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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是一种和现实具有亲缘性

的艺术媒介，在安德烈·巴赞看来，

电影是无限趋近于现实的“渐近

线”，电影会因技术的不断发展最

终达到充分再现现实的“完美电

影”状态。

无论中国电影史还是世界电影

史，现实主义都是各国电影的重要

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社

会情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现

实主义电影经历了多年的蛰伏重新

回归大众视野，并且也相应呈现出

了新的面貌——温暖现实主义。

温暖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这一

特殊的形式系统因应新时代中国的

社会文化语境发生的新变化，它要

求创作者扎根现实土壤，敢于直面

现实社会出现的新问题，同时又要

坚持积极、乐观的态度，积极靠向

主流社会价值，用温暖、仁爱的，而

非冰冷、残酷的方法处理社会矛

盾，以促进社会的正向发展。

作为“形式机体”的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是文艺理论的古老命

题，一般对现实意义有如下几种认

识：一、现实主义是一种艺术作品和

现实之间关系的表达，即作品和现

实之间的映射性关系，作品不得违

背世界的现实原则；二、现实主义是

一种创作方法，强调“典型环境中的

典型人物”，对现实进行加工、提炼，

概括性地表达本质规律，从而批判

性地改造社会；三、现实主义是一种

艺术风格和流派，指称一批有稳定

边界的艺术作品或者艺术潮流，如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意大利新现实

主义等。

新形式主义电影理论家大卫·
波德维尔和克里斯·汤普森认为“风

格是一套形式系统”，是一套在主

题、叙事结构、场面调度、镜头语言

等方面具有相对稳定特征的形式系

统。汤普森进一步强调，现实主义

的形式系统在历史中不断变化，表

现出多变的特征，然而现实主义的

核心标志是“真实性动机”，即以一

种严肃的态度去面对现实（《打破玻

璃盔甲》309-314页），这种观点和法

国文学理论家罗杰·加洛蒂不谋

而合。

加洛蒂在 1963 年的名著《论无

边的现实主义》中提出了对现实主

义的创造性理解，即打破现实主义

的确切边界，使之始终处在动态的

扩大过程之中。加洛蒂将毕加索的

绘画、圣琼·佩斯的诗歌、卡夫卡的

小说等惯常被认为属于形式主义的

艺术纳入现实主义的概念范畴之

中。他认为这些作品不是被动地再

现现实，而是主动地介入现实，它们

并没有在模仿事物的形象，而是在

揭示事物的能动性。这些怪诞的、

夸张的、变形的艺术并不是在直观

地说明世界，而是以行动性和生命

力的方式参与到世界的生成之中。

或许我们可以将现实主义看作

一套形式系统，一套在技术、文化、

美学等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形变的

系统，它不单纯地以直观反映现实

为特征，亦不刻板地要求以激烈的

笔触批判和否定现实社会；它不是

无生命的机械体，而是充满生命力，

像植物一样主动适应环境，努力在

现实土壤中扎根的有机体，一种“形

式的机体”。

温暖现实主义强调建设性和肯

定性，既揭露社会的真实矛盾，又提

供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既展现真实

的人性，又强化人性“善”的方面；既

考虑商业电影的市场需求，又考虑

电影的价值观引导功能。温暖现实

主义成为当下中国电影的主要特

征，是电影“形式机体”充分适应当

下中国的市场，扎根中国社会现实

从而做出的能动选择。

扎根中国现实土壤的

温暖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是不断变化的形式有

机体，作为上层建筑，它不断随着历

史的、具体的社会环境而发生改变。

思考现实主义美学特征及其成因必

须回到“历史现场”。

传统认知中的现实主义一般包

括如下特征：一、多取材于现实，根据

现实事件改编或题材具有客观现实

可能性；二、强调“典型环境中的典型

形象”，多展现底层社会环境，以小人

物的视角展开叙事，人物设定具有明

显的平民意识；三、媒介特质呈现自

然化倾向，如电影多采用景深长镜头

或“零度”剪辑的镜语系统，小说则多

使用平铺直叙和白描手法等，从而弱

化媒介的存在感。四、主题上具有强

烈的批判性，多以尖锐的方式直指现

实生活症结，以猛烈的姿态否定现实

境况。而其中惯常认为“批判性”和

“否定性”是现实主义的灵魂。

这种对现实主义的认知多与 19

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有关。19世

纪的欧洲在工业革命的作用下，资本

主义急速膨胀，工业化、城市快进程

加速，人们在享受便利现代生活的同

时，也不得不面对日益尖锐的社会矛

盾，文艺作品自然而然地承担起了揭

露矛盾、批判现实的使命。巴尔扎克

的《人间喜剧》以一种百科全书式的

恢宏视角呈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因

金钱引发的种种问题，托尔斯泰的

《复活》通过农奴私生女遭受的种种

不公待遇，猛烈揭露和批判了当时俄

国社会的官僚与腐败。

中国20世纪30年代现实主义电

影，如《神女》、《马路天使》、《十字街

头》等，亦以强烈的批判性和否定性

著称。然而这些电影回应的是当时

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中被压迫的

底层民众的悲惨生活，以及中华民族

所面临的民族危机，在当时具有极强

的进步意义。

“新时代”中国，在社会性质和社

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等方面都与19

世纪的欧洲和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

有本质的不同。中国在各方面都取

得了长促进步，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

段。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社

会仍然存在着诸多矛盾，文艺仍然有

反映矛盾，关切现实的使命。

然而到了当代中国香港，许鞍华

导演以独特的方式实践了一种另类

的现实主义。《女人四十》讲述了一个

普通香港中年女性面对家庭、事业变

故仍然积极、乐观生活的故事。《桃

姐》则讲述了老年女佣桃姐和雇主之

间胜似亲人的温暖故事。许鞍华带

着她的人文关怀和香港市民文化的

积极乐天精神，讲述了温暖动人的故

事。这是温暖现实主义对当代香港

社会的回应。

2018年起，现实主义电影开始集

中涌现，《我不是药神》、《奇迹·笨小

孩》、《你好，李焕英》、《穿越寒冬拥抱

你》、《人生大事》、《守岛人》、《中国医

生》等电影呈现出了一系列新的特

征，它们勇敢直面真实的社会矛盾，

以积极、主动的建设性方案取代了过

度的嘲讽和否定；它们聚焦平民人物

的凡俗生活，以暖心的人伦情感和乐

观的生活态度取代了消极的苦情宣

泄；它们以类型化和商业化的生动故

事取代了呆板的说教或自怨自艾的

文艺腔调。

这些电影均呈现出了扎根现实

和人性升华的统一，将温暖作为影片

的主基调，将建设性作为影片的首要

使命，这些影片正是学者胡智锋所说

的既非“悬浮”，又非“阴暗”的现实主

义电影的第三条道路，即温暖现实主

义。温暖现实主义深深扎根于当代

中国的现实土壤之中，积极回应现

实，又灵活地适应着现实，焕发出顽

强的生命力。

温暖现实主义的价值取向

温暖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在当

代中国的特殊语境中的形式变体，遵

从着现实主义的反映社会现实的表

达动机，以多样的方式呈现现实矛

盾，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矛盾，以动人

的情感调和矛盾，以建设性的方案解

决矛盾，最终将温暖的情绪从电影中

延伸至现实社会，从而实现有效的正

向引导。

温暖现实主义既是当代中国电

影的创作方法之一，又是一种占据重

要市场位置的电影样态，更是一种面

对社会现实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

表达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革命现实主义或新时期反思现实主

义，它蕴藏于精致的视听和丰满的叙

事和之中，以相当柔和的方式践行着

“文以载道”的艺术观念，将价值观念

的传达和故事消费、情感体验相结

合，真正做到“寓教于乐”。

温暖现实主义电影内蕴价的价

值观念，既包括传统文化中的“孝悌

忠信”、“礼义廉耻”、“乐而不淫哀而

不伤”等，又包括对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认同与歌颂。既是《我不

是药神》的舍己为人，又是《奇迹·笨

小孩》的“深圳奇迹”；既是《穿过寒冬

拥抱你》团结抗疫，又是《守岛人》的

矢志不渝……

温暖现实主义归根结蒂是一种

价值取向，一种对中国主流价值观的

深刻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温暖现

实主义电影已然成为“新主流电影”

的一部分，是继《1921》等革命历史题

材、《长津湖》等战争题材和《战狼2》

等动作题材等“大片”之外的另一种

电影，即更贴近生活，更易唤起观众

共情的，以“小”博大的电影。

（作者系北京电影学院19级硕

士研究生）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

指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

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

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

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加强国际传播

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

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深化文明交流

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还曾指出，在5000多年

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

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

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

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

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

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数千年

的积淀、演绎与扬弃，孕育着深沉而

高贵民族精神品格，标志着一个独特

而优秀文明体系的凝聚力和定力，是

民族发展与壮大的文化基石，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根植的文化土壤，是区

别其他国家的精神标识。因此，传承

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的

历史使命，是民族精神血脉延续的重

要保障。

动画艺术作为一种综合性艺术和

文化产品，其以特殊的文艺形态和表

达场域必然承担起中华传统文化传承

和弘扬的重要历史责任，是新时代独

具影响力和优势的图形化与动态化视

觉传达体系。

一、中国动画“民族化”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浩如烟海。

中国丰富的古典文学资源，包括脍炙

人口的经典小说和留下深刻烙印的中

国戏曲，为中国动画创作提供了取之

不竭的灵感与素材。经典动画作品

《铁扇公主》取材于《西游记》，时长1小

时20分钟，成为世界第四部、亚洲第一

部长动画；上个世纪80年代，动画《哪

吒闹海》取材于《封神演义》；动画《崂

山道士》取材于《聊斋志异》等，这些动

画作品曾都引起世界巨大反向，达到

了至今都无法超越的动画巅峰。

中国传统动画曾以鲜明的“民族

化”艺术特征诠释了中华民族的文化

内涵与精神内核，宣扬了“民族当自

强”的历史使命，传递了民族团结勇

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在世界动画

史上创作了大量的经典作品。尤其是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在“中

国学派”理念下，上海电影美术制片厂

出品的水墨动画《九色鹿》、剪纸动画

《猪八戒吃西瓜》、水墨动画《小蝌蚪找

妈妈》等动画作品都坚持了“民族化”，

体现了“存粹的民族性”。

二、中国动画“再民族化”

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新时代传

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文化不仅

仅是对文化的挖掘、萃取、阐发与汲

取，还应该与时俱进，创新转化。习近

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

集体学习时强调：“博大精深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

站稳脚跟的根基。”因此，新时代中国

动画承担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

弘扬的历史使命，要实现由“民族化”

到“再民族化”的转型和发展。

（一）“多元化”重构下的“再民族化”

在文化全球化时代下，“多元化”

不仅存在于地缘区隔之中，也存在于

时间轮替之间。文化在面临“界限”

与“时限”问题的同时，也在“普遍主

义”与“特殊主义”互相渗透过程中实

现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融合，即“世界

层面的民族化”。爱德华·萨义德在

他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提到，

“某种文化往往与某个民族或某个国

家联系起来，因此文化就具有区别不

同身份来源的作用。”美国迪士尼在

多元文化中的成功经验为中国动画

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思路。美国迪

士尼借用其他民族的文化将娱乐与

多元文化合二为一，将语言、价值观、

文化融入动画作品中，实现跨国文化

轻松表达，宣传了美国的价值观和世

界观，提升了其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传

播力。迪士尼出品的《功夫熊猫》、

《花木兰》运用了中国文化，却宣扬了

西方文化精神。因此，中国动画要从

艺术形态、艺术内容、文化价值体系、

传播路径等上寻求“再民族性”与“多

元化”有效的契合点。

（二）“再经典化”重释下的“再民

族化”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母

体本身不会消失与断裂，然而往往内

心已经存在的记忆形象依附时间存在

所产生的影响而滑落，很难将经典中

的“虚”、“幻”以及视觉传达中的“实”

与受众的“新奇”同行同步。因此，重

构中国动画文化内涵和精神旨归是当

今动画“再民族化”所面临的关键

问题。

提炼的“有形素材”与“无形素材”

的“再经典化”是中国动画传承中国文

化，弘扬中国精神的重要路径。将古

典小说、古典戏曲名著等“有形素材”

置于“文化流变”与“历史沉淀”中，将

文本的“忠实”、动画文本的“转译”、结

构改编的“结构”有效结合；神话、民间

故事等“无形素材”将以“化身式”人物

在动画中呈现，将“仁爱”、“崇正义”等

价值理念以及“爱国”、“平等”、“自

由”、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通过动

画传达。

国画“六法论”中的“气韵生动”、

“骨法用笔”等不仅是动画角色、动画

场景传递的意蕴手段和表现技法，更

是动画色彩、动画思想动画内容所流

露“民族情语”。中国水墨动画在中国

画“得其形似”与“托名写意”之间找到

平衡，保持真实的理解逻辑。

总之，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

国动画的营养源泉和灵感动力，中国

动画由“民族化”到“再民族化”是“动

画真实”的重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焕发新的生命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好中国声音的重要路径。

（作者单位：重庆邮电大学）本文

为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

《当代国产动画作品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 化 的 传 承 与 传 播 研 究 》

（21VSZ11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项目《西南丝绸之路历史故事动漫

化 传 承 与 传 播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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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国动画讲好中国故事：

从“民族化”到“再民族化”

本报讯 4 月 9 日，2022-2023 年

度电影频道M榜暨中国电影大数据

盛典在湖北荆州举行。现实题材电

影《八角笼中》导演兼领衔主演王宝

强、领衔主演陈永胜受邀出席。盛

典当晚一系列电影类荣誉颁布，电

影《八角笼中》荣获本届盛典“年度

关注影片”。

活动现场，王宝强代表《八角笼

中》剧组登台接受荣誉并感谢电影

频道M榜与观众对影片的关注。同

时王宝强介绍《八角笼中》是一部非

常有故事性、接地气、自信自强有力

量，并且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现实

题材电影，是“值得期待，不负期待

的”。电影《八角笼中》讲述了一个

普通人带领一群孩子突破重围、寻

找人生出路的故事，展现出普通人

身上的韧劲与力量。

在颁奖前的见面会中，王宝强

和陈永胜也代表剧组接受了采访。

王宝强简单介绍了电影的题材与故

事，并表示自己第二次做导演，心态

更从容了，但依然“像考试似的，期

待交卷”。陈永胜也表示自己在《八

角笼中》饰演的角色与以往角色风

格完全不同，并称此次与王宝强导

演合作有亲切感、信任感，“在拍摄

中能够无条件地信任宝哥”。此外，

王宝强还透露目前《八角笼中》已进

入后期制作阶段，预计很快将与观

众见面。

《八角笼中》由北京乐开花影业

有限公司、图木舒克向日葵影业有

限公司、天津猫眼微影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无锡宝唐影业有限公司出

品，新疆豪豪影业有限公司、光铭视

界（深圳）影业有限公司、北京壹同

传奇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影片即将在 2023年和观众见面。

（影子）

王宝强《八角笼中》获
电影频道M榜“年度关注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