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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风”动画概指大量运用传统文化元素，

具有中华民族审美风格和精神内涵，且与当代流行

文化及审美趣味深度融合的新兴动画形式。近年来，

《京剧猫》《愚公移山》《中医故事》《大禹治水》等

电视动画入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推荐播出的优秀动

画片名单，被众多网友誉为“国风动画经典之作”的

《中国唱诗班》获得第15届中国国际动漫节综合类

动画短片金奖，《连理枝》则入围2019年奥斯卡最佳

动漫短片奖。“新国风”动画在视听表达、精神引领、

价值导向等方面为动画界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产生

了一定的社会反响与经济效益，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文

化现象。

一、“新国风”动画的兴起顺应了时代与市场的

发展需求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的战略目标，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扎实推进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党的十九大提出坚定文化

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文化兴则国运

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在动荡、变革的全球经济、政

治秩序中，文化成为国家间相互竞争的重要领域。

与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相比，我国文化的国际传播

力、影响力、竞争力亟须加强，而动画这一流行文

化形式正是树立民族和国家形象、介绍中华文化与

中国精神的重要力量。近年来，随着党和政府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民

族自信力的复苏以及民族文化精神的自觉，具有民

族审美风貌的大众文化产品开始受到广泛的青睐，

“新国风”动画即产生于这一时代潮流之中。

20世纪50至80年代，我国诞生了一批具有“国

风”“国韵”以及强烈民族意识的优秀动画作品，它

们以独特的民族文化内涵和艺术风格蜚声于国际，

被后来者称之为“中国学派”①。与中国学派相似，

“新国风”动画也十分重视内容与表达维度的民族

化，但更多地吸收了当代青少年的流行文化和审美

趣味。“新国风”动画将民族故事与民族风格置于

符号体系的核心位置，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继

承与转化，同时又强调符号表意机制的创新，实现

传统与当代的融合，致力于以青少年群体易于理解

与接受的形式，唤醒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亲近

之感。“新国风”动画既继承了20世纪“中国学派”

的风采，又不断探索动画本体的表达方式，在人物

民族气韵、情感认同与价值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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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画面呈现、叙事逻辑、价值表达等各方面均

有创新，是新世纪我国动画产业取得巨大进步的表

现。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所说的“新国风”动画

并不同于一般而言的“中国风”动画，虽然二者均

重视内容与表达维度的民族化，但前者相比后者而

言更加强调对当代青少年流行文化和审美趣味的

吸收与融汇。

“新国风”动画的核心受众为“90后”“00后”

的新生代群体，该群体在全球化、市场经济与新媒

介环境中长大，受大众流行文化和网络文化影响至

深。“新国风”动画在创作的过程中不断与流行文

化、网络文化相接轨，并与“国潮”亚文化紧密联

系，深度契合新生代受众的自我价值感与文化认同

感。在人物形象的设计上，既具有民族风貌又符合

当代审美特性，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新国风”

动画创造出具有丰富内心甚至叛逆色彩的“圆形人

物”，以符合当下年轻群体追求个性的心理与性格

特征。“新国风”动画既有传统文化内涵，又有当代

符号与个性特性，还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创造出不

同于以往动画作品的审美体验，引发新生代群体的

广泛共鸣，顺应了时代与市场的发展需求。

二、“新国风”动画的符号表意机制

意义是人类以符号形式进行传递和交流的精

神内容②。意义的表达基于三种不同层面的机制：

符码、元语言和符号修辞。符码是符号的系统化，

元语言是符码系统得以形成的文化语境，符号修辞

则主要指表意符号的修辞格。就动画作品而言，符

码在文本的基础层面塑造了特定的美学风貌，可谓

基础表意；元语言实现了情感的传递与认同，属于

中层表意；符号修辞以隐喻的方式实现了价值观的

表达与传播，实现深层表意。“新国风”动画正是通

过这三种符号表意机制，完成了民族文化气韵、民

族情感认同和民族价值观的表达与传播。

（一）塑造民族气韵—符码的基础表意

约翰·费斯克的传播符号学理论认为，符码是

为特定族群所共享的、有组织的符号系统，是一种

约定俗成、产生意义的方式③。符码通过特定的形

式进行表意，并由此获得群体成员的认同。“符码

和惯例构成任何文化经验的核心……唯有透过共

有的符码，我们才会感受并表达我们是文化中的一

分子……唯有当社会成员能够借由符码的沟通进

行文化参与时，文化才能真正成为生生不息的有机

体。”④“新国风”动画作品一方面利用传统文化符

号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对众多民族文化符号—如

人物造型、服饰、器物、场景等进行组合与编织，实

现动画影像的符码化，另一方面还将众多流行文化

和网络文化符号融入其中，形成传统与当代相结合

的表意机制，从而塑造出富有生机的民族气韵，构

成青少年观众群体的文化认同。

就动画角色的塑造而言，“新国风”动画从传

统文化资源中选取具有高识别度的角色，借助富有

民族气息的造型、服饰、配饰等符号，实现了动画人

物形象的符码化，提高了动画人物形象的认同感与

接受度。大禹是中国观众所熟知的英雄，是民族文

化中艰苦奋斗、勇于奋进的符码。《大禹治水》中的

大禹在造型上做了时代化的处理，如矫健的身型、

立体感的面庞，符合年轻一代群体审美需求，同时

“共同体命运”的主题让年轻一代群体的文化记忆

得以唤醒，点燃了青少年集体性的家国情怀。《八

仙过海》分别在面容、服装、道具等方面，广泛的借

鉴、挪用与还原民间文化中八仙的经典造型符号。

动画是视觉化的艺术，人物形象是动画的灵魂，民

族文化艺术中经典角色的符码化，将唤起受众的集

体情感，使广泛的社会成员借由符码的沟通进行文

化参与，在不知不觉间建立受众对优秀传统文化的

认同与接受。在此之外，“新国风”动画也在原创人

物形象中融入了大量的民族符号元素。如《画江湖

之不良人》中的服饰在形制、颜色、纹饰等方面均

取自古代服饰元素，打造典型的中国造型。“新国

风”动画通过将高标识度的民族文化符号组合为符

码，形成了独特的审美风格。

民族文化符码的表意还体现在对空间的整合

与重塑方面。《秦时明月》中小圣贤庄的竹林，不再

单是自然实景，而是作为荀子潜心修学、身负浩然

正气的符码。《中华弟子规》在表现中秋诵诗的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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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时，运用动态镜头展现了传统建筑与明月的意境

之美。《中国唱诗班》的系列作品《元日》表现了热

闹的过年场面，该动画基于扎实的史料考察，诗意

化地处理了嘉定古城建筑群落。灯笼、春联、鞭炮、

灶王爷、贺年羹等年节符号在白墙黑瓦的空间中得

以符码化，使得气氛浓郁的中国年跃然荧屏。与此

同时，移动镜头的运用犹如卷轴画般实现了古城空

间的诗意呈现，从而使观众获得了身临其境的审美

感受。《中医故事》融合中药药房、中药生长地所在

的山、河风景等空间符号，以水墨古韵表达了中药

的艺术美。种种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空间符号组成

了空间的符码，为动画形象与故事提供了活动与发

生的场景，共同营造出国风、国韵之美。

声音与图像是动画艺术最为重要的两种纬度。

就声音符码而言，“新国风”动画运用了多种传统音

乐符号并将其符码化。《河神之鼓》通过潮汕大锣

鼓、潮剧等民间音乐形成独特的声音符码，创造出

易于观众接受的艺术性；《京剧猫》将京剧元素与

现代音乐相融使正能量贯穿全片；《醉花缘》以古

筝名曲《高山流水》呼应片中的奇幻之旅；《相思》

采用民族五声调式，结合笛子、琵琶等民族乐器，勾

勒出优美绵长的古风古韵，为主角的情感故事增色

不少。就图像符码而言，“新国风”动画延续了“中

国学派”的水墨画传统，从镜头、景别到构图逐步

完成传统艺术风格的写意造境。《阿长与〈山海

经〉》中以水墨的方式表现出烟雨江南的氤氲气息；

《百鸟朝凤》的故事改编自民间经典故事，水墨化

的山水构筑了中国风韵的画面；《美丽的森林》的

画面参照了宋徽宗的《芙蓉锦鸡图》和林椿的《果

熟来禽图》等古典名画，动与静的结合表现出画面

的韵律感。传统音乐与绘画艺术在声音与画面两种

维度实现了民族文化的符码化，充分激发了观众的

文化认同和民族情感。

（二）建构民族情感认同—元语言的中层表意

“新国风”动画产生于传统文化元语言的框架

之下，建构出属于中国文化“符号域”的意义文本。

动画文本通过元语言将意义传递给受众，受众则依

据熟悉的文化规约完成其解码行为。符码和元语言

是合力完成“新国风”动画文本的意义建构的。“新

国风”动画的元语言指向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情

感结构，是激发受众民族情感认同的文化基础。

以《中国唱诗班》系列动画作品为例进行分

析，可以看出传统文化元语言框架下的符码的意义

表达与情感认同。其中《游子吟》歌颂了无私奉献

的母爱，是中华民族母慈子孝传统亲情观的表现；

《相思》以“红豆”为线索，表现了中国人内敛的爱

情观；《元日》呈现出中国古代文人悠然、恬静的心

态，歌颂尊师敬长的传统美德；《夜思》则通过李

白的《静夜思》表达了主人公对祖国母亲的感念，

是朴素的爱国主义的体现。由此可见，其创作团队

有明确的意图定点，准确地把握了文本符码与其背

后隐藏的社会文化元语言，即游子吟之于无私的母

爱，相思之于内敛的爱情，元日之于师生情谊，夜思

之于家国情怀，这些符码的背后均是对中华民族美

好品德的发扬与歌颂。与之相似的还有“新国风”

动画《识途》，以暗红的影调和哀婉的音乐表现了

连枝共冢的凄美情感，其背后的元语言正是传统文

化中“国大于家”的情感。

符码是民族文化的符号系统，而元语言所指

动画文本 民族符码的构成 传统文化元语言的表达

《中医故事》
中医、中药、

名方等

中医是中国的国粹，运用平实又生动

地故事展现中医文化的天人合一、中医

济世救人的赤诚之心

《秦汉英雄传》

传统兵器、古风建

筑、历史英雄及事

件等

刻画秦汉典型的英雄形象，阐释东方

文化中英雄的侠肝义胆、女性的勇毅

果敢

《桃花源记》
皮影、剪纸、

水墨风等

取材古文名篇，塑造水墨意境的场景，

展现世外桃源宁静、美好的生活状态，

源自庄子平淡闲适的思想，自由和睦、

安居乐业是每个中国人的向往

《长生殿》

昆曲唱腔、小篆字

幕 、敦 煌色系 服

装、唐朝蛾眉妆等

讲述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诗句“在

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是中

国人对天长地久的爱情共鸣

部分典型“新国风”动画的符码、传统文化元语言

动漫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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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的东方情感结构则是符号系统形成的原因所在。

“新国风”动画除了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取材、表

达传统美德与情感之外，还进行了突破陈规的大胆

创新，这也正是“新国风”动画不同于“中国学派”

的独特之处。《戚继光》中运用现代叙事手段，一

改英雄无所不能的叙事内核，对戚继光的形象做了

更人性化的处理，他既有铁血又有温情，塑造了有

血有肉的民族英雄形象，于无形中把心系百姓、家

国大义、矢志不渝等爱国信念传达给新生代受众，

从而创新实现了传统叙事中的道德教化功能。“新

国风”动画的继承与创新形成了传统与现代两种

元语言的融合，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意义系统的更

新，获得了青少年群体的广泛认同。

（三）传播民族价值观—符号修辞的深层表意

简而言之，“价值观”即主体对于外在客观事

物以及自身生活方式、人生理想的观念与信念。宏

观意义上的价值观代表着该民族、国家主体的价值

判断，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与精神内核，同时

也是其国际形象得以建立的基础⑤。特定民族或国

家的价值观均有着自身独特的符号体系。动画本质

是一种价值观念符号，而符号的修辞则组织了动画

作品的意义之网。符号修辞作为一种功能化的表意

机制，核心在于对符号文本的修饰，以促使符号的

发送与接收、编码与解码更为有效地达成。常见的

符号修辞格有明喻、隐喻、象征等⑥。在“新国风”

动画作品中，隐喻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修辞格。隐喻

将文本引向不在场的意义，通过对社会文化内涵

的深描达成高度开放的意义共享。譬如《元日》以

贺年羹的简易来隐喻安贫乐道的处世观；《大禹治

水》以忧国忧民的英雄故事隐喻万物共生、尊重自

然的民族生态观；《京剧猫》融京剧元素于文本之

中，传播崇美向善的价值观；《少年孟子》以孟子的

成长为主线，借“孟母三迁”的故事隐喻中华民族

重视文化教育的价值观；《百鸟朝凤》《愚公移山》

中勤劳、勇敢的主人公，隐喻着不畏艰难、持之以恒

的民族精神；《八仙过海》以八仙成长故事，隐喻唯

有努力拼搏方可实现理想的奋斗观；《丝路传奇大

海图》多角度展现海上丝绸之路，隐喻中华民族勇

于开拓的海洋精神。“新国风”动画将价值观寓于

动画文本中，借助符合青少年审美趣味且具有民族

文化特色的形象和故事来实现价值观的传播，从而

获得了观众的广泛共鸣与认同。

从民族文化符码、元语言到符号修辞，“新国

风”动画表意机制不断积累和深化。此过程中，基

础编码的意义预先存在于动画的符码中，经过元语

言对情感共同体的建构，最终完成动画文本价值观

的传播。我国的民族动画文本强调对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的表现与传达，仁义礼智、忠孝廉节、爱国爱

家、古道热肠、文质彬彬、淡泊宁静等价值观在“新

国风”动画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三、动画力量、民族文化与文化共鸣

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

见》，提到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益思想、艺术

价值与时代特点和要求相结合，运用丰富多样的艺

术形式进行当代表达，推出一大批底蕴深厚、涵育人

心的优秀文艺作品，并特别指出要加强对动画片的

扶持。动画片是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播民

族文化与价值观的有力载体。打造有民族风格的动

画作品、建构有民族特色的动画美学体系，正是当今

动画人的重中之重。

作为一种革新的动画艺术形式，“新国风”动

画通过传统与当代的有机融合，有效地实现了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和古典审美精神的再生与广泛传播。

民族文化符码、元语言和符号修辞，分别指向了三

种表意层次。文化符码借助民族文化符号和美学

符号的系统化组合，塑造了艺术形式方面的民族气

韵；元语言通过符码得以产生的文化语境，引发了

观众的集体文化认同，构成了情感方面的认同感与

归属感；符号修辞通过隐喻的方式实现了中华民族

先进价值观的表达与传播。从民族文化符码到元

语言再到符号修辞，“新国风”动画的意义表达与

传递不断走向深化，可谓创新民族文化表意机制的

典范。

“新国风”动画置民族故事为符号体系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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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聚合多种直观、通俗的民族符码，以更娴熟的

创作手法嵌入身份认同，创新符号修辞策略，融入了

大量当代流行文化元素，以易于受众理解与接受的

符号传播和互动模式，询唤和加深对优秀传统文化

的理解，进而起到了缩小受众代际差异、促进观众情

感凝聚的接受效果，彰显了讲好民族故事的动画力

量。“新国风”动画的兴起，可谓当代中国经济迅速

发展、文化自信复归、民族自豪感增强的必然结果。

它的受欢迎程度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传统

文化回归的需求与追捧。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

义》中曾论到，中国文化是整体化的，它为中国人所

共享，亦出于中国人之所创造，复转而陶铸了中国人

的性格与气质⑦。人是文化的载体，我们的人格与精

神既来源于中国文化，又在无意中参与了文化的发展

与行进，中国文化正是由此而一代代地传承和演变。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明确的文化认同，对中华文

化怀有一颗热诚的赤子之心，了解自身所承载的传承

文化、发展文化的责任，从事文化生产事业的“动画

人”更应该如此。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丰富、博大精深，是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但在当代语境中，绝对原生

态式的传统文化再现既不现实也不可能，而过度流

行化的表达则会消解传统文化的严肃性和价值感，

因此，文化工作者需要有“中庸”的智慧，对优秀传

统文化做适合于当代受众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符号是文化的表意形式，优秀的“新国风”动画

作品正是通过符号的系统化组织而形成符码，植入

当代流行文化元素，通过元语境的融入与人们的集

体无意识相契合，进而引发其情感共鸣，并通过符号

修辞来传递具有时代价值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从而

取得艺术与商业的双重成功。随着观众对于传统文

化的热忱不断加强，“新国风”动画必将拥有更为光

明的未来。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在国际传播的背景

下，“新国风”动画依然带有一定的地域局限，缺乏

足够的国际竞争力，所以创作者在未来应具有更多的

国际视野，在国际传播中考量他国受众的解码风格

与解码能力，降低文化折扣，创造出更广泛场域的文

化共鸣，以提升中国动画的国际影响力，从而推动我

国文化软实力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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