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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动漫作品主题类型

动漫故事创意和主题提炼是整个动漫创作的核心，通

过形象、画面、声音等形式展现在观众面前，只有将前期

故事和主题做精做优，后期的一切制作才能顺理成章。虽

然优秀的故事和主题未必能成就一部优秀的作品，但是

优秀的故事和主题一定是优秀作品诞生的前提。优秀的

故事和主题能够让人过目不忘，并且引起观众的共鸣和

反思。

优秀动漫作品的主题一般分为如下几类———

1.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宫崎骏的动漫作品涉及主题广泛，充满人文关怀，兼具

动漫的艺术性和故事性。宫崎骏最乐于表达的主题就是探

讨“人与自然”，经常聚焦在自然给予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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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不断破坏，最终自食恶果的故事上。在宫崎骏动漫作品的

世界观中，人类是一种与其它生物平等物种，理应和谐相

处、互不侵犯，如果人类的贪婪威胁到了自然界的平衡，必

然导致自然界的反噬，这个主题在其经典作品《幽灵公主》

和《风之谷》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其中，《幽灵公主》结尾

代表工业文明的男主角和代表自然生态的女主角共同约定

在各自的世界好好活下去就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

最好表达。

1.2 向往和平生活

动漫作品经常表现战争的主题，但是往往并不是视角放

在表达战争的残酷，而是重点放在表达和平的可贵。宫崎骏的

作品关注和平，充满着“战争无正义”的思想隐喻，他也认为战

争是人类自取灭亡之道，这与宫崎骏的成长经历密切相关。宫

崎骏的成长过程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虽然是侵略国，但

是国民同时也饱受战争的创伤，这使得作者深刻认识到战争

给人类带来的毁灭性打击，所以他的很多作品主题中都表现

了战争中亲人离去的伤痛、环境遭受的破坏以及对于和平生

活的渴望。

例如，在动画电影《天空之城》中，地面人类对于“飞行

石”的贪婪是引发战争的导火索，正如现实世界所有战争

的源头一样，渴望力量的一方，往往最终穷兵黩武，不会有

好下场。战争的最终结果只会是两败俱伤，最后恢复到死

寂一般的和平。所有此类动漫作品中的主角往往是个性率

真、心灵纯洁的勇者，他们的心中厌恶争斗、渴望自由。有

时作品中的主角也会是不问俗世的避战者或厌世者，例

如，个性鲜明的《红猪》，就和其创作者一样是一个躲避战

祸的闲云野鹤，但是真的遇到战争威胁的时候也会挺身而

出，勇于反击。

1.3 友情与团结

动漫作品的受众年龄相对年轻，由于对友情、亲情、爱情

有着美好的憧憬和渴望，创作者也希望通过作品正向地引导

群众的情感观。所以在大量的动漫作品中，人们可以看到大

量简单直白但是有效的对于外放型情感的描写。动漫作品对

于受众性别有一定范围的划分，总体可以分为少男类和少女

类，少男类作品对于情感的表达主要集中在友情与团结，少

女类作品对于情感的表达主要集中在懵懂的爱情和亲情，从

较高层面来总结就是对于他人的爱（博爱）。人们可以看到，

以日本少男热血系动漫为代表的《火影忍者》《海贼王》着重

渲染的就是对同伴的承诺以及互相奉献的觉悟。中国经典动

漫作品《葫芦娃》是表达兄弟情，家庭亲情以及团结一心的重

要性。

1.4 为理想拼搏

出于动漫作品故事表达形式的特异性，动漫作品主题

中设置目标的特性是所有影视文学最为突出的。由于其外

放的表现特性，动漫作品中的角色都会为自己设定明确的

目标，并千方百计去达成。目标低者如灰太狼的一定抓到

羊，高者如火影忍者的世界和平，都是鼓励受众为达到目标

去努力奋斗。动漫作品的主角往往从一个小目标开始，逐渐

建立起自己的理想，最终实践到追逐理想的过程中。中外动

漫作品中不乏为理想拼搏的经典主题案例，例如，中国的

《我为歌狂》、日本的《灌篮高手》都是表现主角个人或者团

队一开始为了一些简单的小目标进入一个领域，然后发觉

到自己真正想达到的理想，最后和朋友一起克服万难，追寻

梦想的故事。

1.5 梦想成真

动漫中有一类作品，人们可以称其为：成人童话。《哆啦 A
梦》和《蜡笔小新》就可以归为此类。虽然表面上看，这些动漫

作品都是描写儿童的行为或者幻想，但是其实都是成人对于

童年生活的映射。成年人虽然被生活磨平棱角，但是在心灵的

深处尚有一份童真，动漫中与其说是满足儿童的幻想，不如说

是成人借孩子之口表达了童年想要实现的点滴梦想。例如，希

望拥有像哆啦 A梦那样的各种神奇道具，来解决童年的各种

烦恼；或者像小新那样酷酷地和父母交流，这些都是成年人们

童年渴望获得的能力，是他们的梦想，现在他们借动漫之手令

其成真[1]。

1.6 直面人生、克服万难

日本动漫作品中普遍存在宿命论，所谓宿命论是认为人

的命运是由必然因素造成，是可以预知而又命中注定的。从

很早的火鸟、森林大帝、到大家熟悉的哆啦 A 梦、桃太郎，以

及之后的圣斗士星矢、宇宙骑士、北斗神拳等，直至现在少

年热血动漫的三大当家海贼、火影、死神，“宿命”二字都是

在作品中高频出现的词汇。同样是宿命论，日本的动漫作者

大都倾向于“积极宿命论”而非“消极宿命论”，总体表现的

都是即使人生有诸多的限制，充满着枷锁，但是依然无时无

刻不想冲破这个枷锁，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在中国的文化

中，对于人生中的苦难往往有着更为简单直白的解决方案，

即“人定胜天”。在古老的神话中，就出现了后羿射日、愚公

移山这样与命运抗争的经典传奇，在动漫作品中也出现了

《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宝莲灯》以及近日的《白蛇》，都是

主角勇于挑战命运、挑战权威，最后达到不同程度的胜利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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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动漫受众对于主题的需求

2.1 正能量激励

大多数动漫作品剧情相对简单，叙事结构偏线性，围绕主

线发展，通常都是发生危机到解决危机的无限循环，这和动漫

创作的普遍规律有关。动漫作者创作形象不易，故需要将所有

情节都要逐步加入同一作品中，方能吸引长期稳定的观众群

体。每一次解决问题的过程都会给群众带来一定程度的正能

量激励。主流的日本少年热血类动漫作品，诸如《火影忍者》、

《海贼王》都有明显的此类特征，每一次主角披荆斩棘完成任

务都是对受众的正能量激励，这种激励的反复累积也同时构

成了受众沉浸入作品的动力。

2.2 有深度有反思

艺术作品的受众在欣赏艺术作品时，都希望看到深层次

的精神内涵。动漫，作为一种影视故事的表现形式，其主旨也

不是仅针对青少年。在动漫作品艳丽的色彩、可爱的造型下，

未必一定就是一个简单而单纯的故事。撇开取材本就宽泛的

日本动漫不说，中国近几年颇受关注的动漫影视作品如《白

蛇》《大护法》乃至《大圣归来》等，均在人们熟知的卡通外型

下植入了创作者颇有深度的思考，借题发挥的野心也是“昭然

若揭”。情欲、牺牲、反抗、自由、宿命等等这些青少年未必完

全理解的情感，都被潜移默化地渗透在在这些作品中。从笔者

的观点出发，这是可取的，因为动漫受众必须足够开放，吸引

更多的各段年龄各种需求的受众，才能支撑起这个产业的健

康发展。动漫日趋全年龄向，更多观众希望在观看到影视作品

的同时能够产生更多的反思[2]。

2.3 渴望被感动

但是毕竟动漫作品的受众还是比较年轻化的，这个年龄

段的受众大多都正处于情感观的养成期，他们渴望寻找到情

感寄托，而动漫角色产生的角色代入能够给他们带来很强烈

的情感体验。 这也正是商业目的非常明确的迪斯尼动漫王

国最大的商业布局，他们抓住青少年男女最渴望的爱情体验，

女孩子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公主，男孩子都希望自己能够赢

得美人归，迪斯尼经久不衰的“王子救公主”故事套路就是为

此研发的。公主遇到危机，勇士对抗邪恶，最容易引起青少年

的情感共鸣，而且青少年对于故事内核的重复性没有成年人

那么强的分辨能力，只要情节外壳常换常新就行，甚至还会出

现“公主救王子”《长发公主》、“怪物救公主”《怪物史莱克》的

反套路，其实故事核心也是一致的。

2.4 猎奇

近些年，游戏盛行，青少年对于游戏中出现的各种全新

世界观乐此不疲，本身这也很难说是动漫影响游戏多一点还

是游戏影响动漫多一点，但是动漫游戏中出现的各种科幻、

玄幻、魔幻、机甲、末世、超能力等异世界概念确实让充满好

奇心的青少年耳目一新，争相追捧。日本各类冒险类动漫例

如《一拳超人》《我的英雄学院》等，其实都带有大量的游戏

元素，融入打怪、升级、不断更新对战环境来满足受众的猎

奇心理。

2.5 欢乐温馨

虽然动漫是电影艺术的表现形式之一，基本尊重所有电

影艺术的表达技法。但是从故事主题上较少涉及悲剧题材。哪

怕前期情节会有绝望或感人的桥段，但是绝大多数动漫作品

均是欢乐温馨的故事基调，最终结局都是所谓的“Happy
Ending”。当今社会，生产“快乐”，消费“快乐”已经成为一种主

流的消费模式，其作用机制也逐渐完备，各种娱乐产品层出不

穷，对快乐的追求是人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也希望在

欣赏动漫的过程中获得愉悦。

3 结语

总而言之，世界各国的动漫产业都是围绕自己的本土文

化进行培育和发展，如法国的浪漫迷人、德国的专心严谨、美

国的幽默风趣、中国的沉稳庄重等文化特点都可以在其动漫

作品中得到展现。虽然世界各地的动漫产品形式各异、精彩纷

呈，但是其受众对于动漫产品的需求是本质相同的。所有动漫

的作者都希望充分了解受众需求从而创造出符合接受者图式

的作品，遵循这些需求规律创作出的动漫作品一定能够更好

地为丰富人类的精神生活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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