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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的颠覆与时代的共鸣
——“小西天电影讲坛”《哪吒之魔童闹海》学术沙龙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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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情机制与集体心理：

引发观众共鸣

四位学者一致认为《哪吒之魔童

闹海》通过注入现实感和构建共情机

制，成功吸引了大量观众。电影通过

人情和人性的描绘，构建了一个观众

熟悉的世界，这种现实感使得观众，特

别是青年观众，与影片中的角色实现

了共情。

虞晓表示，《哪吒之魔童闹海》成

功的关键之一在于它将现实的人情和

人性注入神话故事中，让观众能够产

生强烈的共鸣和共情。电影中的人物

关系、行为模式以及社会结构都与现

实生活息息相关，例如“考公”情节、科

层化现象、成功学价值观等，都让观众

感到亲切和熟悉。

他进一步解释，影片通过群像戏

塑造了多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无论是

仙界、妖界还是人间的群体，都给观众

留下了深刻印象。这种塑造不仅依赖

于主创对人性的深刻理解，还体现了

对人物情感的细腻表达。例如，哪吒

与家庭的关系展现了他对家庭关系和

爱的渴望，这种渴望越强烈，他对爱的

抗拒就越明显。这种情感在影片中通

过细腻的镜头语言得以表达，如哪吒

在去玉虚宫考试时拒绝母亲的拥抱，

以及在玉虚宫选择用敖丙的形象见哥

哥，影片中加入了日常生活的情感，使

观众能够理解并接受哪吒的内心世

界。

虞晓还探讨了观众为何会对电影

中的角色产生如此强烈的共鸣。他

以为，影片中的一个关键场景，即八爪

鱼在鼎中自食其爪并与其他生物分享

这一幕，既诡异又残忍，同时又充满真

诚和蠢萌。这种场景不仅让观众感到

震撼和毛骨悚然，更是通过吸引力的

原则，让观众记住了这些鲜活的角

色。他进一步分析了仙界与妖界角色

的对比，仙界的角色如鹿童和鹤童虽

然完美无瑕，但缺乏人性的真实感。

相比之下，妖界和底层的角色，如土拨

鼠和石矶娘娘，尽管有缺陷和欲望，却

显得更加鲜活和生动。这些角色不仅

带给观众感官上的冲击，更是让观众

感受到一种痛，因为这些生命尽管不

完美，但与现实生活中的人们相似，具

有同样的欲望和缺点。正是这种对人

性和欲望的真实描绘，使得影片中的

角色死亡或被消灭不再是无关痛痒的

事件，而是引发了观众的同类伤感。

王小鲁接着从共情机制和文化符

号的角度展开讨论。他认为，《哪吒之

魔童闹海》引发了中国电影史上最大

规模的共情现象，共情机制的建立主

要依赖于文本的依据和流行文化元素

两个方面。影片的共情机制不仅依赖

于其叙事和文本，还得益于动画技术

的进步和流行文化元素的融入。片中

充满了类似周星驰电影和抖音文化的

趣味性，这些元素在影片中展现得淋

漓尽致。例如，影片中的烤鱿鱼情节

与《武状元苏乞儿》中的狗饭情节相

似，体现了喜剧包装下的悲剧。他还

提到了中国动画技术的发展，特别是

天元鼎中的2亿角色场景，不仅展示了

技术的进步，也反映了中国人的文化

心态。这种大规模的场景在中国电影

史上屡见不鲜，如张艺谋的电影中常

见的巨大规模，这些都是中国观众容

易共情的元素。

这种对人情和人性的深刻表达，

是《哪吒之魔童闹海》成功的重要因素

之一。它通过构建一个观众能够辨识

和体认的世界，实现了与观众的共情，

从而构成了影片成功的基石。

二、神话改写与文化根性：

反抗的多层次性

王霞在讨论中对《哪吒之魔童闹

海》的文化改写和反抗机制进行了深

入分析，阐明了影片在中国神话宇宙

中的创新及其对反抗精神的重新定

义。她认为，《哪吒之魔童闹海》对传

统神话进行了改写，将天选之人的叙

事模式进行了颠覆，并融入了个体自

由意志对必然命运的挑战，体现了中

国人“人定胜天”的文化根性。这种改

写使得哪吒这个人物更具现代意义，

也更能引发观众的共鸣。例如，哪吒

的魔丸设定，原本代表着命运的不可

抗拒，但在电影中被转化为个体自由

意志的象征，体现了人类对命运的挑

战和对自由的渴望。

她还提到了对文化专制主义的警

惕，灵珠化生是中国神话中的独特元

素，与西方神话不同，但《哪吒之魔童

闹海》对这一元素进行了重大改写。

她将这种改写与《西游记》和《红楼梦》

中的灵珠化生进行了对比，指出前者

具有宗教背景，叛逆行为在森严的儒

家秩序下得以化解；而《封神演义》则

不同，它是由佛入道的小说，强调天道

秩序的残酷和无情。她表示，《封神演

义》中的天道秩序并不承认不可撼动

的先验秩序，而是认为天道与人心相

通，可以通过因果和人定胜天的文化

根性进行商榷。

王霞进一步分析了《哪吒之魔童

闹海》对天选之人的叙事进行的改

写。她认为，哪吒的设定原本是一个

天选之人的叙事，但影片通过加入魔

丸的设定，质疑了天选之人的天生正

义感。这种改写直接引发了个体自由

意志对必然命运的挑战，提升了哪吒

的抗争精神到存在主义的层面。她认

为，这种改写使得哪吒的抗争精神有

了新的含义，包含了对命运和偏见的

双重焦虑。命运的焦虑表现为时间上

的紧张感，即哪吒只有三年的寿命；而

偏见的焦虑则表现为空间上的进步式

成长，即哪吒在社会中的被排斥和自

我认知的过程。

三、类型杂糅与叙事创新：

突破传统框架

在学术沙龙上，与会学者分别从

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影片的类型杂糅、

叙事结构以及情感驱动力，揭示了影

片如何通过突破传统框架，实现了叙

事的创新。

首先，《哪吒之魔童闹海》并不是

单一的类型片，而是多个类型杂糅的

产物。虞晓使用《救猫咪》的系统来分

析影片的叙事结构，认为《哪吒之魔童

闹海》结合了两个主要类型：如愿以偿

和反制度化。他解释说，《哪吒之魔童

闹海》的前半部分是一个典型的魔法

故事，哪吒通过太乙真人的帮助实现

自己的愿望，太乙真人提供的“魔法”

让哪吒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不需

要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影片的后半

部分则引入了一个反向的魔法，即天

尊施加的穿心咒，这个咒语要求哪吒

牺牲自己以救出父母。这两个魔法故

事共同构成了哪吒的叙事核心，强调

了“成为你自己”的主题。

此外，虞晓表示，《哪吒之魔童闹

海》还嵌入了反制度化的类型，这种类

型常见于枪战和动作片中，讲述了一

个人与其集体或团队之间的抗争和博

弈。他提到，哪吒、申公豹和敖丙都是

这种类型的人物，他们在面对规则和

体系的冲突时选择了反叛。他认为，

这种反制度化的叙事模式使得影片具

有了更广泛的吸引力。

王霞在讨论中从人物成长、父子

关系和师徒关系等角度对《哪吒之魔

童闹海》的叙事进行了深入分析。首

先，《哪吒 1》和《哪吒 2》在叙事结构

上有着显著的区别。《哪吒 1》主要讲

述了哪吒从出生到遭天劫的过程，这

一过程在《封神演义》和 1979年的动

画片中可能只需几分钟，但在《哪吒

1》中被演绎成了一整部电影。她认

为，这部影片主要在讲述哪吒的进步

式成长，通过视觉化的呈现展示了哪

吒的出生和遭天劫的过程。她提到，

哪吒的出生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

的，这种围观场面直接导致了偏见的

产生。她引用福柯的理论，指出围观

是一种先天的视觉暴力，群体对个人

的围观伤害了哪吒的社会人格，使得

哪吒始终没有群体的归属感。这种

感觉在《哪吒 2》中得到了延伸，哪吒

虽然与底层站在一起，但内心始终没

有归属感。

她引用知名学者戴锦华的话，指

出“哪吒既是宇宙的中心，又是世界

的弃儿”，体现了独生子女的集中特

点。她认为，哪吒的父亲李靖对他的

爱是有问题的，类似于独生子女一代

的父爱问题。李靖的爱表现为“我爱

你，我可以为你去死，但我不陪伴

你”，这种父爱在《哪吒 1》中表现得

尤为明显。可以说，哪吒的形象实际

上是中国 30年来独生子女成长中的

一个内心画像。

她表示，影片中的父子关系不再

是垂直的，而是横向的，反映了现代社

会中父权关系的变化。这种横向关系

体现了父亲与儿子的紧密联系，而非

传统的垂直权力关系。片中的三对师

徒关系代表了跨阶层的流动性，提供

了社会结构松动和晋升的可能性。这

种可能性一旦被转化为升级打怪的

“内卷”制度，就可能成为问题，类似于

历史上的科举制。

四、文化符号与社会现象：

言论表达的多样性

四位学者一致认为，《哪吒之魔童

闹海》不仅仅是一个电影现象，更是一

个社会现象。影片通过文化符号的使

用，反映了大众潜意识和时代精神，成

功地捕捉到了当下的社会情绪和青年

人的心理状态。《哪吒之魔童闹海》在

个体叙事和宏大叙事之间完成了迁

移。影片不仅呼应青年人的迷茫和抚

慰需求，还从个体的角度上升到了宏

观的层面。哪吒从一个被动的个体成

长为一个为天下苍生拼命的英雄，这

种转变使得影片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

意义。

左衡在最后的总结中，强调了影

片在反映当代社会问题和文化现象

方面的独特性和复杂性。首先，影片

中所体现的“中二”心态带有一种悲

情色彩，意味着非理性，而这种非理

性容易在观众中产生共鸣。他提到，

围观是一种暴力，而在现代社会中，

很多人渴望被围观，这种现象在影片

中也有体现。例如，当哪吒和敖丙共

用一个身体时，哪吒将自我视为他

者，这种自我观看的方式反映了当代

社会的文化现象。

他说，影片的最终结论可能需要

在未来才能出现，因为影片尚未下线，

可能会出现更多不同的解读。人类的

悲欢并不相同，不同的人对影片的感

受和解读各有不同。最后，他强调了

影片在类型杂糅、符号使用和情感表

达方面的特点，并鼓励观众通过自己

的解读和叙事，进入现代学术的训练

思维。这种多角度的解读不仅丰富了

对影片的理解，也揭示了影片在社会

和文化层面的深远意义。

近日，“‘哪吒’启示录：探寻

中国电影产业新航道”学术沙龙

活动在中国电影博物馆举办。本

次活动由中国电影博物馆、北京

京和文旅发展研究院联合主办，

邀请国内动画、电影产业、文化贸

易、国际传播、电影文博领域专家

学者，从《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

简称《哪吒 2》）出发，探索中国电

影产业发展的新定位、新方向和

文化出海新路径。

中国电影博物馆党组成员、

副馆长刘军致辞表示，《哪吒2》不

仅以突破性的特效技术刷新行业

标杆，更以中国动画艺术的本土

化叙事震撼全球影史。该片所取

得的票房成绩不仅是单一市场的

胜利，更是中国动画电影工业化

水准跃升的里程碑。而在“开门

红”之后，中国电影产业能否形成

持续创新集群？如何将个案突破

转化为体系化发展动能？这正是

本次论坛的核心问题。

北京京和文旅发展研究院院

长、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和旅游研

究基地首席专家、中国文化产业

协会副会长范周表示，《哪吒 2》
不仅以持续攀升的票房成绩印

证了市场活力，更通过与 20余

家品牌的跨界合作，展现出 IP价

值开发的巨大潜力。这为行业

提供了两点重要启示：一是 IP
开发需突破表层形象授权，向沉

浸式体验、内容共创等深层合作

拓展；二是跨界合作应注重用户

圈层与品牌调性的双向赋能，实

现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的良性

循环。中国电影正以创新姿态

打破行业壁垒，在“科技+艺术”

“文旅+百业”的融合中探索无限

可能。这种变革不仅改写了传统

影视的价值逻辑，更预示着一个

以内容为核心、多产业协同发展

的新时代正在到来。

圆桌讨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大学文学院教授、北京京和文旅

发展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意娜

主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

中国服务贸易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中宣部对外文化交流（文化贸

易）研究基地专家兼秘书长李嘉

珊，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

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王

宇，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动漫策

划专业主任葛竞，中国电影博物

馆研究部（电影史研究所）研究馆

员、中国电影博物馆学术委员会

委员刘思羽，中国电影博物馆社

教部主任、副研究馆员黄婷围绕

科技发展对电影产业的影响及产

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讨论。

李嘉珊认为，《哪吒2》的现象

级成功绝非偶然，这是中国电影

产业厚积薄发的经典之作。2003
年开启电影产业化改革，党的十

八大以来电影产业促进法等政策

红利的释放，影视动漫企业创新

活力持续迸发，为优质内容孵化

生产奠定了产业基础。文化贸易

作为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和衡量

文化软实力的硬核指标，遵循国

际惯例与市场法则实现的平等交

易，是最具效能的文化传播手

段。电影作为全球观众普遍喜爱

的娱乐方式，是独特的传播媒介，

也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

《哪吒 2》通过其国际交易价值的

实现充分展现出这部动画电影的

传播力和影响力。

王宇表示，《哪吒2》的传播现

象印证了电影在新媒体时代的独

特生命力，其成功源于传统叙事

与数字传播的深度融合。谈及流

媒体对电影产业的冲击，王宇说，

电影与流媒体并非替代关系，而

是差异化共存。影院观影的沉浸

式体验与流媒体的便捷各有优

势，二者共同构建起“内容+体验+
情感”的复合消费场景。中国电

影应在加强内容原创性，避免“高

票房低口碑”等虚假繁荣的同时，

推动 IP开发向纵深延伸，提前布

局衍生品产业、拓展文旅联动消

费场景。同时通过跨文化对话挖

掘中国故事的全球共鸣点，助力

中国电影从“产品输出”转向“价

值输出”。

葛竞围绕AI技术对动画产业

的影响展开论述，强调技术赋能

需与人文价值深度融合。《哪吒2》
的视效突破源于技术与艺术的共

生，但 AI工具的滥用可能导致创

作同质化，需警惕“技术依赖”风

险。她认为电影创作者应保持

“技术清醒”，以文化深度驾驭技

术创新。电影行业需建立“创意

评估”机制，避免AI沦为低质内容

的生产工具，要推动中国动画从

“技术突围”迈向“文化引领”。

刘思羽则聚焦《哪吒 2》对影

院技术升级与文化传承的影响。

她认为该片推动了 IMAX放映技

术的升级与产业生态重构。中国

电影博物馆 IMAX GT巨幕厅持续

爆满的观影热潮印证了观众对高

质量视听体验的追求，也倒逼影

院从规模扩张转向品质升级。谈

及哪吒 IP的开发，她表示哪吒形

象从佛教护法神到现代魔童的演

变，映射了时代价值观的变迁。

中国电影博物馆在今后需充分利

用馆内藏品积极构建经典 IP记忆

库，通过藏品的研究阐释，为传统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提供历史参

照，并通过展览、研学等活动激活

文化记忆。

黄婷认为博物馆作为公共文

化服务机构，通过“一手牵业界，

一手牵观众”的双向联动，推动电

影文化的普及与创新。她说，《哪

吒 2》的热映印证了“好内容与观

众的双向奔赴”，而博物馆的教育

功能正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重

要纽带。她强调博物馆需以观众

需求为导向，深化 IP活化与跨界

合作，通过“艺术+科技”的手段提

升文化体验，为中国电影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培育土壤，进行价值

赋能。

意娜以“根深叶茂”概括中国

电影的发展：文化传承筑牢根基，

技术创新为产业赋能，多元业态

拓展边界，国际贸易不断拓展。

技术突围是产业升级的关键，从

早期“五毛特效”到《哪吒 2》的

IMAX级视效，中国动画已实现从

代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同时，

她提出技术进步赋予观众更多选

择权利，而好作品的核心始终在

于传统文化根基与时代精神的结

合。

大家认为，《哪吒 2》的成功并

非终点，而是中国电影产业转型

的起点。技术创新需与文化深度

结合，避免陷入“技术堆砌”陷阱；

国际传播应聚焦“共通情感”，以

人类共同价值引发共鸣；产业发

展则需构建“创意、制作、传播、衍

生”的完整闭环。从“大闹天宫”

到“魔童闹海”，中国动画始终在

传承与创新中寻找平衡。在数字

技术浪潮下，中国电影正站在“文

化自信”与“科技赋能”的交汇点，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书写属于自己

的“新航道”。

（中国电影博物馆供稿）

由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电影文化研究部与研究生教务部联合主办的学术

活动——“小西天电影讲坛”第六十一讲日前举行。此次讲坛以《哪吒之魔童闹海》的现象与启示为

主题，由王小鲁、王霞、虞晓、左衡四位电影学者担任主讲人，从社会学、心理学、类型创作、文化批评

等多个角度出发，对该片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和分析，提出了电影中关于个体与社会、传统与现代、民

族性与全球化的多重主题，并对电影的商业成功与文化价值进行了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