播视角下国产动画电影的中国故事讲法——以电影

《哪吒之魔童降世》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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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科技、经济及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有了显著提醒，

国际话语权也日益有了更大的分量，因此我国与他国的交流往来日益紧密，并且在

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的进程下，不同语言及文化背景的人接触更是愈加频繁。随着

跨国传播时期的到来，如何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更了解中国，成为了“中国故

事国际表达”的核心内容。（张雅欣、张佳楠，2017）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次会议

中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跨文化传播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的高度。文化的对外传播在我国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提升文化软实力的进程中具

有深刻的意义。（高宝萍、冯慧，2021） 

在这样一个划时代的跨文化传播阶段，电影作为现代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传播媒

介，一种文化产业，必然在文化的传承与交流中扮演着非同凡响的重要角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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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电影密切相关。而作为文艺创作的源泉，文化不可避免蕴含在电影的各个元素中，

体现着一部电影的文化归属。电影的本质就是讲故事，它负载着民族文化，努力穿

越文化边界实现成功的跨文化传播。而随着科技的发展，新媒体技术成为了语言交

流、传播文化的主流手段。电影也是传播文化信息的方式之一，它凭借其视觉与听

觉相结合的多模态媒体形式，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3]其中，动画

类电影可以让不同群体、不同文化的人通过生动有趣的形象看到其中所反映的文化

内涵，加深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并且，通过动画电影可以传递中国深层次

的文化思想与文化特色，也可潜移默化地影响世界对中国的认知。（陈凯娟,2021） 

近年来，国产动画电影飞速崛起，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国产动画电影，它们在

艺术水准和商业运作方面都收获了巨大成功，如《大圣归来》、《大护法》、《哪

吒之魔童降世》等。其中，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在中国以 49.74 亿票房成绩，

位居中国电影票房第二（汪思雨，2019）并入围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它以其独特

的创作手法创造了中国故事的新讲法，为讲好中国故事开拓了一条值得研究和探讨

的道路。因此，本文将从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后文简称为《哪吒》）的文化

传播优势与局限的分析入手，并根据《哪吒》的实际情况，就其文化传播局限对

《哪吒》的电影本身跨文化文化传播提出可行的传播策略。 

 

研究结果及探讨 

一、 文献综述 

学者宋莉娜、王子勤（2017）从中国电影的发展路径出发，讲述了中国电影从“引

进来”到“走出去”的三个阶段——从默默无闻到崭露头角、先国外后国内的国际

化发展路径、新形势下中国电影国际话语权减弱。这三个极具国际性的阶段也体现

了中国电影文化传播的由弱到强再到被压制的趋势。 

面对这样严峻的文化传播趋势张亚新、张佳楠（2017），俞睿（2021），朱金

德、王爱玲（2019），高宝萍、冯慧（2021），王烜（2019）以及刘晓静（2020）

等都对当前电影类文化产品传播的困境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将他们的观点进行概括

得知，当前的电影类文化产品所面临的传播困境主要为“文化折扣”、误解和偏见、

文化差异、文化输出类型单一化、题材落后、专业技术不足等。 

而学者张亚新、张佳楠（2017），俞睿（2021），朱金德、王爱玲（2019），

高宝萍、冯慧（2021），王烜（2019）以及刘晓静（2020）等又针对国产电影的传

播困境从宏观角度提出了多渠道传播、文化共情、更新题材、二次编码等有效传播

措施。 

就影片《哪吒》而言，凭借它在国内市场取得的成绩，它无疑是成功的，学者

吕新阳（2020），柯弄璋（2020），蔡悦（2020）以及马硕、张栋（2020）等就国

产动画电影《哪吒》的成功之处进行了分析，认为《哪吒》创新性地颠覆了传统人

物形象塑造、解构与重塑了古典文化、将中西文化、古现代文化进行杂糅引起观影

者情感共鸣。 

相应的，根据事物的两面性原则，《哪吒》在传播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局限，

学者何鸿婷（2020）和汪思雨（2019）分析了《哪吒》在文化传播中存在的诸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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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折扣、传播渠道受阻、受众不佳等局限并提出了有效的传播策略，如“整合”文

化差异、对不同受众二次编码、拓展传播渠道等。 

 

二、 《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文化传播优势 

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一上映便好评如潮，国内票房爆满，以其极高的

票房成为中国票房第二的高分电影，在国外哪吒的形象也广为人知。《哪吒》作为

一个文化产品有这样的传播成绩足以说明它在文化传播中的成功。那么以下本文将

从本土传播优势和跨文化传播优势两个方面对《哪吒》的传播优势进行分析。 

 

1. 《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本土传播优势分析 

1.1 人物 IP与故事架构的创新 

《哪吒》虽取材于中国家喻户晓传统的神话故事，但影片的创作者在此基础上进行

了改编与创新，打破了观众对于从小到大耳熟能详的哪吒传统形象的认知。 

在人物塑造上，哪吒原是印度佛教中的夜叉神，他原是“愤怒”的化身，经历

中国本土化后，从《哪吒闹海》到《哪吒传奇》， 哪吒形象逐渐偏向柔化，成为一

个符合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大众审美期待的现当代儿童形象。但影片《哪吒》

中哪吒的新形象——厚重的黑眼圈、两排尖尖的兽牙、沙哑的嗓音等，与动画片里

的儿童哪吒大相径庭，追根溯源，这是作者对哪吒神话原型回归式的创新。另外，

殷夫人的豪气和直爽一改封建礼教中相夫教子、温婉贤淑的妇女形象，更多地是接

近于现代职场兼顾家庭与事业的独立女性形象，还有大腹便便的太乙真人等，这些

人物塑造上的创新都与当下快节奏生活中人们求新求异的审美需求不谋而合，而且

与现代生活的相似性也能够引起观影者的情感共鸣。 

在故事架构上，主人公哪吒的人物起源的建构一改传统神话故事中哪吒是灵珠

子转世、是正义的化身这样带有明显正义色彩的身世背景。电影的创作团队在把握

传统文本、不丢失传统文化内核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而充满创造力的、全新的传统

神话 IP 的“陌生化”处理，为这样一个典型的、家喻户晓的传统神话故事重新注入

了全新的看点和吸引力，塑造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架构。不论

是在故事宏观角度的整体走向还是在需要细心留意、推敲的细节上，电影的创作者

团队都进行了一种极大胆的陌生化的处理与文化创新，在保留中国文化内核的基础

上塑造了全新的审美与文化体验，给观众以极大的耳目一新之感和吸引力。 

 

1.2 文化符号的融入 

在动画电影《哪吒》中，处处都能让人感受到中国传统宗教——道教文化中最具代

表性的体现对立统一自然无为的“太极”文化。“太极”能够成为《哪吒》的神话

结构，不只是因为哪吒的基础故事框架就是以中国传统道教系统作为出发点的，或

是影片表现了道教神祇的故事，而是因为“太极” 形象自身作为一个矛盾统一体，

由全然相反的黑白色构成，两种色块浑然天成，互不融合却又互相吸引。包含着相

对立但又相互吸引的两个方面，从而象征性地反映出了影片邪正二者对立统一、相

互包含的主题。太极原型既在电影内形成叙述的循环模式，又在电影所叙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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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达到沟通、构拟人物关系的目的，使得哪吒这一神话形象与其人物故事均形成各

个组成部分相互融合、协调并存的统一混合体。太极指的是在世界创生之初元气混

合为一、邪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 它开启了生命运行的旅程，万事万物都

是一个循环。在影片初现的地方，就展现了这种生命的原初形态：一颗完整的邪正

相融的混元珠被分解为人人恶之、魔性缠身、为祸人间的魔丸与人人盼之、极具灵

性、拯救苍生的灵珠，互为极端的二者相生相克。而分别为两个对立体的哪吒与敖

丙的命运实现了一次循环，从完全对立，到融合共生，从邪正不两立，到亦邪亦正

的相互包含，从水火不相容，到水火相克相生的共存。在初始时，让观众认为二者

只能存其一，却在影片的结尾塑造出二者共生的结局，给了观众一反常态的耳目一

新之感。影片用这种“双主角”的创新方式，将“太极”文化融入影片中，从故事

的核心就由内而外地发散出中国文化内涵，从内心深处引发了中国观众的文化共情。 

 

1.3 中国式幽默 

《哪吒》在言语和人物形象上都用了大量的中国式幽默，使得影片在观看过程中张

弛有度，轻松愉快。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太乙真人的四川普通话。四川方言是北方方

言中西南官话的一种，由于其生命力十分顽强，四川方言成为了官话中最具代表性

的一种。而在正式影片中使用受到四川方言影响的四川普通话则成为了中国人不成

文的中国式幽默，这样的中国式幽默无疑为影片的传播效果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哪吒》作为传的神话故事，其在人物、内容、结构、内涵等各个不同的方面

所体现出的由浅入深的突破式原型重构，突破了传统神话叙事自古以来一成不变的

老套叙事情节和非常显而易见的文化体现形式，使得神话叙事呈现出一种深层的、

极具创造性的、现代化开放的特质，以一种大胆的创新手段为桥梁将古代的中国思

维和现代中国思维连接起来从而开辟了现代神话叙事的诸多可能，也获得了更有效

的文化传播，而且也为今后同一类型的中国传统神话故事的神话改编作品提供了比

较有力的借鉴。 

 

2. 《哪吒之魔童降世》跨文化传播优势分析 

《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故事取材虽然是在中国的传统神话故事的基础上改编而来，

但影片却从各个方面用相反的手法大力打破传统故事框架的束缚，直接在我国神话

体系的基础框架上进行极具力量性的创新与突破，讲述能够被普遍认同和并引起共

鸣的“中国故事”。本文将从《哪吒》中所体现出的普适性价值观和文化杂糅两个

方面分析《哪吒》走出国门，进行跨文化传播的优势所在。 

  

2.1 普适性价值观 

国产动画影片《哪吒》所展现的核心价值观是“我命由我不由天”这样一个自己决

定自己命运，打破偏见，成就自我的普适性价值观。这样的价值观代表了一种人定

胜天的反抗精神，是对命运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也体现了一种英雄主义和正义主

义，影片中所体现出的英雄主义在于哪吒勇于活出自己，不再是传统层面的只接受

正义的自己，而是打破传统观念接受了邪魔的自己，给观众传递出一种接受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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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自我的良善，同时也接受自我的黑暗的一种极具教育意义的自我认同观念。龇

牙咧嘴、吊儿郎当且时时带着几分妖魔之气，甘愿接受自己和冲破人内心成见、敢

于支配命运的哪吒，而不是自我放弃随波逐流，被命运牵着鼻子走，层层的铺垫与

人物塑造让哪吒的角色更加立体、更加有血有肉，鲜明突出地刻画了人物“我命由

我不由天”的“英雄主义”。这样的精神不受人群限制，可以被大众广泛接受，即

使是放在异文化环境，也能被其他族群的文化所接受，体现了不同文化中的文化共

性。普适性价值观的融入使得《哪吒》的有效跨文化传播成为了可能。 

 

2.2 文化杂糅 

首先从镜头设计看，《哪吒》中冰与火的碰撞，体现了西方的暴力美感，是西方人

所乐于见到的。现有研究者注意到，电影《哪吒》前半部分的生活反映出西方朋克

文化发展的脉络。哪吒的毁灭、搅局和反讽，完全符合朋克文化之内核，即“天下

是那么荒谬，人生只不过是一场荒唐的博弈而已，只能用荒诞的行为来对待它”。

那么在体现朋克文化的同时，《哪吒》又蕴含着中华文化的核心，体现着中华文化

的气概，如壮丽的仙境、山河等。《哪吒》反映了一种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杂糅在

一起、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相糅合的综合性文化特征，它不仅深刻地阐释了角色身

份尴尬的文化成因，同时也真实地表现出当前社会的实际境况，迎合了当前电影观

众市场的某些情趣，而正是如此，《哪吒》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面对异文化族

群也能够有有效跨文化传播的优势。 

 

三、 《哪吒之魔童降世》的跨文化传播困境分析 

虽然前文分析了《哪吒》在国内外市场上进行文化传播的优势，但是有数据表明，

《哪吒》走出国门后，在国外的跨文化传播收效并不理想。对此，参考各位学者的

看法，我认为《哪吒之魔童降世》所存在的跨文化传播困境主要可以归结为“文化

折扣”。 

“文化折扣”就是指在跨国市场上因文化差异而造成的本国影视节目传播效果

的损失问题。引起“文化折扣”的因素有很多，一般有翻译不当、刻板印象、价值

观差异等。 

从影片《哪吒》在海外跨文化传播的情况来看，首先，《哪吒》在海外上映是

匆忙之举，并没有寻找专业的翻译团队，各国翻译都大相径庭，语言内涵被破坏，

观众无法理解翻译背后准确的含义。至于影片中的语言幽默，如川普以及押韵歌谣，

由于英文中各处语音差异不大，没有中文的方言特性，因此观众并不能从不同的普

通话发音中获取笑点，反而会觉得影片无笑点、很枯燥。 

其次，是《哪吒》中所体现的价值观差异。第一，牺牲精神。无论是太乙真人、

还是哪吒的父亲李靖，都愿意为了救自己的徒弟、儿子的性命而放弃自己的生命或

修炼已久的道行，而哪吒也愿意为了保护陈塘关的百姓赴天劫，牺牲自己，这是一

种典型的中国传统观念上的牺牲精神。人们愿意为了爱和大义牺牲自己的一切，这

是一种博爱精神。第二，“大团圆”的结尾方式。哪吒与敖丙在经历了自我怀疑和

自我接受的双重成长后，太乙真人也愿意成就大义，三人三人一同冲向天劫，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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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团结一心功夫天劫的行为让二人保住魂魄，成就了最后的皆大欢喜的结局。这种

成全所有的大团圆的价值观念，显然就是自古以来中国思维中的价值观念，就是

“牺牲精神”与“集体主义”，每个人都敢于为大义、为亲情、为友情、为爱而献

身。第三，“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并存的模式。由于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的

不同，东西方社会中人们的价值取向也有很大区别。海外受众，特别是西方文化的

代表——美国受众的价值观长期是“个人英雄主义”，强调个人利益与人权坚决不

可被他人侵犯，这样巨大的差异使得西方受众中的大部分观众无法认同电影中所宣

扬的价值观和做法，便导致《哪吒》这部电影在跨文化传播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文化

折扣。 

最后，由于当前国际形势的特殊性以及早期的历史原因，西方许多民众都对我

国存有刻板印象和偏见。再者，由于西方影视行业发展较早，形成了海外受众某种

固定的审美与思维模式，难于接受并喜爱其他审美模式和思维模式，而且目前大部

分以中国文化为基底的国外电影在对中国文化的构建过程中，满是西方导演、媒体

对中国文化的错误理解，几乎是披着中华文化外皮的西方价值观念内核，从而导致

了《哪吒》在跨文化传播中收效甚微。 

 

四、 《哪吒之魔童降世》的跨文化有效传播策略分析 

文化传播全球化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是如何进行跨文化传播。文化传播过程

中存在着“文化折扣”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化全球化传播的进程。而通

过电影这种特殊形式来实现跨文化传播则是克服这一障碍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所以，

研究电影与跨文化传播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电影这一声像传播形态可以深入不同

文化之中，从而成为跨文化传播最主要的手段与媒介，而将它作为媒介进行跨文化

传播有着很强的渗透力，它鲜明而直观的画面也更易被不同文化的人们所接受。 

国产动画电影《哪吒》通过其独特的创作手法在国内收获了成功的传播成果，

但却由于文化折扣等种种原因，没能在海外也取得同样好的文化传播效果。本文将

针对《哪吒之魔童降世》的跨文化传播提出一些传播策略。 

首先，《哪吒》在进行跨文化传播之前并未作好充分准备，在一定程度上导致

了翻译失衡从而产生文化折扣。笔者认为每一个文化产品在制作时就应该对其是否

进行跨文化传播做出决策，从而为其能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传播作出充分地准备，请

专业的翻译团队和配音团队。 

第二，二次编码：中国符号的西方呈现。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利用异文化

族群熟悉的文化符号替代陌生的文化符号，用异文化的幽默方式代替陌生的幽默方

式，在某种程度上尽量做到讲“共情”的中国故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一味地

迎合他者文化，我们必须保持自己的文化核心，如像动画电影《功夫熊猫》、《花

木兰》那样，用中国元素对文化产品进行包装，但在深层依然保留西方文化的核心

价值观，从而进行跨文化传播。我们应做到在影片“走出去”的过程中，既要保持

中国本土特色，又要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注重文化差异和语言的翻译。 

第三，学习并借鉴其他国家的动画电影的专业技术以及制作技术，结合现当下

的中国国情，将中国元素填充到电影中。在《哪吒》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采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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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好莱坞动画的叙事模式和表现手法，吸引了国内外的大量观众。但是它在借

鉴国外表现手法的同时却没有失去传统文化内核的本心，把传统的神话故事打碎，

在中华传统道教文化的核心基础上重新构建，并将命运、人心、家庭关系、故事情

节等全方位地对原著进行翻天覆地的改编与重构，既展现了拯救天下苍生英雄主义、

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庭伦理又突出了个人的身份归属认同价值观念，同时通过颜色、

物体等各种对立手段围观中呈现出了善与恶、正与邪等的二元对立及相生相克、相

融相斥，通过制造戏剧冲突和反转塑造出影片的情节与张力。 

第四，选择文化接近性地域传播。中国动画海外传播应首先选择适合自己的市

场、以文化接近性市场为目标、以东方儒家文化圈为依托是中国动画产品走出国门

的重要战略。 

总之，就中国而言，电影对外输出和传播，无疑是我国文化走出去的一条重要

途径。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以及新媒体时代的来临，中国电影在国际市场上取得

了显着成就。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中国电影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亟待解决。这些都

影响了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为此，需要分析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电影传播路径与策

略，以进一步促进中国电影跨文化传播，用世界性语言讲中国故事，进而实现国家

软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 

 

结论 

“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是我们树立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软实力，走向世界至关重

要的一环。我们需要“用国家手段表达中国故事”，因为中国经济变成了世界巨人

后，中国文化传播并没有形成与其匹配的局面，文化霸权主义依然猖獗，需要借助

“中国故事”寻求多元的世界文化生态，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和交融，也要把

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共享给各个民族。电影作为文化传播中的媒体之一，是我们讲

中国故事必不可少的文化产品，但是我们在向世界讲中国故事的过程中仍存在许多

困难需要我们逐步克服，因此在用电影讲中国故事时我们要注意内容的选择、故事

的讲法，使新时代中国故事能够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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