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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话西游”到“魔童闹海”
——看三十年间大众文化的变迁

外国人都爱看哪些中国电影？
■文/周 舟

《熊出没·重启未来》：

末日科技中的温情救赎
■文/金子琪

■文/李 岩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2025农历乙巳蛇年新春，中国电

影迎来“史上最强”春节档，其中《哪

吒之魔童闹海》票房一骑绝尘，成为

中国电影的现象级作品。在三十年

前的1995年，中国电影也创作了一部

影响巨大的现象级作品“大话西游”

系列两部。文艺作为时代的先声，从

两部电影的异同比较，我们不难看出

不同时期中国电影的创作特点，也能

对三十年间大众文化发展变迁窥豹

一斑。

两者异同分析

“大话西游”系列由香港导演刘

镇伟执导，周星驰彩星电影公司与

西安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由诸多

当红明星联袂主演，于 1995 年 1 月

上映。影片借助于孙悟空在保护唐

僧西去取经路上一个梦境，以梦幻

复调式的叙事结构，生动演绎了孙

悟空在追求个人情感与肩负取经重

任之间的心理困境，深刻阐释了凡

人与英雄、命运与抗争、自由与责任

等命题。最终孙悟空自愿选择放弃

个人自由与情感，在《一生所爱》的旋

律中，心无旁骛地肩负起保护唐僧西

去取经的重任。

《哪吒之魔童闹海》由饺子导演

执导，汇集了国内动画电影制作顶级

团队，延续了第一部《哪吒之魔童降

世》的剧情。魔丸哪吒与灵珠敖丙在

天劫之后，为重塑肉身参加玉虚宫选

拔，却无意间发现了无量仙翁的惊天

阴谋，从而掀起了与无量仙翁的巅峰

对决。在这个对抗中，哪吒发出了

“小爷是魔，那又如何”“我命由我不

由天，是魔是仙，我自己说了算”等惊

世之语。战胜无量仙翁之后，哪吒拒

绝与敖丙一同归隐，直面自己魔丸的

身份，“以前我一直在躲，在藏，直到

无路可走，我才明白该如何面对这世

界”“若命运不公，就和它斗到底”“若

天理不容，便逆转这乾坤”……影片

的内涵已然从“逆天改命”上升到了

“打破规则”“改变世界”。

“大话西游”与《哪吒之魔童闹

海》有诸多相似地方，比如：都取材于

中国古典神话故事，对家喻户晓的神

话人物进行了再创作再加工；都采用

了幽默诙谐的表演方式，前者“无厘

头”式的表演风靡一时，哪吒的搞笑

桥段也为影片增色不少；也都契合了

当下大众文化发展特点，取得了极大

成功，具有深刻的文化寓意。当然，

两者之间的区别也显而易见，比如不

同的类型，前者聚集了周星驰等一众

大牌明星精彩演绎的神话故事片，而

《哪吒之魔童闹海》则是诸多新技术

得以应用的神话动画片；再比如不同

的市场表现，前者是低开高走，甚至

一度票房惨淡，后期才逐步为观众所

接受，而《哪吒之魔童闹海》则是高举

高打、票房一路长虹；等等。

但是，我们认为作为获得全社会

广泛关注的现象级电影作品而言，两

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折射出三十年

间不同的大众文化状态。在“大话西

游”中，孙悟空在菩提洞中自证菩提，

了却凡心情欲，义无反顾踏上了西去

取经的道路。在《哪吒之魔童闹海》

中，哪吒却以“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勇

气发出了“小爷是魔，那又如何”的质

问，反抗了魔丸的命运。面对命运的

安排，在认命与抗争之间，“大话西

游”与《哪吒之魔童闹海》显示出有截

然相反的选择，即便强如孙大圣，也

终究没有喊出“我命由我不由天”的

呐喊。完全不同的选择却都获得了

观众的高度认同，其背后是三十年来

大众文化心理上的巨大差异。

从“认命”到“抗争”

1995 年，彼时中国正处在 80 年

代以来的西学热逐渐降温的特殊历

史节点，经历了漫长的西方文化的浸

润，大众文化层面在文化归属感上日

渐迷茫，甚至无所适从。正如“大话

西游”所讨论的“到底要追求个人情

感还是勇于担当取经重任”“到底是

作个享受人间福乐的强盗头子还是

作个盖世英雄”等等。彼时的大众文

化领域，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西

方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交织中陷入了

迷茫。在把现代文化等同于西方文

化、把中华文化等同于传统文化的大

众文化范式与非此即彼的文化语境

之中，既然在西方文化中无法获得归

属感，那么可供选择的只有重回中华

传统文化。虽然“大话西游”在表演

形式上呈现出“无厘头”的荒诞感，但

其文化内核却正是这样一部重回传

统价值的作品。在影片结尾孙悟空

了却凡心情欲，其彰显出的正是对传

统价值的传承、坚守与担当。

三十年后，大众文化层面对传统

文化与现代文化、西方文化与中华文

化的认知逐渐清晰明确，特别是在推

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的文化语境之中，中华传统

文化现代化开启全新的进程。也就

是说，我们已经清晰明确地认识到，

西方文化不等于现代文化，中华文化

也不等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也

可以走出一条自身的现代化之路。

积极主动地探寻中华传统文化的现

代化之路，是这一代文化工作者的历

史使命。在这一点上，不论《哪吒之

魔童闹海》的创作者是否自觉，但是

他们无疑加速推进了这一历史进

程。所以，相较于“大话西游”，哪吒

的创作显然具有更广阔的理论空间，

这个空间可以大到质疑、讨论甚至否

定传统文化的核心命题——“命”。

试想，如果“大话西游”中孙悟空

抗争命运，最终选择放弃取经重任而

与紫霞有情人终成眷属，在当年的大

众文化认识框架之下，那就不过是一

部受西方个人主义思潮影响的爱情

故事而已，无法折射出那个时代大众

文化对传统与现代的挣扎与纠结。

反过来说，如果《哪吒之魔童闹海》中

哪吒最终选择归顺而非反抗，那就不

过是受困于传统价值而无法开启现

代化进程的因循。这种抗争在当下

具有更多的正当性：如果没有这种抗

争，就共情不了当下国人内心深处的

冲动，这种冲动是既不想奉西方价值

为圭臬、又不想在传统价值中画地为

牢的冲动，是想走出中国式现代化、

推进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建设现代

中华文明的冲动。所以从这一点上

来说，《哪吒之魔童闹海》也是一部主

旋律大片的代表作品，它深刻契合、

反映出了当下大众文化的基本特征。

从“大话西游”系列两部到《哪吒

之魔童闹海》，大众文化从三十年前

在西方的文化霸权中懵懂觉醒，如今

已经走到了在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

道路上昂首前进。哪吒必须抗争，一

如孙悟空必须认命，每一代人有每一

代的人的使命与责任。三十年前的

责任是重回传统，是传承、是回归，三

十年后的使命是让传统文化开新，是

创新、是创造。

“大话西游”与《哪吒之魔童闹

海》都是聚焦中华传统文化命题的电

影作品，核心内容就是对“命”的讨

论，这里的命有天命、命运等诸多内

涵。关于命，始终都是中华传统文化

的核心范畴之一，也是对当下大众文

化影响最为深远的传统文化命题之

一。孔子强调：“不知命，无以为君子

也。”《中庸》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

谓道，修道之谓教。”《孟子·尽心上》

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

则知天矣。……修身以俟之，所以立

命也。”宋明理学代表人物朱熹更是

对“天命之谓性”进行了阐发，提出了

至善的“天命之性”的说法。从大众

文化的发展逻辑来说，《哪吒之魔童

闹海》直接实现了对“大话西游”的接

续，深化、扩展大众文化层面了对

“命”的讨论。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居斯塔夫·勒

庞在其代表作《群体心理研究》中强

调，“每种文明都来自一小部分基本

观念，它们很少更新”“对于每个历史

悠久的民族来说，这些信仰的诞生和

灭亡都意味着它的历史高峰，构成了

文明的真正基础”。 在这个意义上，

无论“大话西游”中的认命还是《哪吒

之魔童闹海》中的抗争，都聚焦了中

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命题，也都是在推

进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中的探

索与尝试，尤其需要善加呵护、善加

引导。

（作者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

《哪吒之魔童闹海》在全球电

影票房榜单的“爬榜”成为国人关

注焦点，有网友戏称为“升国旗”。

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影输出地，全球

最大的电影市场——北美留给美

国之外影片的空间小得可怜，史上

只有《卧虎藏龙》一部华语影片票

房越过 1 亿美元关口。韩国影片

北美票房冠军《寄生虫》（2019 年 5

月美国上映）5385 万美元，日本影

片北美票房冠军《鬼灭之刃：无限

列车篇》（2021 年 4 月美国上映）

4950万美元，印度影片北美票房冠

军《巴霍巴利王 2》（2017 年 4 月美

国上映）2018万美元，可知《卧虎藏

龙》的北美票房堪称奇迹，基本上

5000 万美元就是外国影片在北美

市场的硬关卡。另有两部看起来

很貌似中国电影的影片，都有成龙

出演，《功夫梦》美国票房 1 亿 7659

万，《功夫之王》5208万美元。主要

制片资金来自国外，导演是外国导

演，主要语言为英语。

在美国卖座的华语影片类型

非常单一：古装武侠、现代武打，从

古至今，就是打打打，难怪会给外国

人留下“中国人都会功夫”的印象。

法国终究还是一个艺术的国度，除

了武打，他们对中国艺术片也是欣

赏的，尤其是斩获了戛纳大奖的中

国影片，法国人都给足了地主之

谊。《花样年华》《满城尽带黄金甲》

都上榜了，最近的一部《狼图腾》，可

能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导演让·雅克·
阿诺是法国人。法国观众爱李小

龙，日本观众爱成龙，成龙主演的影

片几乎都在日本有不错的成绩。《赤

壁》凭日本民众熟悉并挚爱的三国

题材独占两席。中日混血的演员金

城武得到了日本观众的厚爱，他主

演的《十面埋伏》也排在华语影片日

本票房第十二名。20 世纪 80 年代

《少林寺》上映之时，正值中日邦交

最亲密的一段时期，中日都引进了

不少对方的影视作品，也制作了一

些合拍项目，如《没有下完的一盘

棋》《敦煌》。近十年来中国影片在

日最好票房成绩是陈凯歌的《妖猫

传》，票房累计过16亿日元。

欧洲在好莱坞电影发行网高

密度覆盖多年后，电影消费审美与

美国同质化严重，对中国的文化想

象也几乎紧跟美国的“指挥棒”，亚

洲各国离中国更近，跟中国的真实

接触更多，且自古以来一直浸染在

华夏大文化圈中，他们对中国的文

化想象较之欧美就要多元丰富一

些，也各取所需，联合制片对争取

这些国家的市场是较大的加分项。

总之，历史与功夫仍是中国文

化产品最亮眼的标签。中华几千

年古老灿烂文化与积淀多年的功

夫视觉奇观是全球电影市场独此

一家的异质性的存在。这些别的

国家偷都偷不来的祖传宝贝，我们

也不应舍弃搁置，不如旧瓶装新

酒，用历史、功夫的旧船运载我们

当代中国的文化价值。其次，好莱

坞的强大，发行更甚于制片。全球

票房榜名列前茅的华语影片《卧虎

藏龙》《功夫》身后站着好莱坞传统

大制片厂——哥伦比亚，《英雄》的

北美发行商是发行业新贵，也是将

海外影片引入北美市场的最强操

作商——米拉麦克斯。1948 年派

拉蒙法案之前，好莱坞各制片厂都

已形成从制片到发行、放映的垂直

托拉斯，美国电影市场从自由竞争

市场变成高度垄断的铁板一块，其

他小制片厂、放映商根本针扎不

进。派拉蒙法案后，各制片厂虽然

迫于反垄断法的压力，保制片，放

弃了发行、放映，其实暗度陈仓，仍

以并购、控股、联营等各种方式隐

形操控发行、放映环节，美国电影

市场看似一块不设壁垒的自由之

地，其实透明保护罩下，依然水泼

不进。从非美国大发行商发行的

中国影片海外票房可见，好莱坞各

发行商在全球范围内的覆盖范

围。中国影片想在海外拓展更大

市场，提高制片质量之余，同样重

要的是——如何在好莱坞覆盖全

球发行网上撕口子，我们与好莱坞

的竞争，不仅在制片，更在发行。

华语影片征战海外市场，明星

是至关重要的吸引力。对于海外观

众来说，了解华语影片内容的途径

和窗口欠缺，一张熟悉的明星脸能

在第一时间锁定他们对影片的关

注。强调一下，这里的明星是指好

莱坞“明星制”特指的“明星”，而非

我们日常所认为的“熟脸”。好莱坞

“明星制”的“明星”，是跟特定的某

种卖座类型深度捆绑，以多部大卖

的此类型前作为号召，凭借他（她）

在海报上的一张脸、一个名字就能

引发观众对上映新片的想象与期

待，并直接拉动观众进影院观看。

如约翰·韦恩之于西部片，玛丽莲·
梦露之于爱情喜剧片，汤姆·克鲁斯

之于动作冒险片。明星与类型、与

票房是高度捆绑的，以这种标准，我

们中国内地符合者，寥寥无几。

中国影片的海外推广可以这

些历史成绩为参考，但不应为其所

桎梏，以前没有不代表以后不会

有，能上榜的这些选手自身过硬是

一大因素。但还有一层因素，它们

无疑是海外发行商选择的结果。海

外各市场的发行商在选择引进、发

行哪些中国影片时，其实已发挥了

大众传播中的“守门员”作用，市场

考量是第一因素，但意识形态、国家

策略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重滤网。正

如马丁·斯科塞斯在控诉好莱坞时

说，看似没有审查，但以是否投资事

实完成了对影片项目的审查。但需

求不仅仅只能供应和满足，也可以

加以引导与拓新。中国的日益强

大，海外观众需求的增大也会倒逼

选片发行商修正自己的选片标准。

近年来，国内科技领域发展迅

猛，但科幻类动画作品相对匮乏。

在此背景下，《熊出没》系列电影持

续深耕科幻与奇幻题材领域，《熊出

没·重启未来》作为该系列电影的第

11部作品，也是“科幻五部曲”的最

终章，以“穿越到 100 年后”的科幻

设定为框架，通过“孢子危机”这一

末日隐喻，将观众带入一个生态崩

溃、科技失控的未来地球，通过光头

强、熊大、熊二与来自未来的小亮共

同拯救地球的故事，通过情感纽带

传递出温情与救赎的主旋律，为科

技伦理与生态可持续性提供了富有

启发性的艺术反思。截至2025年2

月25日，影片上映28天，已经突破

7.65亿元票房，这也再次证明了《熊

出没》系列在国产动画电影市场中

的强大号召力。

《熊出没·重启未来》通过“孢子

危机”隐喻科技无序发展对生态与

伦理的冲击，以动画形式引发观众

对科技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在

科技已经深入渗透到人类生活方方

面面的今天，其迅猛生长不仅带来

了文明的繁茂，也催生了生态的疮

痍与伦理的迷途。影片中设定的

“孢子危机”像一面破碎的镜子，不

仅是对环境问题的直白呈现，更是

对科技无序发展带来的伦理失范的

一种隐喻。孢子植物的肆虐并非自

然的无端侵袭，而是人类对自然环

境破坏的直接后果，守望城的钢铁

森林与孢子植物的七彩狂想，构成

了科技与自然的双重变奏。该片在

这一背景下，展现了光头强、熊大、

熊二与小亮的冒险历程，这不仅是

一次简单的拯救行动，更是一次关

于反思与成长的旅程。影片充分利

用动画媒介的优势，在科幻和冒险

的包裹下深刻反思科技发展对生态

的侵蚀与伦理问题的挑战，在打造

适合全家观影的动画电影方向上实

现了重要突破。

在经历了科技失控与生态崩溃

的种种冲突后，影片为我们提供了

一个更加理性和人性化的视角——

通过科技与自然的冲突与共生，揭

示了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可能性

与必要性。在《熊出没·重启未来》

的设定中，未来地球已经陷入崩溃

的边缘，孢子植物的肆虐威胁到生

态系统的稳定，而科技作为拯救世

界的工具，既是破坏的源头，也是复

苏的希望。守望城作为人类在末日

危机下最后的生存空间，像是拥有

生命的叙事主体，废墟之上满是科

技给自然赎罪的刺青，蒙太奇的魔

力让废墟成为时间的解剖台，文明

的断层与生态系统的脉络在此赤裸

相见。每一处残垣断壁，都是文明

与生态的对话，每一片锈迹斑斑的

金属，都是科技与自然的和解。最

终，守望城不再是人类与自然对立

的战场，而是一个共生的家园；科技

不再是破坏的工具，而是修复的力

量；自然不再是威胁，而是生命的源

泉。影片通过冲突与共生的并行叙

事，向观众传递出一个深刻的解决

之道：科技与自然可以共生，即使在

科技与自然的巨大冲突面前，人与

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依然是解

决问题的关键。

作为《熊出没》系列的最新力

作，影片延续了该系列电影以正向

情感价值为核心的创作理念，以具

有现实意义的社会议题作为情感

主线的特点。这部影片除了融合

科幻元素外，更加注重亲情与友情

的表达，以情感为核心展现了科技

与情感的双重救赎，不仅引导观众

体会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更

赋予生态保护主题更深层的道德

意义。尽管《熊出没·重启未来》从

视觉效果和科技设定上展示了未

来社会的宏大叙事，但真正打动人

心的仍然是对人物间情感的描

绘。光头强、熊大、熊二与小亮的

团队合作与深厚的友谊，成为情感

表达的核心。特别是在最终的拯

救行动中，这种情感纽带的强化使

得整部影片在传递生态保护主题

的同时，带有强烈的道德救赎意

味。影片高潮小亮被一次次击倒，

最后强大的意志力爆发逆转时局，

宛如《弗兰肯斯坦》的重写，他像一

片在狂风中挣扎的落叶，始终不肯

坠落，最终的逆袭不仅仅是科技的

胜利，更是情感的救赎与重生，这

场科技与情感的交融，是一次对未

来的期许，也是一次对过去的告

别。在影片的结尾，随着“帝王孢”

被成功摧毁，地球重现山川河流，

这些画面也不再是对未来的预测，

而是对《庄子》“天地与我并生”的

赛博诠释。

当“帝王孢”炸开的瞬间，银幕

上炸开的不是特效，而是塔可夫斯

基所说的“雕刻时光”的碎屑。那

些在废墟上舞蹈的数字化植被，既

是启示录的余烬，也是艺术家笔尖

在虚空中的划痕。《熊出没·重启未

来》证明，动画的终极使命并非模

仿现实，而是用想象力重铸现实的

骨骼，它让商业与艺术在赛博森林

中完成交媾，诞生属于这个时代的

电影圣婴。

《熊出没·重启未来》的成功不

仅体现了科技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

深度嵌入与普遍应用，也反映出系

列电影在 IP 打造与电影工业体系

下的成熟运作。作为国产动画电影

的经典IP，《熊出没》系列通过持续

的内容创新与技术升级，满足了受

众多元的情感需求，片中对未来科

技的想象与呈现，既是对现实科技

发展的映射，又有对科技伦理与生

态保护的深刻反思。影片在动画的

表现外壳下对现实问题进行追问，

这种艺术表达与现实观照的双向互

动，不仅拓展了国产动画电影在主

题深度与叙事维度上的多元化探

索，同时也为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的

创新发展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参

考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