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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１９年上映的国产动画电影 《哪吒之魔童降世》在对传统神话吸收的同时，对故事进行了大幅度的

改编，获得了超高票房与讨论热度。其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叙事语言和叙事技巧都体现了后现代思想。对于动

画电影形式表达中的哪吒故事变迁和电影叙事手法变化的研究，可为国产传统题材动画电影制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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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漫产业被认为是 “２１世纪知识经济的核
心产业”，是继Ｔ业之后又一经济增长点，涵盖
了动画、漫画、游戏、制造业等多个行业。作

为近年来国产动画电影的优秀代表，《哪吒之魔

童降世》对 《封神演义》以及动画 《哪吒闹

海》进行了创造性改编。影片本身所具有的社

会影响力来源于其蕴含着的对人类生存方式的

哲学思考以及解构传统的后现代表达方式。因

此 《魔童降世》提供了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

突破传统叙事框架、构建符合现阶段审美取向

的后现代话语范式。

一、哪吒故事的文本及视觉形式演进

动画 《哪吒闹海》是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

厂于１９７９年制作完成的第一部彩色宽银屏动画
片。此片在当时影响力巨大，在国内外获奖众

多，是继 《大闹天宫》后的又一巅峰之作。

《哪吒闹海》遵循了中国传统叙事中 “孝”

“义”观念，哪吒被塑造成一个忠孝两全的英雄

形象，他的死亡一方面是对于父母孝道的展现，

另一方面也是对陈塘关百姓的大义体现。《哪吒

闹海》虽取自 《封神演义》，情节和内容上却

也精简了许多。在原作中，父与子、神与人的

矛盾强烈，哪吒骄横叛逆。而在 《哪吒闹海》

中，不仅父与子的矛盾得到弱化，在与龙王交

涉的过程中也表现得以理服人。 《封神演义》

中，哪吒挑衅敖丙将其打死。在动画中冲突的

开端起源于龙王对于童男童女的执着，哪吒在

与敖丙打斗的过程中也表现出了理性和克制。

李靖的形象在动画中也得到了 “人性化”的体

现，从毫无爱子之心的绝对权威者和制裁者变

成了被迫无奈执剑杀子的父亲。哪吒也从之前

的绝对的反叛者、抵抗者变成了能够体会父亲

苦心的充满人情味的形象，改造过后的哪吒从

秩序的破坏者变成了维护正义的英雄。

２０１９年上映的由饺子执导、编剧的 《哪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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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魔童降世》是中国电影史上的动画电影票房

冠军，刷新了国产票房的新纪录，引起了社会

的广泛关注。影片进一步改造了传统故事设定

和情节，展现了哪吒 “生而为魔丸”却要与命

运斗争到底的成长故事。故事中元始天尊将混

元珠炼成灵珠与魔丸，灵珠投胎为人，可助周

伐纣；魔丸则投胎为魔，祸害人间。元始天尊

既是对世界进行划分的始作俑者，也是根据其

划分对人物进行安排的超越性的存在。元始天

尊为防止魔丸危害人间，下天劫咒三年后以天

雷摧毁魔丸，但是由于太乙真人的失误哪吒成

为魔王，故事冲突由此展开。《魔童降世》在继

承 《封神演义》原作框架基础上，对 《哪吒闹

海》的人性主题进一步扩展，完成了对传统故

事的再建构。从对父权的抗争转换为对命运的

抗争，是对 “反抗”主题的现代性解释。同时，

哪吒的形象也进一步世俗化，由 《封神演义》

中的顽劣之童，到 《哪吒闹海》中的通情达理

的人民英雄，再到 《魔童降世》中为自己命运

作出抗争同时充满人情味的 “魔童”。鼓励打破

成见、成为自我英雄的现代思想是本片获得认

可的重要因素。故事内容的改编迎合了后现代

主义中追求多元、关注个性差异、重视边缘、

追求主题性的时代特点。

二、叙事主题的变革

（一）崇高的消解

《魔童降世》叙事后现代性特征的体现之

一，是神话崇高性的消解，这也是其区别于前

作的重要特征。《魔童降世》中崇高性的消解也

受到西方哲学发展的影响，从理性的古典主义

到解构的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对西方传统价

值的重构。后现代主义以 “非神圣形象”取代

“神圣形象”消解了理性对感性、崇高对渺小、

普遍对偶然的绝对权力，而将人的本质还原给

人在 《魔童降世》中则表现为后现代叙事对命

运的必然、道德权威的解构。世俗化的太乙真

人的形象就是对神之崇高性的解构。他体态丰

满，骑着一只飞猪，并操着一口川普，这一具

体化、个性化的形象是对于作为高层次的理性

象征的神仙消解。从本体论上看，后现代主义

的做法否认了形而上的同时也就否认了其价值

的意义，也就是否定了理性的终极关怀。太乙

真人的形象便是否定崇高，强调世俗化；而哪

吒则是按照自己意愿行动的，否定社会规范象

征。哪吒不再是佛经以及 《封神演义》中的傲

慢叛逆的绝对神，也不是 《哪吒闹海》中的守

护陈塘关百姓的少年英雄，而是令百姓畏惧的

魔王。他顶着齐刘海、画着烟熏妆，塌鼻梁上

还布满雀斑，配上一口尖牙并且喜欢自言自语，

像一个充满怨念的无法适应社会的普通人。敖

丙则是在机缘巧合之下得到灵珠，性格也从传

统叙事中的纨绔子弟变成了翩翩君子。龙族自

古为天庭效力的同时却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于是龙王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了儿子敖丙身上。

敖丙身上负载着灵珠的善、家族期望以及他人

对妖的成见。这种设置代表了二元对立的消失，

传统叙事中作为客体的恶不再是被主体善消灭

的对象，主客体的对立消失正是对于传统叙事

中的单一普世价值否定。哪吒的父亲李靖也从

过去那个对孩子毫无关爱、执剑斩杀肉球的严

厉的父亲，变成了维系世人与哪吒、哪吒与家

庭的重要的角色。从权威者、镇压者变成了因

为爱护儿子欲自我牺牲的平凡的父亲。李靖形

象的改变正是对绝对父权的否定，哪吒尊重爱

戴父亲不再出于对玲珑宝塔镇压的恐惧，而是

贯穿于两者间的血肉亲情，至高无上的神圣父

权被打破。在过去叙事中缺席了的哪吒母亲的

形象在影片中也得到了多角度的展示。刚出生

的哪吒魔性难以自御，在将母亲的手指咬出血

后才渐渐恢复理智，重新认识自己的父母。母

亲的血不仅是血缘亲情的象征，也是激烈的父

子冲突的缓和剂。她在百忙之中抽空与哪吒玩

耍，为了照顾哪吒情绪骗他是灵珠转世，都是

令哪吒充满人性的重要外部因素。太乙真人身

上代表着神与人对立的消解，神可以拥有人的

神态以及人的失误；李靖则代表了父与子绝对

对立的消解，“父为子纲”的压迫与 “父不慈，

子必参商”的反抗在情的沟通下不复存在；哪

吒与敖丙身上的善恶对立也不复存在，善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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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恶中有善才是脱离理想的真正现实。

（二）自由的追求

除了崇高主题的消解外，在 《魔童降世》

中体现出的后现代性因素还有叙事的不稳定性。

这种不稳定性是人之自由的体现，人物的行动

轨迹并不取决于自然或者疾病等外部强大因素，

而是个人决定、行为以及其带来的后果。情节

与人物互为表里，情节的过分强调会削弱人物

的性格；而过于注重人物内心表现则会令戏剧

冲突弛缓，欣赏性减弱。《魔童降世》中的不稳

定性则体现在哪吒自我认知的过程当中。哪吒

身处的现实压抑的背景，是构成其性格弱点和

缺陷的重要环境因素。这种写作模式类似于好

莱坞的英雄叙述范式。英雄的成长过程中都包

含着对自身弱点、缺陷的克服，杰夫·格尔克

将其称之为 “心结”，即 “令人陷入困境的东

西”。哪吒的自我认同过程也寄托在这样的叙事

范式之中，与其说哪吒是在外部环境的斗争冲

突中找寻自我，不如说是他在与自身缺陷的斗

争中建立起完整的自我。“成长”的另一种说法

就是 “改变”，改变的是主人公想要克服的蕴含

在 “背景”中的自身缺陷，或者是 “心结”冲

突和调和过程中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也是

人物逐渐发现人性本质的过程。按照传统叙事

的话，灵珠与魔丸分别代表着被人所创造的善

恶区分的世界，而哪吒和敖丙就是表现不同命

运的个体，最后的结局只能归结到人永远无法

掌控的命运。然而故事中让世俗化、荒诞化的

太乙真人的作为主宰哪吒出生的行动者，本身

就是对于命运的嘲讽与戏谑。影片要传达的是

在他人目光与自我意识的冲突中能否通过自身

行动改造环境。哪吒所面临的困境具体体现在

能否真正战胜魔性。在故事的结尾，哪吒自我

认知的冲突达到了高潮，是申公豹口中极恶的

混世魔丸还是子承父业的善道践行者。在坐骑

风火轮的帮助下，疯狂弑杀父母的哪吒看到了

父亲愿意替自己牺牲的画面回放，也令哪吒对

自己的认识达到了超越。他既是魔王，也是父

母的孩子，既有他人眼中的 “恶行”，也可以通

过自身行动获得他人 “善”的评价。人的本质

并非僵化不动的，而是生成与变化的。“我命由

我不由天”的豪言其实也是哪吒存在主义式的

自由意志的体现，哪吒的命运依靠自我努力而

非先天规定。虽然 《魔童降世》中借鉴了好莱

坞超级英雄式的叙述范式，但是对于将成长、

改变、反抗命运的主题融合在中国传统故事之

中，却也创造了新的意义。

三、叙事技巧的变化

（一）多种蒙太奇手法的应用

蒙太奇原是使用在建筑学中，是意味着装

配和构成的术语。当被借用在电影中后，表示

剪辑、组合之意。关于蒙太奇，不同的艺术家

做过不同的解释。最开始的时候表示 “镜头组

接”，爱因斯坦就认为镜头相当于单词，单词组

成句子，句子组成篇章。夏衍也将蒙太奇与句

法和章法对应，其作用就是让镜头有逻辑地连

接起来使观众有一个明确的对于事件发展的印

象。蒙太奇手法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要保证叙事

的连续完整，运用不同镜头的组合在新的结构

中可以产生新的含义；同时还可以用来控制电

影的节奏，根据时间和空间的不同创造出独特

的银屏时空。作为叙事的电影，蒙太奇的叙事

方式也有多种分类：连续蒙太奇、交叉蒙太奇、

平行蒙太奇以及复现蒙太奇。在我国的传统叙

事作品以及国产动画中，应用最多、最基本的

叙事手法是连续蒙太奇，相当于文学中的顺叙。

“连续”指的是时间或情节上顺序展开。《魔童

降世》为了突破这种因太过被观众熟悉而显得

平庸的叙事方式，在以连续蒙太奇为基本表达

的同时，也穿插进了其他的蒙太奇叙事方式。

多种蒙太奇叙事方式的穿插融合是 《魔童降世》

对传统顺序叙事的超越。

平行蒙太奇指的是不同时空或者同时异地

的两条相对独立的情节线索分别在一个统一结

构中的完整叙述。在 《哪吒闹海》中，敖丙只

是单纯地作为恶的代表，敖丙变恶的成长过程

以及其心理状态是被隐去的。而在 《魔童降世》

为敖丙的成长专门设定了一个线索，陈塘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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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魔童哪吒与海底龙宫中背负家族使命的敖丙

在见面成为朋友之前，各自跟着自己的师父修

行。虽然二者所处时间相同而空间不同，但融

合在一个故事中，节省篇幅的同时强化了叙事

节奏。两条线的相互对照烘托，显示出了不论

魔丸还是灵珠，都无法摆脱从他人的评价中得

到自由的现实，为后来两者抗争命运作出铺垫。

交叉蒙太奇指的是两条或者数条情节线索

有同时性与因果关系，其中一条影响其他几条

的发展。各线索间是彼此依存的关系，最后几

条线索融为一体。《魔童降世》中哪吒与敖丙两

条线索的第一次交叉是在海上共同对付海夜叉

救助小女孩的时候。海夜叉功能的改变，使得

《哪吒闹海》中作为主要矛盾冲突的哪吒和敖

丙，变成 《魔童降世》中哪吒与敖丙需要面对

共同敌人，两者的友谊由此确立，这是第一次

两条线索的交叉。第二次交叉是哪吒去海边找

敖丙请他参加自己的生日，这是友谊的确认。

哪吒清楚陈塘关的百姓并不会从内心真正接受

自己，而他心理真正承认的朋友也只有敖丙，

当哪吒说出他只有敖丙一个朋友的时候也就完

成了对于友谊的确认。第三次两条线索的交汇

则是在陈塘关为哪吒庆生的一幕，敖丙没有趁

机毁灭魔丸完成对自己和龙族的拯救，哪吒也

没有在占据上风时杀死敖丙。最终两人共同面

对天雷，肉体的毁灭也象征着二者灵魂的救赎。

两条线索的有机交叉为故事发展提供逻辑支撑

外，也令故事的悲剧感和压迫感逐渐加强。

复现蒙太奇也叫做重复蒙太奇，是令有含

义的镜头反复再现于关键时刻的手法。比如太

乙真人的飞猪坐骑在电影中反复出现，在电影

开篇处飞猪还只是仙人世俗化的一种设置。后

来在哪吒修炼的时候，飞猪还被当做投影仪回

放哪吒的斩妖画面。在哪吒生日宴上，飞猪作

为礼物被送给哪吒时变成了风火轮，验证了哪

吒火一般性格的同时也是对仙人非崇高性的再

确认。最后，当哪吒发疯成魔后，坐骑从风火

轮变回飞猪象征着理性的回归。飞猪放映李靖

愿替哪吒承受天雷的场面后，哪吒也完成了对

自己的认识与救赎。

（二）拼贴与组合

后现代的话语否认元叙事，批判历史的连

续性，因此也就丧失了传统的整体感。组合、

拼凑是其常用手段，达到部分代替整体。所以

后现代具有零碎的、非线性的、反常规秩序的

零乱性。在影片中，长着胡子但声音尖细的

“如花”是这种零碎性、非整体性的体现。在他

第一次出场的时候，满脸胡子配上满身的肌肉，

但却双手捧腮然后躲到了几个弱女子身后。第

二次出场是当哪吒逃出结界后，他尖声喊道

“又逃出来了”夹着大腿跳进井中。第三次出场

是当哪吒失去理智后，尖叫着然后撞到木桩上

后晕倒。“如花”的三次出场时间都不长，但确

实具有后现代拼贴的典型代表。首先 “如花”

的外貌本身就是拼贴的结果，将男人的身材样

貌与女人的声音性格相组合，雌雄同体的表现

手法是对传统性别规范的解构。在 “如花”的

身上，男人遇到危险可以感到害怕，女人也可

以长胡子练肌肉，拼贴的结果是对性别的重新

定义。其次，“如花”在面对人们所恐惧的魔王

哪吒时，他的表现本身是戏谑和荒诞的。他的

尖叫更多的不是惊恐而是无奈，他的逃跑中更

没有逃命的紧迫感。这是与危险环境不相符应

对态度的组合拼接后产生的间离效果，故而引

人发笑。“如花”的行动就是对人们心中 “魔”

的解构，只有心里恐惧的时候才是真正的“魔”。

此外，调侃和嬉戏的话语是后现代语言的

特征。后现代主义的嘲笑文化的精神内核在于

它所具有的颠覆和解构传统的调侃性，甚至具

有荒诞的气质。比如哪吒在被误会成凶手的时

候，被囚禁在李府中衣着破烂地唱到 “我是小

妖怪，逍遥又自在。杀人不眨眼，吃人不放

盐。”打油诗的添加正是调侃性语言的应用。哪

吒所说并非实际的自己而是世人眼中的自己，

他不是妖怪也过得不自由，更没有杀过人。但

是只要是人就无法摆脱环境的影响，会因为他

人的观点改变自身的行动。打油诗调侃的便是

广泛存在的社会偏见与误读。

拼贴与组合还体现在小物件的设置，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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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山社稷图中打斗被模拟成早期电脑系统中

自带的弹珠游戏。主客体、敌我分明的打斗场

面被融合到一个小弹珠中，是对矛盾统一性的

再现。不论是申公豹、敖丙、太乙真人还是哪

吒，他们看似在内斗实际上他们斗争的目标都

只有一个，那就是命运。游戏的娱乐性缓和了

斗争的激烈性，也是对双方斗争意义本身的调

侃与嘲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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