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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浙江地方民间传说与神话资源中的动漫内容产业开发 

杨成 

浙江科技学院艺术学院 

【摘 要】民间传说和神话资源中的故事、精神和人物等要素蕴含着动漫产业创作元素。本文主要从浙江地方民

间传说与神话故事的改编现状及产业开发价值方面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对地方民间传说与神话资源的动漫产业开发

策略。 

【关键词】浙江；民间传说与神话资源；动漫产业；开发 

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是各族人民在漫长历史发展中世代相传，经过不断积累和完善而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民间传说和神

话故事的内容在被人们代代传承的同时，不断接受后世的扩充、改编和演绎，构成了丰富而多样的题材形式，成为灿烂民间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动漫作为一种时尚而富有吸引力的艺术形态和文化传播媒介，其发展自始至终离不开传统民间文化。民间

传说和神话故事等传统民间文学在结构、形象、情节、语言等方面为动漫创作提供了珍贵的素材来源和创作灵感。随着动漫产

业的蓬勃发展，注重从传统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资源中提取素材，汲取营养，改编创作并进行产业开发对于促进地方动漫产业

发展有着积极而现实的意义。它将使动漫产业内容更加多元化，题材更加丰富化，从而能够克服起步阶段的彷徨和迷离，迈出

了坚实的一步，并最终促使其迅速走向成熟和繁荣。 

一、浙江民间传说与神话故事动漫题材开发现状 

浙江地方民间传说与神话故事资源丰富，源远流长。如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中的《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从浙江

孕育、形成从而走向世界的。其它的诸如大禹神话传说、钱王射潮故事、如西施传说、兰亭序与王羲之传说、越王卧薪尝胆传

说、八仙过海故事、观世音故事、济公故事等等，也都有着较为广泛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浙江经济发展迅速，动漫影视产业发

展一直处于国内前列，新世纪以来，浙江省把动漫等文化创意产业放在战略重点龙头地位予以重视，省会杭州更是率先成为国

内首个动漫影视之都，并作为国际动漫节的永久主办地。宁波、绍兴、台州等地级市也纷纷打造自己的动漫影视产业基地。行

业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在此背景下，近些年根据浙江地方民间传说与神话故事改编的动漫影视作品、漫画作品纷纷涌现，

如根据杭州西湖风景区民间传说改编的《西湖传说》、《白蛇传动画版》，浙江台州根据民间传奇英雄戚继光改编的《戚继光英雄

传》，浙江宁波的《东海传说故事》、浙江少儿频道推出的系列动画片《浙江戏曲动画集粹》、《浙江传说故事动画版》等。此外，

一系列以浙江地方民间文化内容的动漫书籍也屡见不鲜。但从总体来看，这些根据浙江民间传说与神话故事改编的作品内容都

比较平实，语言对白生硬，动漫人物形象中规中矩，作品内容呈现说教味浓厚，在形式上许多作品都以少儿科普的形式出现在

人们的视野，题材内容过于单一，缺乏创新性和市场开发特性，以致社会反响平平，并未产生极具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开发潜力

的文化精品。 

二、浙江地方民间传说与神话故事中的动漫内容产业开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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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地方民间传说与神话故事无论从形式和内容来看，都具有极其巨大的动漫产业开发价值，但在具体产业内容运作过程

中，我们应该要注意以下几点： 

1.注重民间传说与神话故事中动漫内容改编创作的时代性与创新性。 

浙江地方民间传说与神话故事历史久远，且较为琐碎，不成体系。如浙江绍兴会稽山传说故事就有多个版本，内容片段化。

因此，在动漫改编与创作过程中，要串珠成链，构建系统化的故事 ，将零散的地方民间传说故事进行整理、打通，构成体系。

其次，要注重艺术的创新性，要善于将古代的神话材料用符合当代审美的创作手法去驾驭，珍惜传统但又要大胆突破与创新。

在动漫表现手法上，我们可以尝试异化传统文化，用世界化的语言宣扬我们的传统文化。借鉴诸如老鼠和猫可以成为朋友，熊

猫的爸爸可以是鸭子，花木兰可以跳踢踏舞等思维方式应用于创作。这种改编创作就要不断学习和借鉴传统神话的同时尝试创

造新的现代神话。 

2.强化民间传说与神话资源品牌动漫形象塑造。 

品牌动漫形象是动漫文化的代言人，具有极为广泛的感召力和传播效应，也具有非常巨大的市场开拓空间。对整个动漫产

业来讲，塑造出有血有肉的卡通形象，是其中重要的环节，也是品牌衍生的基础。浙江地方民间传说与神话故事创作应该要极

力塑造好经典动漫形象，加强动漫形象角色的品牌营造。如借助于在动画设计中成采用时尚而富有个性化的角色动漫造型，使

得传统人物形象富有现代造型感，在动漫故事片中设计曲折而扣人心弦的情节矛盾冲突设计凸显角色性格特点，在动画产品推

广中运用富有号召力的动漫形象符号语言，结合各种网络时尚元素与社会群体进行互动等等手法打造精品动漫作品，从而达到

强化动漫形象品牌的作用。 

3.市场思维布局，构筑民间传说与神话资源动漫化的多种艺术形态。 

动漫产业内容具有丰富的外延，因此，对浙江地方民间传说与神话的产业开发要具备全球化的市场思维，在题材、内容、

技术、传播等上都可以更时尚、前卫些。要做到题材内容多种多样，不仅要做给小朋友看，也要改编面向青年、中年、老年等

各年龄阶段的作品，在形式上可以改编成漫画、动画、网络短片、手机视频等，此外，动画片的风格不一定局限于中式，可以

采用日式风格，也可以“拿来”欧美奇幻风格，使漫画显得唯美而刺激，科幻而生动，从而更具市场活力。 

4.强化动漫内容与旅游产业融合，构建动漫旅游开发体系。 

地方民间传说与神话故事具有先天的旅游开发价值，以动漫艺术与旅游相结合形成动漫旅游开发战略将能实现地方传统文

化与产业互融的最优效果。动漫企业借助精彩的根据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与神话改编的动漫作品进行前期广泛的市场推广，同

时结合旅游业的二元整合，开发出具有动漫主题的景点产品如动漫主题公园、动漫主题乐园等。此外，通过增设以提供动漫场

景游乐体验的动漫游乐区，以演示、销售、服务为主要功能的体验区， 以及服务于玩家集散、会议节庆活动举办而设置的商务

接待区等动漫旅游功能区, 这不仅带来地方民间传统文化的广泛传播效应，也可将极大的拓展地方旅游功能，从而实现两大产

业的融合发展效果。 

5.政策保障与支持，完善动漫全产业链。 

在正确了解和认识传统民间文化资源动漫开发价值的基础上，政府的政策支持及有效的法规保障也是推进民间传说与神话

资源动漫产业开发的极为重要的一环。首先，应当合理调节区域内的资源配置，切忌盲目投资，借势杭州国际动漫节影响力，

宣传具有浙江神话传说特色的动漫产品，开展具有浙江神话特色的动漫博览会。其次政府需要对于企业的文化内容原创和独特

创意给予一定的激励性补偿或税收优惠措施，并积极完善和落实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充分保护文化原创等无形资产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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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外，动漫产业链是动漫产业开发的基础，完善而成熟的动漫产业链有利于实现动漫产业价值的最大化。通过打造相应的

平台以及优惠政策和资金支持, 来引导和推进产业的发展。 按照引导+激励的模式构建浙江地方动漫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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