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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吒之魔童降世》是怎样燃起来的——

哪吒，当代中国的超级英雄

张启忠

《罗小黑战记》：

凌霄一羽毛般的“治愈系”

动画电影《罗小黑战记》是同名 28

集FLASH动画的前传。因为人类滥砍森

林、侵占了妖灵的生存，小黑猫在饥寒交

迫、惊悚终日的流离中，偶遇风息等妖灵

后，获得了短暂的、诗意的栖居。但这种

惬意，很快被追捕风息等妖灵的无限大

人所破坏。故此，罗小黑对妖灵会馆的

执法者且是人类的无限大人，充满敌

意。直到影片结尾，风息冷酷杀死罗小

黑以获得后者的超能力——“领域”，妄

图在城市中心通过貌似穹庐的黑色“领

域”，称霸城市。猛然警醒的罗小黑协助

无限大人打败风息。而原本是树妖的风

息绝望地放弃了多年修行而生的灵性，

在城市中央的废墟上，化身为莽苍苍的

巨型绿树。

作为《哪吒之魔童降世》之后的又一

国产动画力作，该片采取了传统的2D动

画风格。3D 动画因为可以通过建模和

运动捕捉，能塑造出离幻、宏大的场景，

刻画出细腻的情绪与运动，相形之下，2D

动画在此方面则是弱项。动画电影《罗

小黑战记》赢得票房的原因，除了环保、

共存等主题外，该片还有治愈系的功能，

但是，在治愈系的心理结构等方面，进行

了大胆尝试。

自我的整合与治愈

罗小黑是黑熊、妖灵男孩和小猫的

不同变体，即黑熊，是罗小黑修炼之前的

本体；妖灵，罗小黑修炼之后的自我；小

猫，是在人类社会中萎缩存身的、暂时的

面具。这个三位一体的角色，与弗洛伊

德的人格理论不谋而合。

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认为，人的精

神由本我、自我和超我组成。本我就是

指原始的无意识的本能，包含生存所需

的基本欲望、冲动和生命力，遵循“快乐

原则”。自我遵循“现实原则”，协调本我

的非理性需要与现实的关系，保护整个

机体不受伤害。超我是人格结构中代表

理想的部分，它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通

过内化道德规范、社会文化的价值观而

形成，遵循“道德原则”。自我在本我和

超我之间充当调解者。如果本我或超我

压制了自我，变得过于强大，就会出现精

神官能症和心理问题。

由此可知，罗小黑的本我是黑熊；他

有两个自我，分别是人类社会中的黑猫，

和另一世界的道成肉身的妖灵身份；而

超我，则是人形和超能力。

罗小黑与众妖灵得以存身的原始森

林，被人类不断地破坏，为了存身，罗小

黑只能化身为一只体型弱小的小黑猫。

死里逃生的罗小黑在城市废墟和垃圾

中，聊以度日，还时刻面临邪恶少年的虐

杀。至此，人类社会中的罗小黑处于惶

惶不可终日的恐惧中。当被风息搭救、

回到森林栖息地后，心无挂碍的罗小黑

在洛竹面前，爽快地说：我也是一个妖

灵，且毫无顾忌地展示了被人类所耻笑

的妖灵身份。尤其是风息给了罗小黑一

个烛光摇曳的温暖蜗居后，罗小黑安全

感、认同感、归属感是喷涌而生。在此基

础上萌发的患难与共、同舟共济、惺惺相

惜，又是顺理成章。以至于无限大人前

来追捕风息等妖灵时，暴怒的罗小黑不

惧自身的法力弱小，显露了黑熊的本体，

挺身相助。

当遇到无限大人后，罗小黑的三个

“我”的存在时间发生了变化，妖灵身份

相对的持久，而未来的、不断炼成人身的

超我，则是一个召唤状态。所以，当罗小

黑对无限大人的呵护由敌意，渐趋平和，

当罗小黑看清了风息的真实面目后，明

辨了挚爱和欺骗。家，不再是一个温暖

的有形建筑，更是一个可以安放心灵的

空间。以至于，无限大人在妖灵会馆的

长堤上提出分手的时候，泪如雨下的罗

小黑，喊出了师父，并依附在无限大人的

拥抱中。表面上看，罗小黑有了无限大

人的宽厚的父爱。从深层意义上看，罗

小黑已经被无限大人的人类情怀所感

召，丢掉了代表黑暗和恐惧的人类社会

中的自我形象——黑猫，保持了妖灵状

态的自我，隐约中，建立了以无限大人为

蓝本的、不断修行的超我。

观众在经历罗小黑心灵蝉蜕一般的

变化时，感同身受，年轻人能感受到远离

凄苦的幸福，年长一些的观众能感受到

人格成熟的自信，更深刻的观众也许能

够读解出哲理。总之，观众感受了生活

的温馨和明朗，体验到了积极向上的人

格、心理的成熟的震撼力。

弥合了人妖沟壑的救赎

一般动画电影中的角色要么是人类

与精灵，要么是动物与精灵。《罗小黑战

记》中的角色，则拓展了这种框架，包括

现代社会的人类（地铁中的旅客、海边赶

海的人等）、古装人物（无限大人）、妖灵。

影片中“梗”在于，古装的无限大人，

究竟是古代人物，还是现代人物的古装

爱好者，影片并没有交代和细化，只是一

个凌空出世般的设置。而且，作为妖灵

会馆的执法者，本身又是一个模糊的概

念，是古代的捕快，还是什么角色？为什

么他作为人类，却具有妖灵都难以企及

的能力。贸然揣测，无限大人是具有妖

灵的血统，抑或有狼孩一样的成长经

历。这些信息，都是潜隐在一副高冷的

身形中，成为了各种矛盾编织的隐约作

用力。同时，他的一身古装，成为了自由

游移于古今时空的符号。例如，作为现

代人，无限大人与罗小飞经过了三千里

的海面漂移后，在海鲜酒家吃饭付费时，

他拿出了一个物件，罗小黑称之为千里

传音器，而影片观众却误以为是将要微

信支付的手机。这种错位构建了一个个

笑料。

除了无限大人外，罗小黑则是贯通

了妖灵与儿童的边界。其实，罗小黑的

配音和外型，更加贴近“喜羊羊与灰太

狼”中智慧、勇敢的喜羊羊，但是，《罗小

黑战记》巧妙地将罗小黑设定为男孩，这

样，小男孩的率真、胆大与伶牙俐齿，在

高冷的无限大人面前，相当于一个咄咄

逼人的“辩手”，又充满了稚趣。

正因为无限大人是人类中的另类，

罗小黑则是妖灵世界中的童真天性。作

为人类的无限大人，含而不露，当得知罗

小黑具有超能之后，无限大人千方百计

地阻拦罗小黑去寻找风息等妖灵，表面

上意欲收之为徒，希望罗小黑远离邪恶，

让强大的能力服务于和平的事业。其

实，这仅仅是一种心灵召唤的方式而

已。无限大人的深层目的，是激发罗小

黑内心的“善”，浣溪掉因为人类对罗小

黑的欺侮、绞杀所带来的仇恨。而风息、

洛竹、虚淮等妖灵正是因为仇恨人类，并

且不断越界伤害，以至于遭到了妖灵会

馆执法者、无限大人的多次追捕。海德

格尔曾经说：世界栖息于大地上，而又竭

力超越大地。无限大人对于罗小黑的

爱、对于世界的爱，是深沉的、真挚的，犹

如大地，但是，这种爱所支撑的是一个世

界，即对于妖灵和人类心理正能量的呼

唤，这种救赎是更为遥远的旨归。

艺术探索与不足

1928年，张石川、郑正秋拍摄的真人

故事片《火烧红莲寺》中出现了剑光斗

法、隐形遁迹、空中飞行、口吐飞剑、掌心

发雷等动画特技，带动了中国电影史上

第一次武侠电影热。2008年、林超贤导

演的《风云决》中，武林霸主雄霸的两个

徒弟聂风与步惊云之间，也有武打动

作。动画电影《罗小黑战记》中，也沿袭

了武侠电影的动作设计。例如，影片开

始，无限大人追击闪展腾挪的老虎妖灵

时候，运用了各种功能暗器，以及含有高

能量的功法。不久，无限大人与风息、虚

淮、洛竹的打斗，也是声光化电，尤其是

无限大人的利刃，能够化作钢丝，在盘根

做节的古木树干之间自发穿行，随机布

下能够索命的牢笼。这些设计，巧妙将

武侠与玄幻元素有机融合。

除此之外，动画电影《罗小黑战记》

在电影语言方面，进行了成功的借鉴和

有意义的探索。例如，无限大人与罗小

黑，乘着木筏，在海上漂浮，前往位于龙

游的妖灵会馆过程中，无限大人说着“人

言”，而一心逃走的罗小黑则是猫的名

叫，简单的叫声引发、调动了观众丰富的

联想和猜测。为了应和、展示二者的心

理和关系，影片曼妙地利用了色彩的情

绪特性。开始是晴和日丽，深蓝的海水

与白蓝色的晴空。不久黑云如墨、浊浪

滔天、暴雨如注，海水是蓝绿色，无限大

人此时发现了罗小黑潜在的“领域”能

力。这两个场景中，罗小黑基本上是小

猫的外形。雨过天晴，蔚蓝色的大海，天

空的云彩晕染着黄红色。彼时，罗小黑

已经变身为小男童的身形。傍晚，则是

火烧云漫天，海水也是“半江瑟瑟半江

红”。此时，罗小黑已经逃跑无望，无限

大人也已经心意已决。二者由敌意变得

相对平和的关系。在此期间，空中的云

彩，不再是单一的冷暖色，而是根据视角、

远近等因素的不同，通过几种色彩不同间

色、复色、灰度，调染出复杂而又热烈的色

相，增强了画面的视觉感染力，以及对角

色心理刻画的表现力。在画面视点上，影

片除了水下摄影的方式，仰拍水中的木筏

镜头外，还增加了高空俯拍的镜头。从高

空中俯瞰，几朵闲适的白云下面，是湛蓝

碧透的辽阔海面，一叶竹筏，微微地移

动。这些艺术效果某种程度上借鉴了曾

荣获第72届（2000年）奥斯卡金像奖动画

片《老人与海》（导演亚历山大·彼德洛夫，

1999年）中的一些场景设计技法，更是国

产2D动画中的妙笔。

因为有诸多的艺术探索，动画电影

《罗小黑战记》上映三天票房就已经突破

1亿。此外该片还将于9月20日至29日

在日本东京池袋HUMAX影院上映。这

是该片的魅力赢得了市场肯定的表现。

但是，瑕不掩瑜，该片也存在争议之处。

1、动作不够细腻

无限大人和风息的头发，都是一个

大的形状，动作也是粗糙的摆动，没有头

发细部，更没有细微的律动。而且，很多

时候，这些角色讲话时候，仅仅是嘴巴在

动，眼睛和鼻子都没有律动。这是日本

电视动画常用的“有限动画”的技法，适

用于小荧屏的电视，不适合电影院的银

幕。但是，作为动画电影《罗小黑战记》，

采用了这些技法，显然是降低了动画电

影应有的品质。

2、叙事的缝隙

例如风息救下了罗小黑之后，从城

市街道来到了一座大桥的桥墩下面。然

后，通过传送门的能力，容身于水泥桥墩

内部。但接下来的镜头是绿荫匝地、溪

水潺潺的原始森林。这两个镜头的剪

辑，因为缺乏足够的交代，以至于让观众

瞬间产生费解，误以为原始森林是在桥

墩中。同样，风息吸取了画虎的能量，以

至于画虎脱了人形，废掉了多年修炼的

功夫。风息开始跟闵先生借能量的，但

没有成功。是什么原因，影片没有交代。

除了叙事不清，还出现了主题设计

的缺陷。日本动画《百变狸猫》（1994

年）、美国动画《阿凡达》（2010年）与法国

动画《米亚咪咕》（2008 年）中的人类贪

婪、邪恶的人，只是少数或者是个别人，

而整体上的人类还是向善的、正义的一

方。从而，为恶人得到惩治留下了伦理

的空间。而《罗小黑战记》中的人类在没

有可以立得住的个体角色，到了结尾，人

类基本上就是一个“群像”和道具。但这

种模糊不清，反而帮助了仇恨人类的风

息的观点。因为人类是贪婪的、涂炭生

灵的，所以风息对于人类的越界伤害，是

情有可原的。

尽管有些许的不足，但是，动画电影

《罗小黑战记》推进了国产2D动画的角

色复杂性、叙事空间的多维性以及影像

的表意水平，其后续作品依然值得期许。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

艺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刚看这部电影，是在点映的时

候，彼时市面上还没有口碑。

开篇感觉并不好，太乙真人那

几个走模特步、一口四川话刻意搞

笑的梗，多少有点跳戏。不过影院

里还是爆发出一阵笑声。接下来

剧情和画面陡然跌宕，让你感觉开

篇那几个不自然的梗，只不过是巨

浪翻滚溅出的细小浪花。

“刷”了三次，每次开场气氛略

有不同，有的马上就听到笑声，有

的半天才有反响。但到母亲抱着

“魔童”温情相视开始，到后来母子

踢毽，哪吒敖丙相遇，李靖为救儿

情愿“换命”，“去你的鸟命，我命由

我不由天”等段落，三场观众都开

始紧张投入，不少观众还流泪啜

泣，情绪在魔丸灵珠联手击退天劫

咒的那一刻达到高潮。天降甘霖，

万籁俱寂。

电影破天荒地加了三个彩蛋，

也是“自负”得可以。事实证明，正

片结束，影片的余波还是能把观众

死死摁在座位上，几乎没有人离

场。一部电影到底有没有力量，似

乎是不可测量的，但观众的身体反

应最说明问题也最直观。

《哪吒之魔童降世》（以下简称

“《哪吒》”）何以能抓住观众心弦，

由浅入深，一次次把观众点燃？

观影后我习惯性地跟几位朋

友交流，结果是，两位有娃的比另

两位没娃的朋友对电影评价明显

更高。看电影的时候，魔童哪吒的

顽劣、孤独、暴怒、挫败，以及他人

眼光对孩子、对父母造成的压力，

通过哪吒的破坏力、与村民关系的

紧张等细节得以极致化，弹无虚发

地击中老父亲脆弱的小心脏。相

信如果做一个样本数足够的社会

调查，为人父母的观众打分一定高

于其他群体。

近几年国内比《哪吒》火爆程

度更甚的动画片，要算《小猪佩奇》

了。“小猪佩奇社会人儿”引起那么

大的舆论热潮，其实是动画片火爆

之 后 转 化 为“ 生 产 性 文 本 ”的 结

果。《小猪佩奇》为什么火了？而且

火得不明不白、不明就里？作为一

名“路转粉”的老父亲，被佩奇小猪

圈粉的道理跟《哪吒》不差。《小猪

佩奇》针对低幼儿童，却不“傻白

甜”，它专挑老父亲最棘手、最无奈

甚至最焦虑之处下手。比如《吹口

哨》那集，佩奇跟爸爸学吹口哨，却

怎么也学不会，爸爸安慰她：你需

要练习。可是妈妈零基础未练习，

却一次就吹成功了，佩奇说，因为

妈妈年纪大。但弟弟乔治、小羊苏

西也是一试就成……如果佩奇是

你家娃，你着不着急？你怎么顶住

拿“自己家娃”对比“别人家娃”的

强大惯性？

动画片跟所有其他叙事艺术

一样，通过情境设置切中观众内心

最柔弱的一块，观众就上钩了。但

能不能提供一个“动画片式的解

决”，疏泄观众内心的焦虑，要看创

作者对问题的认知以及对认知的

艺术呈现。佩奇怎么练习也不会，

那就让时间来解决吧，说不定什么

时候就吹出调调儿来——通过这

样的剧情设计，大人孩子通过“情

境教育”做了一次身入情入的“心

理建设”，缓解内心焦虑。村民认

为哪吒是妖怪，避之犹恐不及，甚

至咒骂他、欺辱他，哪吒破罐子破

摔，愈加顽劣——你们憎恶妖怪，

我偏变成妖怪给你看。李靖无意

中骗他是“灵珠”转世，身负替天

行道的使命，没料到小哪吒开始

正念随太乙真人学习本领，降妖除

魔——自我期许重新塑造了哪吒

行为。申公豹恶意告诉哪吒魔丸

转世的真相，却因为被老父亲情愿

“换命”所激发，哪吒发出“我命由

我不由天”的呐喊，改写宿命——

亲情支持给哪吒的爆发提供了心

理能量。在这个中国版“皮格马利

翁”故事里，感化顽童靠的是情感

接纳，坚定信任和无条件支持。

《哪吒》可说是一个反抗宿命、

突破成见、自我实现的现代寓言，

反映了孩子心理成长所经受的磨

难。不过，这个主题也适用于所有

成年人，适用于一个群体、一个民

族，一个国家。哪里有人，哪里就

有成见。“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

山，任你怎么努力都休想搬动”，申

公豹、龙王、敖丙，也都是“成见”的

受害者，他们因为贴着“妖族”的标

签而遭受命运的不公。在这一意

义上，他们和哪吒一样，都是命运

的抗争者。动画片的这个立意，丰

满了人物性格，增加了主题层次，

使它突破亲子圈层而把观众拓展

到全年龄段和全人群。这其中最

重要的，我以为就是它紧紧抓住了

当下主流观影人群的基本焦虑：儿

童教育乃至自我实现。

教 育 是 爱 。 我 命 由 我 不 由

天。有人说，这主题太鸡汤。就文

字而言，也许可以这么说，但我也

并不认为，文艺作品非要讲一个多

么深的道理——这完全可由哲学、

社会学、心理学代劳，让观众在生

动活泼、生气灌注的艺术形象中对

一个理念有生命体验，才是艺术的

难度和价值所在。人生至理说出

来往往是简简单单的，观众缺的往

往不是深度，而是体认——通过艺

术体验而发自内心地认同。

分析《哪吒》，一个合适的参照

物是 2015 年上映的《西游记之大圣

归来》。二者都取材古典文学名

著，主要人物形象家喻户晓，都对

故事进行全新架构，都是现象级作

品，堪称“国漫双璧”。

很多人反映，看完《大圣归来》，

尽管感觉“很燃”，却记不得它究竟

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甚至观影

当时就有些云里雾里。相比之下

《哪吒》故事的情感动员力强大得

多，给人留下的印象清晰得多。

原因之一是上述主题设置更

加“扎心”，而且调用当代教育心理

学的观点和结论，提供一个能疏泄

焦虑的“解答”。

原 因 之 二 是 它 调 用《封 神 演

义》等中国神话故事所营造的“封

神宇宙”完整故事设定，在更加厚

重、有机、自洽、风格化的塔基上构

造新故事新主题新形象，因而立得

住，站得高，传得远。

原因之三是它的叙事通过调用

太极“原型”因势借力。混元珠分化

成魔丸与灵珠，二者幻化成人，在个

人层面是对方“唯一的朋友”，在妖

族和人族冲突层面又不共戴天，正

邪斗争、转化、和合，可以说《哪吒》

故事借助“太极”原型把故事张力尽

量推向极致，把原型中积淀的情感

势能释放出来，其情感力量就比非

原型叙事要更富有冲击力。“太极”

原型的调用还使得这部作品在结构

层面而不仅仅是元素层面成为真正

意义上的“中国故事”。

原因之四在于，《哪吒》塑造了

哪吒、敖丙、太乙真人、李靖、李夫

人、申公豹、龙王、海夜叉、家将、守

卫甚至形形色色特色独具的村民

形象。哪吒既顽劣又可爱，从“丧”

到“燃”，实现形象大反转。敖丙身

负“全村人的希望”，是“别人家的

孩子”，在使命与人性冲突中黑化

又洗白，性格多面。李靖是模范

“老父亲”，李夫人娇妻慈母，申公

豹腹黑深谋却又是令人同情的苦

主，太乙真人的“川普”，海夜叉的

解药，守卫的蠢萌……令人过目不

忘。人物形象好就是故事好，因为

形象不仅是造型，而是人物在“事

上磨”出来的造型-性格综合体，只

有一个强有力的故事，才能刻画出

如此众多鲜活的人物形象。

相比于 1979 版动画电影《哪吒

闹海》，《哪吒之魔童降世》虽然大

致沿袭了基本人物和故事框架，却

悄然替换了“戏核”。把一个反抗

阶级压迫的革命寓言转换为反抗

成见和宿命的成长寓言。但十分

罕见的，对经典作品做出这么大的

改动竟然少有“原著党”抗议，足见

此次改编之成功。可以预见，《哪

吒之魔童降世》将覆盖当今观众的

“哪吒记忆”。歌谣文理，与世推

移。40 年间，同一个故事的不同演

绎，也反映了社会心态、审美风尚

的变迁。

《哪吒闹海》是 2D 时代中国动

画长篇的最高峰。论视觉奇观，论

沉浸体验，论情感震撼，《哪吒》无

疑实现了大幅超越。仅就画面而

言，李夫人吹弹可破的皮肤，哪吒

栩栩如生的头发，龙王丝丝入扣的

龙首，申公豹瞬间“豹变”的面部，

小肚兜的棉麻质感，万龙甲的瑰丽

剔透，踢毽子、过山车的动感传神

……仿真基础上的超真实之美，突

破文字思维的束缚，完成了一连串

炸裂惊艳的视觉呈现。

不过这种超越很难说就是艺

术造诣、审美水平的超越，而毋宁

是时代的超越，技术条件的超越，

是维度的超越。

如果从美术造型、电影音乐、

叙事节奏的综合完成度和对传统

的 创 造 性 转 化 上 看 ，从“ 中 国 风

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代

表 性 地 位 而 言 ，要 超 越《哪 吒 闹

海》，还需要今天的动画人惟精惟

一，奋起直追。不过，我们的 3D 动

画落后太久，在短短时间内接连出

现《大圣归来》、《哪吒》这样令人惊

叹“只有中国人能拍出的动画”，确

实已经够“燃”了——《哪吒》的燃，

不仅是剧情燃、人物燃，更蕴含着

一种流行文化创造力带来的民族

自豪和文化认同。

进一步讲，我以为《哪吒》就是

一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命运的大

叙事。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被某些

国家某些势力所歧视所排斥所压

抑所唱衰，他自身当然也有其不成

熟和缺点，但就是凭着“不认命”的

韧劲和不怕苦的干劲打破“宿命”，

获得脱胎换骨的成长和新生。《哪

吒》这 种 由 内 而 外 、见 微 知 著 的

“燃”，或隐或现地振荡心灵，点燃

社会普遍心理预期，使它成为《我

不是药神》、《战狼 2》、《流浪地球》

一样人气最旺点赞最多的作品。

在程勇、冷锋、刘培强、哪吒身上，

个人境遇折射民族命运，个人品格

显现民族精神，个人成长寓言民族

进步，他们的故事来自传统，却具有

现代品格，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不

足，但生气勃勃、气象一新、内力充

沛，体现了民族文化创造力和民族

命运的同频共振、互为表里。我也

由此认为，程勇、冷锋、刘培强、哪吒

就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英雄，他们

应运而生，他们乘势而起，他们成为

时代精神的镜像，发出了时代的心

声，于是产生了强大的共鸣。

（作者为人民日报文艺评论版主编）

董 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