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代的前进，特别是现代科技的进步为动漫艺术

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当前，我国正处于良好的

发展时期，综合国力不断提升，这为包括动漫在内的

现代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支

撑。此外，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特别是互

联网的普及，人们已经进入网络信息时代。在这一背

景下，多媒体、动漫以及各种网络视频的流行势不可

当。特别是动漫艺术，现在不仅受到青少年群体的喜

爱，也受到一些中老年观众的认可。面对国外动漫作

品、产品的大量涌入，我国的动漫产业如果还依照以

前的发展方式，则容易在国外产品的打压下走向消

失。因此，我国的动漫艺术要想快速发展，走在世界

的前列，就必须创新，必须与自己的民族特色有效结

合。笔者认为，动漫艺术与国粹京剧艺术的结合是我

国动漫艺术快速发展的良好方法和手段。动漫借鉴

京剧的资源，不仅有利于动漫艺术的发展，同时也必

然带动京剧艺术的发展。

一、京剧的优势和劣势

京剧是我国的国粹，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

最主要的戏曲剧种之一，是综合性的表演艺术。其剧

目之丰富、行当之齐全、气势之宏美、表演艺术家之

众、剧团之多、观众之广、影响之深，均为全国各剧种

之冠。京剧作为中国戏曲的代表，亦不可避免当代戏

剧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回顾我国京剧艺术的发展进程，综观其发展现

状，我们不难发现京剧艺术目前面临的一些主要问

题。首先，京剧本是一种高雅艺术，起源于富贵之家

和宫廷，是一种服务于高级知识分子群体的艺术形

式。这种“阳春白雪”式的艺术形式往往难以被普通

的社会大众接受和喜爱。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和完善，

我国的京剧艺术保留了大量的唱腔、表演形式与剧本

模式，这一方面有利于国粹的传承和发展，另一方面

也容易使其囿于守旧而停滞不前。

其次，经过20世纪中期之前的迅速发展和繁荣，

当前的京剧走向了低谷。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

有两方面：一是京剧艺术的高雅本质使其难以走进普

通大众的生活，缺乏观众基础；二是中国的京剧艺术

与迅速发展的传媒特别是网络等新媒体合作不够紧

密，结果导致京剧的传播途径较为单调，难以形成广

泛的影响力。

此外，接受群体的衰减也是京剧艺术走向低谷的

重要原因。据相关资料统计，目前京剧爱好者主要是

离退休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和部分大学生，其人数与

电视观众、电影观众是不能相比的。

二、动漫艺术的发展

动漫艺术起源于西方，其产生之后，立刻受到全

世界的普遍关注，并迅速演化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

由于动漫艺术产生于现代社会，因此其产生之初，各

国的动漫交流就十分广泛。相对于西方国家，我国的

动漫艺术虽然起步较晚，但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的动漫艺术创作凝聚了众

多优秀的动漫艺术家，形成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

学派。如中国的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不仅在

国有内着广泛的影响，还输出海外，成为西方了解中

国动漫艺术的一扇窗口。

中国动漫的成功启示我们，我国的动漫艺术要想

快速发展，走在世界的前列，就必须进行创新，必须与

自己的民族特色有效结合。

经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迅速发展，到20世纪50

年代末、60年代中期，我国的动漫艺术达到了一个高

峰，这也是我国民族风格动漫艺术走向成熟的阶段。

这一时期，动画片《大闹天宫》无论在人物造型、场景

还是色彩等方面均大量借鉴了我国的民族艺术形式，

综观整部动画片，中国传统水墨画、民间年画艺术随

处可见。该片还是动漫艺术与传统京剧艺术相互融

合的经典之作，通过对传统京剧表演艺术的借鉴和使

用，塑造出被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层次受众广泛接受

的孙悟空形象，获得了巨大成功。它重点“挖掘各种

用
京
剧
艺
术
的
宝
藏
打
造
具
有
中
国
特
色
的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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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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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时代的前进为动漫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文章从京剧的优势和劣势、动漫艺术的发

展、利用京剧艺术的宝藏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动漫艺术三个方面，说明动漫艺术与国粹京剧艺术的结合是我国

动漫艺术快速发展和崛起的有效方法与手段。

关键词：京剧艺术 中国特色 动漫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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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表现手段，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精湛的艺术技

巧”。国外评论说：“《大闹天宫》不但具有一般美国迪斯尼

作品的美感，而且造型艺术又是迪斯尼式的美术片所做不

到的，它完全表达了中国的传统艺术风格”，“是动画片的

真正杰作”。

“文革”之后，我国的动漫艺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

得到了迅速恢复并有所发展。其中，1979年上映的彩色宽

银幕动画片《哪吒闹海》就是这一时期动漫艺术的代表力

作。该片色彩鲜艳、风格雅致、想象丰富，受到国内观众极

高的评价，也使动漫艺术领域的民族风得到有效继承和发

展。

三、利用京剧艺术的宝藏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

动漫艺术

动漫艺术与京剧艺术的结合，以及利用京剧艺术的宝

藏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动漫艺术，是我国动漫艺术获得快

速发展的一种新手段，也是京剧艺术发扬光大的一个有力

抓手。而这方面的成功范例就是动画片《大闹天宫》和《哪

吒闹海》。

动画片《大闹天宫》的题材是《西游记》中最为精彩的

片段之一，这一时期的美猴王正处于最为自由和辉煌的时

段。按照吴承恩的原著，这一故事题材充斥着暴力打斗，

这显然与动画改编者的初衷不符。因此，在改编过程中，

动画艺术工作者巧妙利用中国画线描的曲线造型和宏大

的京剧锣鼓配乐，将本来较为血腥的打斗场面塑造成具有

东方文化韵味的舞蹈性质的场景。这种处理方式实现了

人物、故事、造型、线条、色彩和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使其

内涵跃入令观赏者心旷神怡的大众审美层面。

动画片《哪吒闹海》取材于著名神话小说《封神演义》，

讲述了以哪吒为代表的进步势力与以东海龙王为代表的

封建保守势力之间的屡次斗争。该片不仅借用了《封神演

义》中的故事原型，在题材选取上彰显出浓郁的民族文化

风格，还结合了京剧艺术的一些表现形式，如人物的脸部

造型、动作造型等。同时，它也被编导赋予了更多当代人

对古代神话的理解。

从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利用京剧艺术的丰富宝藏

及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可以很好地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

动漫艺术，给观众带来美的享受；同时，动漫艺术这种大家

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也为京剧艺术的发扬光大提供了广

阔的空间，可以让京剧这种传统艺术获得新的生命力。

动漫艺术与京剧艺术要想很好地结合，关键在于京剧

作品动漫化的再创作。没有优秀的京剧作品动漫化再创

作，中国动漫艺术要想快速发展并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动

漫艺术风格是较为困难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利用传

统京剧艺术元素与动漫创作相结合，打造既具有传统文化

韵味，又彰显现代气息的动漫艺术。中国优秀的京剧艺术

作品都是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的，和普通人的现实生活有

着紧密联系。这些优秀的京剧艺术作品为中国动漫艺术

快速发展且形成自己的民族特色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另

外，没有优秀的京剧优秀作品的舞台再创作，也就没有优

秀的动漫化再创作。我国的传统京剧艺术在几百年的传

承与发展过程中，积淀了为数众多的优秀剧目，这些创作

素材为京剧动漫化再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艺术源泉。

同时，动漫艺术与京剧艺术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

将京剧艺术元素用于动漫创作，可以有效保留京剧艺术的

互动性和角色性，而京剧艺术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舞台表

演形式。所有这些，都需要动漫艺术创作者和京剧艺术家

携手共进，在高科技和数码技术的支撑下不断尝试、创作

和实现。

将京剧艺术融入动漫创作，还需要对传统京剧作品进

行适应性改革。这种改革，并不是对传统京剧艺术的全盘

否定，而是利用传统京剧艺术元素进行动漫化的再创作。

这个再创作可以使京剧艺术在表现形式与内容上更契合

观众的时代审美需求，并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因为动漫的爱好群体主要是青少年，基于和动漫艺术的联

姻，传统京剧艺术可以通过网络等新媒体广泛传播，引导

青少年爱好京剧艺术并成为京剧动漫艺术的主流观众。

京剧艺术不仅是我国的国粹，还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

财富。目前，其他国家的动漫创作者已经在京剧艺术动漫

开发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如，日本漫画作家上田宏的漫

画作品《武神戏曲》、迪斯尼动画电影《花木兰》等。这些作

品的出现，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京剧艺术走向世界的前景，

另一方面也给我国动漫艺术家以无形的压力。因此，我们

必须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利用传统京剧艺术打造具有中国

特色的动漫艺术，促进我国动漫艺术的再次崛起，为中国

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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