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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镜鉴现实
——评《哪吒之魔童闹海》 为朱同、李红、王铁梅、赵巧巧

所构成的一年
■文/王小鲁

在文化记忆书写中回应电影工业何以美学
——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观后

■ 文/王海松 汪 帆

■文/周 强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
电影文化研究部专版

有媒体让笔者推荐五部2024年院线

电影的最佳，我只能以有限的观影经验

去推荐，因为我不可能把去年院线的国

产电影全部看完。我推荐的是：《朱同在

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刺猬》《好东西》

《出走的决心》和《风流一代》。

朱同、王战团、王铁梅、李红、赵巧

巧，这些电影角色给予我深刻的印象。

它们作为银幕形象被生产出来，一定是

因缘际会，获得了时代精神的孵化。它

们都有着自己的生命力，因为它们被相

对成功地建构出来了。我们应该思考这

些人物的出场和这方水土的关系。

这些形象都获得了接受者的一定

程度上的认同。朱同这个人物形象我

尤其喜欢。《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

力》的导演是王子川，扮演朱同的小演

员叫岳昊。

我为这部影片写的推荐语是：《朱同

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是一次弥足珍贵

的表达，它以一个小学生的视角与感受作

为尺度去衡量社会与机构的运作，内涵深

刻、严肃而又充满了活泼的趣味性。

这部影片其实表达了沉重而严肃的

主题，但该片却以幽默的笔触来呈现

它。朱同在一个学校里面一头雾水、一

脸茫然地乱撞，他的主体性和一个结构

之间处于一种怪异的紧张关系里面。

最后，也许我们会很为他高兴，他盲

打误撞地进到了学校广播体操比赛的队

伍里，他终于有了集体归属感。但是影

片还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此进行了

评价，他让朱同露出了一个特别的笑脸。

电影的立意很清晰，它对于人被异

化这件事保持了忠实的批评态度。而且

实现了相对完整地表达。

《刺猬》在这个方面也实现了一定程

度的自主表达，但是因为叙事过于迂回，

让它的表达效果有所损失。这一点，笔

者之前写过一篇影评——《王战团逃离

疯人院》，因此在此就不赘述了。

《好东西》和《出走的决心》可以做一

个比较。不久前和一个影评人聊天，我

们不约而同地说，2024 年某种程度上可

以称为女性电影年。当然这个说法一定

是不全面的。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姑且可以使用这一说法。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位影评人分

析，从去年初的《热辣滚烫》到《出走的

决心》的热卖，再到票房七个多亿的《好

东西》，都是女性导演，女性话题。有话

题热度的女性电影成为贯穿全年的文

化事件。

说实话，《好东西》的票房之高，颇让

我觉得惊讶。这是一个重要的尺度，可

以看到这个时代女性主义的含量。我看

到网上有人说这部影片是伪女性主义

的，我认为这样归纳很不好。千万别以

这样的话语否定别人的创作，女性主义

可以有一万种，哪怕这里的表达未必彻

底，但是它已经是一个富有能量的文化

楔子，楔入了时代，引起了心灵上的广泛

波动。

对于我来说，这部影片的观看愉悦

指数是高的，因为那些桥段，那些台词，

其实都是我们生活中经常谈论的、耳熟

能详的。现在放入了电影，就觉得亲切，

好理解，也可以接受。

当然，《好东西》比较小品化，糖果

化。或者如好友私下谈论的，这是卖座

的女性主义。当然，我们应该反思一下，

有商业性的女性主义是不是打了折扣的

女性主义。忽然想起来，当年黄蜀芹导

演说过一句很明确的话，她说只要是商

业的电影，就不可能是女性主义的，因为

商业电影面向观众的主流，而女性主义

不可能是主流的。

黄蜀芹是思考能力十分卓越的电影

导演，但是她说那句话的时候，已经是几

十年前。现在大众文化的发展已经到了

一个新阶段。另外，其实商业还是有它

善的一面。而且商业成绩好也不仅仅是

资本理性的获胜，大众的心灵在一定程

度上也会发生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好东西》的受众是相对精英化的，如

果说她是女性主义的3.0版本，那么《出走

的决心》就是1.0版本或者2.0版本，我不

是说这个低一些的版本不好，这个版本也

许反而有它更为广泛的适配性。

但为什么它的票房仅一个亿，与《好

东西》如此悬殊呢？我觉得有两点：一个

原因也许是做得没有《好东西》有趣；另

外一个原因就是，能够被《出走的决心》

所击中的女性观众也许都没有进电影院

的习惯，这个电影的女性观众群与《好东

西》的完全不一样。

其实这个电影票房过亿，已经超了

很多人的预期。刚上映不久，有主创和

我聊起比较担心票房，他们的理想票房

是八九千万。我当时也不是特别看好这

个电影，但是我说，如果这个电影的市场

能下沉，就一定可以达到目的。

后来竟然过亿了，也许就是下沉市

场的功劳。我接触过一位做家政的中年

妇女，她偶然提及最近在抖音上知道有

一部电影，似乎让她颇为心动，就是这个

《出走的决心》。但是她没有去电影院

看，因为没有时间。

后来我们用电脑给她看了全片，她

说里面的男性太真实了，她的老公和公

公的语言和做法很多跟他们一模一样。

很多观众觉得《出走的决心》里面的男性

形象有点过分，不过这位女士却很认同

电影的塑造。而她本人就是抛下两个孩

子离家出走的，因为在自己的家庭生意

上辛苦劳作，但是得不到尊重，一家人在

一起的时候就会莫名地有压力。在她离

家出走之前，她从来没有自己的银行卡。

如果说这部影片广泛地进入了下沉

市场，按说应该有更高的收益。但也许

就是我上面说的，电影所表述的人群，也

许都在工作场所里埋头苦干，根本无暇

去电影院。

有意思的是，男性导演贾樟柯的《风

流一代》，也是以女性为叙事的视角的。

电影是通过赵巧巧的眼睛去看这个世

界，以她的身体和心灵，去感受这个世

界。观众自然会被她带入，由她带领去

往大同，去往三峡库区，去体验新千年以

来的社会变迁。

这些电影，这些叙事的生产、银幕形

象的建立，会构成历史，会暗暗地构成我

们的心灵史。我对此深信不疑。以上算

是我的一个比较个人化的年终盘点吧！

那些电影、那些人物，构成了我的2024年

的电影生活。

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

简称《哪吒2》）利用工业化的制作流程与

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探索了经典哪吒形

象的现代性表达。该作品目前已经问鼎

华语电影票房和世界动画电影票房，并

随着影片的全球发行其影响力还在不断

扩大。影片产生世界性影响的原因不仅

仅在于工业化数字技术所营造的视听奇

观，更重要的是对文化记忆的书写。

“义”文化与少年英雄叙事

“义”是中国传统价值体系中重要的

价值取向，孔子云：“君子喻于义”“不义

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道：“生，亦

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

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千百年来，中国流

传的故事中蕴含着舍生而取义思想的作

品数不胜数。当下，作品《哪吒2》以少年

英雄形象塑造为载体，将“义”文化内蕴

其中，既完成了人物形象的创造性改编，

又赓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电影

拓荒者郑正秋认为“影以载道”，创作出

大量民族化的作品，其中塑造年少有为

的儿童形象成为一条“金科玉律”，并使

这一原则成为民族化电影路径构建中的

重要维度。

《哪吒 2》塑造了哪吒和敖丙等少年

英雄形象，以哪吒帮助敖丙重塑肉身为

叙述目标，在完成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遇

到的磨难与选择为叙事冲突，呈现了“舍

生而取义”的文化主题。为帮助敖丙重

塑肉身，哪吒面临的第一重阻碍是与自

身魔性的对抗，通过丹药麻痹神经解决

了这一麻烦；而后的障碍逐渐升级，哪

吒被置于自身肉体毁灭与继续完成助力

敖丙重塑肉身的冲突中，他坚守的选择

成功地形塑了舍身取义的少年英雄形

象。最后的误会纠葛中，哪吒得知敖丙

的父亲杀了自己的生身父母，他的第一

选择仍是遵守其“义”帮助敖丙重获肉身

后与之决裂，此刻少年英雄被置于兄弟

之义与父母之恩的巨大叙事张力之中，

情义之重与肉身之轻的矛盾选择使得影

片实现了对“义”文化进行有效书写与共

情感召。

家国天下与代际传承

中华文化中具有强烈的“家国天下”

意识，儒家经典更是将“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作为个体的目标与信念。这

一意识经过数千年的代际传承已经内蕴

成中国人的集体意识，不仅是政治上精

神性的整合力量，也成为叙事性作品的

精神内核。

《哪吒 2》聚焦于“水淹陈塘关”这一

事件，以个体的灾难性遭遇为表现对象，

呈现了以家庭为基点描绘的众生百态面

貌，表达了以国家为镜语阐述成长主题

的思想和以天下为己任的道德意识。哪

吒在得知四海龙王“水淹陈塘关”后，迫

使其复仇的第一层推动力是父母，或言

以父母为代表的家庭。影片以哪吒的家

庭为基点，对申公豹、敖丙等家庭做描

述。虽是三家，实为一家，每个家庭都是

父子间的代际传承所构成了家的主轴，

而其他情感则稍显黯淡，这也是中华文

化所呈现的一维独特面貌。哪吒与“重

生”的父母见面后，父亲作为陈塘关守将

的国家镜语随之而出，哪吒将拯救陈塘

关万民为己任。最后，得知这一切是仙

翁的阴谋后，人与神与妖皆困于天元鼎

之中，拯救天下则成了叙事的抓手。

哪吒的成长历程充分展现了“家国

天下”的文化意识，蕴含的“侠之大者，为

国为民；侠之小者，为友为邻”的思想，更

是对独特民族情感与心灵美的独特追

求，这一文化意识纵向来源于李靖的传

承，作品对代际传承与家国天下的谱写

构成了东方文化的独特叙事奇观。

电影工业何以美学

在这场技术赋能的灾难性叙事中，

一个电影研究领域的重要命题“电影工

业美学”再次被推向前沿。从200万粒子

的流动模拟技术对洪水的具象化呈现到

CG 技术对李靖夫妇的数字化建模表现

出0.3秒颤动的精度捕捉，从陈塘关百姓

群像的AI算法生成到四海龙王全息会议

场景光线追踪技术营造的权力压迫，均

表明中国电影工业技术已经趋向成熟。

在电影工业生产技术成熟后，所带给观

众的审美体验就成了衡量作品优劣的重

要尺度。

《哪吒 2》非常重视工业生产中的审

美活动与审美体验，哪吒与敖丙间的

“义”构成了作品纯粹的精神性，哪吒与

父母、敖丙与东海龙王、申公豹与申小豹

及其父亲间的生死别离构成了影片丰沛

的情感性，影片对于家国天下的谱写构

成了影片深刻的思想文化性，观众在精

神、情感与文化的漫游中产生了美的体

验。不仅如此，《哪吒2》坚守的本土化追

求更是赋予作品以深刻的现实意义。哪

吒与父母离别时出现了木桥与垂柳，在

旅人电影的离散叙事中，桥是漂泊的存

在，柳在中华文化语境中意味着离别与

不舍的留念，这些视觉符号从文化角度

营造了离别的气氛。同样，天庭的玉作

建筑、露水为酒，哪吒练功时的竹林与瀑

布，都是中华文化语境中的独特符号，体

现了作品对于本土化的追求，汇入到文

化强国的历史脉络中凝聚影像的力量。

可以说，作品《哪吒2》利用娴熟的数

字技术勾勒出充满义与家国情怀的生活

图谱，在文化记忆书写中彰显了视觉奇

观的视觉深度，有力地回应了电影工业

何以美学的研究命题。

（王海松，河北传媒学院影视评论研

究中心副主任；汪帆，河北传媒学院影视

评论研究中心主任、河北省影视家协会

艺委会主任）

当哪吒踩着风火轮，手持火尖枪，在银幕上搅动东海

漩涡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创世英雄的归来，更是一

面映照当代青年精神世界的明镜。《哪吒之魔童闹海》（以

下简称《哪吒2》）以其独到的叙事手法、深刻的人文关怀，

将传统神话解构重组，打造出一部关于身份认同与文化

嬗变的现代寓言。

解构与重构：神话叙事的现代性表达

在多数传统电影建构的世界中，神权代表着稳定的社会

秩序和有序的权力体系，个体置身其中遵照既定的规则完成

相应的戏剧性任务。而在《哪吒2》中导演有意识地打破规

则，不仅大胆解构了《封神演义》中仙界至高无上的绝对权

威，而且巧妙重构了以哪吒为首的魔、妖等被边缘形象的精

神谱系，并赋予了这一传统神话现代性表达的多种可能。

该片通过无量仙翁的“黑化”，批判了传统神仙体系中

“仙妖对立”的刻板界定，暗示善恶之分实为权力话语的建

构。无量仙翁的原型源自《封神演义》中的南极仙翁，是阐

教元始天尊的大弟子，地位高于十二金仙，常代师处理教

内事务。《哪吒2》对其进行了大胆改编，将其塑造成表面和

蔼可亲、实则笑里藏刀的阴谋家，颠覆了观众的传统认知。

更为讽刺的是，无量仙翁虽是元始天尊的大弟子，却

始终处于被利用和制衡的位置。元始天尊通过布局灵珠

与魔丸的投胎，暗中挑动无量仙翁与申公豹的矛盾，最终

借哪吒与敖丙之手削弱其势力。

与无量仙翁的道貌岸然相反，影片中以哪吒为首的

魔、妖等形象反而闪烁着更多人性的光辉。哪吒虽然保留

了前作《哪吒之魔童降世》中玩世不恭的“魔童”形象，但其

成长经历和内心挣扎却被赋予了更多层次，由前作中“我

命由我不由天”的个体反抗拓展到群体与规则的对抗，将

视角从对个体延伸至对更大范围的抗争。这一行动在影

片高潮处众妖齐心冲鼎以及同捕妖队大战等盛大场面中

得以充分彰显。

身份认同：当代青年的精神镜像

《哪吒2》打破了非黑即白的人物塑造定式，将“阴阳相

生、正邪相随、善恶互换”的太极文化取代了二元对立的非此

即彼、非好即坏、善恶对立的思维。这一设计不仅体现在哪

吒个体身上，而且拓展到影片众多人物关系的塑造上。

角色设计师申威在访谈中说：“哪吒形象设计的出发

点是‘魔丸’投胎的故事背景，并立足于‘魔童’这一概念。”

主创团队在哪吒“魔性”形象设计上呕心沥血，在哪吒外形

与其内在性格上构成巨大反差。前作中哪吒深陷人类对

其偏见完成了身份认同，最终突破了天劫咒，实现了对自

己命运的掌控；而续作里哪吒为好友敖丙重塑肉身升级降

妖，护佑陈塘关百姓，掀翻了无量仙翁的囚笼。哪吒的成

长轨迹，恰似当代青年的身份探索之路，从最初的自我否

定，到后来的自我接纳，哪吒的心路历程折射出不少青年

在身份认同上的困惑与突破。

敖丙作为与哪吒互补的角色，代表着另一种身份认同

的可能。他的优雅与克制同哪吒的狂放不羁形成鲜明对

比。这种看似二元对立其实如太极般相生相克的关系，暗

示了当代青年在身份认同上的多元选择。事实上，敖丙与

哪吒虽为灵珠与魔丸转世，但本同属混元珠，并无二致。

太乙真人与哪吒这对师徒关系的塑造也一反常态。

《哪吒2》中太乙真人的形象被赋予了更多幽默滑稽特征，

他体型肥硕，不修边幅，操着明显带有四川口音的普通话，

一反传统意义上仙风道骨的形象。哪吒对待师父也不遵

守传统的“弟子规”，反而时不时挑战权威。然而，正是这

种异于常规的师徒关系，让二者之间的距离更近，使得教

育过程更加生动有效?。其中也映射出当代长辈与晚辈关

系的缩影，体现出当下个人主体性意识的彰显以及师承关

系的多向度拓展。

文化嬗变：后现代电影美学凸显

在文化形态上，《哪吒2》之所以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离

不开它充满后现代电影美学的意味。其大量运用调侃嬉

戏、拼贴组合等形式，掀起了一场全民狂欢式的文化盛宴，

这背后体现出了当前大众文化向平面化、浅显化、娱乐化

等向度嬗变的趋势。

影片伊始就显现出一副嬉戏娱乐的场面，陈塘关百姓

制作藕粉时抠脚、擤鼻涕等行为引得众人哄堂大笑。哪吒

不满太乙真人为其塑造的肉身而亲自上手，经过一番修改

折腾，最后还是用回了第一版，这些情节无不兼具喜剧与

讽刺效果。而最能引起观众共鸣的便是土拨鼠那两次突

如其来又再熟悉不过的微信表情包式的嚎叫。

前作中这种嬉戏拼贴手法屡见不鲜，然而续作中更增

添了游戏打怪等情节。哪吒为助敖丙重塑肉身而升级打

怪的情节设计，直接增添了影片的游戏爽感。第一关土肥

坡、第二关飞天瀑，第三关骷髅山，每一关都充满了游戏式

快感和爽感。哪吒为避免暴露自身魔性一次又一次吃昏

睡药让敖丙附身这一设定又为影片制造了无数悬念和喜

剧效果，这无不迎合了短剧时代观众的观影趣味。

总的来看，在《哪吒2》的影像美学中，导演以刚柔并济

的笔触将传统神话解构重组，这既非对传统文本的简单颠

覆，亦非现代性焦虑的粗暴宣泄，而是以动画语言重构东

方神话的范式革命。该片的成功，不仅在于其对传统神话

故事与美学范式的大胆突破和创新表达，更在于它触碰到

了当代青年的精神脉搏，契合了大多数观众的审美趣味。

（作者单位：八一电影制片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