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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彩塑与动漫角色设定中的中国元素 

——以筇竹寺五百罗汉造像为中心*1 

吴浚
1,2
 

(1.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安徽芜湖 241002;2.台湾艺术大学创意产业设

计研究所，台湾新北 2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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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云南昆明筇竹寺五百罗汉造像是中国罗汉彩塑艺术的典型代表之一，是宗教佛理、民俗文化、艺术美

感等多种文化熔铸合流的汇成之作。在我国动漫陷入严重同质化窠臼的当下，从筇竹寺五百罗汉造像的叙事性、形

象性、戏剧性、民俗性、宗教性等方面，分析对当代动漫角色的剧本、形象、动作、色彩、内涵等方面所具有的启

示意义，由此探求在数字媒体时代下动漫角色创作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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筇竹寺五百罗汉造像由清代黎广修携弟子 5 人历时七年（1883〜1890 年）完成，它集典型佛理性、夸张写意性、生动叙事

性、装饰民俗性于一炉，是中国罗汉彩塑艺术的典型代表之一。其高超绝伦的艺术造诣和丰富独特的造型构思被世人美誉为“东

方雕塑宝库中的明珠”，其造像艺术受到学界的一致肯定。汪曾祺先生说：“我所见过的中国精彩的彩塑罗汉有这样几处：一

是昆明筇竹寺。筇竹寺的罗汉与其说是现实主义的不如说是一组浪漫主义的作品……罗汉都塑得极精细……增一人则太多，少

一人则太少，气足神完，自成首尾。”[1]435然而筇竹寺五百罗汉造像迄今并未进入中国动画借鉴取法的视野，笔者试就其蕴藉的

价值观、艺术理念、故事结构、表现手法等略事爬梳，以资探讨与动漫联姻之可能，以期不断增强中国优秀彩塑艺术的生命力、

凝聚力、创造力及影响力。 

在全球数字信息一体化进程日甚一日，国外优秀动漫作品涌入国内渠道日趋多元的当下，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进程在不同

程度上受到冲击。目前，部分动漫企业试图通过借鉴国外模式来寻求出路，作品却暴露出价值观失衡、故事结构紊乱、艺术理

念单一等诸多弊端，在美术风格、故事创意等方面落入同质化的窠臼。这样的现状，导致了具有中国特色与民族气象的原创作

品极度匮乏，随之而来的是对本土动漫文化元素的不自信，这亦成为制约我国动漫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所在。而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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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元素却成为世界众多影视动画作品趋之若鹜的文化符号，《花木兰》《功夫熊猫》等系列动画电影席卷全球的超高票房告

诉我们，中国并非缺乏好的动漫创作元素，而是我们如何重新审视和继承独有的优秀艺术文化传统，打破符号化、概念化等狭

隘创作理念，创新并迎接本土文化的回归。习近平在谈及复兴中华民族文化时指出“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创作出具有鲜明民族特点和个性的优秀作品，要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深刻的理解，更要有

高度的文化自信。”[2]2 筇竹寺五百罗汉造像是宗教、民俗文化、艺术美感等多种文化熔铸合流的汇成之作，其所具的民族性和

艺术性，或可为动漫角色创作提供全新的策源可能。以筇竹寺五百罗汉为中心，分析传统彩塑与动漫角色设定中的中国元素，

探求在数字媒体时代下动漫角色创作的新路径，是“优秀文化继承、传统文化创新、迎接本土文化回归”理念引入动漫创作的

探索与尝试，是创作具有民族风格动漫角色继承创新与发展的有效路径。 

一、罗汉造像的叙事性与动漫剧本的素材选择 

筇竹寺五百罗汉信仰的盛行拓展了文学艺术的创作空间，在创作思维、内容、形式、技巧等诸多方面均获受益，呈现出别

样面貌。创作上将佛理融于华丽奇妙的文艺形式里，为诗词歌赋、民间艺术等提供故事来源，这些均可为动漫故事性创设的融

通对接提供可资借鉴的枢机。（清）李坤作《筇竹寺新壌五百阿罗汉歌》，“侏离诘奇多异能，一一俱若探禅源。传神在阿睹，

画理可同理。摒除笔墨事，縳梡六法扔自游其樊。古有绝艺金再见，观止应作吴扎言。”[3]178侯祚照《毕节文史资料选编第八辑

灃阳言外集诗草》录有《看昆明筇竹寺五百罗汉（长短句）》；根据筇竹寺五百罗汉造像编撰出民间故事《黎广修与五百罗汉》
[4]58-59;《中国歌谣集成•云南卷》收有《春城景•筇竹寺》唱述了筇竹寺五百罗汉造像精湛的雕塑技艺，歌中唱到“五百罗汉不同

样，各有神态各参禅”[5]1,等不一而足。筇竹寺罗汉造像注重叙事性和故事性，千人千貌，无论是单尊还是群组造像，皆注重外

在形象与内在气度的差异性，人们从罗汉中可感知世间百态，对生活的所感、所悟、所思、所乐、所忧、所惑、所疑、所盼、

所爱、所恨、所得、所失……神形毕现。李松先生等人论及筇竹寺罗汉造像时言：“作者通过观察市井人物寻找到创作灵感和

生活依据，并做了异常夸张的处理。罗汉形象中包括了三教九流，七行八作，各式各样的人物……表现手法吸收了戏剧，特别

是川剧的舞台表演手法，形象夸张、生动，借宗教题材表现了毫无神圣之感的众生相。”[6]442王朝文先生指出：“筇竹寺的罗汉

有较多人性，较容易联想到民间生活。”[7]255 

动漫故事创意是动漫产业中的重要构成部分，故事创意引人入胜，人物角色鲜活是动漫作品成功的关键。从本土文学作品

中吸收创意，为我所用不失为有效的创作方式，中国动画史上不乏其例，《大闹天宫》《天书奇谈》《铁扇公主》《哪吒闹海》

等取材于古典文学；《神笔马良》、《骄傲的将军》等选材于民间传说；《三个和尚》《猴子捞月》《南郭先生》等于古代寓

言故事中获取灵感。美国著名编剧和制作人悉德•菲尔德认为人物是电影剧本的基础，它是故事的心脏、灵魂和神经系统，塑造

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动画艺术造型形象的主体，也是动画剧本创作的根本任务。筇竹寺五百罗汉每尊皆有其故事，如忆持因缘尊

者，《因缘僧护经》载，有崇奉佛教的五百商人在出海贸易时特邀请僧护随船以便在航程中为其讲经。海龙王闻此经声后邀请

其至龙宫为龙子讲经，待商船返航时，龙王将僧护送回商船回到大陆，可是临近海岸时却与五百商人失联，只身来到地狱，后

又至五百仙人处，将地狱众生拔度出苦难境地。一路百思不解，在回到佛祖处后讨教缘由。佛祖为其讲解因缘之道，欲获得善

果，须得广做善事，僧护牢记教诲，并广为大众解说。故事已具雏形，精心改编便可塑造为好的动漫剧本，上海美术电影制片

厂由敦煌壁画佛教故事改编创意而有《九色鹿》，筇竹寺五百罗汉五百余个故事正待挖掘，是为动画创作的珍贵资源。 

筇竹寺五百罗汉造像源于生活，内容包罗万象，注重人物外在形象与身份特征及内心气质相契合。罗汉身份性格各有不同，

有性格刚烈的力士、一言九鼎的帝王、威武坚毅的将军、满腹经纶的雅士、淳朴善良的农民、乐观开朗的老者、意气风发的青

年、精明坚强的小贩、诙谐风趣的乐者、谈笑风生的儒生、俯首沉思的僧人等，造像涵盖社会各阶层中的不同人物，性格鲜明、

神态各异、千人千面。精彩瞬间述说不同故事，为动漫剧本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罗汉之间相互交流，表现出浓郁的叙事性

特征，有弯腰低头交谈者（净那罗尊者与澍云雨尊者）、指点评论者(具寿具提尊者）、高谈阔论者（灯导首尊者）、娓娓述说

者（波阇提婆尊者）、纳凉休息者（行无边尊者）、话家常者（秦摩利尊者）、苦恼沉思者（行无边尊者）等等，这些罗汉造

像演绎着一幕幕生动盎然、耐人寻味的生活场景，由实体雕塑所带给人们的无限境界，是作者叙事性创作雕塑实体的空间拓展。

筇竹寺罗汉造像直观明晰的情节再现配合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是为现世生活场景的瞬间定格，动漫设计者可以罗汉故事及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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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特色为蓝本，承袭优势，大胆创设，打破范式，构建故事主题、设定主角配角、撰写剧本大纲、设计情节桥段、搭建结构、

设计对白、增强细节内涵。 

二、罗汉造像的形象性与动漫角色的原型选择 

艺术美感是筇竹寺五百罗汉最有力的宣传手段和方式，通过形象引起观者的敬畏、惊奇和信仰，罗汉造像与寺院建筑构成

整体场域，营造出浑然天成的崇高感。作者在塑造时摒弃了客观自然事物外在形式的束缚，把人物最精彩的神采瞬间、姿态加

以表现，情绪激烈，手法肯定，造型自由，造像兼具浪漫与夸张、写实与写意，形神兼备，入木三分，彰显了东方审美的“率

性”与“坚强”。王子云先生认为：“筇竹寺罗汉造像的特点，是神态生动和解剖比例合度，衣带的处理也生动真实。尤以人

物神态的刻画，喜怒哀乐，各具其形。而且各个人物相互之间也有着一定的精神联系。"[8]623 筇竹寺五百罗汉造像注重个性抒发

与细节处理，尽显神来之妙。如梵音阁的迦那行那尊者、毗罗胝子尊者等，在动态、结构、比例、神情、衣纹转折、体量变化

等方面恰当地传达了每尊罗汉的特征，手指、嘴唇线、嘴角、眼睑、眉毛等细节更是精益求精，形神妙得，线点、线面、凹凸、

方圆、高低、长短有机整合，匠心倶在。创作者把对象理想化、写意化，巧妙传达了人物的特征与神韵。另有明世界尊者、阿

氏多尊者、定拂尊者、誓南山尊者、三昧声尊者等皆十分生动，各具特色。 

动画角色形象设定是叙事的核心，亦是矛盾冲突的核心，是影片创作过程的重中之重，直接关乎作品的成败与否。国内外

动画作品在角色形象设定时常以既往艺术作品中获取养分，如《骄傲的将军》人物形象借鉴京剧脸谱，《九色鹿》的角色取材

于敦煌壁画，《大闹天宫》人物造型主要运用传统版画与年画结合。筇竹寺罗汉造型生动、神态自如，使人观形如闻声，望面

如洞心，将五百罗汉欢乐幽默、活泼可爱、积极洒脱、豪放不羁、成熟稳重、谦和善良、憨态可掬、忧郁凝思等诸多性格表现

得活灵活现、宛如真人。由罗汉造像可知，在塑造时注重头部刻画，塑造手法分为两种：写实和抽象，写实性人物表情多静态

为主，在五官比例、形象结构、体量线条、色彩运用上多以客观真实人物为原型，体量转折过渡自然，线条柔和细腻。此类角

色在动漫中多作为现实题材表现，给人亲切感，设计时应注重不同人物性格的表现，身材、结构、形态尊重客观真实，线条多

柔和细腻。 

生动的形象是塑造者对客观现实人物的智慧再造，浓缩了客观自然的万千气象，升华为内在精神维度的内蕴，在动与静、

凝重与轻盈之间尽显浪漫想象。抽象性体现在体量、比例、表情上，如阳刚勇猛者身材壮硕，颈部粗短，腰腹圆浑，手臂厚实，

或横眉立目，或皱眉瞪目，威仪勇猛之态毕现，此类形象常用于动漫或游戏中力量型角色，这种方寸之中通过表情夸张及体量

挤压来表现力量的方法值得动漫角色造型借鉴和运用。再如乐观幽默者多身材写实，头部比例拉长，脸型消瘦，高眉弓，八字

眼，厚嘴唇，嘴大张，尖下巴，眼轮匝肌、提上唇肌、咬肌、降口角肌因挤压形成“S”形体量边缘曲线，看似“比例错误”却

使开怀大笑的瞬间神态自然流露。抽象型动漫角色在作品中多带给人喜感和快乐，深受观者喜爱，通过抽象手法既能巧妙呈现

对象神韵，同时独特的形象特征又可增强角色的辨识度，利于塑造明星动漫角色，为衍生产品开发提供空间。此外，筇竹寺罗

汉造像中富于中国特色的纹饰图案可为动漫装饰符号设计提供素材，《功夫熊猫》中大量运用了中国传统装饰纹样，如卷云纹

（浣熊师傅袖口）、云纹（地面）、龙纹(柱子、天花板）、书法变体纹（姣虎、灵蛇身上）等，这些装饰元素丰富了中国意蕴

的风格表现。值得注意的是，筇竹寺五百罗汉造像为立体塑像，可为动漫角色设定提供全方位、多维度的形体参考，如若采用

三维动画呈现，可与全息扫描、数字雕刻、3D打印等全新数字技术结合，可最大限度节约制作成本。 

三、罗汉动态的戏剧性与动漫角色的动作选择 

筇竹寺罗汉动态丰富，坐、立、行各精彩瞬间化静为动，使原本静止的雕塑富于动感，作者善于捕捉人物的精彩瞬间，再

度进行提炼重组，妙用夸张变形手法，将人物内心情感外化于形，罗汉身形合一，神采奕奕，其戏剧性的张力尽显罗汉万千世

界，如众德首尊者、波阇提婆尊者、澍云雨尊者、会法藏尊者等不一而足。罗汉动态的戏剧性与动漫角色的动作设定需要高度

契合，其动态的丰富与夸张为动漫角色动作设定提供了宝贵经验。动画角色的动作设计作为一种表意符号，以幽默戏剧性为准

则，既要遵循事物运动规律，做到合情合理，又需加以提炼、升华、夸张，方能耳目一新，使观者能心领神会。动作设计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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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动作、表情动作、个性化动作等，运动动作和表情动作多应用夸张变形手段来强化动作张力，个性化动作是角色内在性格

外化的关键，是动画角色的生命。创作时运用夸张简化、变形转化等竽法，提取有用元素，适度夸张和加减，强化特征，凝练

元素，减去琐碎，使动漫人物个性更加鲜明。动态戏剧性的经验主要体现在夸张简化和变形转化两方面: 

(一）夸张简化 

英国动画家哈罗德•威特克说：“动画师综合动作并赋予适当的创造性的夸张，使这些动作在动画手段中显得自然，动画电

影的表现形式是漫画化的，每一个对象的特征和它表现出来的动作都是夸张了的。”[9]27孙立军谈及夸张时说: 

“夸张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噱头和趣味，而是为了更深刻地刻画人物性格，凸显人物性格的典型性。”[10]205夸张简化是为了动

作的自然及人物性格的刻画，以使形象更吻合动漫角色的造型需求，如智能海尊者（见图 1)，有意识简化繁复的衣纹细节，保

留转折结构线，拉长头身比例，夸大腿的长度，头部刻画成少年形象，面露微笑，把智能海尊者如大海般浩瀚无际，涵容一切，

慈悲为怀的乐观加以表现，年轻化的形象更易于被青少年接受。 

 

(二）变形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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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军说：“‘夸张’实际上是放大了人物的心理、思维所产生的动作，甚至是导演、动画设计人员在设计人物动作时自

己想象力的放大，从而得到夸张效果的幽默情趣。”[15]211把形象内化为心理特性，然后抽象、拼贴、叠加、增补，再次提炼赋予

角色新的寓意。如妙臂尊者（见图 2)，抓住筇竹寺罗汉超长手臂的特征，图中右边角色设定为为坐姿，左手高举过头，有顺手

取来之势，更显罗汉气定神闲，随意取来的天赋秉能。中向角色则拉长手臂、缩小腿部、加宽上身，项戴大佛珠，左手置于胸

前，右手食指按地，双眼右视，面露微笑。在雕塑基础上运用漫画绘制，赋予角色内心活动，将面对困惑百思不得其解后顿悟

时的暗自窃喜展现无遗。 

 

 

四、罗汉服饰的民俗性与动漫角色的色彩选择 

民俗性主要通过民俗祭拜活动及五百罗汉造像本身进行体现，与其他寺庙罗汉通体饰金造像不同的是，筇竹寺五百罗汉施

以彩绘，人物着装、衣纹装饰除丰富罗汉造像外，亦显现出浓郁的民俗性。王朝文先生对此有言：“服装道具也富于变化，除

披袈裟者明显为僧衣外，其他多为右衽宽袍，袖领边沿乃至全身均彩绘或沥粉花纹，与世俗服饰无异，或以毛发做须髯，或以

竹木为手杖，或以玻璃做眼珠，或披风帽，或穿短褐，或穿无袖马褂，竟使许多罗汉完全呈现为世俗模样，活现出封建社会末

期乡绅、书生、商贾、医卜、屠夫、樵夫等不同阶层形形色色的面目和灵魂。”[11]108民俗性还重点体现在服饰图案上，图案多为

吉祥寓意，如：“蝙蝠纹”（天台莱阁摩诃注那尊者领口）、“寿字纹”（梵音阁慈仁尊尊者上衣）、“缠枝菊花纹”（梵音

阁欢喜尊者衣服）、“蔓草纹”（梵音阁香金手尊者衣领）、“举家合欢纹”（梵音阁颇罗堕尊者衣服）、“团鹤纹”（梵音

阁波阇提婆尊者衣服）、“拐子龙纹”(大殿具寿具提尊者衣服）、“万字纹”（梵音阁寻声应尊者）等。这些喜闻乐见、寓意

吉祥的纹样在罗汉服饰中应用，突破了教义的陈规，把五百罗汉作为现世的人物而不仅仅是神或者僧人进行塑造，增强了造像

的表现性，赋予罗汉更真切的亲和力，为动漫角色设定时独特民俗文化的表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照坐标。 

色彩是决定画面基调的因素之一，对影片风格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动漫中最直观的视觉元素，通过客观自然

色彩和主观抽象色彩来传达角色的感情及内心世界，在动漫角色造型中，色彩具有塑造形体、刻画人物、凸显个性、性格指代、

呈现情绪、丰富元素等功用，与线条互为作用。中国用色体系以其独特的审美意趣为国内外动画作品所借鉴，《九色鹿》的场

景用色多取法敦煌壁画的色彩体系，善用土红、石绿、熟褐、土黄、黑、白、灰、金等营造意象性氛围。殷俊指出：“《功夫

熊猫》中美国动画对‘中国风，配色有了新的定义。该片多数配色在实景实物的色彩基础上，用中国画颜料色彩（石绿、石青、

朱京、朱膘、赭石、白粉、花青、藤黄、胭脂等）进行主色搭配。”[12]158 

筇竹寺罗汉造像采用传统设色体系，大胆使用冷暖对比，以蓝、黄、红、绿、白为主色调，同时结合浅灰色、深灰色、白

色、黑色等加以调和，颜色鲜艳、厚重，吻合民间美术的用色规律。结合涂、刷、染、点、描等赋彩手法，同时塑绘结合、互

为作用，局部施以浮雕及贴塑，以增强体量质感。表现时多采用概括手法，或夸张构成强烈冷暖及明度反差，或减弱形成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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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弱反差，使得造像协和整一中层次叠出，法度内蕴。在动漫角色设色时将优势继承挪用，辅以动漫独有的用色技巧，于宗

教、民间、动画三者得宜。如智能海尊者、净藏尊者，就沿用罗汉彩塑造像中冷暖对比法，在此基础上进行提升概括，人物上

衣外表设定为蓝紫色，内衬为黄褐色，皮肤在彩塑基础上加入少量黄色提高纯度，结构转折暗部用紫灰色调和，与衣服互为呼

应。与原泥塑造像比，智能海尊者增加了上衣紫色明度，改精细花纹为概括性装饰花纹，裤子设为浅青灰色，皮肤为明黄色；

净藏尊者基本沿用彩塑皮肤颜色，上衣外表改为蓝紫色，点缀写意花纹，裤子设为黄褐色。在上色手法上依然采用平涂为主，

暗部加入少些深色勾勒增强体量。在传承创新下，动漫罗汉造像颜色更加鲜明，个性更为凸显，更便于普通受众识别。图 2 中

的妙臂尊者则采用减弱对比的方法，运用简单色块平涂的手法，黄、绿、灰、黑四色分隔清晰，更具装饰性，也更利于动画制

作环节上色处理。 

五、罗汉信仰的宗教性与动漫角色的内涵转换 

汉末支谦所译的《太子应本志经》云：“一心之道，谓之罗汉。罗汉者，真人也，声色不能污，荣位不能屈，难动如地，

已免忧苦，存亡自在。”罗汉神通具足，形同凡众，作为佛的弟子，受其嘱托，在释迦佛入灭至弥勒佛出世前不入涅槃常住人

间。罗汉教义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会通、融合，最终形成了调和儒家思想、宣传忠孝观念的伦理道德学说，以救苦救难、普度众

生为出发点，以“诸恶莫作”、“诸善奉行”为行为准则，慈悲、利他、自觉，通过因果报应原理告诫人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去恶从善的道德要求对人们的思想、言论和行为构成了很好的引导和约束，罗汉信仰强调布施，倡导信徒以己之力去救助穷困

者和索求者，慷慨施舍众生，其价值观利于和谐社会生态的建构。论及宗教对动漫的互文，台湾学者郑印君指出：“透过记忆

所持存、形塑、隐蔽的经验，不仅标示过往、现实，也一并指向未来-一-那即将到来的现在，使得象征不仅成为一种动态的意

指作用，也同时涵涉了生命终极关怀的面向性，因而在不同生命经验的诠释开展、拒斥、消解中，其意涵显得既混杂又多元，

因为言之言者与言之无言者，两者在生命经验记忆的‘表象/深层’、‘秩序/混沌’、‘实在/真实’，之间游移，以既生成又

消除的动态赋意，在置换变动中措置时间、空间的意义坐标。”[13]83在经济高速发展、急功求利盛行的当下，将罗汉信仰中的善

义善行伦理观巧妙置于动漫作品中，将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汲取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倡

导青少年重拾善心、力行善举、践行善行，无疑是祛除现世社会浮躁功利的一剂良药。 

筇竹寺五百罗汉的本体论、认识论和心性论丰富和发展了古代哲学。方立天先生指出：“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

比较重视现实人生，侧重经验认识，而对人生本原、世界本体和彼岸世界等问题探讨较少。佛教把因果报应说成是支配人生的

铁的法则，为人生的本原、本质、命运问题提供了一种神秘主义的解说。佛教重视世界本体的探讨，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本体说，

尤其是以个人的意识和共同的‘真心’为本体学说，丰富了古代唯心主义本体论。”[14]228罗汉信仰中关于矛盾的对立统一，现象

与本质、主客体的关系，对主体、自我意识和客观能动性的强调等，都具有较高的辩证性。罗汉信仰中的善与恶、成长与救赎、

禁止与诱惑、生与死、净化与再生等主题，亦是动漫作品中常用的最具深度的议题。日本动画即经常援引宗教性主题来深化主

题或世界观，宫崎骏先生言：“从传统的宗教观或神话中汲取象征意象，不仅为处于同一文化中的日本人容易理解叙事形塑中

的修辞隐喻，也是一种透过‘传统’来重新审视自身所处的当代社会文化，并尝试提出可能的走向、归向的转化可能性。”[15]228

《风之谷》《天空之城》《龙猫》《哈尔的移动城堡》等作品中均有取材或改自日本传统信仰或神话的角色，日本学者井上顺

孝指出“让观者轻易感受到某种层次的宗教世界观，提供解放感或心理疗愈，能让观者看透主角们的生活之道，真实感受到自

身内在的‘生命力’”[16]7。 

六、结语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而至，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人们正享受着新时代科技革命带来的种种红利。然而社会高速发展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亦不容忽视，部分传统经典文化正蜷缩在社会文化角落里，欲使之再续风华需转变理念、整合资源、跨界融

合、独辟蹊径，以创新形态、灵活渠道巧妙激活普通观众的审美感知，重拾本土文化的信心，提升本土文化的传播效果。 

现如今本土文化信仰缺失所呈现出的文化自卑和盲从亟待扭转。动漫已成为青年一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部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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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本土文化的自救不失为重拾文化自信的有效途径。五百罗汉造像艺术所蕴涵的伦理道德、哲学思辨、文学艺术、民俗文化、

艺术美感等，为当代动漫角色设定的故事创意、造型设定、动作参考、色彩运用提供了契合的可能和可资借鉴的经验。尝试将

筇竹寺罗汉造像与当代动漫角色设定结合，一方面可以让灵动活泼的罗汉形象得到新的传承和发扬，是数字化时代非物质文化

保护传承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亦是为民族特色动漫角色的设计及大众文化语境下民族民间艺术的传承发展探索出切实可行的

路径，为传承中国文化，阐释中国特色，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文化探寻可转化的路径。 

当前文化回归的呼声日渐高涨，回归并非原封不动的复制粘贴，而是结合动漫艺术自身规律、动漫受众群体的文化心理及

观影习惯，把握本土文化内核与动漫艺术的高度契合和深度融合，为动画创作注入新鲜血液，为中国传统艺术的宣传、推广、

继承和创新寻找新的路径，为打造国产原创动漫品牌之路做有益的尝试和积极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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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图 1、2 中筇竹寺罗汉均出自龙东林、金塔明、孙琦：《筇竹寺五百罗汉》，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动漫形象

设定图 1为钱程久钰绘制，图 2为笔者绘制。 


