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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哪吒之魔童降世》为代表的优

秀传统文化题材影片，近年来获得了

观众的认同。目前国产电影票房排行

榜前 30 位的影片中，有《哪吒之魔童

降世》（50.13 亿）、《捉妖记》（24.4 亿）、

《捉妖记 2》（22.37 亿）、《功夫瑜伽》

（17.48 亿）、《西 游 ：伏 妖 篇》（16.52
亿）、《西游：降魔篇》（12.46 亿）、《西游

记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11.98 亿）、

《叶问 4：完结篇》（11.81 亿）、《长城》

（11.73 亿）、《西 游 记 之 大 闹 天 宫》

（10.44 亿）、《盗墓笔记》（10.02 亿）、

《功夫熊猫 3》（10 亿）、《西游记之大圣

归来》（9.56 亿）、《智取威虎山》（8.81
亿）等近 20 部优秀传统文化题材影

片。

其中，《哪吒之魔童降世》是以中

国传统文化为蓝本进行的全新艺术创

作，体现了主创的工匠精神、中国动画

电影的文化传承，以及艺术创新的民

族化。同时，影片从传统文化题材中

寻找灵感，吸取养分，并通过现代化发

展和创新性转化，使之贴近现代生活，

符合当下社会主流价值观，打动观众

受到欢迎。

谈及《哪吒之魔童降世》的成功原

因，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曾指出，一

方面，要破除神话故事中封建等级观

念、封建秩序思想，保留“仁义礼智信”

等优秀中华文化精神。另一方面，也

要以现代化的方式让这些精华与当代

人的生活产生联系，在这一点上，《西

游记之大圣归来》与《哪吒之魔童降

世》都做出了很好的典范。

在《大圣归来》中，导演用一种全

新的视角展现《西游记》的故事，孙悟

空与唐僧不再是一成不变的师徒关

系，而更像是互相救赎、共同成长的伙

伴。在《哪吒之魔童降世》中，主人公

的一句“我命由我不由天”，更是道出

了他对命运的不屈与反抗。这一表现

让哪吒以一个现代化的人格出现在传

统美学的大氛围中，打破了中国传统

文化森严的礼教等级观念，但却恰恰

展示出了现代青年人对于秩序的反

叛，让影片更容易被青年人认可和接

受。

业界也一直认为，将优秀传统文

化素材改编成电影，需要寻求中国传

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梁君健认为，一方面在现实主义

的角度，把历史中脍炙人口、尚未被挖

掘的人物和事件进行呈现。从海外的

经验看，好莱坞、英国、日韩以真实人

物、历史事件为题材的影视创作已成

气候。中国的历史足够长，资料足够

丰富，人物事件具有多元化的特点，很

适合电影化的呈现和改编。

另一方面是传统的幻想文学，比

如《捉妖记》、《哪吒之魔童降世》、《狄

仁杰》系列等等，虽有一些历史的影

子，但还是以通俗文学、戏曲、小说等

题材中寻找元素、原型，进行符合当代

人审美的转化，这是很了不起的进步，

把传统要素和新的视听语言结合，而

又不拘泥于传统的框架，进行了当代

化的改编，这也是此类作品受到观众

青睐的原因。

饶曙光表示，《西游记之大圣归

来》、《哪吒之魔童降世》、《白蛇：缘

起》等传统文化题材作品，在现代化

转化方面做得不错，这些影片从传统

文化资源中寻求灵感和故事内核，但

故事情节和价值观表达与现代人生

活方式相适应，与当下价值观理念、

人们追求的幸福生活相匹配，与实现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观念相融合。

同时，在美学呈现方面，这些影

片具有中华美学精神，与中国人的美

学心理相适应。饶曙光表示，传统文

化题材电影作品不仅要实现经济效

益，更要实现社会价值、人文价值的

传播。

优秀传统文化题材影片：

创作“富矿”有待深入挖掘 积极探索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国家文

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

魅 力 。 在 5000 多 年 文 明 发 展 进 程

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

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

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

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

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

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

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

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

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

成果传播出去。

目前，随着中国文化传播向国际

化、高质量发展趋势迈进，对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提供了宏

大背景，而电影在塑造国际影响力的

战略中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责任。

《英雄》（2004 年海外上映，票房 5300
万美元）、《卧虎藏龙》（2000 年上映，

票 房 1.28 亿 美 元）、《霍 元 甲》（2006
年上映，票房 2400 万美元），以及《叶

问》系列、《十面埋伏》、《长城》等影

片都在海外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

纵观在国际上获得成功的中国

电影作品，都突出了我们中国文化特

色或价值理念，它们都清晰的打上了

中国烙印。因此我们需要在本土文

化的审美范畴和国际化的审美趣味

之间达到平衡，既要突出中国特色又

要符合国外观众的审美需求，形成中

国特色的文化标识和文化品牌。

在传统文化题材作品“走出去”

的层面，梁君健观察到两种不一样的

历史阶段，早期时，中国的传统文化

和伊斯兰文明、非洲文明一样，为西

方主流电影和主流观众提供了东方

想象，它的呈现是一种差异化的东方

色彩和异域风情。而在近期，得到主

流 市 场 认 同 的 电 影 ，它 的 背 景 、美

学、价值观既是传统的，有很强地域

文化的特征，但也会提炼出被世界不

同文化分享的一面，强调文化的共享

性、共融性，与我们提出的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思路相一致。

2019 年上映的国产电影《流浪地

球》，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

入天下大同、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

借鉴国外科幻电影元素，讲述了全球

联合起来拯救地球的故事，获得海内

外观众广泛好评。

梁君健认为，把具有传统文化特

点 ，也 引 起 大 家 共 鸣 、激 发 共 同 情

感，弘扬共同价值，在电影中挖掘出

来，这才是真正的“走出去”，促进了

东西方之间的相互理解，而不仅仅是

简单的娱乐和异域风情的消费。

谈到异域风情的消费，在电影作

品中，中国功夫是最具民族特色和传

统文化特色的。有着悠久历史文化

传统的中国武术文化，注重内外兼

修、形神具备的道德修养，既具有东

方文明所特有的哲理性，又反映了东

方的民族文化色彩，较为集中地体现

了中国人民的智慧结晶。

饶曙光认为，这类作品较好地实

现了海外传播，这些 IP 作为中华文

化精神的体现，在国外有较大的市场

空间，此类题材可以用商业大片、类

型片的形式进行包装，在工业化层面

达到现代电影的品质和水准，就会更

好地被海外观众接受，更好地实现中

国电影的国际传播。

由此见得，中国电影人应该站在

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点上，发掘民族

特色和文化特色，用人类普遍接受的

方式传播自己的文化理念和思想观

念，逐步形成自己的文化电影品牌。

制定正确的电影文化传播策略，让国

际观众了解和理解中国文化，对中国

电 影 产 生 兴 趣 和 开 始 喜 欢 中 国 电

影。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的成功体现

在本民族的文化价值被国际市场接

受和认同。

（下转第5版）

◎寻求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从传统文化提炼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作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