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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传承与重构：我国动画电影海报的
视觉艺术创新

■文/蔡佳萤

■文/王子骏

新世纪以来中国影视中的戏仿表达及其文化意识透视

非遗经济转化中的短视频营销 ■文/张清辉 尹振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我国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植根于地方独

特的文化风俗和地域环境，不仅是维系

国家统一和民族情感的重要基础之一，

而且是推动地方和国家经济发展的重

要资源。非遗传承在提升文化自信、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方面发挥着不

可估量的价值。国家高度重视非遗保

护与传承工作，尤其在数字化技术不断

革新的背景下，短视频等新媒体能够为

非遗传承、非遗信息传播、非遗经济转

化提供新的动力。短视频作为现阶段

最具影响力和传播力的新媒体形式，具

有低门槛、集成性、移动性等技术优势，

重塑了我国非遗传承的媒体生态。

以抖音、Tik Tok（抖音短视频国际

版）、快手等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已经

成为非遗文化相关短视频传播的最大

平台，能够有效助力非遗经济转化和非

遗产业活跃，推动非遗经济转化等新业

态的未来发展。事实上，短视频本身的

经济转化力极为强大，凭借短视频具备

的休闲、娱乐、教育、商业、宣传等功能

整合性，能够满足各类用户群体需求，

以此增加短视频媒介与用户之间的黏

性，使得大量商业机构、创业者、非遗传

承主体保持对非遗文化资源宣传、开

发、创新的热情。

多主体协调，

保障短视频营销政策完善

短视频营销已经成为非遗创造

性转化为经济产业的重要方式之一，

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积极引导

和组织其他官方机构，共同完善针对

非遗经济转化的政策和服务机制。

事实上，在非遗传承的传统场域中，

政府、文化部门等官方机构本身发挥

着宏观调控的重要作用，始终坚持文

化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不断挖掘非

遗中蕴含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在非

遗短视频传播的新场域中，政府明确

非遗文化保护的目标和职责，积极发

挥自身引导、组织、协调作用。

近两年火遍全国的短视频热点事

件，“贵州村超”“淄博烧烤”“天水麻辣

烫”等，皆是当地文旅部门正确策划、积

极引导下创新非遗文化传播模式的成

功案例。其中，“贵州村超”带动当地很

多年轻的非遗讲师返乡创业，运用抖

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打造“村超+民

族文化”IP，使国内外越来越多人了解

蓝染非遗文化；“淄博烧烤”得益于“淄

博文旅”官方账号的大力宣传，当地政

府出台凭借“高铁票+本人身份证”免

费兑换当地旅游景区门票政策，充分体

现出人文关怀。在带动淄博“烧烤文

化”出圈的同时，促使淄博陶瓷烧制、琉

璃制品等非遗文化，以及蒲松龄纪念

馆、聊斋城等非遗旅游景点火出圈。“天

水麻辣烫”紧随其后，在甘肃文旅、央视

新闻抖音官方账号短视频宣传下，引爆

伏羲文化、庆阳剪纸工艺等甘肃非遗文

化的传播。

各地政府应汲取上述短视频营销

成功案例的经验，结合自身特色优势资

源，合理调整政策，逐步向服务型和创

新型政府转型，支持适应现代消费趋

势、短视频传播的各类文化活动，将非

遗文化元素融入其中，激活短视频营销

活力，给予非遗经济转化实践以合理的

政策支持。

多元创作主题参与，

促使短视频营销内容丰富

抖音发布《2023抖音电商助力非遗

发展数据报告》，指出“过去一年，非遗

传承人带货成交额同比增长 194%，成

交额超过百万的非遗传承人数量同比

增长了57%；陶瓷杯、紫砂茶壶、手工麻

花、花丝镶嵌项链等非遗好物，通过抖

音短视频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短视频

营销使得非遗的商业价值与经济效益

大幅度提升，促进非遗得以‘自造血式’

发展”。

非遗短视频助力非遗经济成功转

化，呈现出的商业前景，不断吸引非遗

传承人之外的文化企业、官方非遗保护

机构、网红博主等创作主体进驻短视频

平台，促使非遗经济产业面临严峻挑

战，倒逼非遗短视频创作者意识到创新

非遗商业化模式，根本上需要坚持守正

创新原则，积极主动学习非遗技艺相关

知识和制作方法，创作出更多具有历史

底蕴、文化内涵和情怀的非遗短视频。

现阶段，非遗短视频内容基本覆盖国际

级非遗项目，通过传统配音、解说搭配

剪辑好的视频画面，完整记录传统非遗

工艺制作流程，通过表演形成展现非遗

传承成果，知名博主现场体验、学习非

遗文化，或者由明星出演，拍摄成为剧

情丰富的“非遗故事”等形式。例如：抖

音“大能”创作者，注重内容垂直化方向

发展，将用户生产内容转向专业生产内

容，迅速积累大批特定用户，培养用户

忠诚度，同时提升自己在非遗领域内的

差异化竞争力，使得非遗内容创作与自

身短视频营销实现了“双赢”。

依托大数据分析技术，

实现非遗精准传播

非遗经济转化中短视频传播的优

势在于，能够依托大数据等技术，优化

短视频创作者与用户之间的互动方

式。当前，用户能够在浏览完非遗短视

频之后，通过文字、图片、投票等形式与

创作者进行互动，表达自身的真实想

法。根据用户的点赞、评论、转发情况，

非遗短视频创作者能够进一步明确自

身账号营销的方向，借助算法推荐技术

将创作的短视频精准推荐给感兴趣的

受众。平台亦根据用户浏览和参与短

视频互动的情况，给用户推荐更多同类

化短视频，为非遗经济转化争取更多有

效用户和私域流量。

如此，非遗短视频尤其应注重对个

性化推荐算法的运用，根据大数据智能

算法分析不同用户使用短视频的习惯，

精准推送非遗短视频，助力非遗“活”起

来，提升传播效果。非遗传承人等短视

频创作者应掌握一定的数字技术应用

能力，掌握一定的智能数据分析方法，

依据用户观看行为、观看时间、互动语

言、互动习惯等数据信息，总结用户对

非遗短视频传播的评价、建议等反馈性

信息，动态化调整短视频传播策略，不

断优化贴近特定区域、不同受众群体的

营销方式，使得非遗短视频实现精准传

播，提高非遗经济转化效率。

引导主流价值传递，

拓展非遗短视频传播渠道

现阶段，抖音等短视频成为大众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非遗在短视频构

建的全新场域中亦逐渐实现表达日常

化，这得益于非遗传承人与官方文旅

部门共同合作，在短视频媒介化特征

中不断探索非遗涵盖的传统文化传播

效益，在娱乐化、年轻化场域中重点寻

求传统文化内涵与传播深度的新出

路，逐步实现将精英文化、主流文化与

大众文化相融合，并共同融合于全新

平台中，发挥主流价值传递作用的目

标。例如，“四川峨眉派女子功夫团”

将峨眉武术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与现代传播手段相结合，打造出“峨

眉功夫+女性力量”的独特 IP。通过

精心编排的武术表演视频，展示了峨

眉派女子功夫团的英姿飒爽和深厚功

底巧妙地融入了峨眉山的自然风光与

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得普通民众感知

到非遗中涵盖的文化福祉。

如此，短视频不仅仅是非遗传播、

传承的一个窗口，而且能够作为主流价

值和文化传递的大舞台，作为非遗短视

频传播从文化艺术迈向文化记忆的“舞

台”，赋予传统文化以日常化属性，让民

众在欣赏、分享短视频过程中自觉成为

保留、传承传统优秀文化精髓的主体，

共塑文化自信，不断丰富非遗传播的现

代化表达方式。

（作者系四川传媒学院讲师）

中国动画电影海报作为中国动画

电影产业的窗口和标志，承载着丰富

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创意，展现了中国

动画电影的发展历程和艺术魅力。自

20 世纪初中国动画电影产业起步至

今，动画电影海报在视觉艺术方面经

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传统到现代的

演变和创新。它不仅是电影的宣传工

具，更是中国文化的一张名片，传承着

丰富的文化遗产和时代精神。在这样

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动

画电影海报的视觉艺术创新备受关

注。本文将深入探讨中国动画电影海

报在视觉艺术方面的创新，从而更好

地理解中国动画电影海报的独特魅

力，以此来为中国动画电影产业的蓬

勃发展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一、内容方面：

传统元素的传承与创新

在我国动画电影海报设计中，加

强对于传统元素的传承与创新，不仅

能够使动画电影海报具有独特的民族

特色，而且还能够让观众在视觉上感

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这些

传统文化元素包括但不限于中国传统

文化符号、图形、色彩、人物形象等。

就传统图形而言，传统图形作为中华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深厚的

历史和文化内涵。从古老的甲骨文、

青铜器纹饰，到民间剪纸、窗花，每一

个图形都有象征意义和故事性。它们

不仅仅是视觉的装饰，更是对过去文

明智慧的传承。在中国动画电影的海

报设计中加强对于传统图形的运用，

不仅能够赋予海报设计以传统的古典

国风风格，而且还能够进一步激发观

众的情感共鸣。

例如，在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

世》的海报设计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

到其中的巨龙、祥云、莲花、火焰、牡丹

等图案元素，乃至细节之处的青铜器

纹路等传统符号图形，这些蕴含着丰

富中华传统美学价值的传统图形，在

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电影的美学魅力。

就色彩而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色彩

有着特殊的寓意和象征。如红色代表

吉祥、热情，黄色象征尊贵，白色则多

与纯洁、哀思相关联。通过对这些色

彩的巧妙应用，可以营造出不同的氛

围和情感，传递深层次的文化信息。

在中国动画电影海报设计时，要加强

对于传统色彩的运用，以最直观的色

彩语言，充分展现影片的感情基调。

例如，电影《小门神》作为贺岁档的全

家欢电影，海报设计了一个温暖祥和

的除夕夜晚，千变万化的烟花色彩和

象征着吉祥如意的喜庆红灯笼，极大

地增强了海报画面的层次感，为我们

展现了电影和谐、甜蜜、温馨的主题。

就传统人物形象而言，传统人物形象

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演变，从古代的神

话人物、历史人物，到近代的文学形

象、民间艺术，人物形象经历了从神秘

到世俗、从崇高到平凡的转变。这些

转变反映了社会价值观和审美观念的

变化。中国动画电影的海报设计中也

极大地加强了对于传统人物形象元素

的刻画。例如，在动画电影《大圣归

来》的海报设计中，孙大圣浅浅下蹲的

姿势展现了其俯瞰万物的狂傲之气，

眼神犀利，气势十足，让人不寒而栗。

电影海报的视觉震撼力为我们传递了

电影的主题思想，特征鲜明。

二、形式方面：

现代设计的重构

在中国动画电影海报的设计中，

要着重注意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尤

其注重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强化现代

设计的重构。此举不仅能够展现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而且能够与现

代艺术风格相融合，进而呈现出独特

的视觉效果。这种融合主要体现在艺

术形式上。通过运用现代设计理念和

手段，动画电影海报在视觉艺术上呈

现出了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特点。

一方面，中国动画电影海报融入

了现代艺术的手法和表现形式，使得

海报更富有时代感和创新性。比如，

一些海报采用了抽象主义、后现代主

义或概念艺术的手法，通过简洁的线

条、鲜明的色彩和夸张的造型，营造出

一种时尚、前卫的视觉效果，进而有力

地表现出电影的情感和主题。例如，

2013 年寒假上映的动画电影《喜羊羊

与灰太狼之喜气羊羊过蛇年》海报的

视觉呈现在传达后现代主义元素方面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海报中不仅运用

了高科技设备，而且其场景设计也展

现了现代城市景观，深刻反映了后现

代主义时代人们的生活体验，极大地

迎合了当代观众的审美需求。

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不断发

展，新的技术手段也为我国动画电影

海报的视觉艺术创新提供了更多的

可能性。例如，计算机图形设计、数

字艺术、虚拟现实技术等新兴技术的

应用，使得动画电影海报在视觉上更

加逼真、生动，进而不断提升海报的

创意和吸引力。例如，2024 年 1 月 12

日上映的动画电影《大雨》的海报设

计，就通过现代技术手段二维手绘的

方式，以传统的中国画的风格呈现了

极富诗意的中国式乡村，为观众还原

了一个富有生命力和神秘感的中国

乡村样貌。再比如，在动画电影《灵

笼》《飞向月球》中，已经开始尝试对

虚拟现实技术的运用，下一步在中国

动画电影海报的设计中，设计师们可

以加强对于虚拟现实技术和增强现

实技术的使用，为海报添加更为丰富

立体的元素。

三、情感方面：

关注观众的视觉心理

观众的视觉心理顾名思义指的是

观众在看到动画海报设计之后所产生

的心理反应，它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

一，视觉生理因素对于观众的心理所

带来的影响。视觉元素通过视觉刺激

来促使观众产生一定的生理反应，这

能够有效推动动画电影海报的宣传。

例如，在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海报

设计当中，海底与火焰形成了强烈的

对比，大量红色元素的设计能够有效

刺激观众的心理，让观众出现较大的

情绪波动，脉搏加快甚至心跳加速。

与之相对比的蓝色海底又能够安抚观

众的内心，使人情绪沉稳安静。在这

一快一慢、一明一暗之中，再配上极具

中国风元素的人物和图形，能够让观

众加深对于电影海报的深刻印象。其

二，海报设计能够对观众的心理起到

一定的补偿作用。观众在观看电影的

过程中往往能够通过一部电影来感受

到主角的一生，因此有人说电影有时

也是观众寻梦的过程。动画电影海报

中所传达的信息能够影响观众的情

感，在长期的视觉感受当中对电影海

报中的情节设计进行了充分的联想，

创作出符合自身认知的人物形象，从

而让观众通过海报与角色对话，极大

地提高了海报的视觉吸引力。

中国动画电影海报在借鉴与传承

中华文化元素的同时，也进行了现代

性的改造与重构，使其更加符合当代

观众的审美需求。这不仅提升了动画

电影的视觉效果，也促进了中华文化

的传承和发展。在未来，中国动画电

影海报应着重在宣传推广、文化传承

和艺术创新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海报设计师们要不断创新和突破，在

传统与现代、艺术与科技的交融中，创

作出更多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影响力

的精品作品，为中国动画电影的繁荣

发展添砖加瓦。

（作者系柳州工学院设计艺术学院

讲师）基金项目——2023年度广西高

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智慧教

育背景下《设计思维》课程思政建设的

路径探究（2023JGB504）；2022年度

柳州工学院“课程思政”教学研究项目:

基于课程思政视角下《招贴设计》课程

改革的研究与实践（2022JGK007）

新世纪以来，中国影视界涌现出一

种显著的文化现象和文化思潮——影

视戏仿。从《大话西游》到《夏洛特烦

恼》，从《人在囧途》到《速度与爱情》，这

些电影均是对经典影视作品的解构、模

仿、拼贴、再诠释，在与源作品的互文性

中展示深层次的超文性。在这一过程

中，经典影视作品被赋予新的生命，而

新作品则通过与经典的对话，展现出对

原作的重新解读和创造性变异，体现出

一种独特的审美心理和思维模式。同

时，当代戏仿文化流行与后现代文化传

播紧密相关，后现代本身就是一个拼贴

与戏仿的时代，这是戏仿文化流行的直

接原因。因此，通过深入剖析中国影视

作品中的戏仿元素，既可多角度理解戏

仿这一古老的文化实践和修辞手法，也

可深层次窥探戏仿兴起和流行背后的

文化语境。

中国影视中的戏仿表达

新世纪以来，草根文化逐渐兴起，

使影视产业得以冲破政治藩篱，回归本

身的大众化、娱乐化。加之网络文化的

兴起推动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诉求日

益多样化。在此背景下，以诙谐文化为

支撑，表现为解构经典、俗化英雄的戏

仿才能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影视作品中，

既可打破人们对影视的传统认知，也与

后现代语境下新生态的消费审美高度

契合。

人物角色戏仿。在当代中国影视

作品中，人物角色戏仿的核心特点在于

通过夸张或改编经典角色的方式，塑造

出兼具较高辨识度与较强创新性的角

色形象。这一艺术表现手法能在充分

彰显经典角色魅力的基础上，让新角色

更有层次和深度，从而唤起观众对原作

的回忆，同时以新颖的解读带给观众全

新的观看体验。比如，影视作品《破坏

之王》中周星驰赤身裸体的出场画面便

是对美国电影《魔鬼终结者》中阿诺·施

瓦辛格角色的戏仿，其不仅模仿了原作

中经典角色登场方式，而且还通过周星

驰特有的戏剧风格赋予其新的诠释，使

观众在熟悉的情节中获得新的观影体

验。此外，运用戏仿手法还可在保留经

典角色特征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审美和

时代观念，从而赋予角色更多的时代

感。比如，《大话西游》里的唐僧形象就是

结合当代观众审美需求而进行的模仿和

颠覆。影片中唐僧这一角色不再是原作

中一本正经的形象，而是被塑造成一个

婆婆妈妈、喋喋不休的“话痨”形象。

场景设计戏仿。场景戏仿是指在

影视作品中对经典场景或著名场景进

行的重新创造和解释，不仅涉及对原有

场景的视觉模仿，而且包括对其意义、

风格、情感氛围的重新诠释。其目的通

常是通过熟悉的视觉元素引起观众的

共鸣，同时在此基础上添加新的创意和

表现手法，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艺术效

果。例如，电影《大话西游》中的许多场

景设计都是对经典影视作品《西游记》

中场景的现代化和幽默化处理。同时，

电影中的月光宝盒场景，借助现代影视

技术通过光影效果和特殊布景，创造了

一种超现实的感觉，是对传统神话故事

的戏谑。又如《唐人街探案》中以黄兰

登和坤泰为首的两派警员在抢夺尸检

报告中的站位和场景就是对香港喜剧

电影《A 计划》的戏仿。场景中央的宗

教摆台和奖杯与混乱的场景形成巨大

反差，不仅消解了这一场域的严肃感，

而且也显示出对权威的戏谑。

故事情节戏仿。故事情节戏仿主

要是对已知故事或经典作品情节进行

重新编排、解读和创新的过程。这种戏

仿并非单纯的复制或模仿，而是在尊重

原作基础框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

性的变革和重新解释，从而赋予作品以

新的艺术价值和文化意义。通过这种

方式，创作者能够突破传统叙事的限

制，增强经典作品的现代感，引发观众

共鸣。例如，电影《疯狂的石头》中香港

大盗麦克倒吊着钢丝绳偷翡翠的情节

便是对《碟中谍》中汤姆·克鲁斯从天而

降经典情节的戏仿。

中国影视戏仿中的文化意识透视

中国影视作品中的戏仿不仅是对

经典故事、人物角色或场景的模仿和重

现，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文化对话和思

想交流。这些作品通过对传统经典的

戏谑、批判和重新解读，展示出创作者

对传统的重新解读和现代化表达，传达

出中国社会的文化变迁和思想潮流的

渗透。

一是影视戏仿中的后现代主义思

潮。新世纪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的脚步

日益加快，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也更

加频繁。在此背景下，兴起于二十世纪

中后期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涌入中

国，与中国文化展开了一场深入的对话

交流，“戏仿”正是在这一文化语境中产

生。后现代主义主张反传统、反中心、

反主流，深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导

演尝试摆脱传统影视作品的政治意识

形态桎梏，采用非线性、非逻辑和碎片

化的艺术手段创作电影，使得影视作品

呈现出无中心、漫游式的戏仿风格。在

此之后，《终极三国》《越光宝盒》等颠覆

传统的影视作品开始盛行，并获得大众

青睐。这些电影通过颠覆和批判的格

调、自我解嘲的戏仿手法推动影视作品

走向通俗化、平民化。在这样的戏仿架

构下，中国影视作品的后现代主义思潮

不断发展。

二是影视戏仿中的网络文化思

潮。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

展，网络文化也蓬勃兴起，而大众审美

意识和审美观念逐渐倾向于工业化、市

场化和网络化。在此背景下，戏仿文化

逐渐在网络空间中盛行。新时期中国

影视中所包含的网络流行语、热门话题

和亚文化元素等不断消解着精英文化，

与当代大众审美意识形态高度契合，同

时使得影视内容更加贴合现代生活实

际。此外，网络文化的影响也体现在叙

事结构上，许多作品呈现出快节奏和碎

片化的特点，反映当代观众的观看习惯

和审美偏好。影视戏仿作品中的网络

文化元素不仅增强了作品的趣味性和

互动性，还促进了观众之间、观众与作

品之间的交流讨论，形成一种新型的观

影文化。

三是影视戏仿中多元化的社会文

化诉求。戏仿之所以能够成为网络中

的一种流行文化现象，与我国经济社会

的发展和大众日益增长的多元文化需

求密切相关。随着改革开放及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推进，原本单一的利益结

构被打破，形成了多样化的利益分布，

导致各个群体的文化需求也日渐多样

化。而以往传统的精英和经典文化常

常通过单一枯燥的形式和政治宣传传

递主流意识形态，未能充分考虑到这种

多样化的需求。戏仿及其产生的喜剧

效果，通常通过普通人物的滑稽模仿和

搞笑表演来实现。这正是许多喜剧角

色和“丑角”能够赢得观众喜爱的深层

次原因。影片通过这些小人物的幽默

表现，不仅满足了观众的娱乐需求，还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底层的声音

和情感，因而在网络文化中得以广泛流

行并引起共鸣。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影视作品通过

人物角色、场景设计、故事情节戏仿，完

成对经典作品的重新解读、对现代社会

的幽默讽刺、对传统与现代的巧妙融

合，展现了戏仿表达对原有秩序和意义

的消解、对现代文化思潮的融合。作为

一种艺术形式，影视作品中的戏仿需要

创作者在解构经典的同时，积极观照社

会现实，避免陷入虚无主义的误区。

（作者系四川传媒学院电影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